
少专家雄拌
·

老专家议她质行业1 2年找矿规划纲要
、

。 )
-

二
、

进 , 步完普地质工作布局
`

, 于

妙带指出万
一

“
调整好工作布局是 找 矿裘

破的重要一步
. ”
地质工作布局是 , 个复杂

的
、

动态性的系统工程产既受她质规律的制

约
,

又受经济
、

自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
。

从

工作部署上要连照地质规律办事
, ,

选择相对

最好的成矿远景区带为重点地区
, 从地质工

作任务上看
,

要立足于为全局服务
,

把重点

调整到保证墓础
,

加强普查
,

增强后劲 , 努

力为发展农业
、

能源
、

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

基础产业提供一批急需钓矿产地和地质成果

上来
,

完善地质工作布局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结合地质条件
、

技术经济条件及地质队伍进行工作的能力
,

确定各类地质工作在全国一定区城内的空间

分布
、

合理比例与科学组合
。

与会的老专家

们还认为要协调好以下几个关系
:

第一
,

重点成矿区带与一般成矿区的关

系
。

巩杰生在发言时指出
: “

找矿的 历 史经

验证明
,

在重要成矿带上长 期 坚 持 找矿工

作
,

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 就能不断积累和扩

大地质找矿成果
。 ”

但对重要成矿区带的认识

应是一个动态的
、

发展的概念
,

在一定时期

内保特稳定是应该的
,
滋着客观地质条释认

识的变化和找矿形势发展需要
, ,

吸时地进行

调整也是必要地孚物如扩伪合云年太原普查会

议为完善勘查1 作宏现饰局扒确定了龄片重

点区
。

经过三年喃勺实践
,

在武汉召开的重点

工作区会议上
,

将原韵片重点工作区保留邵

片
,

新增 3片公 调整为如片
。

调整后的重点

工作范围
、

得 1锄
`

种更集中
,

任务 目标更明

确
。 “ ` 、

第二
,

找大矿和找中
、

小型矿的关系
、

, “

纲要少 中强调重点寻找且型、 大型矿

床
,

确实
,
巨型

、

大型矿床的开发利用往往

可以决定以至改变国家生产结 构和经 济面

貌
。

寻找巨型矿床应是地质工作者追求的重

要目标
。

黎盛斯认为
:

只要找到特大
、

(矿床

储量规摸为大型
、

超大型 )
、

特 高 (矿 石平

均晶位成倍地超过工业品位 )
、

特缺 (国家十

分急需又长期未找到或未基本解决的矿种 )
、

特殊 (新矿床类裂井具有普遍的找矿意又 )

的矿床
,
或新产地具备上述四项要求之种者

,

就算找矿突破
,

同时满恳两项或两项以上要

求的
,

无疑会引起震动性影响
。

沈永和指出
: “

户国矿产的基本帐点是

筑矿多
,
富矿少 , 中小矿 多

,
巨型 大 型矿

物礁有滇东开远阿择
、

丘北温浏
、

广南阿科
、

茸暮
、

蓝那孟等
。

八面山大断裂的西侧为发

育完好的见天坝
、

黄泥绪生物礁
;
还有呈札

北东向延伸的郴怀大断裂
,

湘南生物礁即位

于西侧
。

由于基底大断裂的构造因素直接控

制着岩相古地理的格局
,

生物礁一般常出现

在碳酸盐台地的边缘地带
。

声近年来根据古地磁的研究资料
,

四川峨

嵋附近晚二叠世地处南纬 2 , 7
“ 。

湘南生物礁

位于峨嵋以南约 3
。 ,

四川开县红花生物礁处

于蜂嵋以七约 1 ,
5

。 ,

上述生物确皆位于晚二

叠世赤道附近热带海洋形成的礁体
,

,

综上所述
, ,

生物礁的出现往往是成群成

带分布
,

这是礁体发育规律所决定
,

是受沉

积环境和沉积作用所控制
。

这种条件的形成

往往与古断裂活动有密切羡系
。

由于古断裂

活动形成较大的沉租差异侧 构成明是的地貌

隆担
,

方为生物礁提拼生长妇基础
,

对潜伏

生物礁的寻拱起决定作用
。 一 、 “

式
` .

(中国地屏大学试祝决)
`



少
。 ”

一

他认为
,

了

“ ①上述特点木仗为长期 矿

产普查翻探成果所证卖
,

一

也是共种普通的矿

产分布翻律犷在部署矿产普查申必琐予以重

视
。

②实践证时,
直接找到的大 型、和 巨 型

护床总是少数或极少数广而通过细致的地质

工作护在众多 ,iJ矿或中护的基础上
, `

由于规

模的逐步加大
,

或由于个数的遂渐增多而找

到大型或巨型矿却占很高的比例
。

从这一点

来说
,

忽视或不重视中小矿的找寻
,

实际也

就意味着减少找巨型或大型矿床的机遇
.

’

③

长期以来
,

.

我们重视的是找大矿
,

对中小矿

床已经重视术够
。

’

其结果不仅使找矿路子愈

来愈窄
,
而且影响区域矿产的全面评 价

。 ”

为此
,

与会专家建议实行大 ; 中
、

小矿并举
,

贫富矿兼顾扩董视共生和伴生扩的矿产普查

方针 ; 总结找申
、

小矿的同时找大矿
,

在贫

矿中找蓄护的矿产普查塞本经验
。 一

`

在 ha 气勘查方面
,

吕华指出
:

一

应该
“

在

突出寻找大油气田的前提下
,

、

实行大
、 ’

中
、

小油气田并举
. 冷

一

韩景行认为产从长远考虑
,

币
、

小盆地赤是爱碗新的油气田的主要领域
之一 ;

从整体考虑
,

中;
:小盆地赤具有我到

油气田的希望矿 尤其对地矿部门来说
,

按 ,开

拓
、

先行
、 一

麦现
、

评价
,

方针
,

大量的工作是

香查评价
,

预计除对海洋和陆地个别大盆地

以岌缺酸盐区的勘查外奋趋势表叻
,
中

、

小

鳌地油气可能是来来勘查研究的重要 目栋之
二护所以应从战略性

、

方向性角度看待中
、

小盆地的勘查问题产
、

第全
,

`

战皓发展与近期目标的关系
。

专蒙们认为
“ ·`
纲要

”

确走的勃曲年前的

校矿任务非常琅毯而繁重
,

必须注意处理好

战略发展写近期目标的关系` 吕华指出
: “
在

战畴上要有充分的信心扩在战术上要认真童

视
,

防止急午隶成的情绪
,

树立坚韧不拔地

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
。 ”

周 泰 折认 为
: “

在

主纲姿
`
的引导下歹必须抓好编制各项目的中

、

长期奸划和牟度工作真体安排计划
。 一

执行计

劲时既要认真贫彻国家加各项方针政策
,

又

要强调计划的产肃性
,

并且要看到地质工作

的探索性特征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适当地留

有余地
,

才能增强探宝的活力与实力
. ”

第四
,

协调地勘工作各部类比例关系
。

与会专家一再强调
,

矿产勘查中
,

普查

找矿是关键
,

并应建立在扎实的基础地质工

作之上
。

韩影山在发言时说
: “

过去 几 年来

在作计划时也都强调加强基础地质
,

但实际

工作时
,

往往当成软指标
,

可有可无
,

可多

可少 `召今后必须抽出一部分专款
,

当成硬指

标下达
。 ”
有的专家建议提高 固体 矿 产在地

勘费总额中的比例
。

对广义坏境地质工作
,

要按照
一

“

减灾计

划 , 的要求
,

加强地质灾害的研究
、

调查评

价
、

监测预报工作
。

这几年
,

在地勘费的分

配中用于广义环境地 质 玉 作 的 经 费 不 到

功肠
,

比原定的 13 %还低
。

要保证广义环境

地质工作的不断拓宽
,

与会的水文地质
、

工

程地质专家呼吁要增加资金的投入
口

一

石油专家在探讨油
、

气勘查战略时
,

强

调要加强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

要克服
“

重油

轻气
”

的思想
,

要求制定有关鼓励政策
,

加

速夭然气的勘探开发
。

韩景行 说
: “

过
·

去由

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
一

放慢了夭然气的勘探开
(

发
,

致使我国油 、气产量比例仅为 1 : 0
.

1
,

大大

低于世界平均 1 : 0
.

62 的水平
,

天然气在我国

能源消费结构中只占 2
.

3%
,

亦远远
一

低于世

界平均 1匀
.

6对 的水平
. 孙
近几年来世界夭然

气探采发展很快
。

产夭然气的领域较石油为

广
。

化土
、

化肥业对天然气的需求和环境保

护的强烈呼声犷加速了天然气 的 消 耗
,

推

动了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

使世界夭然气储

量
、

产量增长很快
。

吕华建议
: “

在 突 出天

然气 、含煤成气 ) 的前 提 下
,

实 行 油气并

举 ;
. ·

一建议地矿部门的油气勘查队伍在
`

八

五
,

期间
,

实行以矢然气为主
,

油气 并 举的

方针犷并逐步建成夭然气 (包括煤成气 ) 的

专业勘查开发队伍
,

以创造条件形成陆地右

油言海洋右油
、

天然气三大总公司
, ’

共同协



作完成国家油气勘查和开发任务
,
开创新局

面
。

_

”

把天然气作为独立资源
,

可以真正加强

天然气的勘探开发
。 - -

一

第五
,

利用国内资源与适度利用国外资

源的关系
。

专家们认为
,

我国地质成 矿 条件 多样

化
,

有利于多种矿产的形成
。

40 年的找矿实

践已证实大部分矿产在我国均有产出
, 。 有相

当多的矿产具有丰富的蕴藏量
,

同时具有进

一步找矿的条件
。

因此
,
应以开发利用国内

资源为主
, 哪
纲要

,
确定的 目标任 务也是以

此为基础的
。

为维护国家资源权益
,
还要努

力扩大对深海大洋
、

极地等国际共有资源的

勘查开发能力口吕华在发言时 强调
: “

海洋

矿产资源作为陆地矿产资源的补充和接替将

是不可避免的
。

海洋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工

作更为复杂
,

在资金上要有更大的投人
,

技

术上装备上要求更高
,

而国际上在这方面的

竞争更为激烈
,

要从故略高度上予以重视尸

第六
,

正确摆好基础地质 、普查
、

详查
、

勘探的关系
。

,

口
`

.
. 一

`

专家们完全赞同
“

纲要
”

提出的
“

保证

基础
,

加强普查
,

择优详查
,

、

对口勘探
”
的

原则
。

加强基础地质
, 、提高地质研究程度无

疑是地质工作的 , 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
,

对

于今后保持找矿
“

后劲
”

具有重要意义
。

` 一

曹

国权认为
:

普查找矿是地质科学的应用
,

是

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技术
。

从 这个 意 义上

讲
,

.

普查找矿比地质勘探更具有科学性
,

需

要更高的科学洞察力
。

因而在工作摆布上
,

曹国权认为
,

地矿部主要职责之份是运用国

内外地质学科新成就
,

·

长期不懈地进行成矿

规律和成矿预测研究
,

抓好普查
,

向各工业

部门提供详查基地
。

在油气勘查方面
,

吕华

说
: “

正确处理好普查与勘探的关 系
,

对普

查实行倾斜政策
。 ”

国家计委要求 全
.

国各省

( 区
、

市 ) 自 1 9 9 1年开始
,
分别编制地方地

质勘探玉作计划
。

其目的之 , 是
;

一
、

使有限的

国家地勘费逐步转向以基础地质和普查找矿

工作为主
,

保证
“ 、

九五
”

和下做纪初各类矿

种有足够的勘探后备基地
,

为适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打好基础
,

在这 , 形势下认

地勘单位
、

科研单位及各院校
, ; 、

要真正发挥

自己的优势
,

加强基础地质工作 , 地质队要

抓住普查找矿这关键一环
,

提供大量的找矿

靶区
,
一

择优详查
,

对 口勘探
。

一 、

一

三
、

一

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

、

华纲要兮指出
:

依靠科技进步起关键性

作用
。 _

这是 产纲要
”

编写的指导思想之一
。

但边效曾在书面材料中写到
:

.

兮我认 为 不止

于此
,

它应起着主导作用
。 ”

老专家们也 , 致

认为要坚持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进步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方针。

第一
、

加强理论指导找矿的研究
。

边效曾在书面发言中认为
:

加强区域地

质找矿条件的研究和充分发挥地质理论的作

用 、 其最终目的是探索出移合客观地质条件

的找矿指导思想
, ;

从而实现找矿突破
。

近 20

年来
, 、

地质科学有了稗天覆地的变化
,

地质

人员只有掌握了科学发展的动态
,

才能有效

地发现矿产` 他还指出
,

正确的找矿指导思

想的形成不可能一帆风顺
,

要经过实践一认

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反复过程
。

坤质工作
过瞬中犷 由于受地质观察和综命资 料 的局

限
,

加之新的拼说或新的地质理馋的娜现 ,

往往会否定原有的认识
。

这郭要求地质工作
者一定要有胆胳和勇气

,
,

敢于纠正经实践证

明是错了的找矿指导思想 ,
,

-

黎盛斯把理论指导球矿研究划为三个层
次 :

二是优先开展生产超前的开拓性研究 ;

二是重点开展生产同步的跟踪性研究
,

起到

矿床验证和指导外围找矿的释重作用,
一

三是

进行生产后的总结和推广应用研究
。

这样不

仅可以加深区释地质成矿条件的再认识
,

又

可以充分发挥撇矿找矿
”
的作用

。 一

二

曹国权认郑
一

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巩究

是理论指导找矿的纽带
。

①成矿预测谏断理
论

、

新观点
、

新成就融合在找矿之中
; ②促



进科研
、

院校
、

地勘单位三结合
,

理论与实

践得到统一 ; ③有利于提高局
·、

队两级地质
技术人员的业务知识 , ④在新老技术人员交

替过程中
,

可以发挥年事较高
、

熟悉地区地

质情况
、

拥有大量实际资料的技术骨午的作

用
。

成矿预测既是找矿工作的蓝图
,

也是带

动一切学科与技术方法的主要动力
。

第二
,

开展关键性找矿方法
、

选冶技术

研究
。

专家们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

要求在编制

规划时
,

把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摆在重要

位置
,

突出起来
。

韩影山建议
:

应重点安排

几个意义重大的难选冶
、

低品世
、

新矿产类

型的选冶和综合利用的试验研究
,

给予足够

的资金
,

创造有利的条件
,

由领导专门抓
、

时常督促过问
。

一旦过关就等于发现几个大

矿
,

救活几个呆矿
。

比如
,

一旦攻破含铀铁

硼矿的综合利用
,

就可以增加国家急缺硼矿

现有可采储量的 82 %
。

专家们建议重点解决

碳酸锰矿
、

锡铁矿
、

沉积磷块岩
、

微细金矿

的综合利用
。

沙裕建议
,

设立矿产综合开发

利用基金
,

促进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

第三
,

提高队伍素质
,

培养人才
。

地质找矿的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
,

而

最终靠的是掌握了先进地质理论
、

掌握了新

技术
、

新方法的地质科技专门人才
. “

纲要
”

能否切实贯彻实施
,

能否取得理想的成果
,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的

素质
。

而目前科技人才的同步老化和青黄不

接已成为我国地质队伍所面临的向题之一
,

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

专家们对稳定队伍
,

提高地质队伍的素质发表了意见
。

何立贤提出发挥退休和退居二线人员的

作用向题
。

他说
,

这些人实践经验丰富
,

具

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
,

匆能把其中的二部

分调动
、

组织起来
,

作为
“
资料二次并发应

用
”
的主力军

,

将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但

这涉及人员编制 (返聘 )
、

项目管理和专项费

用的问题
,

必须由部统一决策
。

专家们强调要加强对中青年科技人才的

培养
,

加强对近几年毕业当的选拔和培养
,

使他们尽快成未 不婆只看到他们之中一部

分人的不安心野外地质工作
,

人心思离
、

人

心思动的一面
,

要把青年技术人员放在野外
、

生产第一线
,

结合生产穷际进行锻炼
,

让他
们挑大梁

,

发挥他们的株处 (如与 50
,

60 年

代担比
,

他们在校学习的知识要丰富 ) ,

激发

严们的热情和责任心
,

中青年地质科技人员

是能够序快成才
,

并大有可为的
。

如何稳定技术队伍 ? 韩影 山 说
, “
现在

地质部门与其它部门相比
,
待遇低

、

福利小
、

照顾少
,
不可谛言飞应速设钱解决

,

未雨先

绸缪
,

预先予以思考
. ”
何立贤建议

:
在措施

和政策上要向野外工作 仔倾斜
” 。

他说
,

有柑

当多的地质专业人员不愿到野外队去
,

现在

有一种轻视野外工作
,

热衷于实验地质的苗
,

头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措施和政策不尽合理

也是原因之一
。

比如
,

在职称评定上
,

要看
发表地质诊文的多少

。

这样
,

科研单位高级

职称的比例自然比野 外队 高
。

他说
:
评取

称
,

既要评技术
、

理论
,

也要评解决实际 I’@
题的能力

,

更要考虑奉献
。

许多地质人员歇

默无闻地在野外工作数十年
,

虽然未发表过

文章
,

但他们的确为地质事业作出了贡献
,

且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因此
,

在制定

措施和政策付
,

要有利于激励人们以到野外

为荣
,

以献身地质找矿为荣
。

沈永和指出
:

提高队伍素质
,

要有会面的考虑
,

不仅要提

高队伍的技术素质
,

也要提高队伍的政治表

质
,
不仅要抓当前地质队伍的素质

,

而且要

从院校地质教育抓起
,
要抓住不放

。

(待续 )

(仲思 摘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