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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产地质专题调查是服务于找矿勘查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是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矿产地质填图，是

矿产地质综合填图的升级版，是当前形势下，地质调查工作方式转变的新探索，不仅对实现地调科研一体化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对于地质工作，特别是填图工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何开展专题填图，目前没有现成的指南或技

术规范，因此需要试点、探索和创新，总结经验，开展示范，最终提出专题矿调工作细则。从分析目前综合性矿产地质工

作存在的不足入手，对矿产地质专题调查的定位、目标、总体思路、技术路线等提出了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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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eral geological mapping for special issues (MGMSI) is a fundamental and public-oriented geological survey serv⁃
ing for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The MGMSI is an advanced idea of the general mineral geological mapping and a new attempt
of adjusting the method of geological surve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ith an attempt to solving specific geological problems and
meeting specific requirements. The MGMSI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not only in the integra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also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mapping. As there is not a ready-made handbook or technical specifi⁃
cation available for the MGMSI, it is of urgent need to do a pilot, attempted and innovative work to set an example and establish a
working i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general mineral geological mapping,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general goal, general idea and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MG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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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矿产地质调查是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

作之一。在基岩出露区 1∶5万矿产地质调查（本文

称为“综合性矿调”）已基本全覆盖的情况下，下一

步的矿调工作重点是“以问题为导向”的1∶5万矿产

地质专题调查（简称“专题矿调”）。但是，目前专题

矿调还没有工作指南或工作细则可遵循。因此，在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矿

产地质专题调查试点工作。本文重点对专题矿调

试点的总体思路和工作流程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

请批评指正。

1 矿产地质调查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建国近70年以来，中国地质工作者基本沿袭了

前苏联的矿产地质调查方法。这种矿调方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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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将不同区域同等对待，按照填图比例尺的大小

以一定规范对填图区域进行路线地质调查，目标任

务是“主要围绕重要成矿区带，以详实的地质观察

研究为基础，充分利用物探、化探、遥感等综合找矿

信息，应用数字填图技术，通过填制1∶5万区域地质

矿产图，分析成矿地质背景和区域成矿规律，圈定

成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为国家科学合理地规划和

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提供依据”[1]。这种矿调属于综

合性矿调，以完成扫面、提高地质调查程度为主要

目的，以国际分幅地质图为主要成果载体，强调对

整个区域的覆盖：地质调查路线均匀分布，能够全

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地质调查区域中的地质信息，具

有统一性和规范性，在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的地区或

空白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中国重要成矿区带矿

产地质调查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地质工作者六

十多年的努力，整体上中国地质调查程度已经从粗

略走向精细，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1∶20万的基础地

质调查和化探扫面工作，重要成矿带也基本完成了

1∶5万矿调工作。这些系统开展的分幅大规模综合

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查明了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及

成矿带区域地质背景，解决了众多制约找矿突破的

关键地质问题，取得一批原创性找矿信息，圈定了

一批重要的找矿远景区，发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含矿

异常、矿点和找矿线索，为矿产资源勘查评价和后

备基地选区提供了地质基础与科学支撑，有力地支

撑和引领了地质找矿工作[2]。当前，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地质找矿工作，明确提出基础地质调查主

要开展重要盆地的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重点成矿区

带 1∶5万矿产地质调查、油气等战略性矿产资源调

查评价，以及其他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可

见，开展 1∶5万矿产地质调查仍是中国今后较长时

期内地质工作的重点。

随着中国地质工作程度的逐步提高，在重要成

矿带 1∶5万综合性矿调基本覆盖的情况下，下一步

矿产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

验。欧美国家的区域地质调查起步比较早，地质填

图基础理论和填图技术方法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对

地质填图的教育和训练也十分重视。欧美国家的

填图理念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为目标，按照成矿带

中的主要矿床类型，开展专题矿调，突出成矿背景、

成矿条件和控矿因素；填图定位于科学研究和实用

并重；内容包括 3 个方面 [3-4]：①基础地质图修编，

②制约找矿突破的关键问题深入调查，③地质历史

过程成矿规律研究，重点研究与重大事件有关的大

规模矿产分布规律和矿床模型；调查方法强调地质

与地球化学结合、重点区遥感多光谱与地质结合、

关键区地质-地球化学-遥感-地面红外-地球物理

结合。这种填图方法的优点是目的性较强，不拘泥

于在一个调查区内均匀分布工作量，而是在矿产地

质调查之前，知道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

科学或找矿问题，然后将精力集中于特定的地质调

查目标，工作量不均匀部署，结果是主次分明，能够

把所要调查区域的地质体根据目的精细表现出来，

特点是高精度遥感、化探、计算机数字化、精确模型

化，更适合在有一定工作基础并且有特殊目的（比

如针对特定矿床类型）的区域开展矿产地质调查。

因此，为了服务于特定矿产和矿床类型的隐伏

矿找矿，需要针对制约找矿突破的关键地质问题开

展研究，指导开展专题矿调。对特定矿产地质问题

开展填图，是矿产地质调查和填图目标转变（由扫

面普查到集中解决某个问题）的必然。犹如看病，

门诊专家诊断或体检后，发现某个潜在的专科疾

病，就需要进一步由专科门诊和专家开展专科检

查。专科疾病，只有相应专科专家才能解决[5]。以

往的地质调查和填图正如全面的体检，而实现地质

找矿突破的难题就相当于体检时诊断出的一种亟

待解决的专科疾病，专题矿调可能是治疗这种疾病

的良药。因此，学习欧美国家，开展专题矿调、成矿

地质背景、成矿作用、成矿规律和控矿因素研究，提

高 1∶5万矿产地质调查填图的科技创新含量，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资源研究所支撑地质调查事业的历史使命。

2 专题矿调的部署原则

专题矿调工作的部署应遵循如下原则。

（1）专题矿调以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为目

标，以大宗紧缺、战略性新兴矿产为重点，工作区应

主要部署在找矿远景区、整装勘查区、矿集区、大型

资源基地等区域。

（2）一般以1∶5万标准图幅为基本调查单元，以

成矿地质单元为基础多幅联测，工作周期一般为 3
年。如果以1∶5万标准图幅为基本调查单元确有困

难，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部署。

（3）工作区应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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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地质调查（综合性矿调），有 1∶5 万区域化探

和 1∶5万化探工作基础。如果条件不满足，应在本

次专题矿调中“查缺补漏”、“填平补齐”。

（4）以典型矿床解剖为抓手，以解决目标矿种、

目标矿床类型的成矿条件、控矿因素等科技问题为

基础，根据显性找矿地质标志确定填图要素和填图

单元。

（5）将工作区分为重点工作区和一般工作区。

重点工作区部署在发育典型矿床、成矿地质条件

好、物化探异常明显的区域；其他为一般工作区。

主要工作量部署在重点工作区，包括大比例尺填图

工作。一般区以收集资料、修测为主。

（6）工作手段包括剖面测量、路线地质等。

通过对工作区内目标矿产的成矿条件和控矿

因素研究，大致查明工作区内主要类型矿产的显性

找矿地质标志的空间分布，总结成矿规律，合理解

释化探异常、物探异常、遥感异常，为圈定找矿靶区

及评价资源潜力提供依据，提高矿产地质调查程度

和研究水平，提升矿产地质工作服务资源安全、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3 专题矿调总体思路

矿床是指地壳中由地质作用形成的、所含有用

物质的质和量，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被开采

利用的地质体。形成矿床的地质作用即是成矿作

用。相同成矿作用形成的不同矿种的矿床，其成矿

条件、控矿因素和找矿标志类似；而不同成矿作用

形成的相同矿种的矿床则差别明显。因此，以成矿

作用为主线，研究各种成矿作用的成矿条件、控矿

因素和找矿标志，开展专题矿调试点，总结不同成

矿作用 1∶5万矿调的技术方法，是完善 1∶5万矿产

地质调查技术要求的需要，其作用可与 1∶5万区调

的三大岩类填图技术方法相类比。

矿石是一种特殊的岩石，成矿作用与形成岩石

的地质作用相比有其特殊性：火成岩、沉积岩、变质

岩的形成具有稳态、均一、分散的特点，其产物是

“正常”地质体，就好比健康的人体；而矿体是成矿

物质（元素或矿物）在非平衡状态下的非均一化、异

常集中的结果，形成的是“异常”地质体，就好比人

体中的肿瘤或病灶。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找矿

勘查，仅限于综合性区调和综合性矿调远远不够，

需要开展专题矿调，研究成矿条件及控矿因素，包

括岩浆演化过程中有用物质富集成矿的控制因素、

物质风化-搬运-沉积过程中成矿物质异常富集的

控制因素、岩石变质过程中物质富集或变异成矿的

控制因素，以及热液成矿控制因素等。例如，沉积

岩分布区除沉积矿产外，还有大量热液矿产，仅注

重沉积建造填图是不够的；火山岩分布区的矿产主

要是岩浆热液矿产，除火山成矿建造填图外，热液

蚀变填图必不可少；侵入岩分布区的矿产除岩浆型

矿床外，还有岩浆热液矿床，因此除侵入岩浆成矿

建造填图外，构造、热液蚀变也是重要的填图要素；

变质岩分布区的矿产除变质和沉积变质矿产外，还

有金矿等非岩浆热液矿产，因此除变质成矿建造填

图外，控矿构造、热液蚀变也是重要的填图内容。

总结这些控制因素的显性地质表现（即显性找矿地

质标志），并将这些显性找矿地质标志填绘出来，为

圈定找矿远景区/靶区服务。

不同成矿区带和矿集区的成矿地质作用往往

不同，因此其矿床类型也不同。需要针对不同成矿

作用及其矿床类型，研究成矿条件和控矿因素，总

结找矿标志，开展针对性的专题矿调。如以斑岩型

矿床为主的成矿带，需要填出小斑岩体及有关的矿

化蚀变带，确定含矿岩体和不含矿岩体的区别标

志，建立蚀变规模、形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建立基

于矿床模型的地物化遥综合找矿模型；以火山岩型

矿床为主的成矿带，需要填出火山机构及矿化蚀

变；以沉积型矿床为主的成矿带，需要填出含矿建

造和含矿岩系，分析沉积环境和沉积相；以热液脉

型矿床为主的成矿带，需要填出断裂构造和蚀变带。

因此，本次专题矿调的总体思路如下。

（1）通过工作区工作程度和研究现状的总结，

了解要圈定的找矿远景区/靶区在地质、物探、化

探、遥感方面存在的问题。

（2）针对存在的地质问题，开展典型矿床解剖

研究，探讨成矿条件和主要控矿因素，建立成矿

模式。

（3）根据成矿模式，研究成矿条件和主要控矿

因素在地质、物探、化探、遥感方面的表现，总结找

矿的地质标志、物探标志、化探标志和遥感标志。

（4）通过专题矿调，填绘显性的找矿地质标志

在工作区的空间分布规律，形成专题矿产地质图。

（5）补充必要的物探、化探、遥感工作，分析工

作区内找矿的物探标志、化探标志和遥感标志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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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规律。

（6）根据专题矿产地质图上反映的找矿地质标

志空间分布规律，结合物探标志、化探标志和遥感

标志的空间分布规律，圈定找矿远景区/靶区，预测

评价资源潜力。

从专题矿调总体思路可以看出，专题矿调与传

统矿调的区别是明显的：传统矿调是综合性的，一

般针对工作程度低的工作区，看到什么填什么，然

后通过归纳，开展研究，总结成矿规律；而专题矿调

则是在综合矿调的基础上，通过对工作区重点矿种

重点矿床类型进行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填绘与该

重点矿种和重点矿床类型有关的显性找矿标志，重

点突出，目的性更强。

4 专题矿调工作流程

4.1 预研究

确定工作区，收集资料，通过综合整理分析和

野外踏勘，编写实施方案。

（1）确定工作区。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工作

部署，结合自身研究方向与拟解决的科学问题，选

择专题矿调的工作区，提出立项建议，确定1∶5万专

题矿调工作区。工作区宜选在重要成矿区带、矿集

区、整装勘查区或大型资源基地。

（2）收集资料。立项建议获批后，全面收集整

理工作区资料，编制工作程度图。收集的资料包括

地理底图资料、区域地质及矿产资料（包括区域地

质调查成果资料、矿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矿产勘

查成果资料（包括矿区大比例尺地质矿产图、探槽

编录成果资料、探硐编录成果资料、钻孔勘探线剖

面图及钻孔编录成果资料、化验分析资料等）、科学

研究成果资料（包括科学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专著

等）、地质调查相关成果资料等。

（3）综合整理。将收集的资料系统化和数字

化，通过分析研究，确定目标矿种的主攻矿床类型

和需要重点解剖的典型矿床，初步确定重点工作

区，布设踏勘路线与实测剖面，确定专题矿调的工

作内容和工作量。

（4）野外踏勘。在分析研究已有地质资料的基

础上，对工作区进行实地踏勘，重点熟悉地层、岩

石、构造、蚀变、典型矿床的基本特征，对室内收集

的有关资料进行必要的野外验证，以穿越不同类型

建造构造单元、代表性矿化带和自然景观区路线地

质踏勘为主。了解物化探工作条件及人文干扰情

况。开展必要的补充性样品采集、岩矿鉴定等工

作。如果条件允许，此时可开始典型矿床研究工

作。通过踏勘选择确定实测地质剖面位置及项目

工作重点。

（5）编写总体实施方案。按照相关要求编制矿

产地质专项填图总体实施方案及相关图件（包括建

造构造草图、工作程度图、工作部署图等），确定重点

工作区，提出本次填图要解决的重大矿产地质问题。

4.2 典型矿床研究

针对确定的目标矿种和主攻矿床类型，在整

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典型矿

床解剖，研究矿床成矿条件、控矿因素和形成机理，

建立成矿模式和找矿地质模型，总结找矿地质标

志，确定专题矿调填图要素，归并非正式填图单元。

（1）典型矿床成果收集整理。系统收集典型矿

床前人研究成果、勘查成果，找出成矿条件和控矿

因素方面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

（2）野外矿床地质研究。开展野外工作，对矿

区地层、构造、岩浆岩、矿体、围岩蚀变等进行实地

观察、记录、照相、素描，对矿区地质特征、矿体特

征、矿石特征等进行研究，必要时实测矿区大比例

尺剖面。采集光薄片、包裹体片、化学分析、单矿物

挑选、年龄测试等室内研究样品。

（3）室内测试及分析研究。开展岩矿鉴定、探

针分析、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稳定同位素、包裹体、

同位素定年等测试及研究工作，研究矿床的地质地

球化学特征。

（4）成矿条件和控矿因素研究。综合研究成矿

物质来源、成矿物理化学条件、成矿机理，分析成矿

条件和控矿因素，建立成矿模式。

（5）建立找矿地质模型，总结找矿地质标志。

在分析成矿条件、控矿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成矿后

的变质变形、构造破坏、埋藏或抬升剥蚀等后期改

造情况，建立找矿地质模型，总结找矿地质标志，凝

练显性找矿地质标志。

（6）确定专题矿调填图要素组合及非正式填图

单元。根据显性找矿地质标志，确定专题矿调填图

要素。根据专题矿调填图要素的组合特征，确定非

正式填图单元。

4.3 一般工作区矿产地质填（编）图

整个工作区均是一般工作区。根据工作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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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程度不同，工作部署有一定差异。

（1）既没有开展过1∶5万区域地质调查，也没有

开展过 1∶5万矿产地质调查的工作区：根据《1∶5万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指南》和相关要求，开展剖面实

测和路线地质调查；在野外路线地质调查的同时，

填绘目标矿床类型矿产的显性找矿地质标志，确定

重点工作区；按照《1∶5万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指南》

的相关要求，补充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的化探、

物探和遥感工作。

（2）开展过1∶5万区域地质调查，但没有开展过

1∶5万矿产地质调查的工作区：实测工作区贯穿性

地质剖面，与前人 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实测剖面

对比，确定对前人1∶5万区域地质图的修测方案；部

署稀疏地质路线对 1:5万区域地质图进行修测，同

时填绘目标矿床类型矿产的显性找矿地质标志，确

定重点工作区；按照《1∶5万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指

南》的相关要求，补充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的化

探、物探和遥感工作。

（3）开展过1∶5万矿产地质调查的工作区：实测

工作区贯穿性地质剖面，与前人 1∶5万区域地质调

查的实测剖面对比，确定对前人 1∶5万区域地质图

的修测方案；部署稀疏地质路线对 1∶5万区域地质

图进行修测，同时填绘目标矿床类型矿产的显性找

矿地质标志，确定重点工作区；在重点工作区填绘

大比例尺目标矿床类型矿产的显性找矿地质标志，

补充必要的大比例尺物探和化探工作。

4.4 重点工作区填图

重点工作区是在一般工作区1∶5万矿产地质图

修测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确定的。重点工作区

是显性找矿地质标志发育、值得进一步详细工作的

区域；或者是根据物探、化探、遥感异常，结合地质

分析，推测的有利成矿区域。

（1）路线地质调查。重点工作区地质路线以填

绘非正式填图单元为主要目的。野外信息采集以

目标矿产的显性找矿地质标志为重点。路线部署

应以能较准确地圈定出建造构造和矿化带形态为

原则，不要机械地按网格布置路线，路线间距视工作

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采用穿越与追索相结合的方法。

（2）实测大比例尺剖面。如果地质路线不长，

建议采用短剖面形式，测制大比例尺地质剖面，并

采集测试样品。剖面分层不受比例尺限制，根据需

要尽可能细分，便于对比、合并。观察记录以显性

找矿地质标志为重点，应尽可能详细，包括各层岩

性、矿物组成、含量、大小、形态、结构构造等，便于

分析蚀变分带、空间变化等。重点是矿化特征、蚀

变分带、穿插交代关系等。

（3）其他工作。必要的大比例尺物探，用于确

定矿化蚀变体的深部定位预测。必要的化探工作，

包括基岩原生晕等。有条件时，可采用便携式X-
荧光枪、便携式红外矿物分析仪等仪器，野外现场

测试，进行构造-蚀变填图。

4.5 野外验收

（1）准备资料。根据野外验收要求，准备编制

野外工作总结、1∶5 万实际材料图、剖面图、

1∶5万专题矿产地质图（草图）、路线地质或剖面的

纸质或电子记录、岩矿鉴定报告、样品测试分析报

告等资料。

（2）编制实际材料图。采用与野外手图同版的

地形图作为底图，将手图中填绘的全部内容（地质

剖面、地质点、路线地质、标本、样品、产状、已施工

工程、各种地质界线、断层线等的位置、编号、代

号）、收集到的有效地质点转绘到底图上，加上

图框、图名、图例、比例尺、责任表等，形成实际材

料图。

（3）编制专题矿产地质图草图。在实际材料图

基础上，经对各种实际填图地质资料、分析及鉴定

成果整理和综合研究后编制而成。编图过程中要

对某些过小、过密的地质体进行取舍、归并，对各种

产状要素合理选择予以表示，对成矿地质体、成矿

构造和成矿结构面、成矿作用特征标志等重点表

示，强调研究性成果的图面表达。

（4）野外工作总结。参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编

写，着重对重大地质矿产问题取得的新认识进行

梳理。

（5）野外验收。野外验收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

的相关规定进行。

4.6 成果编制

4.6.1 综合研究

（1）总结区域矿产地质。在前人资料收集整

理、本次1∶5万矿产地质修测（填图）、重点工作区填

图的基础上，对工作区矿产地质进行总结：研究总

结工作区所在成矿区带、整装勘查区、矿集区、大型

资源基地的成矿地质背景，包括地层、构造、岩浆

岩、变质作用等特征，为编制专题矿产地质图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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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所在大地构造位置图、构造建造图提供依据；

研究总结工作区目标矿产各矿床成矿条件、控矿因

素、成矿作用、成矿机理、时间及成因联系，建立矿

床成矿系列，为编制专题矿产地质图的成矿演化

图、成矿模式图、找矿地质模型图提供依据。

（2）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根据专题

矿产地质图上找矿地质标志的空间分布，总结区域

成矿地质规律；根据工作区1∶5万化探资料，研究控

矿因素和找矿地质标志在化探方面的表现，总结化

探找矿标志，作为专题成矿规律图上化探相关内容

的表达依据；根据工作区1∶5万物探资料，研究控矿

因素和找矿地质标志在物探方面的表现，总结物探

找矿标志，作为专题成矿规律图上物探相关内容的

表达依据；根据工作区1∶5万遥感资料，研究控矿因

素和找矿地质标志在遥感方面的表现，总结遥感找

矿标志，作为专题成矿规律图上遥感相关内容的表

达依据。

（3）找矿预测。在重点工作区大比例尺填图的

基础上，根据地质分析，初步确定远景区和找矿靶

区；根据工作区1∶5万化探异常，结合对重点工作区

大比例尺化探资料的分析，圈定化探异常；根据工

作区 1∶5万物探异常，结合对重点工作区大比例尺

物探资料的分析，圈定物探异常；根据工作区 1∶5
万遥感异常，结合对重点工作区大比例尺遥感资料

的分析，圈定遥感异常；叠合分析工作区地质、物探

异常、化探异常和遥感异常，圈定找矿远景区和

靶区。

4.6.2 图件编制

需要完善或编制的图件包括区域地质图、矿产

地质图、专题矿产地质图、专题成矿规律图、专题矿

产预测图、重点工作区大比例尺图件及其他系列

图件。

（1）1∶5 万区域地质图。如果本次开展了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按照最新的 1∶5万区域地质

调查的相关要求和规范编制。

（2）1∶5 万矿产地质图。如果本次开展了

1∶5万矿产地质调查，按照最新的 1∶5万矿产地质

调查的相关要求和规范编制。

（3）专题矿产地质图。主图，在脱密的1∶5万地

形图或 1∶5万区域地质图上，标示与成矿有关的地

质信息（显性找矿地质标志），包括成矿地质体（赋

矿层位（成矿带）、控矿构造、成矿岩体等）、矿体、矿

化蚀变体、采坑遗迹等。主图中，显性找矿地质标

志可采用颜色、花纹等突出表示，其他填图单元用

淡色弱化表示。图框外，除表示构造建造及正式填

图单元图例外，还应表示非正式填图单元（显性找

矿地质标志）图例、成矿模式、找矿地质模型、典型

勘探线剖面、图切剖面、工作区在成矿区带中位置、

构造演化、典型重点工作区矿产地质图等内容。

（4）专题成矿规律图。主图，由专题矿产地质

图叠加 1∶5万物探、化探、遥感等信息组成。图框

外，表达内容和形式参照 1∶5万成矿规律图的相关

要求。重点是除增加物探、化探、遥感图例外，还表

示重点工作区的大比例尺物探、化探异常图。

（5）专题矿产预测图。在专题成矿规律图基础

上，根据显性找矿地质标志、找矿化探标志、找矿物

探标志、找矿遥感标志的套合关系，圈定找矿远景

区和找矿靶区，形成专题矿产预测图。图框外，除

专题成矿规律图的图饰外，还要增加远景区和靶区

图例。靶区和远景区可分级、分类。

4.6.3 编写报告

成果报告以项目为单位编制，图幅说明书以图

幅为单位编制。项目有多个工作区的，除编制项目

成果报告外，还需要编制工作区成果报告和图幅说

明书。报告应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项目的工作

情况和工作成果，做到原始数据资料准确无误，研

究分析简明扼要，结论依据可靠。内容应全面、重

点突出、论据充分，文图表相吻合。力求文字简练、

流畅，各章节观点统一协调。附图件、附表、附件齐

全，且清晰、美观。

4.7 异常查证及靶区验证

（1）异常查证。对专题矿调工作中新发现的异

常，要进行查证，确定是矿致异常还是非矿异常。

（2）靶区验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进行靶

区验证，包括大比例尺物探、化探工作及钻探验证，

验证矿产预测的可靠程度，即是否存在矿体和矿化

体及其规模的大小。

5 专题矿调有关要求

（1）图幅范围：一般以标准分幅1∶5万区域地质

图的范围为专题矿调图幅的范围，便于接图及与前

人的地质图、矿产地质图等成果套合使用。特殊情

况下，可不按标准分幅。

（2）底图选择：野外调查宜采用1∶25000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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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底图。没有 1∶25000地形图的地区，可采用

1∶5万地形图。要满足保密要求。对满足精度要求

的公开卫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道路、水系、地名

等地理要素可作为工作底图。

（3）图名及编号：图名采用“专题矿产地质图

（1∶5万）+副标题”、“专题成矿规律图（1∶5万）+副

标题”、“专题矿产预测图（1∶5万）+副标题”，避免与

1∶5万区域地质图、1∶5万地质矿产图的图名和图幅

编号重复。副标题包括地名和目标矿种，如“云南

省北衙地区金多金属矿产”。

（4）工作精度：工作区内分重点工作区和一般

工作区。整个工作区均为一般工作区范围，充分利

用前人资料，填编结合，以主干剖面和稀疏路线修

测为主；重点工作区需要大比例尺详细填绘，必要

时开展大比例尺剖面实测。未开展1∶5万区域地质

调查的基岩区，补充开展区域地质调查，编制建造

构造图。

（5）工作程度：本项工作原则上在1∶5万区域地

质矿产图的基础上进行。对未达到工作程度要求

的工作区，需要“查缺补漏”、“填平补齐”，补充必要

的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1∶5 万区域化探、1∶5万
区域物探、1∶5万遥感等工作。

（6）填图方法：根据实际，因地制宜，野外路线

一般以穿越法为主，有条件及有必要时采用追

索法。在浅覆盖区和盆地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利用物化探、浅钻、钻探等手段或资料编制建

造构造图。

（7）队伍组成：有条件的情况下，产、学、研、用

联合组队。由科研院所牵头，以矿床学专业人员为

主，选择工作区，提出拟解决的问题，立项，解剖典

型矿床，典型剖面实测，确定填图单元，重点工作区

填图，编制成果，验收及成果汇交；地勘队伍配合，

人员包括地质、物探、化探和遥感专业，负责资料收

集和一般区 1∶5万矿产地质图修测，配合重点工作

区填图，负责异常查证，有利于成果转化；大专院校

配合工作，有利于人才培养。

（8）技术装备：全面采用数字填图技术，以数字

填图仪为主，野外记录本为辅。野外也可 GPS 定

点。有条件时，野外可配备便携式X-荧光枪、便携

式蚀变矿物分析仪等化学成分和矿物结构分析仪

器。为了满足绿色调查的要求，以钻代槽，可配备

简易背包钻机等设备。

（9）成果验证：对已有矿产地在资料收集基础

上，全面进行野外补充调查；本次工作圈定的综合

信息异常及新发现矿（化）点，均应进行踏勘检查，

在踏勘检查的基础上，择优进行异常查证工作，主

要采用综合剖面测量、连续取样分析等方法。条件

允许时，可部署少量验证钻孔。

6 结 语

按照上述总体构想，专题矿调试点项目选择内

蒙古东乌旗岩浆热液型钨铜多金属矿工作区、内蒙

古浩尧尔忽洞-赛乌素沉积-变质型金石墨矿工作

区、山西中条山热液型及变质斑岩型铜矿工作区、

新疆西天山阿吾拉勒海相火山岩型铁矿工作区、桂

北宝坛岩浆型铜镍硫化物矿和岩浆热液型锡多金

属矿工作区、黔西南非岩浆热液型金矿工作区、云

南北衙斑岩-矽卡岩型铁金铜多金属矿工作区，开

展专题矿调试点。从 2016—2017年度实际工作情

况看，上述思路基本可行。相信通过项目试点，可

以总结出一套以成矿作用为主线的专题矿调技术

方法体系，为其他地区的专题矿调工作提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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