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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讨论·

论内生金属矿床深部成矿预测地质模型的建立

高秋斌　范永香　曹新志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 , 武汉 )

建立各种地质模型是对内生金属矿床进行深部成矿预测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方法 .分别论述了构造控矿模型、矿化有序

分布模型、 工业矿体产状模型、 矿床 (体 )空间展布模型及成矿作用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内容和一般规律 , 并讨论了其

应用的途径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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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矿产资源

的大规模开采以及近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的投入不足 ,

部分金属矿产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 尤其是出现

了一大批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危机矿山 . 加强内生金

属矿床深部成矿预测的研究 , 为有效探明深部资源提

供理论依据已成为矿产勘查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 . 我

们根据国内外矿区大比例尺成矿预测的研究现状及作

者近 20年对金矿床的研究工作实践 ,认为研究和建立

构造控矿模型、 矿化有序分布模型、 工业矿体产状模

型、 矿床 (体 ) 空间展布模型及成矿作用动力学模型

是对内生金属矿床进行深部成矿预测的主要途径和重

要方法 .

1　构造控矿模型
尽管内生成矿作用的发生和发展与构造、 岩浆及

变质作用等均有密切的联系 , 但经常作为成矿流体运

移通道和矿质储集场所的构造 , 则直接控制着矿体的

空间分布、 形态产状及成矿演化过程 , 而这些都可为

深部成矿预测提供重要的信息和依据 , 研究和建立构

造控矿模型对内生金属矿床的深部成矿预测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1. 1　控矿构造类型和样式的识别

控矿构造在不同地区的控矿作用及其组合形式是

有明显差异的 , 有时是一种构造类型如褶皱或断层等

起着主要的控制作用 , 但多数情况下是多种类型的构

造联合控矿 , 并且其控矿的作用和形式在同一地质构

造单元的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 这

样就构成了一定的控矿构造样式 . 很显然 , 控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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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 , 即在不同的地区或构造

单元具不同的控矿构造样式 , 如在河南西峡- 南阳金

矿化集中区银洞坡金 (银 ) 矿床即受背斜转折端、 各
种性质的密集裂隙、 层间破碎带以及压扭性断层的联
合控制 . 而在胶东西北部的招远、 莱州地区金矿床主

要受韧、 脆性变形叠加的断裂破碎带及次级的张扭性
断裂的控制 . 在华北地台北缘张 (家口 ) 宣 (化 ) 地

区的金矿床及赣东北德兴地区的金矿床 , 都受深断裂

及其次级韧脆性断裂的控制 . 控矿构造样式在某些地

区是易于识别的 , 而在有些地区如广大的深变质岩区

及经历多次变形的复杂构造区 , 控矿构造样式的识别

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认识过程 . 控矿构造类型和

样式识别对内生金属矿床的深部探矿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 譬如我国河北迁安铁矿 , 初期认为矿体是受单

斜构造控制 , 后经详细的研究和综合分析 , 认为矿体

是受倒转向斜构造控制 , 并据此在深部转折端探到厚

大的矿体
[1 ]

. 国外亦有类似的例证 .

1. 2　构造对成矿的多级系统控制
在成矿过程中由于控矿构造的级别、 规模及序次

的不同 , 导致对成矿的多级系统控制 . 一般区域性构

造 , 尤其是规模大、 切割深、 形成早的深断裂常起到

导矿的作用 . 而规模相对较小、 序次较低的次级构造
可依次起到运矿和储矿的作用 . 前者控制矿带的空间

展布 , 后者控制了矿田、 矿床、 矿体以至矿柱的产状

分布 , 如在山东招远、 莱州地区近 E- W向前元古宙

构造和 N E向断裂构造复合控制了矿带 , 矿带大致沿

栖霞复背斜北翼呈近 E- W向展布 , 区域性 N E向断

裂及接触带控制了矿田 , 而主断裂的启张部位及次级

断裂则控制了矿床及矿体的定位 , 断裂构造岩及节理

则决定着矿石类型 .

1. 3　构造对矿化不均匀性局部富集的控制

矿化不均匀性局部富集是内生金属矿床的显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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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之一 , 体现在工业矿体、 矿柱或富矿包常产出于特
定的构造部位 , 很显然是有利的构造部位控制了矿化

的局部富集 . 这些构造部位包括不整合产状变化或与

断裂构造的交汇部、背斜构造的转折倾伏端或轴部、岩
体接触带特别是成矿期有断裂活动叠加的部位 . 对断

裂构造有利于矿化局部富集的部位 , 作者 ( 1995) 曾

作过系统总结 [2 ] ,这些部位为:断裂产状变化或局部启

张部位、 两条断裂的交汇部位、 构造岩或岩脉构造的
圈闭部位、 成矿期多次脉动叠加部位、 增殖裂隙发育

部位 .

1. 4　构造发展演化对成矿演化的控制

多数金属的内生成矿演化都是复杂和长期的 . 以

金为例 , 毋瑞身①在对我国 20余个金矿化集中区研究

后提出 , 金矿床形成过程中具有同源性和继承性的特

点 . 作者 ( 1995) [2 ]也曾指出 , 在变质地体中产出的金

矿床普遍经历了初始富集到活化迁移以及再活化再富

集多次成矿的复杂过程 . 夹皮沟金矿的三阶段成矿模

式是其典型的例证 [3 ] .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金矿床与那

些长期存在、 多次继承性活动的断裂构造有密切的时
空联系 , 同样表明构造是控制成矿演化的重要因素 .

构造对金属内生成矿演化更重要和直接的控制表

现在成矿期构造的脉动对成矿多阶段演化方面 . 人们

在研究成矿过程时经常发现晚期矿物共生组合穿插早

期的矿物组合或胶结早期的矿物颗粒或角砾 , 而矿物

共生组合则代表着成矿阶段 . 同时 , 不同矿化阶段的

产物分别受不同期次的构造脉动产生的构造控制 , 二

者有着良好的同步耦合关系 . 这种现象在金矿床中表

现得最为充分 , 并且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和规律性 . 根

据我们对胶东、 小秦岭和华北地台北缘众多金矿床的

研究 , 金成矿演化从早到晚依次划分为 4个主要成矿

阶段 , 即: ①黄铁矿 -石英阶段 ; ②石英 -黄铁矿阶

段 ; ③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 ④碳酸盐阶段 . 其中②、 ③
阶段矿化最强 , 为主成矿阶段 . 构造脉动的强度及范

围从早到晚逐渐减弱和变小 , 其结果导致早阶段矿化

分布广、 规模大 , 晚阶段的矿化较为局限 . 在②、 ③

次构造脉动部位有工业矿体的产出 , 特别是当二者在

空间上叠合时 , 可形成富矿体或矿柱 . 我们在对金矿

床研究过程中发现 ,金的成矿演化具有定向不可逆性 ,

总体上为氧化物→硫化物→碳酸盐 [4 ] , 其他内生金属

矿床亦有类似的规律性 . 总之 , 查明构造发展演化对

控制成矿演化规律和预测评价均有重要意义 .

2　矿化有序分布模型
在成矿过程中受物化条件、 构造环境、 矿液组分

及元素地球化学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差异的影响 ,

　①毋瑞身 , 等 . 中国金矿成矿规律的初步研究 . 1985.

矿化经常表现出有序分布 , 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

揭示剥蚀深度 , 亦是进行成矿预测特别是大比例尺深

部成矿预测的主要途径 . 60年代在我国赣南钨矿勘查

中 , 建立的 “五层楼” 有序分布模型 , 在指导深部勘

查中就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

2. 1　矿化类型的有序分布

矿化类型有序分布模型是预测新的矿化类型及进

行深部评价的重要依据 , 从其分布范围讲它有时是区

域性的 , 也可以是局部性的即矿区范围内的 , 其表现

形式有时是矿石结构构造在空间上有序分布 , 有时则

体现在矿物共生组合方面 . 以产在变质地体中的内生

金矿床为例 , 在胶东的招远 -莱州地区存在两种矿化

类型即破碎带蚀变岩型 (焦家式 ) 和含金石英脉型

(玲珑式 ) , 二者主要表现在结构构造方面的差异 , 这

种差异是由构造环境所决定的 . 前者产出于韧脆性变

形叠加的区域性构造岩带 , 由此决定成矿方式以渗透

交代作用为主 , 从而形成蚀变岩型矿化 ; 而后者则产

出于脆性变形的次级构造中 , 且构造岩不甚发育 , 成

矿方式则以充填作用为主 , 并形成石英脉型矿化 . 作

者对两种矿化类型的分布统计后发现 , 蚀变岩型矿化

在 0 m标高以下常见 , 且主要分布在成矿带的中西

部 , 而石英脉型矿化多分布于 200 m标高以上地段及

成矿带东部的玲珑金矿田 , 表明二者在垂向上及区域

上存在着明显的有序分布特点 . 需要指出的是 , 该区

还存在着二者的过渡类型的矿化—— 灵山沟式 , 其主

要特征总体表现为上部为石英脉型矿化 , 下部为蚀变

岩型矿化 , 该种矿化无论在产出的标高及区域分布上

均处于上述两种典型矿化类型的过渡部位 , 这也再次

证明了该区矿化类型分布的有序性及其逐渐递变的规

律性 , 而这是由该区断裂构造发展演化不均衡所决定

的 [5 ] . 据此我们认为在成矿带的东段玲珑金矿田的深

部应以寻找蚀变岩型矿化为主要目标 .

我国另一重要金成矿区小秦岭金矿带矿化类型的

不同主要表现为矿物组合的差异 , 总体上可划分为 3

种类型 , 即 A) 以方铅矿为主的多金属矿化物型 ; B)

以黄铁矿为主的多金属硫化物型 ; C) 石英 -黄铁矿

型 . 在空间分布上以文峪 -苍珠金矿为中心向外依次

出现以方铅矿为主的多金属硫化物型→以黄铁矿为主
的多金属硫化物型→石英- 黄铁矿型 (图 1) . 作者研

究认为这种矿化类型的有序分布是由构造脉动的不均

衡性及强度的逐渐降低所致 . 表明文峪- 苍珠金矿处

于该区成矿的中心部位 , 在成矿过程中经历了构造的

多次脉动叠加和多阶段成矿的叠加 , 这亦是其矿床规

模大、 品位高的根本原因 . 与此同时 , 该地段还应有

最大的成矿延深并且矿化类型向深部有可能转化为以

黄铁矿为主的多金属硫化物型和石英 -黄铁矿型 .

2. 2　围岩蚀变的有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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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秦岭金矿带不同矿化类型的金矿床分布图

Fig. 1　 Th e dist ributio n o f g old depo sits with differ ent types of

minerali zatio n in Xiao qinling go ld metallog ene tic zo ne

1— 中生代花岗岩 (M eso zoic g rani te) ; 2—元古宙花岗岩 ( Protero zoic g rani te) ; 3—太古宙花岗岩 ( Archaeozoic grani te) ; 4—断裂 ( f aul t ) ; 5—

金矿床 ( gold deposit ) ; 6— A型矿化 ( A-type min eralization) ; 7— B型矿化 ( B-type minerali zation ) ; 8— C型矿化 ( C-type min eralization) ; 9—

分界线 ( boundary)

围岩蚀变作为重要的找矿标志 , 历来受到矿床勘

查者的重视和研究 , 这主要是由于围岩蚀变类型及其

组合、 发育程度对矿体程度和规模有明显且直接的指

示意义 . 尤其是围岩蚀变的有序分布可以为矿床的深

部成矿预测及隐伏矿床的找寻提供可靠依据 . 例如斑

岩型铜 (钼 )矿床 , R· 哈软森等 ( 1980)①对其详细研

究后建立了蚀变分带模型 , 卡拉马祖铜矿就是 J·

D· 劳维尔
[6 ]等直接利用该模型发现的 . 作者在对胶

东西北部焦家式金矿床研究后总结了其围岩蚀变有序

分布模型为 , 从主断面到断层上盘由近及远依次为绢

英岩化、 弱黄铁矿绢英岩化→绢英岩化围岩→未蚀变
围岩 (片麻状混合花岗岩 ) ; 从主断面至断层下盘由近

及远依次出现黄铁绢英岩化→黄铁绢英岩化、钾化、硅
化→硅化、 钾化→钾化→未蚀变的混合花岗岩 , 总体

表现为两盘不对称的带状分布 ,且下盘蚀变强于上盘 ,

蚀变类型齐全并有叠加 . 在蚀变规模大及发育强烈的

地段矿化强度高 . 该模型在指导该区焦家式金矿床深

部预测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2. 3　矿化元素的有序分布

成矿流体在沿断裂构造带运移过程中伴随着充

填、 渗滤、 扩散及水岩交换等复杂的地质作用 . 物化

条件和流体性质的不断变化 ,以及元素地球化学性质、
迁移形式和沉淀条件的差异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常导致

成矿元素及相关元素在空间上的有序分布 . 应用勘查

地球化学方法进行各种矿产分散晕的评价 , 指导隐伏

矿床找寻及深部成矿预测已成为重要手段 , 并取得了

显著的预测评价效果 . 对内生金属矿床重点是研究其

原生晕的特征 . 众所周知 , 原生晕的分带性以热液矿

床最为发育和典型 ,而内生金属矿床多属热液矿床 ,这

就为利用元素的有序分布规律指导其深部成矿预测提

①国外隐伏矿床地质找矿方法 . 1983.

供了前提条件 .

　　对原生晕的分带特征重点是研究其垂直分带规
律 , 并建立地球化学异常模型 , 其中的关键是确定异

常的垂直 (或轴向 )分带 , 划分矿床 (体 )前缘晕、 头
部晕、下部晕和尾晕的元素组合并建立地球化学参数 ,

这是深部成矿预测的标志 . 近年来 , 利用地球化学异

常模型在矿区深部及外围成矿预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例如朱泰天等 [ 7]在对吉林夹皮沟金矿研究时 ,建立

了指示元素的垂直分带序列 ,从上到下为 ( Hg、 As) -

Sb- F- Pb- Ag - Cu- Au- Co - Mo - Ni- Mn. 异

常中元素组合分带特点为: ①矿体顶部及前缘异常 F、

I、 Hg、 As; ②矿体上部异常 Ag、 Pb, Ag /Au> 1; ③

矿体中部异常 Cu、 Mo、 Ni、 M n及 V (低值 ) , Ag /Au

近于 1; ④矿体下部异常 Mo , Ag /Au < 1. 但在下部

出现了 As、 Hg、 Sb异常 , 经仔细研究 , 认为是下部

矿体前缘带在上部矿体尾晕上叠加的结果 , 由此推测

在深部或侧部有盲矿 , 并得到工程验证 . 其他矿区的

工作成果亦有类似的规律 , 同时也为判断剥蚀深度提

供了依据 .

2. 4　成矿物化参数的有序分布
成矿物化参数的研究是认识成矿流体性质、 演化

及矿质沉淀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 同时对其进行系统测

定并根据其空间变化规律或有序分布可以分析确定成

矿流体运移的通道、 矿化富集部位及矿体产状等 , 从

而为深部成矿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 我们通过对山东玲

珑金矿西山 108号脉系统测温就较好地解释了成矿流

体运移通道和矿体的侧伏规律 (图 2) , 二者具有明显

的一致性 , 反映了成矿流体是自主断裂从 N E深部向

SW次级断裂浅部运移 ,并且在次级断裂的浅部成矿 .

因此 ,对工业矿体的定位机理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而

张均
[8 ]
则根据对灵山沟金矿床成矿物化条件的测定

(表 1) , 结合前人有关招 (远 ) —莱 (州 ) 地区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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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东玲珑金矿 108号脉Ⅰ 阶段石英形成温度等值线与工业矿体 (柱 ) 空间关系图

Fig. 2　 The spa tial relation betwee n the co nto ur o f quar tz-fo rming temperatur es in the fir st

stag e and industrial o rebo dies o f the v ein N o. 108 in Ling long g o ld deposit

1—矿柱及编号 ( o re pi llar and nu mber) ; 2—温度等值线 ( t em perature con tou r) ; 3—矿液流动方向 ( ore-f luid moving di rection ) ; 4—坑道标高

( gal lery level )

的硫同位素资料对不同矿化类型金矿床的成矿环境和

机理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 即 “玲珑式” 金矿化的矿石

W
34

S稍低 (+ 6. 0‰～ + 7. 0‰ ) ,形成于成矿深度较浅、

f O2较高和 pH值相对较低的开放环境 , “焦家式” 金

矿化的矿石W
34

S较高 (+ 8. 5‰～ + 12‰ ) , 形成于成

矿深度较大 , f O2较低 , pH较高的相对封闭环境 , 而

过渡型的 “灵山沟式” 金矿化则介于二者之间 (W
34

S

7. 0‰～ 8. 5‰ ) .而三者之间赋存标高的连续性和渐变

性则表明物化条件的有序分布是认识剥蚀深度和矿化

类型分布的有效途径和标志 .

表 1　山东灵山沟金矿 1号脉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8 ]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conditions for No. 1

vein in Lingshangou gold deposit

类　　型 温度 /℃ 压力 /Pa CO 2 /% p H Eh /V

玲珑式 ( 50)*
288～ 315* *

306( 17)
250～ 700 9. 57 5. 44 0. 0235

焦家式 ( 190)*
271～ 324
298( 11)

600～ 1000 12. 34 8. 21 0. 0184

* : 括号内为样品数 ; * * : 横线上为变化范围 , 横线下为平均值 , 括

号内为测定次数 ; 样品由湖北地质实验研究中心测定

3　工业矿体产状模型
对于正在开采的矿山 , 通过探采对比及深入分析

建立工业矿体的产状模型是进行深部成矿预测的有效

且可行的途径和步骤 . 当然 , 某种矿床类型或在某地

区矿体具有特定的产状模型 . 例如矽卡岩型矿床矿体

形态复杂多变 , 总体产出于岩体的接触带部位 , 爆破

角砾岩型火山 - 次火山热液矿床的矿体形成也较复

杂 , 多数为脉状、 筒状或囊状 , 受火山机构的控制产

于角砾岩筒的颈部及放射状或环状断裂中 . 但对众多

的热液矿床而言 , 矿体的产状更主要的是受构造 , 特

别是断裂构造的控制 . 在此情况下 , 矿体的形态相对

较为规则简单 , 主要为透镜状、 脉状或板状等 , 有时

受褶皱控制而呈鞍状 . 其走向和倾向一般与控矿构造

一致或相近 , 但有时如当矿体的产出受两组或多组构

造控制时会有所不同 .

在建立工业矿体产状模型的过程中需要强调指出

的是要十分注意研究矿体的侧伏规律 . 如变质地体中

的金矿床众多的资料表明 , 受压剪性断裂控制的矿体

除个别情况下均有不同程度的侧伏 , 并且在受同一构

造控制的矿脉或矿床中 ,矿体的侧伏具有明显的规律 ,

如在小秦岭文峪金矿床 505号脉中 1、 2、 3号工业矿

柱均向 SW侧伏 . 在招- 莱地区 , 当控矿断裂为 NW

倾向时 , 矿体向 SW侧伏 ,当控矿断裂倾向 SE时 , 矿

体则向 N E侧伏 , 这恰巧说明该区的控矿构造乃至成

矿过程是在统一应力场中形成和发生的 . 我们曾总结

过对受断裂控制的矿体一般侧伏规律为 , 当正断层上

盘相对右行滑落或逆断层上盘相对左行逆冲时 , 矿体

向右侧伏 ; 当正断层上盘相对左行滑落或逆断层上盘

相对右行逆冲时 , 矿体则向左侧伏 . 当然 , 矿体的侧

伏并非总是如此 , 有时两组断裂的交线部位亦可以导

致矿体侧伏 , 并使其复杂化 . 总之 , 工业矿体的侧伏

与控矿构造的力学性质有关 , 在建立工业矿体产状模

型的同时 ,还要注意矿体间侧列及矿体群的产出规律 ,

从而在深部工业矿体追索圈定中提高预测能力 .

4　矿床 (体 ) 空间展布模型

矿床 (体 )的空间展布受诸如接触带、 不整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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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断裂等多种控矿因素或其相互耦合作用的制约 ,

其展布的模型亦各不相同 . 但近年来我们在研究受断

裂构造控制的热液矿床时发现 , 矿床 (体 ) 的等距或

似等距分布模型在矿化较集中的地区和较大规模的矿

床中普遍见及 . 如在山东招 -莱地区焦家金矿田沿焦

家断裂带分布的矿床从南到北依次有马搪、 焦家、 东
季、红布、新城 ,金矿之间的距离分别为 1. 8、 1. 6、 1. 5、

1. 5 km ,总体上间距大致在 1. 6 km左右 .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距离的大小与矿体或矿柱的规模有关 . 据对山

东玲珑金矿床西山 108号脉及 55号脉的统计 ,一条矿

脉中工业矿体断续分布 , 其中心部位规模较大矿体之

间的水平距离为 200～ 250 m , 垂直距离为 50～ 100

m , 规模较小矿体之间的水平距离为 100～ 150 m. 在

小秦岭的文峪矿区含金石英脉的等距分布规律亦十分

明显 , 并且相同级别的较大矿脉之间的距离较大 , 表

现为从 530号到 505号再到 512号脉的间距均为 500

m左右 . 而同一级别规模相对较小矿脉之间的距离亦

相应较小 , 如由 503号到 504号再到 518号脉之间保

持 100 m的距离 . 至于矿床 (体 ) 等距或似等距分布

的机制一般认为与应力以一定的波长在均匀岩石中传

递 , 并在一定距离内不断集聚与释放有关 . 受同一断

裂带控制的矿体其等距分布与断裂面的波状起伏、 凹

凸变化有关 , 并且符合主波长理论 .

矿脉组之间的展布形式往往反映构造性质和长期

活动演化历史 , 并具一定的规律性 , 如受断裂控制的

矿体的尖灭再现和尖灭侧现都是极为常见的展布形

式 .

5　成矿作用动力学模型

成矿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动力学过程 . 在某种意义

上 , 矿床是成矿热液带来的能量与物质 , 通过各种形

式的化学反应作用于热液周围岩石的结果 . 在成矿作

用中 , 随着流体的运移或循环 , 成矿物质不断输入反

应地段 , 成矿区域则逐渐扩大 , 因此成矿过程实际上

是热、 质输运与化学反应的一个耦合过程 , 并总体上

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动力学系统 .

通过建立成矿作用动力学模型及其求解可以从根

本上认识矿化分带及矿化局部富集的机理和规律 , 进

而为深部成矿预测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 例如通过计算

水岩体系保持反应活性的临界驻留时间可以定量评价

成矿分带 . 成矿作用动力学认为那些在岩石驻留时间

长而保持活性的流体在成矿过程中可以离开源区到达

更远的区域成矿 . 於崇文等 [9 ]在对云南个旧成矿区马

拉格矿田研究时 , 根据动力学模型对其原生金属分带

机理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认为该区的 Cu、 Sn、 Pb的分

带是经历了多次矿化间歇、脉动式相继发生而产生的 .

伴随第Ⅰ到Ⅲ次成矿脉动依次析离的含矿热液分别含

Pb、 Sn和 Cu,且在断裂中的流速依次降低 ,沉淀成矿

的部位离成矿中心则从远到近 , 分别对应着外带和上

带、 中带、 内带和下带 . 此外 , 断裂、 裂隙中成矿热
液的流体力学模型的计算表明 , 具较大的瑞利常数值

的部位有利于成矿 , 而这些部位恰与裂隙交叉或裂隙

膨胀部位相对应 . 现有的研究成果还认为矿床均产出

于低平均应力区和位移量高值区 . 这些都使我们提高

了对矿化有利富集部位的认识 .

总之 , 成矿作用动力学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引进了

相关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 , 包括流体力学、 分形和非
线性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等 . 使我们对矿床成因、 成

矿机理和过程以及矿床 (体 ) 的分布、 矿化分带等规
律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 , 并有可能将矿床 (体 ) 的

定量预测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已有实践表明 ,

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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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MODELS OF METALLOGENETIC

PROGNOSIS IN THE DEPTH OF

ENDOGENETICMETALLIC DEPOSITS

Gao Qiubin　 Fan Yo ngxiang　 Cao Xinzhi
(Facu lty of Earth Resources , China Universi 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

Abstract

Studying a nd co nst ructing g eological mo dels is an efficient w ay and important m eans of metal logenic prog-

nosis in the depth. These g eolo gical models include st ructural o re-conrol m odel, o rderly dist ributio n m odel of

minerali zatio n, o ccurrence mo del of ore body , dist ributio n m odel o f deposi ts ( o re bodies) and dy namic model of

endog enic ore-fo rmation.

When const ructing the structural o re-control model , w e m ust identify the structural ty pe, style, and the

reg ula ri ties o f co nt rolling to the activa tion, mig ratio n, minerali zatio n scale and minerali zation degree. Fur ther-

mo re, the fav ourable st ructures a nd places are to be v erified. The rela tio nship betw een structural ev olutio n a nd

m etallog enic ev olutio n is also stated in detai l. When co nst ructing the o rderly dist ributio n model of minera li za-

tion, the spa tial dist ributio n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ization ty pe must be v erified fi rst. Secondly , w e must learn

the relatio n betw een the orderly dist ribution of al ternatio n a nd the mineralization deg ree as w ell mineralization

scale. Thirdly, w e m ust abst ract th e microsco pic informa tion on minerali za tio n f rom trace elem ents. Last , the

reg ula r change o f physical-chemical pa ra meter usually show s the local co ncentratio n of minerali zatio n and o re-

body o ccurrence.

Studying metallog enic dy namic model may rev eal the mechanism of mineralizationa l co ncentratio n a nd

show us evidence of deep metallogenesis.

Key words　 m etallog enetic pro gnosis　 model　 st ructural o re-control　 o rderly dist ributing　 dy namic of

o re fo 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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