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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成矿区带是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成果最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地质找矿勘查部署最直接依据。利用全

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成果重新厘定我国重要成矿区带，部署我国重要成矿区带有重要实际价值。成矿区带划分一

方面要以区域构造环境及演化为纲，对成矿域、成矿省进行科学划分；同时要研究成矿本身时空分布规律，研究矿

床的多元地物化遥等成矿信息，使得成矿区带符合成矿实际，能够直接找矿。部署区带是根据国家找矿工作部署

出发，对成矿区带进行优选排序，具有引导导向作用，往往也能大大促进部署区带地质找矿突破。本次工作以２３

个矿种圈定成矿靶区，重要矿产地、物化遥异常等信息，并在最新划分的９０个三级成矿区带基础上，划分了２６个

全国固体矿产勘查重点成矿区带，并进一步优选１０个重点部署区带。

关键词：成矿区带；矿床；成矿远景区；部署区带；找矿勘查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

需求持续增长，资源储量被大量消耗。近１５年来，

我国矿产资源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累计消费超过

历史总和的２倍，石油、天然气、铁、铜、铝等大宗矿

产的进口量大幅攀升，对外依存度近年来一直维持

在５０％以上。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铁矿

石、铜、铝土矿、金等消耗量极大的国家，２０１２年，煤

炭、铁矿石、铜、铝土矿、金消费量分别为３５亿吨、

６．７亿吨、８８４万吨、２０２７万吨、７７６．１吨，占全球的

比例依次为５０％、２２％、４３％、４４％和２４．５％，有２１

种矿产消费量居世界第一，消费占全球３０％以上。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国务院２００６年初颁布了《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开展重点矿

种、重点成矿区带的勘查工作。

成矿区（带）是具有地质构造演化史、经历过成

矿作用（一次或多次）、造就成矿物质大量（或巨量）

堆积，区内矿产资源丰富、存在潜力、具备找矿远景

的成矿地质单元。关于成矿区带研究前人做了大量

工作（ＸｉｅＪｉａｒｏｎｇ．１９３６；Ｓｍｉｒ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１９８１；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Ｍｉｔｃｈｈ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Ｇｕｏ

Ｗｅｎｋｕ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ＸｉｅＸｕｅ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Ｒｏｕｔｈｉ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ＸｉｅＸｕｅ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１９９９年全国第二轮区划工作会议第一次系统地将

我国成矿区带作了划分。划分出五个成矿区（古亚

洲、秦祁昆、特提斯、滨西大洋和前寒武纪），１７个Ⅱ

级区（带），７３个Ⅲ级区（带），形成了覆盖全国的Ⅰ、

Ⅱ、Ⅲ 级 成 矿 区 （带）的 整 体 划 分 成 果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以陈毓川为首的一批区域矿产地质

学家，对全国成矿区（带）作了整体研究，将成矿区

（带）正式命名为成矿域（Ⅰ级）、成矿省（Ⅱ级）、成矿

区（带）（Ⅲ级）、成矿亚带（Ⅳ级）和矿田（Ⅴ级）的五

级划分法，全国范围内划分出５个成矿域，１６个成

矿省，８０ 个成矿区（带）（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区域成矿学（Ｚｈａｉ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一

书划分了六大成矿域和１６个成矿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间，徐志刚研究员对成矿区带研究成果（Ｘｕ

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强调了矿床产出的时空分

布、成矿构造环境及受控的地球动力学，并按照成矿

区带的级别逐级划分。将中国成矿区带划分为４个

成矿域，９０个三级成矿区带。由于成矿区带与区域

构造演化、成矿规律研究密切相关，不同构造观点、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成矿认识造成成矿区带不一样。一些专家从构造演

化出发划分成矿区带，如李春昱等提出以地块为中

心，包括两侧地槽区之古板块来划分成矿域。另一

些专家则认为低序次的区带是跨构造亚单元的，划

分成矿区带主要要根据成矿规律研究。１９８０年原

地质矿产部向全国发布了“成矿远景区划基本要

求”，“要求”中规定了Ⅰ级（成矿域）、Ⅱ级（成矿带）、

Ⅲ级（成矿亚带）、Ⅳ级（矿田分布区）、Ⅴ级（矿田）的

五级划分法和划分要求，开拓了成矿区（带）研究的

整体概念。陈毓川和朱裕生（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提出的中国成矿

区带的划分方案，始终遵循了以下划分成矿区带的

原则：①区域矿产空间分布的集中性和区域成矿作

用的统一性；②逐级圈定的原则；③成矿区带与矿床

成矿系列的对应关系；④地球化学场、地球物理场和

遥感图像多元信息对成矿区带划分起到定位作用。

现在形成的、覆盖全国性的成矿域（Ⅰ级）、成矿省

（Ⅱ级）、成矿区（带）（Ⅲ级）划分方案是部署矿产勘

查的科学依据。要特别指出的是１９８０年原地质矿

产部向全国发布了“成矿远景区划基本要求”，“要

求”中规定了Ⅰ级（成矿域）、Ⅱ级（成矿带）、Ⅲ级（成

矿亚带）、Ⅳ级（矿田分布区）、Ⅴ级（矿田）的五级划

分法和划分要求，开拓了成矿区（带）研究的整体概

念。由上可知，我国成矿区（带）研究，已与矿产勘

查、矿产预测、矿产勘查的宏观部署决策结合，获得

较好的勘查效果和社会效益（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国土资源大调查１０余年来，新发现矿产地９００

余处，其中位于西部１０省（区）的就有５０３处；新查

明了一批资源量；物化探调查新发现了一批找矿线

索；深部找矿理论和勘查取得突破，如发现了隐伏于

６７５米以下的泥河大型铁矿，发现了埋深１２００米以

下的具超大型远景的山东济宁铁矿等。２００６年开

始的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已基本结束，目前

已完成了我国非油气重要矿产煤炭、铀、铁、铜、铝、

铅、锌、锰、镍、钨、锡、钾、金、铬、钼、锑、稀土、银、硼、

锂、磷、硫、萤石、菱镁矿、重晶石等２５个矿种的资源

潜力预测评价，圈定各矿产最小预测区４９２０２个，定

量评价了各矿种５００米以浅、１０００米以浅和２０００

米以浅的潜在资源量，基本摸清２５种矿产资源潜力

及其空间。

随着这些新的找矿成果、预测成果的不断涌现，

以往部署的重点区带内外不断有新矿种、新类型的

发现，对老的矿床类型提出的新认识致使新的矿体

不断被发现；再加上全国潜力评价项目的完成，使得

在全国范围内对全国的成矿规律有了一轮新的研究

和认识，如：新划分了成矿区带、新确定了找矿远景

区等。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新的研究成果和找矿成

果的支撑下，重新对重点金属成矿区（带）进行修订，

这是部署工作的成矿区（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成

矿区带，需要根据工作进展、需求、进行调整，科学意

义上的成矿区带的调整和厘定，必然要影响到工作

成矿区带的划分。这样才能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科

学地统筹部署，科学地引导勘查资源合理配置，实现

找矿突破，改变矿产勘查滞后开发、滞后国民经济发

展的状况。

１　全国重点成矿区带划分的原则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产资源种类较齐

全的、矿产自给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已发现

矿产１６８种，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１５５种，其中能源

矿产８种，金属矿产５４种，非金属矿产９０种，水气

矿产３种。其中，具有世界性优势的矿产有稀土、

钨、锡、钼、锑、菱镁矿、萤石、重晶石、膨润土、石墨、

滑石、芒硝、石膏等矿产，探明储量可观，开发利用条

件好，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强的竞争能

力。具有区域性优势的矿产有煤、铌、铍、汞、硫、磷、

萤石、滑石、石棉等９种，其探明储量居世界前茅。

具有潜在优势的矿产有锌、铝土矿、钒、珍珠岩、高岭

土、耐火黏土等。

１１　中国主要矿产成矿地质特征

我国成矿地质条件优越，从地质构造的成矿环

境来分析，中国是显生宙时期全球性跨洲际的三大

地质构造成矿带的交汇地区。中国地域内从前寒武

纪以来的地质历史时期中相对地球其它地区活动性

强，造成很多重要成矿区（带）是多期地质构造成矿

的叠加产物（Ｌｉ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Ｓｕｎ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如华北地台北

缘、天山—北山、秦祁昆、三江成矿带、柴达木北缘、

阿尔泰等（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特殊成矿

背景造就了我国钨、锡、钼、稀土、铜、金、铅锌等优势

矿产，而前寒武纪的陆块区富铁矿等也相对缺乏。

中国现今大陆地壳的形成，经历了复杂但有规

律的演化，其中，太古宙主要是花岗岩地体及绿岩

带，元古宙由于克拉通陆块边缘和内部裂解出现裂

陷／裂谷，古生代演变成陆缘／陆内深大断裂和地幔

热柱，中生代大陆构造体制大转换，岩石圈减薄，强

烈的构造－岩浆－热液活化是成矿主要地质背景，

０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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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地质构造环境更多的是对中生代的继承与发

展，但东降西隆的构造大“反转”造就了现今的大陆

构造格局。

随着时代的更新，构造环境的演变，成矿作用趋

于多样性和复杂化，矿床数也越来越多。新生代由

于所经历的地质时间相对较短，成矿系列和大矿数

都较少，中生代是成矿作用大爆发时期。具体分析

表明，前寒武纪矿床以元古宙成矿作用规模为大，古

生代矿床以晚古生代成矿作用规模为大，中生代矿

床又以燕山期成矿规模为大，从而构成中国岩浆、变

质及内生热液有关成矿作用的三个高峰期，即元古

宙、海西期和燕山期，而每一个成矿作用高峰之前均

表现为成矿低峰，即太古宙、早古生代和三叠纪，可

能代表了大规模成矿期到来之前能量和成矿物质准

备时期。

中国大陆的沉积成矿作用自中、新元古代以来，

也呈现出递进式的发展趋势，相应的矿床成矿系列

越来越发育，反映沉积成矿环境随地质时代变新趋

于复杂多样化。事实上，元古宙沉积成矿环境是陆

缘裂陷裂谷海盆，古生代出现陆内海盆（陆表海、陆

棚海），中生代演变为大陆断陷／坳陷盆地，新生代沉

积环境更加多样，在东部主要是大陆裂陷盆地，包括

东海、南海大陆架盆地（弧后陆缘盆地）、东部陆内裂

陷盆地，在西部沉积盆地的发育和造山过程密切相

关，发育山间、前陆、侧陆盆地。成矿规模也随地质

时代变新显现递进演化，显生宙大型超大型沉积矿

床明显多于隐生宙，沉积成矿作用在古生代达到高

峰，是古生代稳定陆表海、陆棚海等陆内海盆地环境

长期发育的结果；在中生代出现次高峰，这与中生代

中国大陆断陷／坳陷盆地的长期发展相联系。关于

我国地质构造分区，一些我国著名地质构造学家做

了大量工作（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ＳｕｎＷｅｎｋｅ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ＣｈｅＺ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Ｈｕ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徐志刚使用了图１作为最新

成矿区带划分的构造分区图。

据此构造分区，划分了四大成矿域和１６个成矿

省及９０个３级成矿区带。

１２　重点找矿（部署）区带的划分原则

这里提出的成矿区带划分与科学意义上的地质

与成矿作用的成矿区带划分有较大的区别，是为了

国家战略和战术上的地质找矿工作部署服务的，为

了加以区别，我们加了“部署”一词，即找矿（部署）区

（带）。

找矿（部署）区（带）概念是指：针对想要重点突

破的矿种，以成矿规律与成矿远景区的划分为基础，

综合考虑资源潜力、找矿前景、资源经济效益、开发

利用等条件，而划分的区（带），用以指导找矿勘查工

作部署，引导商业投入，提高找矿实际效益，从而提

高我国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该类成矿区（带）兼具技

术和管理两个层面的含义。

１２１　重点成矿区带的层次

按照宏观规划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战术部署与

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可将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区

（带）划分４个层次：

第１层次：全国重点找矿区（带），属全国层面上

的部署区（带）（如：现在正在使用的２０片重点成矿

区（带）），主要用于指导地质调查项目设置和管理，

从而实现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鼓励、引导和拉动

商业性地质勘查投资，进而形成一批重要的资源基

地。如现在地质调查计划项目的设置就是以２０片

全国重点成矿区（带）为依据进行设置的。

２００８年国土资源部根据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６年颁布）的要注，经科学

论证，提出了需要突出加强勘查的１６个重点矿种、

１１个主要含油气盆地、１３个大型煤炭基地和１６个

重点金属成矿（部署）区带。目的是通过加大国家财

政投入力度，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改善矿产勘

查投资条件和市场环境，鼓励、引导和拉动商业性地

质勘查投资，进而形成一批重要的资源基地。其中

１６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包括：西南三江、雅鲁藏

布江、天山、南岭、大兴安岭、阿尔泰、西昆仑—阿尔

金、北山、秦岭、川滇黔相邻区、晋冀、豫西、湘西—鄂

西、辽东—吉南、长江中下游、武夷重要金属成矿区

带（见图２）。

随着成矿理论发展和找矿成果的不断涌现，这

１６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也在不断地做着调整和

补充、完善，截止２０１２年，重点区带已调整为２０片

（图２），新增了班公湖－怒江成矿带、豫西成矿带、

钦杭成矿带和武当－桐柏－大别成矿带。

第２层次：调查评价区（或远景区，属面上部

署），用以部署矿产资源远景调查和区域矿产调查评

价，目的是基本查明重点成矿区带的矿产资源分布

规律，提交一批找矿远景区。以全国重点成矿区带

和重点矿种为目标，部署时除了要考虑成矿地质特

征，还要参考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重砂等多元

信息异常。具体可分为优先部署工作的重点远景区

和下一步将部署工作的远景调查区。

第３层次：勘查区（属点上突破区），指经矿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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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２０片重点成矿区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２０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测和矿产调查工作所确定的、预计能发现大、中型矿

床的靶区，用以部署进一步的勘查工作，以期通过重

点投入实现找矿突破。具体可分为优先部署工作的

重点勘查区和一般勘查区。

第４层次：立体勘查区（属点上突破区），指在具

有资源潜力的已知矿山、已知矿床的深部和外围（属

点上突破区）部署勘查评价工作，可通过追加投入发

现新矿体（种），增加资源储量。

前３个层次的部署区并非绝对的包含关系，也

就是说重点成矿区带只包含了大部分重点调查评价

区，重点调查评价区也只包含了大部分重点勘查区，

由于成矿条件的复杂性及勘查工作行政管理上的需

求，允许个别的部署区部署在重点成矿区带之外。

部署工作中要讲求“点”、“面”的结合，要求物化

探先行、区调开路，充分体现区域展开、面中求点、点

上突破的地质工作科学规律。

１２２　全国重点找成矿（部署）区带划分原则

重点找矿部署区带为第一层次的部署区带。

（１）突出重点矿种兼顾优势矿种。重点矿种包

括：铁、锰、铜、铝、铅、锌、镍、钨、锡、金、钾盐、磷等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在考虑了重点

矿种之外，还要考虑没列入重点矿种之列的优势矿

种，如锑矿、稀土、菱镁矿等。

（２）兼顾基础性地质工作部署需求。全国重点

找矿区（带）的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宏观层面上

对勘查工作进行部署和管理，因此，区（带）的划分需

要兼顾项目管理的需求。因此，全国重点找矿区

（带）通常由多个Ⅲ级成矿区（带）构成，界限参照地

质Ⅲ级成矿区（带）界限，但不严格受其约束（图３）。

（３）边界划定的依据。划定全国重点找矿区

（带）的边界主要参考以下几个因素：①参考成矿区

（带）的边界，在区带内要有一次或多次有代表性成

矿事件；②参考全国潜力评价成果，区带内成矿潜力

巨大，要有一种或几种矿产在全国层次属优势矿产

资源，且目前带内有大型、超大型矿床分布；③有找

矿新进展，如：近年来有较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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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以上矿产地、发现矿床新类型等。

（４）面积。全国重点成矿区（带）的面积几万至

几十万平方公里（不小于５万，不大于３０万）。

（５）不同工作程度的地区区别对待。不同的地

区工作程度不同，部署研究时要区别对待。如东部

地区工作程度高，部署以点上工作为主，强调点上突

破；西部地区工作程度低，部署以面上工作为主，突

出面中求点。东部要强调应用新理论、新思路进行

多元成矿信息的资料综合研究，开辟新类型、新矿

种、新规模和深部勘查评价，开展隐（盲）矿床和难识

别矿床的勘查，力争在接替资源勘查中有新突破；西

部则要加强硬投入，加大调查力度，加快评价速度，

以找到矿找到大矿为主要目标，提供新的矿产资源

基地。

（６）考虑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及资源开发利

图３　新的非能源矿种重点成矿区（带）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ｓｆｏｒｎｅｗｎ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新修编后的重点找矿区带名称如下：１—阿尔泰－准噶尔北缘成矿带；２—天山西段成矿带；３—东天山－北山成矿带；４—西昆仑－阿尔金成

矿带；５—东昆仑成矿带；６—祁连成矿带；７—秦岭成矿带；８—班公湖－怒江成矿带；９—冈底斯－藏南成矿带；１０—西南三江成矿带；１１—上

扬子西缘成矿带；１２—上扬子东缘成矿带；１３—南盘江－右江成矿区；１４—大兴安岭成矿带；１５—吉黑东部成矿区；１６—辽东－吉南成矿区；

１７—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１８—辽西－太行成矿带；１９—豫西成矿区；２０—胶东成矿带；２１—桐柏－大别成矿带；２２—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２３—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２４—南岭成矿区；２５—武夷山成矿带；２６—桂东－粤西成矿带

用条件。如国家和地方规划中有“禁止勘查区”和

“限制勘查区”等功能区块的划分，对规划中提出的

“禁止勘查区”可部署调查评价工作，暂不部署勘查

工作。

１２３　远景区带的圈定原则

远景区为第二层次的部署区带。划分时要考

虑：①成矿条件有利；②有几个优势矿种；③近年来

取得重大的找矿进展；④远景区面积几千至１万平

方千米。

根据部署需要，将划分重点远景区与远景调查

区，其中：分重点远景区：工作程度较高（如预测资源

量级别多数属３３４１），远景较大（预测资源量大型

以上），区内要有大中型矿产地或国家级整装勘查区

（进展较好）。远景调查区：工作程度稍低的（如预测

资源量级别多数属３３４２或３３４３）的远景区。

４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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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国２６个重点找矿区带划分方案

修订后的全国重点成矿（部署）区（带）由原来的

２０片增加到２６片，图３为修订后的非能源矿种重

点成矿区（带）与原２０片重点成矿区带及新划定的

全国成矿区带对比图。修订后重点成矿（部署）区带

的总面积为４８８万平方千米，占除海洋外国土总面

积的５０．８８％，比原来２０片的３５６万平方千米增加

了１３２万平方千米，所增加面积主要位于吉黑东部

成矿带（新增）、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新增）和南盘

江－右江成矿区（新增）。

从图中可见有新增加的区带，如华北陆块北缘

成矿带、吉黑东部成矿带、胶东成矿带、南盘江－右

江成矿区、桂东－粤西成矿带等；有的调整了边界，

如大兴安岭成矿带、上扬子成矿带、武夷山成矿带

等；部分区带保留了原来的边界。

３　全国２６个重点找矿区带的地质特

点和成矿特征

　　表１为１９９９年大调查以来，各带新发现和有重

大找矿突破的大、中型矿产地的统计，分析表明自开

展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全国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３９８处（统计数据截止２０１０年），其中有３１４处位于

重点成矿区带内，约占７９％。

表２为各区带优势矿种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预测

总量的百分比，统计分析表明，２５片重要成矿（部

署）区带，囊括了全国６６％的铁、８９％的铜、９１％的

铝土矿、８７％铅、６５％锌、８７％的金、８４％的银、９２％

的钼、８７％的钨、７３％的锡、７５％的锰、７０％的铬铁

矿、９７％的菱镁矿资源。

通过综合分析，选择了资源潜力巨大（表３）、近

年找矿突破成果显著的１０片区带，做为重点区带，

表１　各重点找矿（部署）区（带）大调查以来新发现和有重大找矿突破的大、中型矿产地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狀犲狑犳狅狌狀犱犾犪狉犵犲犪狀犱犿犲犱犻狌犿狊犮犪犾犲犿犻狀犲狉犪犾狊狅狌狉犮犲狊狊犻狀犮犲犿犪犼狅狉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犲犾狋狊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狌狉狏犲狔

序号 重点成矿区带 新发现（或有重大新进展）矿产地

１ 阿尔泰－准噶尔北缘成矿带 新疆富蕴县麦兹铅锌金矿－大型，新疆阿勒泰乌吐布拉克铁矿－中型

２ 天山西段成矿带
乌拉根铅锌矿－大型，大西沟铁磷矿－中型，奥尔塘铁磷矿－大型，卡乌留克塔格磷矿－大型，巴音铜

矿－中型，切特木斯铜矿－中型，加格斯泰地区铀矿－中型

３ 东天山－北山成矿带

中铜镍矿－中型，坡十铜镍矿－大型，坡一铜镍矿－大型，哈密市铜镍矿－中型，彩霞山铅锌矿－大型，

景峡铜矿－中型，维权银铜矿－中型，沙泉子铜矿－中型，延东铜矿－大型，土屋铜矿Ⅱ号矿体－大型，

垄东钼矿－大型，新疆哈密市梅岭铜金矿－中型

４ 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

乔普卡里莫铁矿－中型，吉尔铁克沟铁矿－中型，老并铁矿－大型，欠孜拉夫铅锌铜矿－中型，塔木铅

锌矿－中型，契列克其铁矿－中型，土根曼苏铜矿－中型，喀腊大湾铜多金属矿－中型，喀腊达坂铅锌

矿－中型，大平沟金矿－中型

５ 东昆仑成矿带 青海小干沟金矿－中型，青海都兰银铅锌矿－中型

６ 祁连成矿带 鸡叫沟－黑刺沟金矿－中型，肃南县钨矿－大型，肃南县钼矿－大型

７ 秦岭成矿带
陕穆家庄铜矿床－中型，西和县大桥金矿－中型，九子沟铜铅锌矿床－中型，寺合金矿－中型，太阳寺

金银铅矿－中型，代家庄铅锌银矿－中型，五坪山金矿－中型，马坞金矿－中型

８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西藏尼玛县那朗砂金矿－中型，西藏尼玛县那朗砂金矿－中型

９ 冈底斯－藏南成矿带

车穷卓布锑矿－中型，克鲁铜金矿－中型，驱龙－特大型，松多雄铅锌矿－中型，勒青拉铅锌矿－中型，

日乌多铅锌矿－中型，冲江铜矿－大型，亚贵拉铅锌矿－大型，拉屋铜多金属矿－中型，日音拿北铅锌

多金属矿－大型，日音拿铜锌多金属矿－大型，江翁松多铅锌矿－大型，机雍铁矿－大型，昂张铅锌矿

－中型，尤卡朗铅银矿－大型，甲岗雪山矿区－中型，朱诺铜矿－大型，县宗亚铜矿－中型，江翁拉铅锌

多金属矿点－中型，莫拉木则铅锌矿产地－中型，白荣央洼铜矿－中型

１０
西南三江成矿带

巴夜锰矿－中型，易田铅锌矿－大型，力梭锡矿－中型，河边寨锰矿－中型，勐拉铜矿－大型，长安金矿

－特大型，金平县铜矿－中型，芒海铜矿－中型，翁子银金多金属矿－中型，南腊乡芒哈铅锌矿－中型，

勐简老厂银铅锌多金属矿－中型，木厂乡小干沟金矿－中型，南伞镇厂硐沟铅锌矿－中型，官房铜多金

属矿－中型，金厂河铜锌多金属矿－中型，来龙铅锌矿－大型，黄竹厂银铅锌多金属矿－中型，吴底厂

银铅锌多金属矿－中型，白马驹铅锌矿－中型，仙人洞铅锌矿－中型，日都铅银矿－中型，鲁春北矿段

矿铅锌矿－中型，通吉格铜矿－中型，路农铜矿－中型，江边铜矿－大型，打马池觉铜金矿－中型，砂西

铅锌银－大型，秀格山铜矿－中型，热隆锡矿－大型，青海囊谦县打旧－中型，查吾拉－中型，西早阿也

玛铅锌矿－中型，茶曲怕查铅锌矿床－中型，白烟地银多金属矿－中型，波密银铅锌矿床－中型，阿沙

沟银铅锌多金属矿－中型，阿斯加铅锌矿－中型，西角铜多金属矿－中型，楚格扎铜铅锌金多金属矿－

中型，那日尼亚锌铅矿－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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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重点成矿区带 新发现（或有重大新进展）矿产地

１１ 上扬子西缘矿带

１２ 上扬子东缘成矿带

桃树箐锌矿－中型，小荒田锌铅矿－中型，油房沟锌铅矿－中型，热水塘磷矿－中型，银厂坡铅锌矿区

－大型，猫猫厂—榨子厂铅锌矿－中型，长坪子铅锌矿区－大型，云贵桥银矿田－中型，松梁铅锌矿－

中型，马口－青岗坡－双山坪矿段－中型，翁昭油菜坪磷矿－中型，溆浦中寨镇重晶石矿－大型，乐红

铅锌矿－大型，小河铅锌矿－中型，油菜坪－姊妹岩矿段－中型，保康寨沟磷矿－中型，松桃西溪堡、石

竹溪锰矿－中型，大硐喇铅锌矿区－大型，西谷溪磷矿－大型，芦营寨子磷矿－大型，古丈野竹铅锌矿

－中型，摩天岭铅锌矿－中型，大龙矿区－中型，务川－正安－道真地区铝土矿区－中型，卡西湖铅锌

矿－大型，下光荣铅锌矿－大型，打溪铅锌矿－大型，红花铅锌矿－大型，马烈铅锌矿－中型，富泉含钾

磷矿区香树顶矿段－大型，宝水溪铅锌矿－大型，枧桥雄黄矿－中型，马桑坪铅锌矿－中型，林区冰洞

山铅锌矿－大型，黑沟—芦沟地段磷矿－大型，高坪—芦沟地段磷矿－大型，柴家坪地段磷矿－中型，

长河坝磷矿南段－中型，长河坝磷矿区中段－大型，板棚子磷矿区石笋梁子矿段－中型，沐浴河铅锌矿

－大型，尖山风化磷矿－中型，贵子沟铅锌矿－中型，雨淋沟－下甘霞铅锌矿－中型，陶坪山锰矿－中

型，平溪锰矿－中型，孔隙沟铅锌矿－中型，南木树铅锌矿－中型，九岭子铅锌矿－中型，水沟子铅锌矿

－中型，樟村坪镇石板滩铅锌矿矿－中型，金家沟银钒矿－中型，杉树垭铁矿－中型，太阳坪磷矿－中

型，干河里铅锌矿－中型，西鼓池赤铁矿－中型

１３ 南盘江－右江成矿区

下雷－湖润锰矿－中型，龙邦－壬庄锰矿－中型，岳圩－地州锰矿－中型，凉水井铅锌矿－大型，靖西

县南坡铝土矿－大型，凌念－宁干锰矿－中型，足荣－东平锰矿－中型，广西百色市龙川－燕垌锰矿－

中型，义圩锰矿－中型，隆林县隆或金矿－中型，贵州泥堡金矿区－特大型

１４ 大兴安岭成矿带 驼峰山硫铁矿－大型，巴音宝力格镇三贵口硫铁矿－中型，嘎仙镍矿－大型，虎拉林金矿－中型

１５ 吉黑东部成矿带

夹皮沟金矿（储量扩大），黑龙江霍吉河钼矿、鹿鸣铅锌矿、吉林刘生店钼矿、新华隆钼矿、东宁金厂金

矿、东安金矿、向阳山林场铅锌和新风屯钼矿等。此外，在黑龙江四山林场金、铜调查均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１６ 辽东－吉南成矿带
后仙峪硼矿区东岔沟地段硼矿－中型，岫岩县尖山子钴矿－中型，桥头区铁矿－大型，韭菜沟区铁矿－

中型，财源镇双兴六队晶质石墨矿－中型

１７ 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
哈巴气铅锌矿－大型，新近发现了西沙德盖钼矿、大苏计钼矿、曹四夭钼矿、赵井沟铌钽矿、乌兰德勒钼

（铜）矿床等多个矿点

１８ 辽西－太行成矿带
安坪铜矿－中型，交口县庞家庄铝土矿－大型，交口县王润铝土矿－大型，镰巴岭铅锌矿－大型，呼延

庆山铁矿－大型，昭胡都格硫铁矿－中型

１９ 豫西成矿带

贾庄铁矿－大型，练村铁矿－大型，支小庄铁矿－中型，曾家庄铜铅锌矿－中型，后侯庄金红石矿－特

大型，内乡板厂银多金属矿－大型，银洞沟矿区银洞沟银铅锌矿－大型，内乡东山洼银多金属矿－中

型，嵩县土地庙沟银多金属矿－大型，卢氏寨凹地区沙沟铅银矿－中型，郁山铝土矿－中型，礼庄寨铝

土矿－大型，下冶铝土矿－大型

２０ 胶东成矿带
南墅透辉石矿－中型，牟平区宋家沟－中型，福山区蝎子顶透辉石矿－中型，大季家（李家）透闪石矿－

中型

２１ 桐柏－大别成矿带
白石冲脉石英－大型，平桥区天目沟银多金属矿－中型，王家大山金矿－中型，合河金矿－中型，银洞

岭银多金属矿区银洞岭矿段－中型，南沙沟铅锌矿－中型

２２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东陡崖锡钨矿－中型，桐木坑锡矿－中型，邓家山锡矿－中型，尖峰坡坡西锡矿－中型，铜陵白牡岭铅

锌矿－中型，浒关镇钽铌矿－特大型，骡子山膨润土、凹凸棒石粘土矿－大型，平山膨润土、凹凸棒石粘

土－大型，磨盘山膨润土、凹凸棒石粘土－大型，江苏省盱眙县猪嘴山膨润土、凹凸棒石粘土－大型

２３ 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

留书塘铅锌矿－大型，石势塘铅锌铜－中型，锡田矿区垄上矿段钨锡多金属矿－大型，锡田矿区桐木山

矿段钨锡多金属矿－大型，虎爪形矿产地石英砂矿－大型，桃树尖矿产地石英砂矿－大型，程家湾矿产

地－中型，塘尾石英砂矿－大型，茅岭－好老坞－中型，金家坞金矿－中型，高坞山—蕉坑坞矿区萤石

－大型，古楼－磺尖金矿－中型，天井山－小贺金矿－中型

２４ 南岭成矿区

新坪金矿－中型，湾岛金矿－中型，坑尾－鸡公涌铜多金属矿－中型，昭平县石柱金矿－中型，荔浦县

深泥田金矿－中型，沟子坑锡矿－中型，天门嶂锡矿－大型，潭岭锡矿－中型，东坑坪锡铅锌矿－中型，

野鸭塘锑矿－中型，广东乳源县和尚田锡钨多金属矿－大型，山门口矿区锡矿－大型，毛俊锰矿－大

型，北湖区白腊水矿区锡矿－特大型，仙人岩金铅锌矿－大型，长皂金矿－中型，张家垄钨矿－中型，李

贵福钨钼矿－中型，银山岭锡铅锌矿－中型，大坪（钨）锡钼矿－中型，板塘坪锡铜矿－中型

２５ 武夷山成矿带
红山铜矿－中型，上姚铅锌矿－中型，峰岩铅锌矿－大型，八外洋铅锌银－中型，黄梓厂铜铅锌银－中

型，永定务田钼矿床－中型，建阳井后钼矿床－中型，建瓯路口钼矿床－中型

２６ 桂东－粤西成矿带

什军钼矿－中型，翁田镇端府村石英砂－大型，广东省罗定市新榕银锰多金属矿－大型，广东省云浮市

高枨银铅锌矿－中型，大金山钨锡矿－中型，大坪多金属矿－中型，横江多金属矿－中型，叠平银矿－

中型，叠平银矿－中型，石桥铅锌矿－中型，抱伦金矿－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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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优先部署地勘工作，这十片区带包括：

３—东天山－北山成矿带；

５—东昆仑成矿带；

８—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９—冈底斯－藏南成矿带；

１０—西南三江成矿带；

１１—上扬子西缘成矿带；

１２—上扬子东缘成矿带；

１３—南盘江－右江成矿区；

１４—大兴安岭成矿带；

２３—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

２４—南岭成矿区。

４　结论

（１）总结了找矿部署区带划分原则依据及研究

方法，认为找矿部署区带划分一方面要服务于当前

国家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另方面部署区带要

遵循地质成矿规律，成矿资源潜力状况，引导国家地

质找矿到最有资源潜力地区。

（２）根据资源潜力禀赋和最新找矿进展，将原有

２０个重点找矿部署区带，拓展到２６个区带，新增了

胶东金、铁、石墨、金刚石成矿区，南盘江－右江金、

锰、锡、、铅锌、铝土矿成矿区、华北陆块北缘稀土、

金、铅锌、铁成矿带、吉黑金、钼、铅锌、石墨成矿区等

重要成矿区带。

（３）对每个找矿部署区带主攻矿产、矿产类型、

资源潜力进行对比分析，如胶东金、铁、金刚石成矿

区中金资源潜力约占全国２０％，华北陆块北缘的稀

土资源潜力占全国约８０％。每个部署区带都圈定

了重要成矿远景区，可以作为地质调查评价选区

支撑。

（４）对一些部署区带边界进行修正，如南岭成矿

带原有区带边界没有地质意义，本次按照全国三级

区带边界进行重新划分。对一些有争议的成矿区

带，如钦杭成矿带，也按照我们的认识重新进行

划分。

总之，成矿区带研究和找矿部署区带划分是地

质找矿工作部署的重要支撑工作，重要成矿区带优

表２　重点找矿（部署）区（带）预测资源量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狋犪犫犾犲狅犳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犿犪犼狅狉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犲犾狋狊

重点成矿区带名称

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预测总量的百分比（％）

Ｆｅ Ｃｕ Ａｌ Ｐｂ Ｚｎ Ａｕ Ａｇ Ｍｏ Ｗ Ｓｎ Ｍｎ Ｓｂ Ｎｉ
铬铁

矿

菱镁

矿
稀土 钾盐

卤水

锂
Ｐ
重晶

石
硼

阿尔泰－准噶尔北缘成矿带 ０．３４７．６２ ３．８６４．５４５．８９５．２６１．３１ １．１１ ３．７５４３．３０

天山西段成矿带 ３．１８１．９０ ４．２４１．８０２．５９０．２９０．５１ ２．０３０．９２０．０５ ３．９０ ２．５９０．３７

东天山－北山成矿带 ２．０４７．０７ ２．１６３．１１３．１６４．８８４．０６２．７２０．１８６．５２０．０６３５．４９１．６１６．５７ ９．１４

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 １．０００．０３ ０．５５０．３３０．１８０．０７０．１５

东昆仑成矿带 ０．８０２．１０ ８．０１ １．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５０ ４．１０

祁连成矿带 ０．６４０．７０ ２．１０ １．４０１．０００．４０２．１０ ０．３０ １２．２０８．２００．４４

秦岭成矿带 ０．４７１．３０ ７．４６４．３４５．７００．９０２．３００．２００．３０ ９．００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０．０３４．５９ ０．３９ １．３３６．３１ ４．０１

冈底斯－藏南成矿带 ０．８５１６．１９ ７．０５５．３４１．１３６．３４６．５２１．８２ ６．１８０．１１１４．７２ ０．８５６．７３ ４．１９

西南三江成矿带 ０．５１２１．１４ １１．４３１２．２１６．３０８．５１５．３７２．１７３．７３０．２９１８．６３３．１２１．４８０．１１０．１３２．４２３．０１１．２９０．６９０．７９

上扬子成矿带 １．５８３．７２３．２９４．４９１０．２９０．５７４．４４０．７１ ３１．０５ ０．２３

南盘江－右江成矿区 ０．０５０．８０６．３２２．４１３．５７５．６９３．７５０．０２４．１８２２．０８１０．１４１３．１８０．１３

大兴安岭成矿带 ０．６４３．００ ３．５５３．９７１．４１１０．２６１２．４８０．４５ １．０３

吉黑东部成矿带 １．０５ ０．７１１．４９２．３７５．０３１４．２８２．５７

辽东－吉南成矿带 ２０．４００．６０ ０．６１０．６６５．０１２．１９ ８５．６５

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 １．５９３．３９２．０６１．２２３．６０ ７８．７５

辽西－太行成矿带 １７．０００．７０３１．３３０．５００．５０２．００ ３．００ ８．００

豫西成矿带 ０．７０１．００３７．７８３．５２２．２０１１．３０２．１２１７．００１５．００

胶东成矿带 ６．２３ １．１９ １６．０２１．８９０．５６

桐柏－大别成矿带 ０．１００．２０ ０．４１０．６６０．８００．９９３．６０ ０．０２ １．１０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５．００８．００ １．６５１．６６２．１０３．８７３．４０９．５０１．５０７．７０４．００ ２．００

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 ３．０５４．０６ ２．６９１．９７１．０３６．２２０．５４８．１８３．９５６．２４２．１１ ４．７０

南岭成矿区 ０．２３０．８００．０１９．６７ ２．０６５．７４２．９４２２．７７３１．０７ ３．１２０．２４ ４．４７ ３．９９１．０３

武夷山成矿带 ０．５４１．７９ ５．９２２．６１１．４３６．０３５．１８２．８２６．５５１．５５ ５．８５

桂东－粤西成矿带 ０．５１０．３７１．５４ ４．４２２．０３３．４２１．６０１．７９０．５６ １．１７ ０．１６０．１９

合计 ６５．３８８８．８７８０．２９８６．１２６４．６４８６．２１８３．５３９１．５５８６．０８７２．７６７４．３８５７．２２６０．２２６９．５４９６．６７８５．６２１３．７４１６．０５４．０４１７．７９１０．０２

７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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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表３　１０片优先部署的重点找矿（部署）区（带）资源潜力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犪犫犾犲狅犳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犻狀１０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犿犪犼狅狉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犫犲犾狋狊

区带

编号

优先部署的

重点成矿区带名称
Ｃｕ Ｐｂ Ｚｎ Ａｕ Ａｇ Ｍｏ Ｗ Ｓｎ Ｍｎ Ｓｂ Ｎｉ 铬铁矿

３ 东天山－北山成矿带 ７．０７ ２．１６ ３．１１ ３．１６ ４．８８ ４．０６ ２．７２ ０．１８ ６．５２ ０．０６ ３５．４９ １．６１

５ 东昆仑成矿带 ２．１０ ８．０１ １．２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 ４．１０

８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４．５９ ０．３９

９ 冈底斯－藏南成矿带 １６．１９ ７．０５ ５．３４ １．１３ ６．３４ ６．５２ １．８２ ６．１８ ０．１１ １４．７２

１０ 西南三江成矿带 ２１．１４ １１．４３ １２．２１ ６．３０ ８．５１ ５．３７ ２．１７ ３．７３ ０．２９ １８．６３ ３．１２ １．４８

１１ 上扬子成矿带 ３．７２ ４．４９ １０．２９ ０．５７ ４．４４ ０．７１ ３１．０５ ０．２３

１３ 南盘江－右江成矿区 ０．８０ ２．４１ ３．５７ ５．６９ ３．７５ ０．０２ ４．１８ ２２．０８ １０．１４ １３．１８ ０．１３

１４ 大兴安岭成矿带 ３．００ ３．５５ ３．９７ １．４１ １０．２６ １２．４８ ０．４５ １．０３

２３ 江南陆块南缘成矿带 ４．０６ ２．６９ １．９７ １．０３ ６．２２ ０．５４ ８．１８ ３．９５ ６．２４ ２．１１

２４ 南岭成矿区 ０．８０ ９．６７ ２．０６ ５．７４ ２．９４ ２２．７７ ３１．０７ ３．１２ ０．２４

合计 ６３．４７ ５１．４６ ４０．４６ ２２．９４ ５０．６４ ３２．８４ ５２．２９ ６１．５１ ５４．２４ ４３．２８ ４４．２２ １８．０４

选将提高地质找矿工作效率，合理引导社会勘查资

金投向。找矿部署区带划分与优选是一个动态过

程，要结合当前国家矿产资源需求，如今后选区要进

一步考虑国家新兴产业对矿产资源需求矿种及新

类型。

致谢：本次工作是在全国主要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工作基础上，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主导

完成一项找矿区带梳理工作。首先感谢参与全国成

矿区带划分和预测评价的省级地质矿产专家，其次

要感谢陈毓川、翟裕生、叶天竺、黄崇柯、朱裕生、徐

志刚、王瑞江、薛迎喜等专家多次对区带划分提出宝

贵意见。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Ｂ．Ｎ．Ｓｍｉｒｎｏｆｆ．１９８１．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ＰｅｉＲｏｎｇｆｕ，ＳｏｎｇＴｉａｎｒｕｉ．１９９８．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１９９９．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Ｚｈｕ Ｙｕｓｈｅｎｇ．１９９９．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 Ｍａｐ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２００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Ｓ．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１９８７．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Ｚｉｃｈｅｎｇ，ＬｕｏＪｉｎｍｅｉ，Ｌｉｕ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ｏｔｈ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ｕｏＷｅｎｋｕｉ．１９８７．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ｃ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ｋｅ．２００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ＬｉｕＸｉ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２０１４．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１２）：２２６９～２２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Ｃｈｕｎｙｕ，Ｗａｎｇ Ｑｕａｎ，Ｌｉｕ Ｘｕｅｙａ，Ｔａｎｇ Ｙａｏｑｉｎｇ．１９８２．Ａｓｉ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Ｃｈｕｎｙｕ，ＧｕｏＬｉｎｇｚｈｉ，ＺｈｕＸｉａ．１９８６．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Ｘｉｎｓｈｅ，ＹｅＤｏｎｇｓｏｎｇ．２００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ｖＧｕ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ｂｉｎ，ＬｉＸｉａｏｂｏ．２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ｂ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Ｊｉａｎｇ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ｔｃｈｈｅｌｌＡＨＧ．１９８５．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Ｐ．Ｒｏｕｔｈｉｅｒ，１９９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ＷａｎｇＺｕｏｘｕｎ，ＣｈｅｎＢｉｎｇｗｅｉ．２０００．Ａｂｒｉｅ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ｎ Ｗｅｎｋｅ，Ｈｕ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ｋｅ，Ｄｉｎｇｐｅｎｇｆｅｉ．２００１．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ｎ Ｇｕｉｒｏｎｇ．１９８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ｎ Ｔａｏ，Ｗａｎｇ 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Ｆｕ Ｙｏ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Ｌｏｕ Ｄｅｂｏ．２０１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Ｎｉｃｋｅ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８７２１



第７期 肖克炎等：全国重要固体矿产重点成矿区带划分与资源潜力特征

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１２）：２２２７～２２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ｅＪｉａｒｏｎｇ．１９３６．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３６３～３８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ｅＸｕｅ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ｎｃｈｕａｎ．１９９９．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ｅ Ｘｕｅｊｉｎｇ，Ｙｉｎ Ｗｅｉｈａｎ．２００４． Ｘｉｅ Ｊｉａ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２００８．Ａ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ＴａｎｇＪｕｎｘｉ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１２）：２２１６～

２２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ｉＹｕｓｈｅｎｇ，ＤｅｎｇＪｕｎ，ＬｉＸｉａｏｂｏ．１９９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 Ｙｕ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ｊｉｅ， Ｗａｎｇ Ｑｕａｎｍｉｎｇ．１９９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Ｑｕａ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１９９９．Ｉｓｓｕｅｓ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４：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 Ｋｅｙａｎ，Ｓｏｎｇ Ｇｕｏｙａｏ，ＭｅｉＹｏｕｓｏｎｇ．２００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７７：３８～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ＳｏｎｇＧｕｏｙａｏ．２０００．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ｐｓ

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８０：３５～

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ＳｏｎｇＧｕｏｙａｏ．２００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６：４１

～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ＭａＹｕｂｏ，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２０１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７（３）：３４５～３５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参　考　文　献

Ａ．Ｈ．Ｇ．米契尔．１９８５．矿床与全球构造．周裕藩，译．北京：地质出

版社．

Ｂ．Ｎ．斯米尔诺夫．１９８１．内生金属矿床物质来源在地质发展历史过

程中的演变．北京：地质出版社．

陈毓川，裴荣富，宋天锐．１９９８．中国矿床成矿系列初论．北京：地质

出版社．

陈毓川．１９９９．中国主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北京：地质出

版社．

陈毓川，朱裕生．１９９９．中国矿床成矿系列图．北京：地质出版社．

陈毓川．２００７．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预测评价．北京：地质出版社．

Ｃ．Ｓ．赫奇逊．１９８７．矿床及其构造背景．张炳熹，李文达，译．北京：地

质出版社．

车自成，罗金梅，刘良．２００２．中国及其邻区区域大地构造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

郭文魁．１９８７．中国内生金属成矿图说明书（１：４００００００）．北京：地图

出版社．

黄崇轲．２００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说明书（１：２５０００００）．北京：地

质出版社．

李春昱，王荃，刘雪亚，汤耀庆．１９８２．亚洲大地构造图说明书．北京：

地图出版社．

李春昱，郭令智，朱夏．１９８６．板块构造基本问题．北京：地震出版社．

鹿心社，叶冬松．２００４．全国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上．下卷）．北

京：地质出版社．

吕古贤，张志斌，李晓波．２００５．澜沦江构造带拆沉作用与铜多金属

成矿．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李建康，刘喜方，王登红．２０１４．中国锂矿成矿规律概要．地质学报，

８８（１２）：２２６９～２２８３．

Ｐ．鲁蒂埃．１９９０．全球成矿规律研究（未来何处去找金属）．卢星，译．

北京：地质出版社．

任纪舜，王作勋，陈炳蔚．２０００．从全球看中国大地构造－中国及邻

区构造图简要说明．北京：地质出版社．

孙涛，王登红，钱壮志，付勇，陈郑辉，娄德波．２０１４．中国镍矿成矿规

律初探．地质学报，８８（１２）：２２２７～２２５１．

孙文柯，黄崇轲，丁鹏飞，等．２００１．重点成矿区带的区域构造和成矿

构造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

孙圭荣．１９８４．地质科学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家荣．１９３６．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地质论评，１（１）：３６３～３８０．

谢学锦，向运川．１９９９．走向２１世纪矿产勘查地球化学．北京：地质出

版社．

谢学锦，殷维翰．２００４．谢家荣与地质矿产测勘处．北京：地质出版社．

徐志刚．２００８．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北京：地质出版社．

应立娟，陈毓川，王登红，唐菊兴，陈郑辉，王成辉．２０１４．中国铜矿成

矿规律概要．地质学报，８８（１２）：２２１６～２２２６．

翟裕生，邓军，李晓波．１９９９．区域成矿学．北京：地质出版社．

朱裕生，李纯杰，王全明．１９９７．成矿地质背景分析．北京：地质出

版社．

朱裕生，王全明，张晓华．１９９９．中国成矿区（带）划分及有关问题．地

质与勘探，４：１～４．

朱裕生，肖克炎，宋国耀，梅友松．２０００．强化成矿规律研究，提高”调

查评价”效益．中国地质，２７７：３８～４１．

朱裕生，肖克炎，宋国耀．２０００．矿产资源评价图件的编制．中国地

质，２８０：３５～３７．

朱裕生，肖克炎，宋国耀．２０００．成矿区带划分和成矿远景区圈定的

讨论．中国地质，６：４１～４３．

朱裕生，肖克炎，马玉波，丁建华．２０１３．中国成矿区带划分的历史回

顾和现状．地质学刊，３７（３）：３４５～３５７．

９７２１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犕犪犼狅狉犕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犅犲犾狋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狊犓犲狔犛狅犾犻犱

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
１），ＸＩＮＧＳｈｕｗｅｎ１

），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１
），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

１），ＭＡＹｕｂｏ１
），ＣＯＮＧＹｕａｎ１

），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１），ＳＵＮＬｉ１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１），ＸＩＷｅｉｊｉｅ

１，２）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２）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３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ｂｕｔｏｆｆｅｒｓ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ｕｓｅ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ｄｅｐｌｏｙｎｅｘ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ｔ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ａｔａｓｕｃｈａ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ｍｏ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ｄｉｄｓｏｍ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ｉｓｗｉｌｌｇｉｖ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ｇｒｅａ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２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ａｔａｉｎ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９０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ｓ，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２６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ｓｏｆｋｅｙｓｏｌｉ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ｔｅ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ｗｅｒ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犓犲狔 狑狅狉犱狊：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ｌｔ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８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