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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华南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业基地之一。该地区矿业发达但危机矿山也多，研究程度高

但多数矿床的勘查工作在２０年前就完成，成矿条件好、已发现矿产地点多面广但进一步找矿难度也大。因此，在

华南开展深部找矿势在必行，而且受到了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了湖南瑶岗

仙、康家湾、玛瑙山，江西大吉山、荡坪、岿美山，广西佛子冲、铜坑、栗木、泗顶，广东瑶岭、石人嶂、大宝山等一批危

机矿山项目，力争在这些矿山深部实现找矿突破。华南地区开展深部找矿需要研究成矿物质来源、矿床分类、成矿

区带划分及其在一定深度（距离地表３０００ｍ）的变化情况，需要明确地表的战略性选区与点上的攻深找盲、探边摸

底同样重要，需要加快中深钻（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深度）钻探及相关测量技术的研究，需要通过对“物质不灭”、“能量守

恒”和“时空无限但有序”三原则的把握来评价矿产资源的潜力。

关键词：华南；深部找矿；战略选区；潜力评价三原则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

都把地质找矿与矿业开发的热情投到了青藏高原和

新疆等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固然是我国矿产资源的

后备基地，但近年来危机矿山接替项目及其他项目

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充分说明，中、东部地区仍然是

我国现阶段现实的矿产资源基地。根据２００７年９

月２７～２９日在合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深部找矿工

作会议交流情况，辽宁的红透山铜矿、安徽的铜陵铜

多金属矿、广西的大厂锡多金属矿（铜坑锡矿与拉么

铜锌矿之间的７００～８００ｍ深度发现９６号矿体）、海

南的石碌铁铜矿（ＺＫ１１０１深７０５．１２ｍ，见铁矿３

层，总厚度１６７ｍ并夹３ｍ厚铜矿体），都取得了深部

找矿的突破；湖南南部宜章县芙蓉锡矿、江西南部崇

义县八仙脑钨矿、广西中部武鸣县昆仑关钼矿及南

纬２３°以南崇左一带大型铝土矿（具有上亿吨的可

能性）的发现，都充分说明，我国华南地区的矿产资

源并没有“找完”，不但是老矿山并没有彻底“硐老山

空”，地表发现新的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可能性也并不

是“一无所有”。因此，对华南尤其是南岭这样工作

程度比较高、矿业发达、地质资料积累丰富、技术力

量雄厚的地区，非常有必要开展新一轮的区域找矿

战略选区研究，并同时开展以深部评价理论和技术

方法为重点的综合性研究工作。

１　华南深部找矿的现状

华南（重点在南岭）地区是我国有色、稀有金属、

重稀土、铀等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尤其以

钨、锡、锑、铅锌、铋、铀等资源最为丰富（图１）。矿

床具有规模大、分布广、共伴生组分多、矿床类型复

杂多样等特点。我国的主要大型—超大型钨、锡多

金属矿床即位于该地区，如大厂锡矿、柿竹园钨锡多

金属矿、骑田岭钨锡矿、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等。

全区保有钨矿储量占全国的８３％，锡占全国的

６３％，铅占全国的３０％，锌占全国的２２％（王登红

等，２００７）。钨、锡、锑是我国的优势矿种，在国际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南锡矿山１９１２～１９３５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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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南重要金属矿床分布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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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锑产量占全球的３６．６％（宋叔和等，１９８９）。由

于多年的大力开发，加之近十多年来地质找矿工作

的萎缩，已呈现出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但是，

华南地区成矿条件优越，具有多层成矿的特点，著名

的“五层楼”模式即出于此，深部找矿潜力巨大。最

近，在赣南的崇义县淘锡坑、湘南的芙蓉矿区实现深

部找矿的重大突破充分说明南岭地区的深部仍存在

巨大找矿潜力。此外，南岭地区的铅锌、铜、铀、金、

银等资源远景可观，最近在凡口铅锌矿深部和外围、

闽中裂谷带的峰岩、丁家山、后沟等一批大、中型铅

锌矿的发现，显现出该地区将成为我国未来铅、锌、

铜等资源的重要接替基地。

华南不少矿区单个矿体、矿脉或矿层的延深就

可达１０００ｍ以上，如云南的会泽、广西大厂的１００

号矿体，说明１０００ｍ深度的钻孔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南岭地区主要矿床的勘探工作基本上在上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就结束，当时的勘探深度一般在５００ｍ

左右（比如，作为赣南钨矿的代表之一，岿美山最深

的钻孔也只有５５０ｍ），即使是湖南黄沙坪这样的典

型隐伏矿区，也没有千米钻。因此，研究深部找矿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势在必行。

２　华南地区深部找矿理论

涉及到深部找矿的成矿理论问题很多，虽然也

无外乎矿床类型、成矿区带、矿化分带、成矿时代、成

矿物质来源、控矿构造、含矿层位等基本问题，但考

虑到深部找矿的需要，对于成矿理论的研究也需要

创新（ＷａｎｇＤ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０；陈毓川等，２００７）。

２．１　成矿物质来源

比如说，以往在利用硫、铅、碳、氧、锶、钕及惰性

气体同位素资料方面，往往只是强调成矿物质是幔

源、壳源还是地下水、地表水来源即可“到此为止”。

但是，现代成矿学的研究已经说明，即使是对同一个

矿物而言，如方铅矿，硫和铅的来源完全可以是不同

“源区”，硫同位素可能说明硫来自于盆地，铅可能来

自于花岗岩（涂光炽，２００３）。这样，以往看似矛盾的

同位素资料，对于地质找矿恰恰是具有启发性的，

即：在花岗岩岩体与盆地的接触带，可能是矿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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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利部位。

２．２　矿床分类

传统的矿床成因分类是根据内生、外生、变质和

叠生成矿作用的区别，将矿床分为岩浆型、伟晶岩

型、接触交代型、热液型、斑岩型、火山型、风化型、沉

积型、砂矿型、盐湖型等（郭文魁等，１９８７；袁见齐等，

１９８５；刘兰笙等，１９９６；刘梦庚等，２００６）。但是，许多

矿床不是单一成矿作用形成的，有的矿床属于“内生

外成”（如热泉型金矿、喷气矿床），有的属于“外生内

成”（如洋壳俯冲重熔形成的矿床、油气矿藏），有的

属于“此生彼成”（如铬铁矿生于洋中脊而定位于缝

合带），等等，情况比较复杂。因此，王登红（１９９８）、

王登红等（２００５）试图在考虑成矿过程的情况下将成

矿物质的来源与成矿作用结合起来，提出了将矿床

划分为“内生内成、内生外成、外生外成、外生内成”

四大类的新方案，既强调成矿作用本身，也强调成矿

物质的来源和成矿元素的聚集过程。这一划分对深

部找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南岭的石英脉

型黑钨矿在以往的分类中属于热液型矿床，在新分

类中则归属于“内生内成”的大类，从而开拓了深部

找矿的新思路，即石英脉型的黑钨矿最深可以形成

于什么样的深度。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将为

深部找矿提供科学依据。

湖南中部、江西南部和中部、广东中部的一些中

新生代盆地中发现有大规模的盐类矿床（如江西樟

树市的清江大型盐岩矿床），这些外生矿床与丰富多

彩的内生矿床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成因联系

（图２），对其研究将有助于开拓找矿思路。

２．３　成矿区带

成矿区带与构造单元的划分常常不一致，有时

候因此而争论不休。实际上，成矿区带与构造单元

的不一致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不一致

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成矿区带和构造单元在本

质上就是不一致的。因为构造单元体现的是构造作

用尤其是大地构造运动的结果，而成矿区带体现的

是成矿作用的结果，也就是成矿元素或矿物质富集

的结果。比如，对于风化作用形成的矿产资源而言，

它的富集除了受制于成矿物质的初始富集程度之

外，更多地受到岩石圈表层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特

征的制约，而后者在同一时间尺度上对于构造单元

的形成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诸如我国华

南风化壳型的锰矿，可以从云南、广西、湖南、广东一

直到福建均有分布，在构造上跨越了特提斯－喜马

拉雅构造成矿域和环太平洋构造成矿域。内生矿床

图２　新的矿床分类及其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示意图（据王登红等，２００５）

Ｆｉｇ．２　Ｎｅｗ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Ｄ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

同样如此，一条深大断裂带可能是区分两大构造单

元的最直接的界线，但是，断裂带本身往往又是导矿

构造、甚至是容矿构造，此时，由深大断裂带制约的

成矿区带就应该是跨构造单元的，或者是相对独立

的。这在两大板块缝合带或者陆壳破裂带表现得尤

为明显，前者如青藏高原上的铬铁矿成矿带，后者如

郯庐断裂带（陈毓川等，２００７）。

对于深部找矿而言，在地下成矿区带尚无法划

分的情况下，可以“借用”地表的区带，但必须明白地

表的成矿区带不等于地下的成矿区带（如广东凡口

铅锌矿、湖南黄沙坪等矿区的地表主要是农业区，稻

田底下照样有矿）。尤其是东部不同类型盆地分布

区，盆地的基底埋藏有多深、性质有没有转变、控制

的成矿作用有没有变化，盆地的底下有没有深达地

幔的构造，都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重要问题。广东三

水盆地除了长坑大型金矿、富湾大型银矿之外，横江

铅锌铜矿（王登红等，２００６）等金属矿床的不断发现，

说明交通方便的华南中新生代盆地之下同样可以找

到大型金属矿床。

３　华南地区深部找矿的技术方法

深部找矿，无疑离不开钻探。目前，在我国，

一方面，位于江苏东海的５０００ｍ深度全孔取芯的

科学超深钻探取得空前成功；另一方面，用于固态

矿产勘探的钻孔深度仍然普遍在５００ｍ以浅的水

平。因此，必须加大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深度（不妨称之

为中深钻）取心钻探技术的研究力度，同时开展配

套的综合测量及评价技术的研究，包括各种类型

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量技术和解译技术，以保

证在尽量少打深孔（考虑到风险和成本问题）的前

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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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获得最多的信息。当然，在中深钻之前，需

要在地表开展系统的综合研究，以保证孔位定得

科学、经济而有效。因此，在技术方法方面的创新

需要突出两点，即：从传统化探找“晕”到现代化探

找“源”，从传统物探直接找“矿体”到现代物探找

“含矿地质体”。物探寻找的含矿地质体既可包括

矿体本身，也可包括含矿的地层、含矿的构造、含

矿的岩体（如含铀岩体），这对于综合评价“低品

位、大吨位”类型的矿床（包括福建紫金山式的斑

岩型铜金矿、贵州水银洞式的卡林型金矿、湖南湘

西式的密西西比河谷型铅锌矿）具有非同寻常的

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低缓异常乃至于地

球化学的负异常都需要重新研究和评价。

顺便提及，深部找矿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

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问题。随着社

会的发展、需求的多样化和技术的进步，原先没有识

别出来、不需要利用或不能利用的资源被开发利用

是顺理成章的。典型的例子如安徽的铜绿山古采矿

遗址，那里战国以前的采矿井深度只能达到２０～

３０ｍ左右，战国到汉代的矿井深度则加深到４０～

５０ｍ（宋叔和等，１９８９），而目前开采到四、五百米以

下的深度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成矿作用本

身并没有从战国以前到现代的２５００多年间从地表

向地下延伸。

４　华南地区深部找矿的思路与方向

近２０年来由于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国家在新疆

和青藏高原都设立有持续的科技攻关项目和９７３等

重大项目，西部地区发现一处新矿产地所产生的“新

闻效应”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因而华南地区地质矿产

方面工作程度虽然相对高，但近年来几乎成了“被遗

忘的角落”。实际上，华南地区在矿产资源方面的

“投入产出比”远不亚于西部，至少环保、生态方面的

压力不那么大，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雄厚的技术力

量和环境保护本土化自身的特殊需求，矿山一般采

取了有助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利于环境生态的迅速

恢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东部（至少南岭）地区地

质找矿应该把握两个方向：面上战略性选区和点上

的技术攻关。

面上的战略性选区：深部找矿不只是危机矿山

的“攻深找盲”，在部署新区工作时就应该考虑到矿

体的埋藏深度和“第二富集带”乃至于“第三富集带”

的问题。广东在勘查长坑金矿时，并没有意识到深

部还会伴生有一个独立的超大型银矿（王登红等，

１９９８）。由此而漏掉的类似矿床肯定不在少数。因

此，建议今后需要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建立

１∶２０万尺度地质矿产数据库，补充近年来１∶５万

地质矿产工作及其他方面的新成果，根据近年来和

今后１５年内国内外矿业发展的宏观趋势，重新建立

华南地区典型矿床成矿模式，厘定矿床成矿系列，划

分Ⅳ—Ⅴ级成矿区带，圈定不同层次矿集区（成熟

的、发展的、潜在的），构筑各层次和各具体矿集区各

具特色的找矿模型，提出一批远景区，为国家部署矿

产普查工作和资源基地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点上的技术攻关：重点是危机矿山的“探边摸

底”，但也应该包括新矿点和老矿点两个方面。新矿

点是优选出以往未知的地区，对其矿产资源潜力进

行评价，而且是从评价到预查、普查、详查、勘探。评

价的思路是从地表的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到

１０００ｍ深度钻探井中物探井中化探。老点包括两

层含义，①已知矿产地但以往勘查深度不够。大部

分“危机矿山”可归属于此列。工作思路是在典型矿

床研究的基础上加大勘查深度，重点矿床的探测深

度可向３０００ｍ的目标进军，并围绕３０００ｍ深度钻探

技术的创新带动一系列深部找矿技术的革新；②已

知矿产地，但矿种可能发生变化。华南地区矿产资

源以多金属共生、伴生为特色，垂直分带和水平分带

都极具特色，以此，已知矿“点”的外围和深部很可能

发生矿种和矿床类型的变化，找矿勘查技术也需要

相应变化。比如，赣南粤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与岩

浆热液型铀矿之间在空间上和成因上的联系就需要

加强研究，查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综合评价或

者互为找矿依据。

５　华南地区深部资源潜力评价与成矿

预测的原则问题

　　关于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预测的原则性问题，

国内外均有不少的论述和探讨（赵鹏大等，１９８３；王

世称等，２０００；陈毓川等，２００７）。此处提出，要科学

地评价矿产资源的“有无”与“好坏”并预测可开发利

用矿体的空间定位，需要把握“物质不灭”、“能量守

恒”和“时空无限但有序”三个基本原则。

所谓“物质不灭”，不仅仅是哲学术语，也是现代

矿床学研究新进展的体现。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物

质只能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转变或者从某个

部位向另外一个部位转移，而不可能“空穴来风”地

从无到有，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蒸发”掉。因此，利

用同位素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稀土元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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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等示踪技术探索成矿物质的来源，找到其“源

头”远比仅仅发现“原生晕”或“次生晕”意义重大。

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坝世界级铜铀金稀土矿床的成

功发现即是一例。

所谓“能量守恒”，是指成矿物质在地球不同层

圈中的分布、迁移、富集与贫化，是需要“能量”和“动

力”的，包括热液的搬运、热量的传导、构造的驱动等

等。地质学界除了岩石物理化学等方面由于实验的

需要和实验成果的积累而对“能量守恒”问题有所研

究之外，矿床学家对此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众所

周知，没有能量是不可能搬运成矿物质的，成大矿需

要大“能量”，即使是沉积矿床、风化矿床也是如此，

但具体到每一种矿床或某一个具体矿床，大家又几

乎是一无所知。比如，迁移１ｔ金属Ａｕ需要多少能

量？这些能量从何而来？来自于构造运动还是来自

于其他？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所谓的“时空无限但有序”，是指成矿作用虽然极

其复杂、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又是非常有限的，但成

矿规律本身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

总会有办法去认识成矿作用发生的过程，从而找到成

矿物质最终富集定位的空间。任何一个矿床都有其

成矿年龄、都赋存在特定的空间部位，成矿物质为什

么在某个时间段集中到某个空间中，这是成矿学研究

的基本任务，也是找矿过程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在

解决问题之前，先得把问题清理出来。由于每一具体

的“矿床的成矿系列”都具有时间、空间、成因和矿种

组合的四个特定条件，因此，我们目前的研究程度是

先将全国的矿床成矿系列加以厘定，构筑成矿体系，

然后探讨其成因并进而指导找矿（陈毓川等，２００７）。

成矿物质从初始状态演化到最终状态（目前所

见）的整个过程，即是“成矿动力学”的本质，始态可

理解为“矿源”，终态即是“矿体”或矿田、含矿地质体

等，而过程即是成矿作用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这

一历史（时间）又是离不开特定的空间的，而所谓的

“始态”与“终态”也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状态。

因此，所谓的成矿动力学也就可以理解为：研究成矿

物质“不灭”、研究成矿过程中“能量守恒”关系、研究

矿体定位所需要的时间尺度和空间格局的配置关系

的科学。

华南地区深部找矿更需要强调上述“三原则”。

这是因为地质矿产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如南岭），

无论是地表的还是地下的（尤其是矿山星罗棋布的

勘查区）干扰因素都很多，一方面不可能像在西部地

表化探扫面那样开展深部的“扫面”，地球物理异常

又因为多解性和深度问题而有局限性，因此，仅仅满

足于找到“异常”或者查明矿体的形态、产状已经远

远不够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大量矿山的开采和密

集的钻孔资料，有可能根据丰富的勘查与采矿资料，

通过“立体填图”等办法，既找到“矿源”又找到矿物

质迁移、定位的轨迹，从而预测深部矿体。

图３　浙江西裘铜矿剖面图（转引自黄崇轲等，２００１）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ＸｉｑｉｕＣｕｍｉｎ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ｆｔｅｒＨｕ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关于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原则性问题目前仍然

处于探索阶段，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研究，

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使“原则”变成可操作性

的“细则”。尤其是要在大比例尺成矿预测中贯彻

“三原则”，解决目前危机矿山的资源潜力问题。可

以预想，在实际工作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下列问题：

①不同矿种的“三原则”如何体现？②不同地区的

“三原则”如何体现？③不同时代的“三原则”如何体

现？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使矿产资源

的评价与预测工作进一步向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的

趋势发展。

６　华南地区值得开展深部找矿的几个

远景矿区

　　无论是已经列入还是没有列入危机矿山的矿

区，都还很难说“资源枯竭”。比如，浙江的西裘铜矿

（图３）属于受到变质的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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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以往钻探控制深度已近千米，但矿体并没有尖

灭，从－２００ｍ标高到－７００ｍ标高矿体是连续的而

且厚度是增大的，其矿体向下延伸的趋势并没有改

变，可惜当时的钻探技术已难以下追了（１９７３年８

月结束勘探）。广东的凡口铅锌矿虽然是我国骨干

铅锌矿之一，但自１９６８年投产以来保有储量非但没

有减少还不断新增（据矿山地质测量科介绍），原因

就在于深部新矿体不断发现（如沿Ｆ３断裂。图４）。

图４　广东凡口铅锌矿剖面图（转引自涂光炽等，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ｎｋｏｕＰｂＺｎｍｉｎ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ｕ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图６　贵州晴隆大厂锑矿剖面图（转引自乌家达等，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Ｓｂｍｉｎｅｉｎ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Ｇｕｉｚｏｕ（ａｆｔｅｒＷｕＪｉａｄ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广东的长坑金矿和富湾银矿虽然是近２０年来新勘

查的，但富湾银矿（是我国最大的独立银矿之一）的

深部仍然具有找矿潜力（图５）。贵州的晴隆大厂锑

图５　广东长坑金矿－富湾银矿区剖面图

（转引自王登红等，１９９９）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ｋｅｎｇＡｕ

ｍ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ｗａｎＡｇｍｉｎ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矿世界闻名（陈毓川等，１９８５；王登红等，２００４ａ），已

经为国家提交的矿产品资源也早已超出了１９５１年

建厂时控制的储量。该矿区的锑矿集中在“大厂层”

中，大厂层可以看作是茅口灰岩与峨眉山玄武岩之

间的一个蚀变层，其中与锑矿密切共生的有大量的

贵翠，即翠绿色的石英。导致石英呈翠绿色的原因

之一是石英含铬，而铬的来源看来主要是其上覆的

玄武岩。因此，锑矿的形成应该在二叠纪之后并且

有可能一直延续至今，而其分布也不可能仅仅局限

于图６的断层下盘。由此推测，沿“大厂层”找矿，前

景仍然是很大的。

７　结语

华南值得开展深部找矿的矿区很多，除了已经列

入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计划的矿区（如云南的个旧

锡多金属矿床和东川铜矿，贵州的独山锑矿和晴隆锑

０７８



第７期　　　　　　　　　　　　　　　王登红等：华南深部找矿有关问题探讨

矿，广西大厂的铜坑锡多金属矿床、佛子冲铅锌矿、泗

顶铅锌矿和栗木锡矿，湖南的黄沙坪铅锌矿和瑶岗仙

钨矿，广东的瑶岭钨矿、石人嶂钨矿、石?铜钼矿和大

宝山多金属矿，海南的石碌铁矿，江西的大吉山、岿美

山、荡坪等钨矿，浙江的治岭头金矿等）之外，还可以

列举很多，此处建议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和梅县的

玉水铜坑、云南会泽的麒麟厂和澜沧的老厂铅锌矿、

广西的大明山钨矿、广东的长坑金矿－富湾银矿、湖

南的后江桥铅锌矿、浙江的西裘铜坑等“危机”或非

“危机”矿区都应该加强深部找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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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科学出版社．

乌家达，肖启明，赵守耿．１９８９．中国锑矿床．见宋叔和主编，中国矿

床（上册）．北京：地质出版社，３３８～４１０

袁见齐，朱上庆，翟裕生主编．１９８５．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

赵鹏大，胡旺亮，李紫金．１９８３．矿床统计预测．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７２．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ＸｕＪ，ＷｕＧＹ，ＷｅｉＬ，ＬｉＸＹ．

１９９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ｋｅｎｇＡ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Ｆｕｗａｎ 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ｃｔ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Ｓｕｐ）：３４６～３５０．

ＷａｎｇＤＨ，ＣｈｅｎＹＣ，Ｘｕ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ｋｅｙｔｏｐａｓ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ｌｕｅｔｏ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４（３）：４７８～４８４．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ＬｉＪｉｅ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ｂＺｎ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ＳａｎｓｈｕｉＢａ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５（１）：１０～１６．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Ｃ，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ｈ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Ｎａｎｌ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１

（７）：８８２～８９０．

犛犲狏犲狉犪犾犐狊狊狌犲狊狅狀狋犺犲犇犲犲狆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犻狀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
１），ＸＵ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２，３），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ｎｇ
４），ＬＩＳｈｕｉｒｕ５

），ＸＵＹｉｍｉｎｇ
６），

ＺＥＮＧＺａｉｌｉｎ３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１）

１）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狔犪狀犱 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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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犃犌犛，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０３７；　２）犌狉犪犱狌犪狋犲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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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犆犃犌犛），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３）犌犪狀狀犪狀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犲犪犿，犌犪狀狕犺狅狌，３４１０００；　４）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犲犪犿狅犳犖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犲狉狀犑犻犪狀犵狓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犛犺犪狀犵狉犪狅，３３４０００；　５）

犌狌犪狀犵狓犻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犖犪狀狀犻狀犵，５３００２３；　６）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犲狉狏犲狔犜犲犪犿狅犳犛狅狌狋犺犎狌狀犪狀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犆犺犲狀狕犺狅狌，４１１００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Ｈｕａ’ｎａｎ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ｂａｓｅｓｆｏｒ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ｈａｓ

ｂｏａｓｔｅｄａ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ｎｏｒｔｉｏｕｓｆｏｒ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ｍｉｎ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ｂｏｕｔ２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ｎｅｗ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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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ｔｉｍｅｔｏｓｔａｒｔｔｈｅｄｅｅｐ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Ｈｕａ＇ｎａｎ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ｄｒａｗｎａｗｉ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ｍａｓｓｓｏｕｒ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ｔ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ｅｐｔｈ（ｓｕｃｈａｓ３０００ｍ），ｔｏｃｌ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ｄ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ｓ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ｂｌｉｎｄ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ａｔ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ｏｆａｓｔｅ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ｄｅｅｐ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ｍ）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ｉｎｆｉｎｉｔｙｏｆ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ｏｒｄ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Ｈｕａ＇ｎａｎ；ｄｅｅｐ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ｒｅｃｉｎｃｔｓ；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犐犛犐）公布被《犛犆犐》收录的地质期刊最新影响因子排名

２００８年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最新发布世界上７２个刊物影响因子数据，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刊物《地质学

报（英文版）》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排名第２６位，处于中上水平。２００７年影响因

子数据表如下：

排名
影响

因子
刊物名 排名

影响

因子
刊物名 排名

影响

因子
刊物名

１ ３．８７３ 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ＬＥＴＴ ２６ １．７８１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ＳＩＮＥＮＧＬ

地质学报（英文版）
５１ ０．８３７ ＩＳＬＡＲＣ

２ ３．８７ ＭＯＬＭＥＭＢＲＢＩＯＬ ２７ １．７５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ＧＥＯＬ ５２ ０．８０８ ＲＥＳＯＵＲＧＥＯＬ

３ ３．８０６ ＪＰＥＴＲＯＬ ２８ １．７２９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３ ０．７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

科学通报

４ ３．７５４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９ １．７１４ Ｊ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５４ ０．７５ ＢＳＯＣＧＥＯＬＦＲ

５ ３．６６５ ＧＥＯＣＨＩＭ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ＡＣ ３０ １．６６ ＪＳＴＲＵＣＴＧＥＯＬ ５５ ０．７３４ ＥＵＲＪＥＮＴＯＭＯＬ

６ ３．３５４ ＧＥＯＬＳＯＣＡＭＢＵＬＬ ３１ １．５９ ＩＮＴＪＰＬＡＮＴＳＣＩ ５６ ０．７２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ＧＥＯＬ

７ ３．２４７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 ３２ １．５８４ ＧＥＯＬＭＡＧ ５７ ０．７１８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Ｄ

中国科学（Ｄ辑）

８ ３．２３１ ＣＨＥＭＧＥＯＬ ３３ １．５５ ＩＮＴＧＥＯＬＲＥＶ ５８ ０．６９１ ＺＯＯＴＡＸＡ

９ ３．２１６ ＣＯＮＴＲＩＢ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ＥＴＲ ３４ １．４１２ ＡＱＵＡＴＧＥＯＣＨＥＭ ５９ ０．６８ ＧＥＯＣＨＥＭＪ

１０ ３．１０３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 ３５ １．３７６ ＪＶＥＲＴＥＢＲ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 ６０ ０．６６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Ｈ

地球物理学报

１１ ２．９５３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 ３６ １．３５７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 ６１ ０．５４７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Ｊ＋

１２ ２．９３７ ＬＩＴＨＯＳ ３７ １．２４８ ＭＩＮ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Ａ ６２ ０．５０８ ＰＲＯＧＮＡＴＳＣＩ

１３ ２．７５３ Ｊ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 ＧＥＯＬ ３８ １．２１ ＡＵＳＴ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６３ ０．３６８ ＪＧＥＯＬＳＯＣＩＮＤＩＡ

１４ ２．６０７ ＪＧＥＯＬ ３９ １．１７２ ＥＮＥＲＧＹ ６４ ０．３０６ 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ＧＲＡＢＴＡ

１５ ２．３９８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０ １．０８７ Ｊ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 ６５ ０．２９５ Ｊ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

１６ ２．３７５ ＡＭＪＳＣＩ ４１ １．０８６ ＥＮＶＩＲ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ＨＬＴＨ ６６ ０．２７２ ＡＮＮＺＯＯＬ

１７ ２．３４６ ＭＡＲＰＥＴＲＯＬＧＥＯＬ ４２ １．０６７ ＡＣ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ＰＯＬ ６７ ０．２６５ ＥＮＥＲＧ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ＴＡ

１８ ２．３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ＣＨＡＮＧＥ ４３ １．０５７ 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 ６８ ０．１９ ＥＮＥＲＧＥＸＰＬＯＲＥＸＰＬＯＩＴ

１９ ２．３０４ ＪＧＥＯＬＳＯＣＬＯＮＤＯＮ ４４ １．０４５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Ｓ 无数据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ＳＩＮ

岩石学报

２０ ２．２０３ ＡＭＭＩＮＥＲＡＬ ４５ １．０２５ 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无数据
Ｊ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ＧＥＯＳＣＩ

地球科学（英文版）

２１ ２．１６２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ＰＡＬＡＥＯＣＬ ４６ ０．９８７ ＯＲＥＧＥＯＬＲＥＶ 无数据 ＧＥＯＬＳＯＣＳＰＥＣＰＵＢＬ

２２ ２．０２６ ＰＨＹＳ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ＩＮ ４７ ０．９５５ ＣＡ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无数据 ＰＳＯＣＰＨＯＴＯＯＰＴＩＮＳ

２３ １．９７５ ＭＡＲＧＥＯＬ ４８ ０．９３８ ＪＡＰＰＬＧＥＯＰＨＹＳ 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Ｓ（６８）

２４ １．９５５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４９ ０．９０７ ＭＩＮＥＲＰＥＴＲＯＬ

２５ １．８１８ ＲＥ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ＣＯＮＴＡＭ Ｔ ５０ ０．８６８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地质幕

２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