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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矿区 （带）是具有地质构造演化史、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成矿作用、造就成矿物质大量

或巨量堆积、存在资源潜力、具备找矿远景的成矿地质单元。在成矿区 （带）内，各类矿床

组合往往有规律地依时、空集中分布，可观察到特定的控矿因素和有效找矿标志，成矿区

（带）的重要属性 （主导的成矿地质环境、地质演化历史及与之相应的成矿作用）是成矿规

律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矿产预测的理论基础。

在矿产勘查工作中，只要掌握成矿区 （带）内主导的成矿地质环境、成矿地质作用的演

化过程及成矿信息的浓集标志，就有可能准确地圈定矿产预测远景区和找矿靶区，有效地确

定矿产勘查的四维地质空间，科学地布置勘查工程，实现地质找矿的突破。划分成矿区

（带）的目的是在研究成矿规律的基础上，圈定各级成矿区 （带），分析提出各成矿区 （带）

主要成矿矿种及其组合、成矿的可能强度，为国家与找矿部门选择最佳投资勘查区提供依

据。所以，成矿区 （带）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其意义和重要性就被广大地质学家所认识。

在矿产勘查中依据 “重点成矿区带”部署地质找矿工作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１９７９～

１９８５年，全国第一轮成矿远景区划完成后，将全国划分成３７个成矿区带 （其中能源矿产４

个带、金属矿产２４个带、非金属矿产８个带），将金属矿产２４个带中的秦岭－巴山、长江

中下游、中朝准地台北缘、西南三江中段、浙闽粤沿海和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六个重点成

矿区带由原地质矿产部直接管理，简称 “部管重点片”，每片每年开一次找矿勘查工作会议，

会上总结勘查工作进展情况，交流找矿成果、找矿技术方法，研究今后地质找矿部署，现场

考察找矿突破的典型矿床，达到拓宽找矿成果、获得更大找矿效益的目的，这应该就是 “重

点成矿区带”的雏形。在重点成矿区 （带）内部署地质工作时，实行了区划、区调、物化

探、科研与普查 “五统一”，根据勘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部控重点。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开

展的全国第二轮成矿远景区划工作，从全国５个成矿域、１６个成矿省、７３个Ⅲ级成矿区带

中，标出２５个重点区 （带），作为 “固体矿产勘查跨世纪工程”与 “九五”找矿突破后备远

景区，２５片的总面积为１０５万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１％，实际上是将有限的地勘费、最

优秀的人才和最佳的技术方法组合，投到成矿条件最有利、发现矿床概率高、潜在矿床规模

大、最具找矿突破前景的最佳地段，实现了从普查找矿、地勘费投向和技术方法的应用等方

面得到最大的集中。２００３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了２４

个重要成矿远景区带，作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部署的初步选区，分别成立了２４个课题

组，并对各远景区带开展了综合性研究工作，按照统一要求汇总、编制了２４个重点成矿远

景区带 “十五”工作部署研究报告。２００６年，由国土资源部组织科学论证，在前期工作基

础上，调整并正式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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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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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煤炭基地和１６个重点金属成矿区带 （后又调整为２０个），之后的工作部署基本均是以

此为基础在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在国土资源部的领导和财政部的支持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精心组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所作为计划项目实施单位牵头负责，１６５家单位３７００余人参与下，

实施了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全面完成了煤炭、铀、铁、铜、铝、铅、锌、锰、

镍、钨、锡、钾盐、金、铬、钼、锑、稀土、银、硼、锂、磷、硫、萤石、菱镁矿、重晶石

等２５种矿产的潜力评价工作，基本摸清了重要矿产资源家底，并提出了不同级别的找矿远

景区。近年来，矿产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和找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 （含全球性的巨

型矿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基地。

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为了更好地利用最新地质找矿成果，总结区域成矿规律，识

别和圈定出一批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床空间分布集中、探明储量和资源潜力巨大的矿床集

中区，更好地指导找矿工作部署，缩短勘查周期，委托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依

托地质调查项目 “全国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区划部署综合研究”，组织开展了新一轮 “重点成

矿区带”的部署研究工作。矿产资源研究所以最新的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为基

础，在系统收集已有地质矿产、物探、化探、遥感资料和总结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最新进

展成果基础上，划分了２６片 “重点成矿区带”，完成了 “重点区带”的成矿地质条件总结、

区域成矿规律分析、主要矿种的资源潜力分析、工作部署研究等工作，本专集是该成果的集

中体现。此项工作成果，有望为矿产资源找矿勘查部署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参考和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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