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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山矿床是我国著名多金属矿床之一，其

中铁、铜硫、钨钼等元素均达到大型规模。据记

载，唐宋时期古人即在此开采。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矿产开采量的不断加剧，数百年的开

采使得矿区内已探明的铁、铜硫、钨钼等多金属

矿产资源储量日益枯竭。因此，矿山外围、深部

找矿勘探增储工作显得非常迫切。然而，数百年

的勘查与开采使得矿区积累了大量的地、物、化、

遥数据，从而迫切的需要建立地学空间数据库，

对多源空间数据进行科学有效地管理；为成矿信

息的提取研究提供可能性。鉴于传统数据库不适

应于高效的管理多源数据库，且 GIS 技术以其高

效的数据管理及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为多

源数据集成找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平台，在成矿

信息提取及成矿预测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运用 ArcSDE 

Geodatabase 和 Oracle 空间数据库技术，从概念设

计、逻辑结构设计、物理设计 3 大方面系统介绍

了大宝山地学空间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从图形库

的建立、属性库的建立、图形库与属性库的关联

3 个方面介绍了空间数据库的建立过程，进而完

成了大宝山铜矿成矿信息的空间数据库建库工

作；完成对成矿数据进行科学有效地存储、查询、

处理、运算及更新等操作，从而实现了基于 GIS

与 SDM 相结合的技术从数据库中对遥感热液蚀

变、地质、物探、化探等有用成矿信息的提取；

最终利用 SKUA-GOCAD 三维平台将多源数据进

行三维可视化显示。研究成果可为生产矿山开展

的外围、深部找矿勘探工作提供依据。 

1  地质背景 

大宝山矿区地处南岭纬向构造成矿带南部之

粤北矿集区中心部位，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十分优

越。矿区出露地层绝大多数为晚古生代沉积岩系，

其分布面积约占矿区地层的 70%，早古生代岩系

仅在矿区北部零星分布。矿区附近，自下而上出

露地层有：寒武系、泥盆系下-中-上统、侏罗系下

统、第四系。矿区内构造以褶皱和断裂褶皱为主，

褶皱主要为大宝山向斜，轴面走向为北北西

（NNW）；断裂构造主要有北北西向（NNW）、

北东（NE）或北北东向（NNE）、近东西向（EW）

或北东东（NEE）向三大组断裂。这些构造活动

主要完成于燕山期。矿区内岩浆岩主要为次英安

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另外，还有在岩浆活动后

期形成的出露面积较小的辉绿岩脉、玄武岩脉等。 

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

大宝山—贵东东西向构造带与北江深断裂带的复

合部位。铜多金属主矿体赋存于大宝山次英安斑

岩东侧的泥盆系东岗岭组中，大宝山斑岩型钼钨

矿床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体与次英安斑岩体的接

触带上，其产状与斑岩体一致。矿区西北方向是

船肚斑岩体，其矽卡岩型钨钼矿床主要赋存于斑

岩体南侧近东西分布的矽卡岩中。 

2  技术方法及处理结果 

本文利用 ArcSDE Geodatabase 和 Oracle 空间

数据库技术，建立大宝山铜矿成矿预测空间数据

库；在此基础上，结合 GIS 和 SDM 技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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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蚀变、地质、物探和化探等有利成矿信息。

该研究充分发挥了 ArcSDE Geodatabase 与

Oracle，GIS 与 SDM 的优势，对离散的成矿数据

进行科学有效地存储、查询、处理、运算及更新

等操作，并可以从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为大

宝山矿区开展外围、深部找矿勘探工作提供有利

的技术支持。大宝山多金属铜矿成矿预测空间数

据库的设计主要包括三个阶段：概念设计、逻辑

设计和物理设计。其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 

控矿信息的提取集成是基于 GIS 与 SDM 相

结合的技术，其能够实现从数据库中对遥感热液

蚀变、地质、物探、化探等有用成矿信息的提取；

最终结果利用 SKUA-GOCAD 三维平台将多源数

据进行三维可视化处理、显示。部分数据显示如

图 2 所示。 

3  讨论与结论 

传统的数据库在进行空间数据管理方面存在很

大的局限性，如信息挖掘深度不够，信息处理效率

低下，空间信息共享程度较低等，从而不利于成矿

空间数据的管理和使用；然而，随着空间数据库技

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 ArcSDE Geodatabase 和

Oracle 技术的引入，使成矿数据的能够得到统一科

学高效的管理成为可能。GIS 技术以其高效的数据

管理及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为多源数据集成

找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平台，在成矿信息提取及成

矿预测评价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得到重视和推广。 

图 2  有利成矿空间数据信息

预测系统的三维显示效果 

Fig. 2  3D display of spatial 

data which is favorable 

mineralize forecas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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