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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矿系列 

“成矿单元”是指含矿的地质单元（又称含矿

地质体），规模大小不等，它可以是全球的含矿地

质单元，也可以将矿床自身视为含矿地质单元，甚

至是矿物或矿物组合。成矿单元一般采用五级划分

法（朱裕生等，1990；朱裕生等，1997；陈毓川等，

1999）。当前成矿单元设定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

但它为成矿规律的研究框定了空间范围，为矿产勘

查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成矿单元的基本概念 

 成矿单元是在一定的构造单元和地质历史发

展阶段，由沉积、变质、岩浆作用形成的地质体及

其可能的范围。成矿单元包含成矿作用专属性和经

济潜在性两方面的含义。前者指成矿单元内发生的

特定成矿作用及成矿作用的演化过程，指示矿床存

在的地质单元；后者指矿床实体。 

2  成矿单元的划分 

成矿单元的划分是对地质体内发生的成矿作

用专属性、赋存的矿床和成矿元素的富集强度进行

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分类（朱裕生等，1997）。最早

提出成矿区带五级划分方案（Ⅰ～Ⅴ级）是为了研

究成矿规律，划定等级的目的是从面到点圈定勘查

靶区。但当初的划分仅按面积的大小，每级的地质

概念不太确切。陈毓川等（2007）和朱裕生等（2007）

已对Ⅰ～Ⅴ级成矿区带给予了概略性说明。矿床成

矿系列概念的提出（程裕淇等 1979，1983），特别是矿

床成矿系列的五个序次的确定（陈毓川，1999），

为成矿单元划分提供了成矿学理论依据，人们开始

按矿床成矿系列理论探讨成矿区带的五级划分和

矿床成矿系列的五个序次之间的联系。但两者不协

调是明显的，其原因是矿床成矿系列是以成矿学原

理为基础，按成矿作用及制约成矿作用的地质因素

建立的序次；成矿区带的五级划分是按成矿规律研

究的要求和地质体规模的级别。两者的不协调导致

成矿单元研究的成矿学基础薄弱，甚至成矿单元内

发生的成矿作用的内容被忽略。通过多年的矿产勘

查实践和全国资料的综合研究（朱裕生等，2013；

陈毓川等，2014），两者不协调是可以融合的。 

我们按矿床成矿作用及制约成矿作用的类别

将“成矿单元”划定九级（ⅠD1～ⅨD9）：ⅠD1—

成矿域、ⅡD2—成矿成省、ⅢD3—成矿成区（带）、

ⅣD4—成矿亚区（带）、ⅤD5—矿田、ⅥD6—矿床

载体、ⅦD7—矿床、ⅧD8—矿物共生组合、ⅨD9—

矿物。 

2.1  ⅠD1—成矿域 

毕利宾（1955）称成矿域是“地壳活动带”；

鲁蒂埃（1990）称其为“超成矿省”。成矿域与全

球性的巨型构造相对应。在地壳历史演化过程中，

经历过与区域成矿作用相对应的几个大地构造–岩

浆旋回，一个与构造–岩浆相对应的区域成矿旋回

的特定矿床类型组合与另几个与区域成矿旋回特

定矿床类型组合叠加在同一空间，即经过多次壳-

幔物质交换形成的成矿单元内，具有构造–岩浆和

区域成矿演化的多旋回性。 

2.2  ⅡD2—成矿省 

成矿省内应出现过一个或几个与区域成矿作

用相对应的大地构造—岩浆旋回，其内部至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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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与构造—岩浆旋回有成因联系的矿化类型组

合并叠加在同一空间上。成矿物质的富集受地壳物

质不均匀性的控制，即地壳物质占主导地位，矿床

富集在大地构造单元的特定部位，或与特定成矿地

质环境有成因联系。如：我国华南成矿省是特有的

构造—岩浆多旋回性、独特的成矿地质环境、多样

的地质控矿条件下，形成的以亲石元素为主、亲硫

元素和铁氧化物为辅的众多矿床类型叠加一体的

矿床成矿系列组合。 

2.3  ⅢD3—矿成区（带） 

成矿区（带）是成矿省范围内的矿产集中分布

的次一级成矿单元，属矿床成矿系列的第二序次。

它是在统一的成矿地质环境控制下，受一个主要构

造—岩浆成矿旋回的控制，其他时代的区域构造—

岩浆成矿旋回为辅，具有与主要构造—岩浆成矿旋

回的控制相对应的区域成矿专属性、特定矿床类型

组合的“成矿单元”。Ⅲ级成矿区（带）范围内产

出的特定矿床类型组合在空间位置、成矿时代、成

因类型上的成矿专属性和区域成矿作用多期次特

征明显，已获大家公认（朱裕生等，2013）。如长

江中下游中生代铁铜金铅锌硫成矿带与燕山中、晚

期的岩浆喷发、侵入作用有关的玢岩型铁矿、矽卡

岩型铁铜矿床为主的成矿带。 

2.4  ⅣD4—矿成亚区（带） 

成矿亚区（带）是受同一期次构造-岩浆旋回控

制的、矿床成因上有联系的一类或几类矿床组合一

体的矿床集中区，通常称矿田分布区。属矿床成矿

系列的第三序次；对应Ⅳ级成矿区带。 

2.5  ⅤD5—矿田 

矿田是同一成矿地质环境、同类控矿因素、同

一构造—岩浆活动阶段形成某几个矿种、成因相互

联系和空间分布有规律的矿床组合分布区，一般称

矿田。属矿床成矿系列的第四序次；对应Ⅴ级成矿

区带。 

2.6  ⅥD6—矿床载体 

“矿床载体”是成矿单元的等级，位于矿田（Ⅴ

D5）和矿床（ⅦD7）之间，矿床成矿系列中未设置

该序次，成矿区带也未设置该级别。 

矿床载体是指赋存有矿床（体）、与矿床成矿

作用有直接联系的地质单元。是指矿床在成矿过程

中涉及与一整套含矿地层、控矿构造、含矿岩浆岩

类别、变质成矿作用、矿物形成、蚀变矿物分带、

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遥感图像等特征的变异

和改造，它们的总和与矿床组合一体称矿床载体。 

2.7  ⅦD7—矿床（体） 

矿床（体）存在于矿床载体内部的各类地质界

面上，寻出“界面成矿”理论。这是特定的地质位

置，是刻画发生成矿作用、成矿物质储存、富集、

形成矿床的地质空间。属矿床成矿系列的第五序

次，成矿区带也未设置此级别。 

2.8  ⅧD8—矿物共生组合 

指矿床（体）内部的矿物或矿石类型共生组合。 

2.9  ⅨD9—矿物 

矿物是矿物共生组合的基本单位，它是由成矿

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单质或化合物。 

3  矿床成矿系列序次、成矿区带级别
和成矿单元之间的融合 

矿床成矿系列序次是研究矿床分类的学术思

路，是用序次构建矿床成矿系列理论的独立体系；

成矿区带划定五个级别（Ⅰ～Ⅴ），以矿床为基础，

用级别研究矿床时、空分布规律，组成当代区域成

矿学新理论；成矿单元是研究地质构造旋回影响范

围内赋存的矿床，用矿床自身特征、成矿专属性创

建成矿学和矿产勘查新理论。三者都是以矿床为核

心进行研究，导出各自的理论。从矿产勘查出发，

将矿床分类，时、空分布规律和矿床自身特征融合

一体，从已知矿床研究着手，导出未知矿床的发现，

构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新理论，是三者融合的必然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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