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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荣的矿床分类思想探讨
¹

刘洪波 关广岳 金成沫
(东北工学院 )

提 要 谢家荣在 《论矿床的分类》( 19 63) 及有关论文中
,

历史性地回顾和评述了前人的分类方案

后
,

提出了自己的成因分类方案
,

将所有矿床按矿质来源分为四个大类
,

其中所体现的矿床分类思

想
,

我们认为
,

有五个方面
:
( l) 实用性思想 ; (2 )矿质来源及多元论思想

; (3 ) 层圈结构思想 ; (4 ) 时间

与空间统一
、

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的思想 ; (5 )联系
、

发展
、

演化及成矿过程中存在转折点的思想
。

关链词 谢家荣 矿床分类 思想

矿床的成因分类代表着人类对矿床的起因
、

发展和演化过程的认识程度
,

是对所有认识的

高度概括
。

正确地制定矿床的成因分类方案
,

对于了解成矿过程的本质
,

指导生产实践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矿床分类很早就是
、

也始终是矿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自十六世纪中

叶阿格里柯拉 ( G
· A gr ico la

,

149 4一 15 5 5 ) 〔, 〕根据矿床的形态及位置第一个提出矿床分类方案

以来
,

迄今 已过去了四百多年
,

矿床分类思想经历了形态分类~ 成因分类~ 成因
、

矿质来源分

类一成因
、

构造分类等几个阶段
,

可是
,

矿床分类仍然是每一位试图全面研究矿床学的人所不

能回避而又提不出一个 比较完善
、

可以普遍接受的分类方案的问题
,

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

本文

试图通过对谢家荣矿床分类思 想的探讨
,

为新的矿床成因分类提供思想上的借鉴
。

谢家荣在《中国矿床学》
〔2〕 ( 19 6 1一 196 5 )

、

《成矿理论与找矿》〔
3〕 ( 19 6 1 )

,

《论矿床的分类》

帕 ( 19 63) 中
,

历史性地回顾和评述了前人的矿床分类方案后
,

根据当时矿床学领域出现的新

理论和新事实
,

抛弃了原有的以玄武岩浆 (单一 )来源为基础的传统矿床分类
,

把矿质多来源作

为最基本的因素
, “

对矿床成因分类进行了根本的改造
” “5〕 ,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
、

新的成因分类

方案 (表 1 )
,

并做了详细的阐述
。

其中体现的矿床分类思想
,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

一
、

实用性思想

这是谢家荣毕其一生的高 尚和根本的学术思想
,

该成因分类方案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

早期的矿床形态分类
,

虽然是人为的
,

或是建立在今天不能接受的成因理论之上的
,

但却

是功利主义的 〔‘“ ,

因而是实用的
。

在矿床成因分类阶段的早期
,

以林格伦 (w
·

Li nd g r en
,

19 07 。

19 22) 为代表的深度一温度分类
〔?一 , ‘, ,

片面地强调了压力和温度作为分类标志
,

特别

是过高地估计了温度的意义
,

没有综合考虑决定矿床生成的其他许多重要成矿因素
,

很难具体

¹ 本文曾在全国第四届矿床会议 ( 19 89) 小组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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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矿床的成因分类(谢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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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三期 刘洪波等
:

谢家荣的矿床分类思想探讨

地确定矿床属何种类型
,

在矿产的勘探中无法加以应用
。

尼格里 (P
·

Ni gg h
,

1 9 2 9 ) 的火山一

深度分类法
, ’〕

与史奈德洪 (H
·

sc hn ej de r h o hn
,

19 月1) 的矿石建造分类法 〔, 3〕在试图解决成矿

问题
,

并进行矿床分类时
,

也只是从说明矿化作用与 由侵入体深度所决定的一定岩浆相的关系

来考虑
,

其解释虽然很详细
,

但是
,

一方面仍然没有使问题得到完美的解答
,

主要是没有指出矿

床与具体岩浆侵入 体的成因关系
,

另一方面
,

他们的分类表的结构与术语是复杂的
,

在应用这

些分类表时也很困难
。

在如此迷惘之中
,

贝特曼 〔“ 〕 (A
·

M
·

B a te m a m
,

1 9 5 0 )与奇尔默 〔,” (p
·

G ilm o u r ,

1 9 6 1 )又

主张回复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形态分类上去
,

掺入一些成因观点
。

在苏联
,

克列特尔 〔上。
(B

·

M

·
K p e ! :

re p
,

1 9 5 8 )则提出工业类型分类
,

这种分类思想的转移
,

似乎在改善分类方案的实用性
。

形态分类之不 足取
,

前 已述及
,

对工业类型分类
,

谢家荣评价说
: “

如果仅仅考虑工业类型
,

而不

去深入 了解每一矿种中可能存在的许多成因类型
,

则我们的勘探对象就将受到限制
,

我们将不

可能发现今天是无用的呆矿而明天是有重大实用意义的工业类型的矿床了
。 ”

(〔4〕
,
P

.

2 1) 由

此不难看出
,

谢家荣在考虑成因分类时
,

是以实用性为目的和标准以检验分类方案之优劣的
。

由表 l 也可以看出
,

谢家荣的成因分类方案已明白地指出了在什么样的大地构造空间
、

地壳

垂直深度范围及地 史发展阶段可能找到什么类型的矿床
,

分类表与术语也简单明了
,

没有冗繁

之感
,

应用起来方便而且现实可行 ; 另一方面
,

矿床的成因作用类型与矿质来源这两个本质间

题
,

仍然被充分地加以 了说明
,

又不失理论性
。

尽管他谦称
: “

这个分类表的实际应用在目前是

有一定限制的
”

但不论后来对该分类作如何非根本性的修改和补充
,

其中实用性的根本思想和

方向已经奠定
。

这与当时许多学究式的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

二
、

矿质来源及多元论思想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
,

水成论代表人物魏尔纳 (A
·

w er ne r ,

1 7钧一 18 1 7) 首先提出了矿床与

围岩同生或后生的问题
,

开始了矿床的成因分类以来
,

在 己有的各家矿床成因分类方案中
,

把

成矿作用
、

成矿位置
、

温度
、

压力
,

大地构造背景及矿石建造等成矿基本因素都考虑到了
,

作为

矿床成因分类的基本依据
,

而矿质来源
,

这个矿床成因研究中最基本的间题
,

在各家的分类中

却没有被充分考虑
。

谢家荣选准了这个突破 口
,

把矿质来源问题作为分类的
“

最基本的因素之

一
” ,

来构建他独特的成因分类方案
,

其次考虑矿床形成处所 (即地质空间)的间题
。

这种分类

思 想在当时来讲
,

是独出心裁而又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的
。

著名的水成论与火成论之间的论战结束后
,

在成岩成矿物质的来源问题上
,

水成论虽然没

有完全被忽略
,

但已明显地由火成论学派的岩浆来源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
,

从而奠定了岩浆成

矿论的基础
,

之后 又发展成为有名的鲍文 址, ’〕
(N

.

L
.

B o w en
,

1 92 8) 岩浆分异和演化理论
,

即岩

浆一热液成矿论
。

鲍文的岩浆分异和演化理论
,

是假定所有的火成岩都是由来自上地慢的玄

武岩浆分异而成的
。

岩浆学派的矿床学者们公认岩浆及由岩浆所分化出来的上升含矿气液为

金属矿床的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

甚 至是唯一的
、

最原始的来源
。

尽管在欧美岩浆成矿学派与

苏联岩浆成矿学派之间的认识上存在着金属成矿物质来源于原始花岗岩浆还是玄武岩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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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

本质上都是矿质来源一元论
。

然而
,

随着成矿理论的深入研究
,

积累了大量新的地质证据和丰富多彩的矿床类型
,

都足

以表明
:

(1) 万能的岩浆一热液成矿说是片面的
,

内生矿床并不都是唯一通过玄武岩浆的分异演化

形成的
。

原始的岩浆除来 自于莫霍面附近的硅镁层的玄武岩浆体系外
,

还有来 自于硅铝质岩

层经过花岗岩化作用在深处再熔化的混合岩浆
,

甚至还存在有独立的超基性岩浆及安山岩浆
。

(2) 对那些所谓的远温
、

超低温的
“

岩浆热液矿床
” ,

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

在许多重要矿

区附近的数十百里内往往没有与矿床有成因关系的火成岩
,

或只有一些远在成矿前就业已形

成的岩体
,

或者已确证它们与成矿无关
,

如我国的鄂
、

川
、

黔
、

滇等地区的铅锌矿和汞
、

锑矿
、

美

国的密西西比型铅锌矿床
,

欧洲曼斯费尔德式铜矿床等
。

(3) 对典型矿床的深入研究表明
,

有许多矿床是经历了多期次
、

多阶段
、

多成因的复成矿

床
,

成矿物质是多种来源的
,

如大厂锡矿
、

湖南宁乡棠甘山锰矿
,

白云鄂博稀有一稀土矿床
。

这

类矿床在传统成因分类中无法被反映出来
。

因此
,

成矿物质多来源的事实已经向传统的成因分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

修修补补的企图

并不能摆脱尴尬的窘境
。

面对新的事实
,

谢家荣正确地认识了矿床分布的规律性
,

把矿质来源

这个内部因素做为成因分类的依据
,

即以成矿物质的多种来源及其属性作为新的矿床成因分

类最基本因素之一
,

把矿质来源综合为四个大系统
:

硅镁层来源
,

硅铝层来源
,

地下水渗滤与侧

分泌来源(地壳表层来源 )及地面来源 ;并且
,

把这四个不同成矿物质来源系统与地球物理学上

业已建立起来的莫霍不连续面
、

孔拉德不连续面
,

地下水面及下降冷水与上升热水的不连续

面
、

岩石圈与水气圈之间的不连续面相联系
,

反映出层圈结构的系统思想
。

三
、

层圈结构的思想

将成矿物质的四种来源与地球壳慢中四个不连续面联系起来
,

亦是谢家荣先生的匠心独

出
。

关于来源于硅镁层的玄武岩浆主要在距离地面 25 ~ 4 0k m 以下的莫霍不连续面 (构成硅

镁层与硅镁一硅铝层的分界 )上产生
,

硅铝层再溶化混合岩浆则来源于地面以下 10 一 ZOkm 的

孔拉德不连续面 (构成硅镁一硅铝层与硅铝层分界 ) 附近的认识
,

已被波切特 (H
·

B or ch er t) 与

托洛格 (E
·

Tr og er
,

19 5 0) 从地球物理学与岩石学观点的地层分层研究捷足先登 了
〔‘幻 ,

岩石圈

与水气圈作为进行着风化
、

剥蚀
、

搬运
、

沉积等外生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的不连续分界面
,

也被潘

奇 (S
·

Pai ge
,

1 9 5 5) 在研究地壳变形的能力来源一文中抢了头功
〔, ” ,

但地下水面及下降冷水

与上升热水之间的不连续面
,

这样一个与前三个不连续面同样重要的分界面却是谢家荣独具

慧眼
,

发现了其对表生成矿作用
,

特别是在侧分泌成矿过程中起着显著的不连续面的作用
。

综

合前三种不连续面
,

谢家荣形成了成矿物质来源于 四个不连续结构面附近的层圈结构思想
。

这种圈层结构
,

在当时来说
,

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了
,

但认识到其功能
,

不但是成岩物质之源
,

而

且是成矿物质之源者
,

却是谢家荣占了鳌头
。

从耗散结构理论来看
,

地球物质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
; 自其形成之时起

,

地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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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处于长期的发展
、

演化之中
,

时刻都在运动着和变化着
,

进行着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
,

从未

达到不再随时间变化的平衡态
。

从无序到有序演化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地球的圈层结构
,

而且
,

这种层圈结构还将继续分异和演化下去
。

只要有分异和演化
,

层圈结构的功能就不会中断
,

表

1 中的四种矿质来源就可能存在
。

四
、

时间与空间统一
、

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思想

地质学与矿床学认为
,

地质作用 (或成岩成矿作用 )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
,

不可

能脱离时一空而独立存在 ; 矿床学中的成矿空间和成矿时代的建立
,

充分体现了矿床学方面的

认识主体关于成矿过程的时一空观
。

所谓的时间与空间统一
,

是指地质作用及其产物的出现
,

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二维座标上有相关的函数关系 (如果我们的认识达到了这个深度的话)
,

决

不是偶然的和杂乱无章的
,

而且这种统一是客观存在的
。

科学的发展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过程
。

反映的结果就是通过语言符号对客体的起源
、

发

展和演化过程的逻辑表述
。

合理且具有美感的科学表述不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

而且正确地

和真实地反映了客体的起源和演化过程的历史
。

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

即是指这两者之

间的一致性
。

这种一致性的程度
,

取决于认识主体
。

我们认为
,

在矿床学的研究中
,

如果主体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两种统一
,

才能称之为是科学

的
,

具有科学美感
。

那么
,

成矿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通过什么来表述才能达到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呢 ?

那就是大地构造学的表述
。

我们之所以说谢家荣的矿床成因分类具有这两种统一的思想
,

由

表 1 可以看出
,

是因为在其分类表中使用了这种表述
,

有机地构建了这两种统一
,

用大地构造

位置
、

地壳垂直空间量度与地史演化阶段标定了矿床类型
,

并明白地加以说明
: “

大地构造也是

矿床成因分类的一个基本因素
” 。

再结合成矿物质来源
、

岩浆岩体的成矿专属性
、

矿石建造
、

矿

床与岩体距离的远近
、

含矿建造等诸方面的综合分析
,

将每一类矿床放在了分类表中的适当位

置上
,

从而使成矿的时间和空间
、

成矿的历史过程与成矿理论的逻辑体系比较好地统一了起

来
。

相反
,

可以看到
,

传统的形态分类与成因分类
,

如果说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上是可取的
,

那么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上就不够
,

或者反之
,

或者两种统一都不具备
。

形态分类
,

既不能表

明成矿的空间与时代
,

亦不能表明矿床形成的历史过程
,

魏尔纳的同生后生分类确能表明成矿

的时间
,

可不能表明成矿的必然空间和过程
。

林格伦
、

史奈德洪
、

尼格里的分类也只指出了成

矿空间中一个参数 的大 致范围
。

苏联 的 B
.

A
.

奥勃鲁切夫 (19 2 9
,

19 3 4)
、

B
.

R
.

梅林科夫

(1 9魂2 )
、

A
.

r
.

别捷赫琴 (194 6 )
、

11
.

M
.

塔塔里诺夫 (19 5 5) 按成矿作用划分的分类以及 H
.

r
.

马

加克扬 (1 9 5 0) 按矿石类型划分的分类 〔州
,

不但反映不出成矿的空间
,

也反映不出成矿的时

间
.

,

E. E 查哈罗夫 (19 5 3) 的分类 〔2 , 〕虽然也指出了矿床产出的空间位置
,

却是含矿建造的空间

位置
,

应用起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工业类型分类则更谈不上能达到这样两种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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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联系
、

发展
、

演化及奇点转化的思想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其中首先注重了将四大类矿质来源与地壳中四个不连续分界面联系起

来
,

由不连续面上下岩石成分的分异
、

演化联系到有不同的成矿物质产生
,

再联系到 由这个内

在因素决定了形成不同类型矿床 ; 其次是联系到成矿地质环境
,

特别是大地构造环境对成矿的

影响
,

决定 了矿床的分类归属 ;
第三是考虑成矿作用这种成矿的具体环节对划分矿床类型的决

定性作用
。

除此之外
,

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
、

矿石建造
、

矿体离岩体的远近等都作为了分类因

素
,

整体综合考虑
,

以反映出诸因素之间协调的功能关系
。

在谈到矿床分类的一些意见时
,

谢家荣一方面强调了硅铝层的花岗岩化作用产生矿质来

源 川闰
,

认 为 大 多 数 的 sn
.

w
.

M
O

.

U
.

N b
.

T a 及 其 它 稀 有 元 素 和 某 些

V. C u. P b. z n. S b. H g. A s. A u 等矿床是由硅铝质岩层经过花岗岩化作用
,

在深处再熔化的混合

岩浆作用
。

活动于深处或上侵到盖层以至接近地面与广大围岩或与先成矿床或矿源层起作

用
,

经过高温热力的溶融
,

蒸馏
、

溶液或包体的提取
,

或离子的渗透扩散作用
,

使有用矿质分散
、

转移
、

富集并在构造适宜的地点沉淀交代而形成矿床
; 另一方面则强调地球发展过程中矿床形

成转折点的存在
,

与地球发展过程中有岩相构造的巨大转折点存在一样
,

矿床的形成也有转折

点的存在
,

这种转折点
“

表现在从较薄地壳的以新生岩浆矿床为主的特点
,

逐渐转化为在地壳

中迁运沉积
、

变质同化
、

改造再造的再生矿床为主的特点
,

也就是以地壳地慢间的反应
,

逐渐转

化为地慢顶部与地壳 间及在地壳内部的反应
。

更确切地说
,

是从地壳以下橄榄玄武岩层所产

生的玄武岩浆体系为主的矿床逐渐转化为比较高层位硅铝层再熔化岩浆或混合岩浆体系所产

生的矿床
,

以及一系列的侧分泌矿床
、

沉积矿床及风化矿床
。 ” 〔川 这样

,

把发展
、

演化及成矿

过程中存在转折点的思想贯彻到了关于矿床分类的思想过程中去了
。

谢家荣的矿床成因分类体系较之传统的成因分类体系有着质的区别
。

第一
,

抓住了矿床

形成过程中内因的
、

本质的成因因素
,

即成矿物质来源作为最基本的分类原则
,

把成矿作用作

为次一级的划分依据
。

这就一方面否定了完全以成矿作用为基础的分类原则的不合理性
,

一

方面又肯定了成矿作用在矿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第二
,

吸取了岩浆一热液成矿单源论的合

理部分
,

并把它建立在新的
、

符合客观实际的多源成矿理论基础之上
。

第三
,

对于那些颇有争

议的
“

超低温矿床
” 、 “

远温矿床
”

及部分层状矿床和多成因矿床
、

均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
。

因此
,

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谢家荣的矿床分类
“

是一种前进的
、

相当有意义

的发展趋向
” 〔5 〕 , “

是当前矿床成因及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 〔川

然而
,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

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只是当时 已有成就的理论概

括 ;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

新的事实和理论不断涌现
,

其不足之处就会逐渐显露出来
。

这是

科学发展的规律
。

无庸讳言
,

谢家荣的矿床成因分类也是历史的产物
,

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矿床学研

究了
。

近年来
,

国内外大量的地质观察和同位素资料的应用已足以证明
,

成矿物质不但可以来

自于谢家荣所概括的四种来源的任何一种
,

而且同一个矿床的成矿物质还可能是其中任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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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复合组成
,

显示出复合成矿物质来源和复合成因 ; 特别是层控矿床
,

其形成是含矿层在各

种地质作用下不断演化的结果
,

不仅反映出成矿物质是多来源和复合的
,

而且还反映出成矿过

程不止一个阶段
,

是多阶段叠加的结果
。

这些都是谢家荣当时制定矿床分类方案时还没有出

现或还不成熟的新理论和新事实
,

在他的分类表中没有得到反映也是可以理解的
。

鉴于这些
,

在南京大学地质系 (19 7 3 )和成都地质学院 (1 9 7 8) 编写的矿床学教科书及郑明

华 〔2叼 (1 9 8D )
、

陶惠亮 〔2 5〕 (] 9 8 9) 的矿床成因分类中
,

都根据近年来新的成矿理论和新事实对

谢家荣的分类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
,

但笔者认为
,

具有复合成矿物质来源和复合成矿作用的矿

床
,

仍然没有能在他们的分类表中充分反映出来
,

有待于今后探索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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