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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金矿资源潜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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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利用� 全国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数据库�等全国性基础地质数据库数据, 对全国分区进行

金成矿统计预测;根据信息量异常分布, 结合大地构造背景、主要控矿因素等, 将全国划分为 64 个

金矿找矿远景区;并用信息量转换法估算全国 1 000 m 以浅金矿资源总量约为 43 500 t, 资源潜力

36 5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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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近年来,国家相继建成并开放使用一批全国性

的基础地质数据库, 包括区域地质、区域化探、矿产

分布、自然重砂等,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共享和区域

成矿预测中的基础数据准备问题。在新一轮找矿区

划工作中,如何大规模利用这些数据,深入挖掘数据

所隐含的找矿信息, 实现科学的预测,是矿产勘查领

域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 近年来在中国

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我们开发了�矿床位置预测系

统( DPIS)�软件[ 1] , 并利用部分全国性的基础地质

数据库数据,完成了小比例尺( 1� 250 万)全国金矿

成矿预测。在此基础上, 划分了金矿找矿远景区,开

展了金矿资源总量预测, 并编制了�中国金矿找矿远

景区划图( 1�500万) �。

本次研究使用的地质数据来自�全国 1� 250万

数字地质图数据库�, 矿产数据来自�中国地质工作

程度数据库�,勘查地球化学数据来自� 全国区域地

球化学勘查数据库�,比例尺为 1 �100万,提取金矿

地球化学异常中最常见的 Au, A g, Cu, Pb, Zn, W,

Mo, As, Sb, Bi, H g 等 11种元素数据。数据综合分

析采用基于 ArcView GIS 的� 矿床位置预测系统

( DPIS) �,统计预测采用信息量模型[ 2]
。根据我国

金矿成矿的特点,将全国划分为 7个金矿成矿省,即

西北、东北、华北、秦祁昆、扬子、华南、西南成矿省,

对各成矿省分别研究各类找矿指示标志,建立不同

的找矿模型,分别进行成矿预测和评价。有关统计

预测和信息量异常分布情况参见作者的�全国金矿

找矿远景统计预测�[ 3]一文,不予赘述。

1 � 找矿远景区划分

在全国 7个成矿省金矿统计预测基础上, 以信

息量分布图为基础, 开展了全国金矿找矿远景区划

工作, 划分金矿找矿远景区主要综合参考以下几方

面因素:

( 1)大地构造背景。一般情况下不跨越一级构

造单元,但有时金矿集中区分布在 2 个甚至 3个构

造单元的交汇部位,这时找矿远景区将出现跨越 2

个或多个构造单元的情况。

( 2)信息量异常分布。在空间分布上,金矿远景

区常与金信息量异常带相一致。

( 3)找矿指示标志岩体。根据对不同成矿省找

矿指示标志岩体统计结果确定。

( 4)化探金元素异常。金元素异常是金矿找矿

最重要的指示标志, 没有显著金元素异常的地区暂

不作为金矿远景区。



( 5)控矿断裂构造。断裂构造密集发育区,尤其

是深大断裂带往往控制金矿(集中区)的产出, 是圈

定金矿远景区的重要依据。

( 6)古老地块分布。中国多数地区金矿成矿与

古老基底(前寒武系)发育关系密切, 这从对不同成

矿省地层标志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略)。有的地区金

矿形成于古地块的内部,有的地区金矿形成于古地

块的边缘。

全国共圈定金矿找矿远景区 64个,如图 1所示。

图中还用符号标出了大中型金矿床的分布情况。

图 1 全国陆地范围的金矿找矿远景区分布示意图

Fig . 1 � Sket ch show ing the distribution o f go ld or e metallo gic pr ospects of China's land ar ea

(图中未包括台湾省金矿有关资料)

1.阿尔泰成矿带 2.西准噶尔成矿带 3.卡拉麦里成矿带 4.西天山成矿带 5.特克斯成矿带 6.中天山成矿带 7.乌恰- 阿合奇成矿带 8.塔里

木北缘成矿带 9.北山成矿带 10.洪果尔山成矿带 11.额尔古纳成矿带 12.北兴安成矿区 13.阿尔山 � 红花尔基成矿带 14. 大兴安岭南段

成矿带 15.佳木斯成矿带 16.那丹哈达岭成矿带 17.延边 � 东宁成矿带 18.狼山成矿带 19.贺兰山成矿带 20.阴山成矿带 21.燕辽成矿带

22.雁北� 五台成矿带 23.夹皮沟 � 海沟成矿带 24.吉南 � 辽东成矿带 25.胶东成矿带 26.鲁西 � 淮北成矿带 27.五凤嘉成矿区 28.二塔

山 � 中条山成矿带 29.小秦岭 � 伏牛山成矿带 30.西昆仑成矿带 31.郭扎错 � 乌孜塔格成矿带 32.阿尔金东段成矿带 33.祁连山成矿带

34.党河南山成矿带 35.柴达木北缘成矿带 36.化隆 � 榆中成矿带 37.东昆仑成矿带 38.都兰 � 兴海成矿带 39. 西秦岭成矿带 40.松潘 �

摩天岭成矿带 41.东秦岭成矿带 42.大巴山成矿带 43.桐柏 � 大别成矿带 44.札达 � 普兰成矿带 45.改则 � 申扎成矿带 46.雅鲁藏布成矿

带 47.巴颜喀拉 � 雅砻江成矿带 48.金沙江成矿带 49.保山 � 孟连成矿带 50.哀牢山成矿带 51.黄陵成矿区 52.龙门山成矿带 53.康滇地

轴成矿带 54.昭通 � 六盘水成矿带 55.贵阳 � 张家界成矿带 56.江南古陆中南段成矿带 57.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58.黄山 � 鹰潭成矿带 59.

龙泉 � 梅州成矿带 60.郴州 � 赣州成矿带 61.贵港 � 韶关成矿带 62.滇黔桂成矿区 63.云开成矿带 64.海南成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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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资源总量预测

目前可用于贵金属矿产资源总量预测的方法有

多种,新一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中推荐
的适用于金属矿产资源总量估算的方法[ 4] 有�矿床

地质经济模型法�、�地球化学块体估值法�和�矿床
模型综合地质信息定量预测法�。就金矿而言,由于

历史原因,我国金矿大矿分段勘查、一矿多开现象比

较普遍,加上多数矿床勘探深度有限,目前的矿床数

据难以真实地反映矿床规模, 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品

位- 吨位分布模型�。�地球化学块体估值法�在我

国北方广大特殊景观地区的适用性有待探讨。

这里采用一种基于综合地质信息统计的简便预

测方法,可称其为�信息量转换法�。基本思路是:以

信息量法统计预测计算结果为基础, 在一个有代表

性的远景区建立模型。首先计算该区已经探明的金

矿资源量,进而推断该区资源总量,并计算该区信息

量异常的累计信息量总量,二者相除求出该区单位

信息量所承载的资源量。推广到全国所有的信息量

异常区,即可求出全国的资源总量。

众所周知, 胶东、小秦岭是我国金矿成矿条件最

好、工作程度最高的金矿产区,与其他地区不具有可

比性,不能作为模型区。西部很多成矿带工作程度

很低,大量矿床有待发现,也不能作为模型区。这里

选择燕辽成矿带作为模型区, 该区金矿成矿条件较

好、工作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

我国金矿成矿的特点是, 小型金矿床数量众多,

而大型、超大型金矿数量少。根据我们对 1998年全

国储量平衡表的资料统计,当时已经探明的大中型

( C+ D级储量大于 5 t )金矿床总共有 265处, 累计

探明储量 4 529 t , 每矿平均 17. 1 t; 小型金矿床( C

+ D级储量小于 5 t、大于 1 t) 576处, 累计探明储量

1 364 t, 每矿平均 2. 37 t ;另有储量小于 1 t 的金矿

点 571处也被开采利用, 累计储量 264 t。根据上述

数据,可以计算出小型及矿点获得的储量约为大中

型金矿储量的 36%。因此,到 1998年, 全国累计探

明金矿储量超过 6 100 t。此外, 一些矿山企业在多

年的生产过程中,在矿区内开展探矿工作,新增的储

量没有参与统计。如今, 又过了 10多年, 估计目前

全国累计探明的金矿资源量超过 7 000 t。

根据� 中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截至 2000

年,燕辽成矿带共发现大中型金矿床 28处,小型金

矿床 115处(不含砂金)。但根据 1998年储量平衡

表数据,该成矿带储量大于 1 t 的小型金矿床仅为

62处, 2年内增加 53处是不大可能的。因此, 数据

库中的 115处可能包含了部分储量小于 1 t 的金矿

点。该区小型金矿的总储量可以按照 1998年其与

该区大中型金矿床储量的比值推算, 即占大中型金

矿储量的 41%。由此, 该区累计探明的金矿储量/

资源量估算为

17. 1 t � 28 � ( 1+ 0. 41) = 675 t

据统计, 该区信息量异常单元共 170 个, 其中

60个单元目前已经发现金矿床, 也就是说, 尚有 110

个单元具有找矿潜力而目前尚未发现金矿床。因

此,该区在区域找矿上仍有较大的发现新矿床的潜

力。事实上,该区近年来仍然不断有新矿床被发现。

另外, 我国以往矿床勘探深度一般不超过 500 m ,近

年来危机矿山深部找矿实践表明, 许多大中型矿床

深部都有进一步找矿的潜力。所以, 如果预测地表

下 1 000 m 内的金矿资源潜力,燕辽成矿带的金矿

资源总量应该在 1 300 t左右。

以下按 2种方法估算全国金矿资源总量。第一

种方法,先计算出模型区每个异常单元平均含矿量,

乘以全国异常单元总数, 求出资源总量。燕辽成矿

带有 170个异常单元, 资源总量以 1 300 t 计, 平均

每个异常单元含矿 7. 647 t; 据统计, 全国信息量大

于 2. 2 的异常单元数为 4 795 个, 则预测全国异常

区金矿资源总量为 36 667 t。第二种方法, 先计算

出模型区单位信息量承载的资源量, 再乘以全国的

异常单元信息量之和,求出资源总量。经计算,燕辽

成矿带 170个异常单元信息量总计为 599. 432, 单

位信息量承载的资源量为 2. 168 7 t ;全国信息量大

于 2. 2 的异常单元数为 4 795 个, 信息量总计为

16 858. 66,由此预测全国异常区金矿资源总量为

36 561 t。

以上 2种方法估算的资源总量十分接近, 大约

为 36 500 t。另外,根据统计结果[ 3] , 全国 366个大

中型金矿床有 307个位于异常区内, 占已知大中型

金矿床的 83. 9%。另外,有 71. 4%的小型金矿床也

位于异常区内, 因此, 在异常区之外至少还有 16%

的金矿床存在。按照这个比例, 预测 1 000 m 以浅

全国金矿资源总量为 43 500 t。减去已经探明的约

7 000 t,则我国金矿资源潜力约为 36 5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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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 H eadquar ters of the Chinese A rmed police f orce, Beij ing, 100055,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nat ional basic geolo gical database, such as China Regional Geochemical Surv ey

Data Base etc. , Stat istic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go ld resource o f China w as carried out in ter m of gold met�
allo genic provinces. According to dist ribut ion o f the infor mation content anomaly, g eotectonic backg round

and the m ain o re�contro l factors, sixty four g old prospects w er e ident if ied in China. Then informat ion

content t ransfer ence m ethod is adopted to est imate total gold resour ce of 43500 t and potent ial g old re�
source of 36 500 t respect ively to depth of 1 000 m beneath th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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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steel T ianj in Geological A cademy , T ianj in 300061, Chi na)

Abstract: � Concept ion o f ion gr ow th and mo lecule grow th is int roduced and pyrite and f luo rite ar e taken

as exam ples to discuss inf 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on crystal form under the ion g row th and m olecule

grow th m echanis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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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Wei�ping, CHEN Bin

(China A er o Geophy sical S ur v ey and Remote�sensing Center f o r L and Resour ces , Beij 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First ly, this paper rev iew s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helicopter TEM systems, 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for developing the helicopter T EM system s and describes it s characterist ics. Then based on

the cur r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situat ion in the w orld, this paper po ints out the helicopter T EM sys�
tem types w hich should be developed at present and the applicable po tential for g eo logical survey in our

count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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