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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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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东部在中生代尤其是燕山期发生了大规模的金属成矿作用 形成了一大批重要

矿床 其成矿强度之高 ! 密度之大 ! 矿种之丰富 在全球中生代成矿作用中首屈一指 故可称为

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研究表明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是该地区在特定地质背景下发生岩石

圈大减薄和构造格局大转折相结合 ! 从而导致大规模壳幔相互作用和构造圈热侵蚀事件的产物 ∀

深入研究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背景和过程 不仅能解决矿床学学科发展中的许多重要科

学问题 为进一步寻找矿产资源指出方向 而且对认识中国大陆乃至东亚 西太平洋的地质构造演

化史 ! 探讨花岗岩类的形成环境 ! 了解特提斯与太平洋构造域的交会结合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地质

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关键词 中生代  成矿大爆发  中国东部

地球在演化历史中充满了灾变性 ! 突发性事件的记录 于是 / 大爆炸0 ! / 大爆发0 之类

词语频频出现于地学文献之中 例如举世瞩目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成矿作用在地球发展和

演化历史中的强度和时空分布也是很不均匀的 不同的地质时代会形成具有该时代特色的矿

种与矿床类型 这已经为矿床学家所熟知 ∀笔者认为 在某一并不太长的地质时期内 ! 在某

一地域发生的成矿作用 其成矿强度之高 ! 密度和规模之大 ! 种类之丰富 达到了其他时空

区间无法比拟的程度 则也可以形象地称之为 / 成矿大爆发0 ∀这种现象无疑是矿床学界乃

至整个地质学界予以关注的科学热点 ∀中国东部中生代尤其是燕山期的成矿大爆发就是一个

具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例子 ∀

 基本事实

中国东部一般指贺兰山 ) 龙门山一线以东直至东部沿海的我国东北 ! 华北 ! 华东 ! 中南

广大地区 这里不但是我国人口稠密 ! 经济发达的地区 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其中尤以我

国的急需矿种如铜 ! 金 ! 银 ! 铅锌以及优势矿种如钨 ! 锑 ! 锡 ! 锂 ! 铍 ! 铌 ! 钽等稀有金属

为突出 ∀以金为例 中国东部的吉黑地区 ! 华北板块北缘 ! 胶东 ! 小秦岭 ! 赣东北 ! 长江

中下游 ! 湘西及滇黔桂金三角等地区构成了中国 重要的金矿资源基地 ∀我国华南的钨矿更

是世界上 重要的钨矿产地 ∀据统计 东经 β以东 ! 北纬 β以南的我国东部地区 虽然

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编号

第一作者简介 华仁民 男 年生 教授 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科研与教学 ∀邮政编码

收稿 修改回

 
 

 

 
 

 
 

 



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左右 却集中了全国 以上的大型 ! 特大型矿床≈ ∀

中国东部经历过漫长而又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 这一地区的成矿作用也遍及各个地质时

期 ∀但是 大量事实证明 中国东部 重要的成矿时期是在中生代 尤其是燕山期≈ ∗ ∀

以金矿为例 中国东部 重要的金矿类型如破碎蚀变岩型 ! 石英脉型 ! 变质热液型 ! 火山

次火山热液型以及微细浸染型等 主要形成于中生代 ∀据陈毓川等对全国岩金矿床资料的统

计≈ 个矿床中形成于中生代的有 个 占矿床数的 占金矿总储量的

这些金矿床基本上都产在中国东部 ∀对银矿来说 中国东部尤其是华南和扬子板块周边的许

多重要矿床形成于燕山晚期≈ ∀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北等地的斑岩型 ! 夕卡岩型和次火山热

液型铜矿床在我国铜矿资源中至少占有半壁江山 而它们大多是燕山期成矿作用的产物 ∀至

于举世瞩目的华南钨锡矿床 更是燕山期成矿作用赋予我国的特色宝藏 ∀许多产在前中生代

元古宙 ! 古生代 地层岩石中 ! 与中生代岩浆活动并无明显联系的矿床 其成矿时代也主

要是中生代 ∀总之 中国东部中生代的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中国东部金 ! 银 ! 铜 ! 铅 ! 锌 ! 锑 ! 钨 ! 锡 ! 钼 ! 铋 ! 锂 !

铍 ! 铌 ! 钽等矿床的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 ≅ ∗ ≅ 这一亿年左右的时间范围内

基本上相当于燕山期 ∀与地球 早成矿事件以来或中国东部地质演化的数十亿年历史相比

这一亿年时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具有显著的集中突发性 ∀正是因为它具备了时间短 ! 范

围广 ! 强度大这几个基本特征 因此可以把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称为成矿大爆

发 ∀

 中国特色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事件 ∀

从全球范围来看 金属成矿作用的时代特征是相当明显的 一方面 地球历史上的各个

地质时代有着各自的成矿特征 包括不同的矿种和矿床类型 另一方面 各个地质时代的成

矿作用强度是很不均匀的 大规模成矿作用常局限于某几个地质时代 ∀现有资料表明 全球

范围内的重要成矿期有 个 即新太古 元古宙 ! 古生代和新生代 而古太古代和中生代的

成矿作用相对较弱 ∀例如新太古 元古宙是条带状含铁建造 ƒ ! 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

∂ ≥⁄ ! 层状铜矿 ! 绿岩金矿 ! 铜镍硫化物和铬矿的主要成矿期 古生代形成了著名的密

西西比河谷型铅锌矿 ! 中欧含铜页岩和大量的黄铁矿型铜矿 而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斑岩铜

钼 ! 金 矿床 ! 浅成热液 金 铜矿床 ! 陆相火山岩型贵金属矿床以及红土型

铝土矿等则主要是新生代的产物 ∀据戴自希对世界上 个巨型矿床的统计≈ 中国以外的

个矿床中产于前寒武纪 主要是元古宙 的有 个 占 1 古生代 个 占

1 产于新生代的有 个 占 1 而产于中生代的只有 个 仅占 1 ∀可见

从全球范围来说中生代并不是很主要的成矿期 ∀而 个中国巨型矿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其

中的 个都形成于中生代 所占比例达 ≈ 因此 中生代大规模成矿具有显著的中国

特色 ∀

中国东部在全球大地构造上位于环太平洋带西带的外带 ∀环太平洋带是全球 重要的成

矿带 而且以新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为特征 ∀环太平洋的东带以大陆边缘斑岩铜钼矿床和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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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火山热液矿床的大规模聚集为主 而其西带则在漫长的火山岛弧链上广泛发育与火山作用

有关的浅成热液贵金属 贱金属矿床 ! 热泉型金矿和斑岩铜金矿床 它们在日本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都有大量产出 在我国台湾省也有金瓜石铜金矿床可

归入新生代的浅成热液矿床 ∀但是这一全球性的大规模新生代成矿作用到了中国大陆就失去

了势头 而是被中生代的大规模成矿作用所代替 ∀中国东部这一与众不同的成矿特征 已经

受到国内外矿床学者和其他地质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

 关键问题

矿床是有用元素在岩石圈演化过程中高度富集的结果 是一定的构造条件下各种地质作

用的综合产物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也是该地区岩石圈演化过程中各种特定地质条件

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其中 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发生在中生代的大规模 ! 突变性的构造及动力

学转折 ∀近年来 这一问题已经备受关注 成为研究中国东部岩石圈演化 ! 构造格局和成矿

动力学的前沿和热点 ∀例如 邓晋福等认为中国东部在印支期拼合形成统一大陆后≈ 由

于发生了造山岩石圈根的拆沉 去根作用 而使大兴安岭 太行山 武陵山一线以东的岩石圈在

燕山期减薄了 以上 而这些大于 厚的岩石圈物质被软流圈物质取代所产生的

化学不平衡和物理不稳定可能成为本区燕山期强烈的岩浆构造事件的深部因素 ∀任纪舜等认

为中国东部构造动力之彻底改变即 ∞• 向构造格局转变为 ∞ ) ∞向构造是在侏罗纪末 )

白垩纪初 约 ≅ ∗ ≅ 的中燕山运动≈ 在西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的挤压

作用达到高潮之后 亚洲东部大陆边缘发生大规模的裂解 ∀李文达等≈ 提出中国东南大陆

岩石圈的构造环境经历了 ≅ ∗ ≅ 的挤压 ! ≅ 由挤压向伸展扩张的转

换 ! ≅ ∗ ≅ 的扩张增强以及 ≅ 左右进入裂解阶段 而中生代大规模

的火山 侵入作用和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大陆伸展 地壳减薄期 ∀李献华研究了华南花岗岩的

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 发现燕山早期与燕山晚期的岩浆活动在时间 ! 空间和成分上存

在着显著的差异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约 ≅ 的岩浆活动间隔 这很可能显示构造环

境 由挤压向伸展 的改变 即华南岩石圈动力学在大约 ≅ 开始的白垩纪以伸展拉

张为特征 ∀王德滋等 将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划分为两大岩系和三大岩省≈ 并

指出它们在构造上制约于古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 ! 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以及华北板块

与扬子板块之间的碰撞拼贴及其后续的伸展引张动力因素 ∀马宗晋等指出≈ 中国东部无

论是浅部的构造地貌还是深部的地壳 ! 岩石圈以至高导层所显示的结构构造 都是中国大陆

在中生代早期拼合以及从中生代晚期开始经受强烈改造的结果 ∀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 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 而与此相关的对某些具体地区的研究更是在

文献中大量出现 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 正是中生代时期大规模的岩石圈减薄与构造体系的

重大转折二者在中国东部的共同作用 才造成了成矿大爆发的独特地质背景 ∀

与中国东部中生代发生岩石圈减薄和构造转折直接有关的是大规模的壳幔相互作用 由

此引起地球深部能量和物质向浅部的大规模传输 从而为大规模成矿作用提供了必需的热 !

流体 ! 挥发组分和成矿元素 ∀中国东部中生代的成矿大爆发与这一时期构造圈热侵蚀事件有

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表现为在中国东部尤其是华南地区发育大面积的燕山期花岗岩 以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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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黑龙江 南抵闽粤 长达 ! 宽达数百至千余公里的大规模中生代火山岩带 而中

国东部许多中生代的重要矿床都与花岗岩类或火山 次火山活动有着成因上的联系 ∀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矿床学研究表明 壳幔相互作用和深部物质的参与是成矿的重要因

素 ∀杜乐天较早提出 / 幔汁0 ≤ ≥ 的概念 强调了地幔去气作用与成矿的关系≈ ∀

年代中期起地幔柱构造与成矿的关系受到广泛重视≈ ∗ ∀胡受奚等在研究金矿床与煌斑

岩钾交代的密切关系时也充分肯定了幔源物质对成矿的贡献≈ ∀

 不均一性

与世界上某些典型克拉通不同的是 中国大陆是由以华北 ! 扬子 ! 华夏等较古老的陆块

为核心的若干地体拼贴而成的 而且具有较大的活动性 ∀中国大陆尤其是东部更是处在欧

亚 ! 特提斯 ! 太平洋三大构造域的交汇之处 ∀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

用在空间上的非均一性 ∀这种非均一性主要表现为 ≠ 成矿作用在某些地区非常集中 形

成所谓的矿集区 而在其他地区则成矿作用相对比较微弱 成矿金属元素在空间上具有

分带性和分区性 表现为所谓的地球化学块体 ∀

矿集区尤其是大型矿集区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

此是矿床学研究的重点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形成了若干个大型矿集区 其规模在全

国乃至全世界都举足轻重 ∀例如著名的赣东北成矿区 集中了铜厂铜矿 ! 金山金矿 ! 银山多

金属矿等大型矿床 ∀仅就银山而言 年代末获得的金银铜铅锌硫 种矿产资源的潜在价

值就达 亿元≈ ∀又如长江中下游的大冶 ) 黄石 ! 九瑞 ! 铜陵 ! 宁芜等地区构成了我国

重要的铁铜金硫成矿带 而胶东和小秦岭地区则更是我国 重要的金矿大型矿集区 ∀

大型矿集区的构造定位是成矿作用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就中国东部的情况来说 由于

是多个块体拼贴聚合的产物 因此这些大型矿集区主要位于板块或地体的边缘 包括陆内的

型俯冲带 ! 陆块之间的碰撞造山带 ! 陆缘的 构造 岩浆 活动带 ! 裂谷 ! 拗拉谷 ! 深断

裂带和大型剪切带等 它们既有挤压背景下的构造 又有拉张和剪切背景下的构造 其中又

以拉张构造背景 为重要 ∀万天丰认为在中国大陆东部的板内拉张带发生的成矿作用是 重

要的≈ ∀翟裕生等研究了中国 个大型和超大型矿床的构造环境和类型≈ 发现产在裂谷

等拉张构造环境中的矿床占较大比例 ∀陈守武等论述了中国大陆三种大规模拉张构造背景控

制了绝大多数重要银矿床≈ ∀从中国东部矿床的空间分布来看 板块或古陆的边缘往往是

矿床的密集分布区 因此板块边缘与边界的成矿作用已经受到了普遍重视≈ ∀

近几年来 矿床学家可以更多地利用大地构造 ! 地球物理等相关领域的成果 来认识大

型矿集区的构造定位 ∀如任纪舜等在中国东部划分出 个近东西向的构造单元≈ 自北向

南分别为天山 兴安造山系 东段 ! 中朝准地台 ! 昆祁秦造山系 东段 ! 扬子准地台 ! 华

南造山带和印支 南海准地台 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物质成分 ! 构造演化特征 虽然在中生代

由于亚洲与西太平洋古陆的碰撞而形成了统一的中国东部陆缘活化带 但各单元之间在构

造 ! 岩浆和成矿作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又如刘光鼎等≈ 根据山脉走向 ! 构造形迹和地

球物理资料的综合分析 提出用 / 三横两竖和两个三角0 作为大型构造带来划分中国大陆的

构造格局 解释中国大陆的多块体拼合特征 并指出特大型金属矿床基本上都分布在这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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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构造带上或其附近 ∀马宗晋等提出中国大陆东部岩石圈结构的板条构造分区≈ 即以地

震活动分区为主要线索 以山川大势和构造地球物理资料为旁证 将中国东部自北向南划分

为 个地震区或二级构造分区 它们平行排列 宽度相近 而彼此的构造变形强度 ! 变动格

局和方式 ! 以至构造演化的历史等方面都有重要差异 ∀这些论述无疑都能极大地开启我们的

思路 ∀

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不均一性还表现为成矿金属元素的分区分带 ∀例如胶

东地区以金的大规模富集为特征 而其他元素的成矿作用相对较少 ∀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北都

有铜 ! 金的大规模富集 但前者明显富铁 后者相对富银和铅锌 而银铅锌更有意义的成矿

是在更偏东南方的赣中 ) 浙东一带 ∀南岭地区是钨 ! 锡和其他稀有金属富集成矿区 而在西

南地区则有大规模的低温热液成矿域 ∀造成这种元素分区分带的原因比较复杂 众说纷纭

迄今为止尚无定论 其中 不同构造单元 地体或块体 的拼贴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

这些单元既有不同的物质构成 又与不同的深部热动力学过程有关 必然造成不同的成矿环

境和物质来源 而地幔的不均一性也是广受关注的重要因素 朱炳泉通过地幔派生岩石的多

元同位素研究≈ 揭示地幔的广泛不均一性 并划分出同位素地球化学省及它们之间的地

球化学边界 急变带 指出这些急变带特别是其转折端对超大型矿床和成矿密集区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 ∀但是 要真正搞清地球化学块体或大成矿省的形成原因和机制 还需要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

 成矿机制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给矿床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方面的新课题 多年来 不仅中国

的矿床学家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大量研究工作 而且有许多国外同行也对这独特的大规模成矿

事件感到极大兴趣 纷纷前来参与研究 ∀

对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主要涉及巨量成矿物质的来源 ! 流体作

用与水岩反应 ! 成矿的环境与空间等方面 这些都是当前国际矿床学的前沿和热点研究领

域 笔者概括为成矿作用的 ∞× 配置 即 / 物质0 ! / 能量0 和 / 构造0 三者的有机配套

从而提供 佳成矿条件 ∀

因为流体是使成矿物质得以活化 ! 迁移和富集的介质≈ 也是能量的传输者 所以笔

者认为应该把成矿流体研究作为研究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关键 ∀具有一定规模的 ! 长期稳定的

流体对流循环系统是大规模成矿的必要条件≈ 而新西兰陶波 × ∏ 等地热区大规模

的流体系统与现代成矿作用则给了我们极重要的启示 热液矿床实质上是不同构造背景下古

地热系统的产物 因此 采用研究地热系统的一些思路 ! 理论和方法 可能是研究矿床形成

过程尤其是流体作用过程的新途径≈ ∀

在成矿流体的研究中 近年来关于深源流体 ! 地幔流体和超临界流体的研究引起了较广

泛的关注≈ ∗ ∀资料表明 在中国东部中生代的大规模成矿作用过程中 许多矿床的形成

都与深源或幔源流体的参与有关≈ ∀这也是前面所述的壳幔相互作用 ! 深部能量和

物质向浅部传输的必然结果 ∀

成矿作用的实质就是流体 岩石相互作用 即水岩反应 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矿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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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共识 ∀对大规模成矿作用的流体过程研究也应以水岩反应为重点 通过对蚀变 矿物

岩石学 ! 元素地球化学 ! 流体包裹体 ! 稳定同位素 ! 实验模拟和计算机数值模拟等多种方法

的综合 探明有关水岩反应的过程和性质 了解成矿的机制和本质 ∀

对成矿年代的精确测定也是成矿机制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目前积累的矿床年代资料已

经为我们认识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而且这些年龄资料显然是以燕

山期 为集中 这就为直接提出燕山期成矿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但是某些年龄数据还不够精

确可靠 某些矿床还缺少必要的年龄数据 值得进一步工作 ∀

 科学意义

研究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背景和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科学意义 一方面 成矿

作用是各种地质过程的综合产物 因此 在研究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时候 必然要

涉及该地区一系列重大的基础地质问题 另一方面 矿床学研究具有利用钻孔岩心 ! 地下坑

道的优势 可以为解决基础地质问题提供重要的素材和证据 因此 除了发展矿床学本身的

理论以及为探寻新的矿产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外 对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研究还有助

于解决许多有关的基础地质问题 ∀

从本文所述可以明显看出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涉及本地区一系列基本的和重要

的地质问题 ∀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个问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 ∀

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岩石圈演化和地球动力学过程 地球动力学研究是当前国际

地球科学的前沿领域 岩石圈演化和地球动力学是成矿作用的大背景 是探索成矿元素巨量

聚集和大型矿集区形成条件和规律的大前提 因此 国际矿床学界已把 / 岩石圈过程与巨量

金属堆积0 列为重要的国际地质对比项目 欧洲 个国家共同参加了 / 地球动力学与矿床

演化0 的大型科研项目 ∀如前文所述 对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岩石圈演化和地球动力学过

程的研究无疑是认识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为何发生的关键 反之 对中国东部中生代

成矿大爆发的深入研究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中国东部岩石圈演化和地球动力学研究的深入发

展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陆成矿理论 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地质事件 而且是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完成拼贴之后发生的 因此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的研究主要是大陆成矿作用的研究 ∀中国东部陆壳具有多个块体拼贴和活动性强的特点 因

此 本地区的大陆成矿理论必然是既不同于典型的板块边缘成矿理论 ! 又不同于那些典型的

古大陆 ! 克拉通的大陆成矿理论 ∀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陆成矿理论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

建立一整套符合客观规律的矿产资源评价和成矿预测的理论与方法 ∀

花岗岩类的形成环境 花岗岩类在中国东部非常发育 尤其是燕山期花岗岩在华南

地区广泛分布 ∀包括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在内的众多地质产业 ! 教学 ! 科研单位对华南花岗

岩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 在花岗岩的时代 ! 成因类型 ! 岩石学特征 ! 与成矿作用关系等方

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 ∀但是在花岗岩及其成矿作用研究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可做

例如花岗岩类形成的构造环境问题 ∀花岗岩究竟形成于挤压环境还是拉张环境 抑或二者均

有 不同成因类型 ≥型 ! 型 ! 型及它们的过渡 ! 复合类型 的花岗岩是否有各自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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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环境 中国东部中生代构造演化的总体格局是先期挤压和后期拉张 这两个阶段均有

花岗岩类发育 而在总体的岩石圈减薄过程中 又存在着地壳增厚和地壳减薄两种不同的情

况 这两种情况下也都有花岗岩类的发育 ∀事实证明许多钙碱性 而不是碱性 的岩浆岩形

成于拉张环境 而如前所述 中国东部中生代许多重要矿床乃至矿集区主要形成于拉张环

境 因此 对拉张环境下花岗岩类的形成机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

特提斯与古太平洋构造域的关系 中国东部岩石圈演化与构造岩浆成矿作用受制于

特提斯和太平洋这两大构造域的演化 ∀尤其在其南部 中生代之前主要随特提斯洋的演化而

演化 ∀一般认为 中生代早期中国东部受该两大构造域的共同作用 特提斯位于其西南而古

太平洋位于其东≈ ∀正是由于特提斯和古太平洋两种 构造 动力体系的复合作用 才造

成了中国东南部中生代十分复杂的岩石构造组合 陶奎元等 及大规模成矿作用 ∀但

是 关于特提斯洋何时关闭 ! 它在晚中生代对中国东部构造有何影响 以及特提斯与太平洋

构造域在中国东部交会 ! 转换的细节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而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的研究无疑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巨大帮助 ∀

笔者在本文撰写过程中不仅得益于对大量文献的学习 更在与许多专家和同事们的讨论

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虽无法将他们的姓名一一列出 但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

参 考 文 献

  陈毓川 中国主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 北京 地质出版社

  陈毓川 朱裕生等 中国矿床成矿模式 北京 地质出版社

  裴荣富主编 中国矿床模式 北京 地质出版社

  翟裕生 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 北京 地质出版社

  胡受奚 王鹤年 王德滋等 中国东部金矿地质学及地球化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陈毓川 王登红 林文蔚 中国岩金矿床成矿系列 矿床地质 增刊 ∗

  王静纯 我国银矿区域成矿特点 矿床地质 增刊 ∗

  戴自希 全球超巨型金属矿床 区 见 陈毓川主编 走向 世纪的地学与矿产资源 北京 地质出版社

  邓晋福等 中国大陆根 柱构造 ) ) ) 大陆动力学的钥匙 北京 地质出版社

  任纪舜 牛宝贵 和政军等 中国东部的构造格局和动力演化 地学研究 第 ∗ 号 ∗

  李文达 毛建仁 朱云鹤等 中国东南部中生代火成岩与矿床 北京 地震出版社

  李献华 华南白纪岩浆活动与岩石圈伸展 见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编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王德滋 邱检生 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系及其成因与构造制约 见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编 资源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马宗晋 王国权 中国大陆东部现今岩石圈结构的板条构造分区 高校地质学报 ∗

  杜乐天 幔汁 ≤ ≥ 流体的重大意义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 ∗

  李红阳 阎升好 王金锁等 试论地幔热柱与成矿 矿床地质 ∗

  牛树银 李红阳 孙爱群等 地幔热柱的多次演化及其成矿作用 矿床地质 ∗

  侯增谦 李红阳 试论幔柱构造与成矿系统 矿床地质 ∗

  毛景文 华南地区中生代多金属矿床形成与地幔柱关系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

  李子颖 黄志章 李秀珍等 试论华南中新生代地幔柱构造与铀成矿作用 矿床地质 增刊 ∗

  胡受奚 赵懿英 叶瑛等 花岗岩 ! 绿岩 ! 煌斑岩 ! 韧性剪切带和钾交代在金成矿上的贡献及关系 矿床地质

增刊 ∗

                矿   床   地   质                年  

 
 

 

 
 

 
 

 



  华仁民 陈克荣 赵连泽等 江西银山外围地层中金的地球化学降低场及其成矿意义 矿床地质

∗

  向天丰 中国东部中 ! 新生代变形构造应力场及其作用 北京 地质出版社

  陈守武 费伟光 韩仲文 中国大陆三种拉张构造背景及其重要类型的银矿床 矿床地质 增刊

∗

  翟裕生 古大陆边缘构造演化和成矿系统 见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编 北京大学国际地质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地震出版社 ∗

  毛景文 浅议扬子地块周缘金矿床成矿的一些特点 矿床地质 增刊 ∗

  刘光鼎 郝天珧 中国的地质环境与隐伏矿床 地球物理学报 ∗

  朱炳泉 壳幔化学不均一性与块体地球化学边界研究 地学前缘 ∗ ∗

  华仁民 流体在金属矿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南京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 ∗

  马东升 地壳中流体的大规模流动系统及其成矿意义 高校地质学报 ∗

  王龙生 芮宗瑶 超大型斑岩铜矿形成的必要条件 矿床地质 增刊 ∗

  华仁民 热液矿床 ) ) ) 不同构造背景的古地热系统 矿床地质 增刊 ∗

  朱永峰 地幔的不均一性及地幔流体的形成机制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讯 ∗

  杜乐天 地壳流体与地幔流体的关系 地学前缘 ∗ ∗

  张荣华 胡书敏 含矿流体 ≤ 体系的观测与矿石成因 矿床地质 增刊 ∗

  谢鸿森 苏根利 徐有生等 超临界流体与成矿作用 见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编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刘显凡 战新志 高振敏等 富碱斑岩中深源包体的地幔流体交代作用 见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编 资

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朱赖民 金景福 何明友等 论深源流体参与黔西南金矿床成矿的可能性 地质论评 ∗

  冯本智 曾庆栋 吉林海沟幔源流体金矿床的成矿条件 矿床地质 增刊 ∗

  陶奎元 毛建仁 杨祝良等 中国东南部中生代岩石构造组合和复合动力学过程的记录 地学前缘

∗

  毛景文 李延河 李红艳等 湖南万古金矿地幔流体成矿的氢同位素证据 地质论评 ∗

Α ΠΡ ΕΛΙΜΙΝΑΡ Ψ ΔΙΣΧΥΣΣΙΟΝ ΟΝ ΤΗΕ ΜΕΣΟΖΟΙΧ

ΜΕΤΑΛΛΟΓΕΝΙΧ ΕΞΠΛΟΣΙΟΝ ΙΝ ΕΑΣΤ ΧΗΙΝΑ

∏

(Στατε Κεψ Λαβορατορψ οφ Μινεραλ Δεποσιτ Ρεσεαρχη , Δεπαρτμεντ οφ Εαρτη Σχιενχεσ, Νανϕι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Νανϕινγ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Μινεραλ Δεποσιτσ, Χηινεσε Αχαδε μ ψ οφ Γεολογιχαλ Σχιενχεσ, Βειϕινγ )

Κεψ ωορδσ: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2

≤

 第 卷  第 期         华仁民等 试论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 ∞ ≤ ∏ ∏ √ ¬ √

√ ∏ ¬ √

¬ ∏ 2

√ ∏ ∏

√ √ ≥ ∏ 2

∏ ∞∏ × ° ∞ ≤ √

× ∏ ∏ √ ∏

× ∏∏ 2

× ∏ 2

2

ƒ∏ ∏ ∏ ¬

2

∏ ∏ √ ∏ ≤

° √

∏ × °

国际矿床地质学会和国际矿床成因协会联合学术会议在伦敦举行

国际矿床地质学会 ≥ 和国际矿床成因协会 ⁄ 联合学术会议于 年 月 ∗ 日在

英国伦敦帝国科学 ! 技术与医药学院举行 ∀该会主办单位为帝国科学 ! 技术与医药学院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

与会者来自英国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德国 ! 法国 ! 俄罗斯 ! 中国 ! 西班牙 ! 捷克 ! 芬兰等 个国

家和地区 共约 人参加 ∀中国赴会者有裴荣富 ! 宋学信 ! 吕古贤 ! 於崇文 ! 张德会 ! 肖建新 ! 沈远超 !

徐贵忠 ! 张宝林 ! 蔡新平 ! 徐兴旺 ! 秦大军 ! 应汉龙 ! 王忠诚 ! 熊小林和吴朝东 人 在国外留学和工作

的曾南石 ! 易建斌 ! 汤元明等亦参加了会议 ∀

会议的科学议程包括 ≠ 大会报告 个 即 ∂ ≥和斑岩铜矿床 ) ) ) 不同的构造 岩浆环境的产物

≥ 流体包裹体与矿石形成过程 ≤ 北澳巨型元古宙沉积岩为主岩层状锌 铅 银矿床形成

过程中脉冲式卤水喷流的证据 千年矿物学 ) 冶金学家要求什么 ∏ ∀ 分会报告

个 涉及 个专题 流体包裹体与矿石形成过程 应用热动力学模式认识矿床 矿石矿物学与共生组

合 有机质在矿床形成和采矿整治中的作用 含矿花岗岩体系 构造与岩浆 热液演化 火山作用与矿化

陆相的与海底的 与碱性岩 ! 碳酸岩和金伯利岩共生的成矿作用 与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共生的成矿作用

沉积岩为主岩的矿床 变质矿床中的再活化作用过程和规模 变质成因及其它与流体有关的同变质矿化作

用 夕卡岩矿床 世界范围内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工业矿物矿床形成过程与地质特征 矿床的环境问题

择时而成的矿床及古环境变化 矿石定年与成矿作用时限 放射性定年法的贡献 地质动力学和矿床省 ∀

≈ 论文展讲 篇 ∀ …地质旅行 其中会前旅行路线有 条 南乌拉尔块状硫化物矿床和爱尔兰的锌 铅

银矿床 会后旅行路线有 条 英格兰康沃尔地区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 ! 苏格兰矿床 ! 伊比利亚西南部地

区主要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金 ! 银 ! 铜矿床 ∀中国学者主要参加了康沃尔路线 ∀

在大会期间 国际矿床地质学会和国际矿床成因协会分别召开了会员大会 ∀第 届国际矿床地质学会

学术会议将于 年在波兰举行 第 届国际矿床成因协会学术讨论会定于 年在南非召开 ∀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宋学信

                矿   床   地   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