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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是一种研究区域成矿规律的学术思想，亦是一种新的矿床分类———矿床的自然

分类。矿床的自然分类，是以成矿的时代、成矿的地质构造环境、地质成矿作用与所形成的矿床组合自然体这7个因

素作为划分原则的。以矿床成矿系列为基本单元，具有$级序次体系：第一序次为矿床成矿系列组合、矿床成矿系列

组和矿床成矿系列类型，第二序次为矿床成矿系列，第三序次为矿床成矿亚系列，第四序次为矿床式，第五序次为矿

床。矿床的自然分类着重强调矿床在四维时;空域中形成的完整的自然地质过程，恢复矿床在一定时;空域中存在的

客观自然面貌。矿床的自然分类是一个既科学又具有实用价值的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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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的成矿系列（简称成矿系列）概念，是一种

研究区域成矿规律的学术思想，亦是一种新的矿床

分类———矿床的自然分类。

分类学是人类认识、研究事物本质的基本方法，

并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对事物的分类。事

物的分类，是以共同具有的特征（共性）为其划分的

原则。分类的目的，是为人类社会的应用，亦为科学

的探索。

矿床与矿床组合自然体的形成受成矿时代、成

矿地质构造环境、成矿地质作用、成矿物质，这5个

基本因素所控制，缺一不可。而四维时4空域及其中

的成矿作用和由其所形成的矿床组合自然体，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互为关联的5大自然因素

———成矿的时代、成矿的地质构造环境、成矿地质作

用和所形成的矿床组合自然体，就是矿床自然分类

的依据，由此构成一个新的、区别于前人的矿床分类

方案。这亦正是成矿系列概念的核心部分。因此，

构成成矿系列的序次，就是矿床自然分类的序次。

6 矿床分类研究历史与现状概要回

顾

人们对矿床的分类有一个历史过程：

远古时期，是从应用的性能来分类的，从分矿种

开始。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要推中国先秦时期的重

要古籍《山海经·五藏山经》，此著对中国部分地区的

矿产进行了形态描述、类型划分和区域研究，保存了

中国矿产地质学形成雏形时期的大量史料，是研究

中国古代矿产分类和地理分布的历史依据，其中分

出了金、玉、石、土5类矿产。

自6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现的

新矿种愈来愈多，对矿床的分类也更加系统。《8"
9":",.$$+0.》（;!’+0#$.，6337）一书，将矿床按成因分

为原地的和冲积的两大类，并提出矿石是从沿一定

通道流动的溶液中沉淀形成的，且含矿溶液的通道

是晚于围岩的，这是矿床成因分类的肇始。中国的

《天工开物》（宋应星，67<=）一书中，从应用角度较详

细地列举了矿产的分类和产地，涉及金属、非金属和

能源等矿产种类，如按物理性状和用途将煤分为明

煤（相当于无烟煤）、碎煤（相当于烟煤）和末煤（相当

于褐煤和泥煤）<种；盐产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土

盐、崖盐、砂石盐7种；矾石分为皂矾（绿矾）、白矾

（明矾石）、黄矾、红矾、胆矾等。《冶金业或矿业基本

原理》（>#2#-#*#?，6=7<）中划分了岩石、盐类、可燃

矿产（煤和石油）和矿石（矿石又分为矿脉、水平矿

层、“窝子矿”和地表矿5类），该著作奠定了俄国成

矿理论的科学基础。此后，在地质学和矿床学的科

学探索方面，开始提出了较系统的矿床成因分类方

案。而“水成论”（@"’-"’，6=A=；6=B6）与“火成论”

（C/,,#-，6=AA；6=B3.；6=B3D；6ABB；>%"$$，6A<E；

6A<F；6A<<）之间的成因认识之争则延续了百余年。

6B世纪中叶至FE世纪初是现代矿床学的奠基

时期，矿床地质学已逐步发展成为自然科学的重要

分支，以矿床成因为基础的矿床分类研究逐渐成为

主流，世 界 知 名 矿 床 地 质 学 家 共 同 进 行 了 探 索。

>+-(!’"-（6BE=；6B<<；6B<=）较系统地提出了以成矿

的物理化学作用为基础的矿床成因分类（分为机械

富集和化学富集两大类，再根据成矿时的温压条件

划分 不 同 的 亚 类 ），并 逐 步 增 改，影 响 巨 大。

G0H-"+("’HIH-（6B56；6B3F；6B33；6B3A；6B76）把矿床

划分为岩浆、沉积和变质成因<大类，在此基础上再

划分出亚类。J+!!$+（6BFB）则提出了一套考虑更多

因素的分类体系，从成矿作用与侵入体深度关系的

角度提出岩浆成因矿床的自然分类法，但没有指出

矿床与具体岩浆侵入体的成因关系。

进入FE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化，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因素得到重视（K.,"2.-，

6B3E；9+(!"，6B3A；6B7A；G,.-,#-，6B=F），如9+(!"
（6B3A；6B7A）根据更多的地质环境因素（特别是成矿

或含 矿 流 体 的)C、!H、"（LF）等）提 出 了 修 改 的

>+-(!’"-矿床分类法，将矿床类型与矿床形成的温

度、压力和深度因素联系起来。此外，不少学者还提

出了成矿的地质建造的分类，如前苏联的阿布杜拉

耶夫（6B3=；6B75）提出矿床的成因序列，他把矿床与

反映地质构造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岩石建造联

系起来，划分出相应的各 种 成 因 序 列。斯 特 罗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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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含矿建造定义为“稳定的矿床自然组合，它

们在成因、矿物成分和形成年龄上相近（但不一定相

同），并在一定大地构造环境中形成，通常它们有成

因联系和共生关系，或者至少在空间上与某种地质

（沉积的、岩浆的和变质的）建造共生”，同时也划分

了%&种主要的含矿建造（矿石建造）类型。’()*+,-
（!"./）在论述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和矿床成因分类

时，使用了“矿床系列”的名称，并将矿床按系列0组0
类0亚类0矿床建造的序列进行了矿床的综合成因分

类。随着世界矿业的发展，从应用需要的不同性能

逐步分出了能源、金属、非金属、化工、建材、冶金、放

射性等矿种类型。前苏联及中国对一些重要矿种按

其矿物组成、结构构造、选冶、加工性能等划分了工

业类型，并广为应用，如沃里弗松等（!"#/）对金属矿

床基本的成因类型和工业类型的分类总结。

$1世纪#1年代以来，结合板块构造进行的矿床

分类不断涌现，强调矿床形成过程中的构造环境、岩

石组合与矿床类型的关系，如 2)345677等（!"#!）、

89345)+:,+（!"#&）、;9)7<6*3 等（!"#/）、’=>?)+:
（!""1）、@,<<（$11A）、B)*=C+,（$1!&；$1!A）等。

在中国，翁文灏（!"!"；!"$1）全面系统地总结了

全国当时所知的各种矿产，特别是内生矿床的成因

类型、时代与区域分布，并应用地热分带理论探讨了

中国南部金属矿床分带规律，提出岩浆岩成矿专属

性的见解。谢家荣等（!"$&；!"&A）对中国，特别是扬

子江下游地区的铁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提

出了系统的分类；谢家荣（!"A.）提出了中国铜矿床

的分类；谢家荣（!"/&）又提出了按矿质的不同来源

（如地幔、地壳、地表等）划分矿床类型的方案。程裕

淇等（!"A"；!"./；!".#）着重总结和探讨了中国重要

铁矿床的主要类型。26+D（!"/$）和孟宪民（!"/&）

探讨了矿床类型划分与找矿方向的问题。康永孚等

（!""!）总结了中国钨矿床类型和分布。汤中立等

（!"#.；!""/；$11/）总结了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类型

并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案。董申保（!"""）和沈其韩

（$11.）对变质矿床提出了各自的成因分类方案。对

中国特定矿种的矿床分类或对某些类型矿床的总结

也有大量文献，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年，由中国矿床编委会（!"#"；!""%=；!""%<）

编著的《中国矿床（上、中、下册）》陆续出版，并相继

于!""$!!""/年出版了A卷英文版。该套著作系

统总结和划分了中国$/种（类）矿产的矿床类型，采

用了灵活实用的综合性的分类方案，描述了各类型

之典型矿床的地质特征及其时空分布规律。王登红

等（$11A）将矿床的成因与成矿构造环境结合起来，

提出了“内生内成、内生外成、外生外成、外生内成”

的分类方案。这些都对中国矿床成因的理论认识和

分类研究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在矿产勘查和找

矿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果。很多学者都对矿床分类

的历史作了系统性总结和论述（袁见齐等，!"#A；郭

文魁，!""!；翟裕生等，$11!；$1!!；薛春纪等，$11/；

赵明等，$11"；聂凤军等，$1!!）。

$1世纪晚期兴起了矿床模式或矿床模型的研

究，它是对某类矿床或某种成矿作用基本特征的综

合与概括，如斑岩型矿床模型（E,>67763=7F，!".1）、

G2’矿床模型、玢岩铁矿成矿模式（长江中下游火

山岩区铁矿研究组，!"..；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

!".#）、’HIHJ矿床模型等。K,L等（!"#/）按成矿作

用或容矿岩石类型划分了"大类矿床，并建立了典

型矿 床 的 品 位0吨 位 模 型 或 描 述 模 型。陈 毓 川 等

（!""&=）、朱裕生（!""&）、裴荣富等（!""A）系统总结

了中国矿床成矿模式（模型），张炳熹等（!"#.）及朱

正书等（!""1）论述了成矿模式与成矿系列的关系。

近年，施俊法等（$1!1）总结了世界找矿模型，陈毓川

等（$1!1）总结提出了重要矿床预测类型的划分方

案，毛景文等（$1!$=；$1!$<）总结建立了中国$/组

矿产的!!!个矿床模型和国际上!&类重要矿床类

型的矿床模型，翟裕生（$1!%）则从系统论和历史观

相结合的角度总结提出了矿床成因的“源0运0储0变0
保”A阶段模型。

近年，矿床分类已进入更加丰富多彩的阶段，分

类的科学性越来越强，并出现了高度综合性的分类

方案。如I)77（$1!1）提出了矿床“棋盘式”分类方案，

即以成矿主岩和控矿构造为横坐标，以有用矿物和

元素组合为纵坐标，构成矿床分类网格，让不同类型

的矿床对号入座。B)*=C+,（$1!A）提出基于板块构造

边缘类型的“成矿系统（()+6*=7:M:36(:）”的分类，并

对形成于会聚板块边缘或与会聚边缘有关的矿床给

出了一个系统而简洁的分类。在中国则依据&1多

年 来对成矿系列研究的长期积累和最新成果，在强

%"1! 矿 床 地 质 $1!A年

 
 

 

 
 

 
 

 



表! 各种矿床分类原则的对比

"#$%&! ’()*+#,*(-.+/*&+/#(-0/--&+&)*.%#,,/-/.#*/(),
(-1/)&+#%0&2(,/*,

分类原则 应用 成矿作用
矿床形成的地

质构造环境
矿床组合

矿床形成

时代、时期

矿种分类 !
工业分类 !
成因分类 ! !
建造分类 ! ! ! !
自然分类 ! ! ! ! !

调成矿时代、成矿环境、成矿作用和形成的矿床组合

自然体!大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不同矿

床类型与矿床组合的自然属性及其形成的完整自然

地质过程，提出了更具客观色彩的矿床的自然分类

的新认识（陈毓川等，"##$；"##%）。

综上，按各自分类的原则差异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类（表&）：

（&）应用分类：包括矿种分类和工业分类，其矿

种分类更完善，矿种内进行工业分类；

（"）成因分类：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分类、成矿

作用分类、成矿物质来源分类；

（’）地质构造环境分类：建造成矿分类、构造演

化阶段成矿分类；

（!）矿床的自然分类———以矿床在自然界共同

形成的!因素（时代、空间即地质构造环境、地质成

矿作用和形成矿床组合自然体）进行自然分类。

" 矿床的自然分类

3(! 建立矿床自然分类的思考

自地球诞生至今!$亿年间，在地球演化过程

中，不断形成了被人类社会利用的各种矿床，构成了

矿床世界，但保存至今的矿床仅是一部分。为更好

的认识与利用矿床，前人已对其进行了分类，这些在

前节已有论述。矿床自然分类是在前人矿床分类的

基础上，把自然界形成矿床时的主要因素作为分类

原则，具有同样因素的矿床归为一类。在自然界中

形成矿床的主要有!个因素：时间、空间、成矿作用

及形成的矿床组。这样就把地球上的矿床世界归类

出为数众多的基本单元，每个基本单元就是一个独

立的矿床成矿系列，成为矿床世界“有机体”的“细

胞”。然后，把这些基本单元按成矿作用、大地构造

旋回、类似的地质构造环境与相似的成矿作用分别

归类；再对基本单元进行必要的分解，建立矿床自然

分类的序次，形成较完整的矿床自然分类体系。这

样的分类不仅可以很好地探索和总结本基本单元内

的矿床组合形成的时空分布、演化及形成的成矿规

律，进一步开拓、提高矿床科学理论，又可应用这些

规律有效地指导区域找矿。因此，这是一个既科学、

又实用的崭新的矿床分类。

3(3 矿床自然分类的基本因素

矿床自然分类的!个基本因素：时间因素、空间

因素、成矿作用因素和所形成的矿床因素，分别对应

成矿系列概念中的“特定的时间域”、“特定的空间

域”、“特定的地质成矿作用”和“形成的有成因联系

的矿床组合自然体”。

（&）时间因素 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地质

构造环境的时间段，相当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构造旋回

或构造旋回中与成矿有关的时间段。时间不间断地

推进，期间地球各层圈有规律地不断演化，每一个构

造旋回及相应的成矿作用都经历一定的时段，各时段

都不同程度的含有地球各层圈演化不同阶段的特性。

时间段内可包含一个构造旋回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对

应相应的成矿作用，可对应自然分类中不同的矿床成

矿系列、矿床成矿亚系列或矿床式（类型）。

（"）空间因素 是在一定时间段内大地构造运

动（旋回）所涉及的三维区域范围，亦就是在这个范

围内存在的成矿地质构造环境，这个环境亦经历了

构造旋回活动过程中的演化。一个大地构造旋回的

运动涉及的范围很广，此范围内各区域先后经受不

同阶段、不同性质的构造运动，因此可构成不同级

别、不同性质的构造带（区），其中三级构造单元以其

相对独立的地质构造环境及所包含的空间规模较适

宜于作为划分矿床自然类型基本单元———矿床成矿

系列的空间范围（表生成矿作用宜以表生自然环境

进行区域范围的划分）。形成的三级构造单元中亦

可形成次一级的地质构造环境，有时在此环境中有

特定成矿阶段的成矿作用成矿，构成矿床成矿亚系

列或矿床式。

（’）成矿作用因素 是指在上述时间、空间域

中所发生的地质成矿作用。成矿作用是区域地质构

造活动中不可分隔，并有规律的组成部分，是在地质

作用中可引起成矿的地质作用，如带有成矿物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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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构造环境及同类地质成矿作用的地区寻找同类矿

床成矿系列提供了重要指导，可通过类比寻找类似

的矿床组合，这为新区域确定找矿目标提供有科学

依据的指导，为老区找矿提供可能遗漏矿种的找矿

目标；

（$）矿床成矿系列组的建立，提出了从一个大

地构造旋回内，在不同的地质构造环境中可能形成

的矿床成矿系列，这为大区域找矿部署提供了思路。

$.多年来，中国不少地质单位在运用矿床的成

矿系列概念进行找矿的实践中，都取得了不同程度

的找矿效果，并归纳出矿床成矿系列缺位找矿的思

路和方法（陈毓川等，!---；"..(；"..)；".!.；毕伏

科等，"..(；王登红等，".!!；唐菊兴等，".!%）。

本文提出的矿床的自然分类是否科学，是否有

实用价值，作者真诚地与各位同仁探讨。矿床成矿

系列的研究与应用需要不断深化，希望有更多同仁

参与，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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