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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 is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 is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namely，preparation ( before 1970 ) ，incubation ( 1971 ～ 1990 ) ，birth
( 1991 ～ 2000) ，growth ( 2001 ～ 2010) and maturation ( 2011 and thereafter) . The hardcore of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 is
considered to include four tectonic models for Collisional orogeny，Metallogeny and Fluid flow ( abbreviated to CMF) at differing scales
( global tectonics，orogen，terrane and deposit) . It also contains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four classes of hydrothermal mineral systems
formed in continental collision regime as well as their comparative illustrations with the mineral systems formed in other tectonic
settings. The paper also introduces several successful ore-exploration examples guided by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 The
fact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show that Chinese geologists hav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by utilizing the unique conditions of abundant continental collision orogens in China.
Key words Continental collision metallogeny; Tectonic model for Collisional orogeny，Metallogeny and Fluid flow ( CMF model) ;
Hydrothermal mineral system; Epizonogenism; Ore exploration

摘 要 本文阐明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重要性，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发展史划分为 1970 年以前的预备期，1971 ～ 1990
年的孕育期，1991 ～ 2000 年的诞生期，2001 ～ 2010 年的成长期和 2011 年以后的成熟期; 指出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4 个不同尺度( 全球构造、造山带、地体、矿床) 的碰撞造山流体成矿模式( CMF 模式) 和 4 种类型成矿系统的特征及其与其它

环境同类成矿系统的对比; 介绍了运用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指导找矿预测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中国学者发挥中国碰撞造山

带丰富的自然优势，为发展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 碰撞造山流体成矿模式; 热液矿床; 浅成作用; 找矿勘查

中图法分类号 P611

我国大陆碰撞造山带丰富、典型、宏伟和复杂，大陆碰撞

成矿理论是我国地质矿产勘查的重大需求。大陆碰撞是四

种类型的板块边界之一，包括了板块演化 Wilson 旋回六个阶

段中的最后两个，但《板块构造》、《矿床学》和《区域成矿学》
等教材长期缺乏对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的阐述，是学科发展之

不足( Chen et al. ，2000) 。因此，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是学科

发展的必需。
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研究始于 1971 年，至今已 40 多年，

经历了由“碰撞不成矿”( Guild，1971) 到“碰撞成矿”的艰难

过程，形成了日趋成熟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笔者幸运地在

1984 年就注意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的重要性，从此开始了至今

已达 30 年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研究( 后述) ，所提出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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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成岩成矿与流体作用模式被称为“陈氏 CMF 模式”编入

国内外矿床教材( Pirajno，2009; 翟裕生等，2011) 。这使笔

者有义务介绍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成绩。
笔者于 1992 年在《豫西金矿成矿规律》( 第 187 页) 中写

到:“可以预言，正如 60 年代对大陆边缘的地质研究高潮和

突破导致 70 年代环太平洋地区找矿热潮和斑岩矿床成矿模

式的诞生一样，80 年代对碰撞造山带的地质研究的热潮和突

破势必导致 90 年代对碰撞造山带地区成岩成矿研究的热潮

和突破。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我国拥有最典型和最多的碰

撞型造山带，是研究碰撞造山过程成岩成矿作用的最佳场

所，为我国学者在板块构造研究领域取得领先于国际水平的

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此，作者近年研究了这一问题，

尝试性地建立了碰撞造山带成岩成矿模式( 陈衍景等，1990，

1991) ，用于说明碰撞造山带地区的热液矿床和大陆内部远

离 B 型俯冲带的斑岩矿床的成因”。现在看来，关于大陆碰

撞成矿研究的进展和历史业已证明了 20 年前对学科发展把

握的准确性，鼓励笔者回顾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发展历史，

再次展望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和问题。
本文重点介绍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发展历史、核心内容

和找矿应用实例。

图 1 板块构造和成矿系统示意图( 据 Pirajno，2009 略有修改)

Fig． 1 Sketch showing plate tectonics and mineral systems ( slightly modified after Pirajno，2009)

1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重要性

1. 1 多学科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

众所周知，板块构造理论是现代固体地球科学的最基本

理论，她科学地阐明了岩石圈结构和岩石圈块体运动、变形

的规律( 李春昱等，1986) ，其核心内容包括: ( 1) 确立了岩石

圈板块划分的 4 类边界( 洋中脊、海沟、碰撞缝合带和转换断

层) 及板块边缘地质作用特征和差异，特别是截然不同的运

动学方式或应力特点( 拉张离散、剪切俯冲、挤压碰撞和转换

走滑) ，划分了若干板块; ( 2 ) 通过剖析洋盆的发展演化历

史，建立了岩石圈板块及其边界发展演化的 6 阶段 Wilson 旋

回，即东非期( 大陆裂谷) 、红海期( 大洋裂谷) 、大西洋( 洋中

脊快速扩张) 、太平洋期( 洋中隆慢速扩张) 、地中海期( 残留

海，大洋俯冲向大陆碰撞转换，且二者同时存在) 、喜马拉雅-

阿尔卑斯( 大陆碰撞) ，准确而全面地刻画了现今全球构造格

局和构造作用特点; ( 3) 明确了软流圈对流( 含地幔柱活动)

是岩石圈板块运动的主要机制，阐明了岩石圈板块运动的规

律和派生现象，特别是地质历史中的超大陆旋回以及相关重

大地质、环境、气候和生命演化事件。

板块构造理论的成功之处还表现于: ( 1) 促进了地球科

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融现代观测技术、高温

高压实验和地质理论模拟于一体，使地球科学成为现代自然

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支撑了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

的快速发展，并在地学分支学科发展中得到检验和完善。例

如，板块构造理论与地震学、火山学、岩石学等学科结合，成

功解释了全球 3 大地震带的空间分布和震源机制，环太平洋

火山带成因，推动了大陆内部蛇绿岩套、安山岩套、双变质

带、超高压榴辉岩带、蓝片岩带等的发现。在矿床学领域，近

40 年提出的重要成矿模式，如斑岩铜矿成矿构造模式、铜镍

硫化物矿床构造成矿模式、绿岩带成矿模式、海底喷流成矿

模式、造山型金矿的增生成矿模式，都是运用板块构造理论

而获得的结果( 图 1; 陈衍景等，2008; Pirajno，2009; 及其引

文) 。然而，这些成矿模式都是针对离散和俯冲板块边界成

矿作用而建立的，缺乏对大陆碰撞体制成矿作用的阐释。

在板块构造理论框架中，大陆碰撞是划分岩石圈板块的

4 种边界之一，是 Wilson 旋回 6 个阶段的最后 2 个，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缺乏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或相关成矿模式，制约

着板块构造理论、矿床学、区域成矿学、矿床地球化学等诸多

分支学科的发展和完善，自然是构造地质学家和矿床学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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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 2 找矿勘查急需的科学理论支撑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急增，而探明资源

保有量日趋减少，剪刀差日益加大，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瓶颈。同时，地表矿床越来越少，找矿目标转向隐伏或深

部矿床，找矿难度加大，对于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的依赖程

度增高。大量实例表明，以成矿模式为基础的多元信息综合

分析和勘查是高效率找矿的最佳途径，而成矿模式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则是关键。因此，科学而实用的成矿模式始终是矿

床学及相 关 学 科 研 究 的 核 心 内 容，也 是 难 度 最 大 的 科 学

问题。

图 2 中国及亚洲构造示意图( 据 Sengor and Natal’in，

1996)

Fig． 2 Sketch showing the tectonics of China and Asia
( after Sengor and Natal’in，1996)

大陆碰撞造山作用是大陆形成的最主要方式，全球各大

陆广泛发育了不同时期的碰撞造山带。事实上，世界古老克

拉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大陆增生-碰撞造山作用而形成

的太古宙或元古宙的碰撞造山带( 陈衍景和富士谷，1992) 。
在前寒武纪，至少存在 Kenorland、Columbia 和 Rodinia 等 3 次

超大陆会聚事件，发生了 3 次全球性的大陆碰撞造山作用，

伴随了强烈的成矿作用( Groves et al. ，1998; Kerrich et al. ，

2000; Goldfarb et al. ，2001; Pirajno，2009; Li et al. ，2011;

Deng et al. ，2013a，b ) ，尤 其 以 造 山 型 金 矿 床 为 代 表

( Goldfarb et al. ，2001) . 在显生宙，伴随 Gondwana 和 Pangea
超大陆会聚，同样发生了十分强烈的大陆碰撞造山-成矿作

用，形成于多条碰撞造山带和成矿带，而且地质和矿床记录

更为丰富、完整，发育了多种类型的成矿系统，尤其以我国最

具代表性。
值得强调，滨太平洋、古特提斯和古亚洲洋造山带是世

界三大全球性大陆造山带( 马福臣等，1992; 图 2) ，均在我国

发育，使我国成为显生宙大陆造山带最为发育的地区。其

中，中亚造山带( 古亚洲洋带) 和古特提斯造山带是世界最大

的两条碰撞型造山带，呈东西向横穿中国大陆地区，使我国

大陆碰撞造山带最为宏伟和宽广，分别以帕米尔-喜马拉雅

山脉和阿勒泰-天山地区为代表。华北克拉通、塔里木地块、
阿拉善地块、柴达木地块、扬子地块等前寒武纪陆块被大陆

碰撞造山带分隔包围，它们在显生宙碰撞造山过程中强烈活

化，稳定性被破坏，似呈造山带内地体构造的特征。因此，在

世界范围内，我国陆区的大陆碰撞造山作用最典型、最丰富、
最强烈、最复杂。更重要的是，我国碰撞造山带内蕴藏丰富

的金、银、铜、铅、锌、钨、钼、汞、锑等多种金属的热液矿床，与

造山带耦合的盆地中蕴涵着我国主要的油气资源。
无疑，要正确认识和掌握上述碰撞造山带的成矿、成藏

规律，有效地实施找矿勘查工作，就需要大陆碰撞成矿理论

作为科学支撑。

2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陈衍景等( 1999 ) 、Chen et al. ( 2000 ) 曾详细总结了 20
世纪大陆碰撞成矿研究的进展、问题和发展态势，特别罗列

了国内外学者在 1971 ～ 1999 年期间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或进展，并藉此对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 1970 年以前的“预备阶段”，1971 ～ 1990 年期间的“初级

阶段”，1990 年之后的高级阶段。其中，预备与初级阶段的

划分标志是 1970 年板块构造理论的正式提出，初级与高级

阶段的划分标志是 1990 年首次提出“碰撞造山成岩成矿与

流体作用模式”( 陈衍景等，1990) 。
2010 年，“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及找矿应用”作为国家 973

项目“华北大陆边缘造山过程与成矿”的重要成果，被选为国

家“十一五”973 计划项目的重大成果而巡展。这标志着大

陆碰撞成矿理论已趋成熟，也使作者有理由再次回顾大陆碰

撞成矿理论的发展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将大陆

碰撞成矿理论的发生、发展划分为 5 个时期，即 1970 年之前

的预备期，1971 ～ 1990 年的孕育期，1991 ～ 2000 年的诞生

期，2001 ～ 2010 年的成长期，2011 年以后的成熟期。以下简

述各时期的研究工作特点和取得的重大进展。

2. 1 预备期( 1970 年以前)

在板块理论提出之前，有关成矿作用的研究工作是以槽

台理论为指导的，该期研究工作的特点是描述，不可能将成

矿作用与碰撞造山作用相联系。但是，科学家们已经较好地

描述了大陆造山带内的成矿特点、矿床类型等，积累了较多

的资料和经验。例如，我国地学前辈们基于秦岭、华南、燕

山、三江等地的研究，提出了多旋回成矿和燕山期成矿等认

识( 如黄汲清，1979 及其引文) ; 基于华北、西伯利亚等地台

区的构造-成矿研究，提出了地台活化和活化区成矿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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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陈国达，1960) 。其实，他们已经认识到大陆碰撞造山

事件与大规模成矿事件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只是局限于当

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没有使用“大陆碰撞”这样的概念而已。
无论如何，前辈们关于大陆碰撞造山带地质和矿床的研究和

思想，启迪了我们对大陆碰撞体制成矿作用的专门研究。关

于这一点，至少对本文作者而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详见陈

衍景，2002) 。因此，为纪念前辈们的贡献，本文仍将 1970 年

之前的研究作为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研究的预备期。

2. 2 孕育期( 1971 ～ 1990 年)

板块构造理论成功地阐释了大洋板块和洋-陆结合带的

地质和成矿作用，激励科学家们竞相将其运用到大陆内部和

前寒武纪地质与成矿研究中，即“登陆”和“复古”。这种尝

试和探索，无疑孕育着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诞生。
20 世纪 70 年代，Guild ( 1971，1972) 首先指出:“在大陆

与大陆碰撞的情况下，两个板块由于具有浮力，都不能下倾

很远，同时力被剧烈的压碎作用所分散，这种碰撞不产生火

成岩，并且明显地缺乏热液矿床”; 认为特提斯造山带的一些

始新世以后的矿床形成与洋壳消减带的钙碱性岩浆作用有

关。Bromley ( 1975) 也将西欧的锡矿床解释为洋壳消减的结

果。但是，Mitchell ( 1974) 和 Mitchell and Garson ( 1976) 发现

洋壳俯冲成矿模式无法解释这些锡矿床的成因，认为英格兰

西南部花岗岩类和 Sn、Cu、U 矿床是碰撞造山体制的产物; 科

瓦列夫( 1980) 提出碰撞造山带可能是金、锡、铀、重晶石、油
气等多种矿床的形成场所。

20 世纪 80 年代，Mitchell and Garson( 1981 ) 提出喜玛拉

雅、东南亚、英格兰西南部、葡萄牙、纳米比亚、法国中央地块

西部等地的锡或铀等矿床与大陆碰撞作用有关。该观点得

到 Sawkins ( 1984) 的赞同，后者进一步认为钨锡矿床和铀矿

床往往与碰撞过程形成的 S 型花岗岩有关，且多为二云母花

岗岩。涂光炽和丁抗( 1986) 认为豫陕交界处的汞锑矿床是

秦岭-中亚细亚全球性汞锑成矿带的一部分，形成于燕山期，

而华北与华南板块在三叠纪对接。胡受奚等( 1988 ) 提出东

秦岭地区 A 型俯冲作用导致大量燕山期花岗岩类和斑岩矿

床的形成。Kerrich and Wyman( 1990) 提出 Abitibi 和 Yilgarn
金矿省以及南澳大利亚 Ballarat 地区和意大利 Monte Rosa
Lodes 地区的金矿床形成于洋盆闭合或陆壳增生过程。此

间，陈衍景( 1984) 提出中国大陆东南边缘早侏罗世的地体拼

贴碰撞导致福建大田县大合变质带中局部出现中级变质-混
合岩化-花岗岩化三位一体现象以及铜-硫铁矿的矿化富集作

用( 前锋硫铁矿) ; 陈衍景( 1986 ) 将板块敛合边界的远距离

效应划分为俯冲型、地体拼贴型和大陆碰撞型，认为大陆碰

撞作用可以导致较大范围的 A 型俯冲、花岗岩浆作用、区域

变质作用和成矿作用。陈衍景等( 1990 ) 通过分析大陆碰撞

体制单个 A 型俯冲板片的物质变化，认为仰冲板片可依次将

出现脉状热液矿床带、花岗岩基及矿化带和斑岩-爆破角砾

岩及成矿带，首次建立了“碰撞造山成岩成矿模式”( 又称 A

型俯冲成岩成矿与流体作用模式) ，并以豫西地区金矿研究

资料证明了模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解释和预测了河南省金

矿的形成与分布规律。该模式发表后立即被《黄金科技信

息》( 1990) 转载。
自 Guild ( 1971) 否定碰撞成矿的可能性开始，到陈衍景

等( 1990) 从动力学机制上分析论证大陆碰撞成矿的可能性

和客观性，历时 20 年，实现了由“碰撞不成矿”到“碰撞能成

矿”的转变。此间，关于大陆碰撞成矿研究的总体特点是:

( 1) 套用 Sillitoe ( 1972) 的洋壳俯冲成岩成矿模式解释大陆

碰撞 造 山 带 的 洋 盆 闭 合 以 后 的 成 矿 事 件 ( 如 Bromley，

1975) ，该模式也被用于解释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洋盆消失

之后的成矿作用( 吉黑、胶东、华南、三江、青藏高原、秦岭、祁
连、阿尔金、昆仑、天山、阿勒泰、大兴安岭等) ，特别是斑岩矿

床，所得认识虽有部分学者至今仍然坚持，但多被质疑或推

翻。( 2) 一组学者主张大陆碰撞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铀、锡、
钨、金 等 矿 床 ( Mitchell and Garson，1981; Sawkins，1984;

Kerrich and Wyman，1990 ) 或大量多种金属矿床 ( 陈衍景，

1986; 陈衍景等，1990; 胡受奚等，1988) ，而另一组学者则

认为碰撞不可能成矿( Guild，1971，1972; Bromley，1975 ) ，

表现为“碰撞能成矿”与“碰撞不成矿”之间的争论，未能实

施碰撞成矿的动力学机制和碰撞体制的矿床地质特征研究。
( 3) 与 70 年代相比，80 年代“碰撞不成矿”观点减弱，主张

“碰撞能成矿”的学者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大陆碰撞造山带

的构造几何学和动力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提出了陆内俯冲、
薄皮构造等概念( Hsu，1979) ，1982 年彭罗斯会议重新肯定

了 A 型俯冲的重要性，S-I-M-A 或改造型-同熔型-幔源型-A
型花岗岩分类体系及其与成矿关系的认识趋于成熟( 胡受奚

等，1988) 。

2. 3 诞生期( 1991 ～ 2000 年)

在《豫西金矿成矿规律》中，陈衍景和富士谷( 1992 ) 初

步提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框架，包括: ( 1) 确定大陆碰撞

造山带岩石圈 /地壳加厚-隆升的主要机制是不同规模、不同

层次、不同样式的板片堆叠，或称广义 A 型俯冲或陆内俯冲，

完整的大陆碰撞造山过程包括了早期岩石圈 /地壳挤压-缩
短-加厚，中期减压-伸展-热隆升，晚期伸展-减薄-垮塌; ( 2 )

更详细地阐述了矿田尺度的大陆碰撞成矿模式的动力学机

制，提出了矿床尺度和成矿省尺度的大陆碰撞成矿模式的雏

形; ( 3) 揭示了大陆碰撞成矿作用三阶段演化的特点和挤压

向伸展转变期大规模成矿的规律，以及成矿物质和流体侧向

源的特点; ( 4) 论证了大陆碰撞过程主要发育断控、浆控和层

控等三类热液成矿系统，初步厘定了三类矿床的极性空间分

布规律、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找矿标志。继后，引入大陆碰

撞造山过程的 P-T-t 轨迹，加以完善三阶段成矿规律( 陈衍

景，1996; Chen，1998) ，分析了影响大陆碰撞造山带成矿分

带规律的地质因素和成矿模式变异的方式( 陈衍景，1998) ，

讨论了运用大陆碰撞成矿模式开展地质勘查的方法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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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陈衍景和杨泽军，1998) 。
在此期间，翟裕生等( 1992) 提出“长江中下游夹持在华

北地块与扬子地块之间的狭窄地带，两大地块中生代以来的

强烈碰撞控制了接合带附近的成岩成矿作用”; 周涛发和岳

书仓( 1998) 进一步指出该区成矿发生于挤压向伸展转变期。

王德滋等( 1998) 提出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和有关矿床“是

两大动力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其一为库拉-古太平洋板块

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俯冲作用，其二为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的

碰撞、拼贴及其后续的伸展、引张作用”。秦岭、胶东以及华

北克拉通周缘的金矿床被解释为大陆碰撞的结果( Chen et
al. ，1998; Sui et al. ，2000; 胡受奚等，1997; 鲁安怀等，

1998) 。张进江等( 1998) 通过对小秦岭-熊耳山金矿田构造

解析，提出同造山挤压期发育增厚型剪切带，常为含矿构造;

后造山伸展期发育减薄型剪切带，常为破矿构造。新疆北部

等中亚造山带地区碰撞成矿的重要性已被大批学者共识

( Chen，1997; Chen HY et al. ，2000; 陈 衍 景 和 张 程 宁，

1991; 陈衍景等，1995; 谢才富等，1998; 李华芹等，1998 ) 。

青藏三江地区的玉龙成矿带被解释为大陆碰撞造山作用的

产物( 陈衍景等，1997) 。在矿种方面，中国绿岩带型金矿床

( Chen et al. ，1998) 、中国矽卡岩型金矿床( Chen，1996; 陈

衍景等，1997) 、中国卡林型金矿床( Zhang et al. ，2000) 等均

被认为主要形成于陆陆碰撞环境。

国外学者在大陆碰撞成矿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绩。
Koons ( 1991) 提出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地区的金矿床形成于

碰撞造山后期的隆升过程中。Ricard ( 1992 ) 提出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 Porgera 金矿与弧陆碰撞体制的碱性岩浆活动有

关。Kerrich and Feng ( 1992) 认为碰撞边界的石英脉型金矿

床形成于地体或大陆碰撞过程中，成矿流体具有多源性。
Seltmann et al. ( 1994) 主编了题为 Metallogenesis of Collisional
Orogens 的论文集，系统讨论了德国-波兰-捷克等地海西期碰

撞造山体制的多种类型的成矿作用。Shatov et al. ( 1996) 则

论证了哈萨克斯坦等地的钨锡钼矿床主要形成于大陆碰撞

过程。Groves et al. ( 1998) 在主张造山型金矿主要形成于洋

壳俯冲诱发增生型造山过程的同时，注意到内会聚造山作用

( 大陆碰 撞) 也 可 形 成 一 些 规 模 较 小 的 造 山 型 金 矿 床。
Kerrich et al. ( 2000) 也认为大陆碰撞只能形成小规模的造

山型矿床，但认为中国和伊朗的类卡林型金矿床主要形成于

大陆碰撞环境。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展有: ( 1) 国外大陆碰撞造

山带均报道了碰撞环境的成矿现象，尤其以海西造山带为代

表; ( 2) 在国内，除冈底斯成矿带的重要性尚未被证实之外，

其余重要成矿带的大量矿床被解释为大陆碰撞体制的产物，

只是一些地区被解释为“后碰撞”或“碰撞后”而已; ( 3) 在各

类热液矿床中，除 VMS 和 SEDEX 明显属于碰撞前的同生矿

床之外，均有被确定为形成于大陆碰撞体制的实例报道; ( 4)

较系统地创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框架; ( 5) 大陆碰撞成矿

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被勘查实践所验证，预测区发现了一

批大型、超大型矿床，如河南熊耳山南坡、夏馆银金铅矿田和

东沟超大型钼矿床( 后述) ; ( 6) 作者不完全统计，此间我国

学者发表与大陆碰撞成矿有关的论著逾 100 篇，是 1971 ～
1990 年期间国内外学者发表同类论文总数的 10 倍。显然，

在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诞生过程中，我国学者扮演了最重要

的角色。由于我国学者在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研究中的重要

成绩和我国陆区大陆碰撞成矿的重要性，国家攀登计划项目

“地质流体及其成矿效应”( 刘丛强为首席科学家) 专设“碰

撞造山体制的流体作用及其成矿效应”课题( 陈衍景和郑永

飞担任课题负责人) ，展开深入研究。此外，2000 年《中国科

学( D 辑) 》出版了题为“大陆碰撞与成矿”的论文增刊。

2. 4 成长期( 2001 ～ 2010 年)

20 世纪末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诞生及其所带动的找矿

勘查突破，全球各大陆碰撞造山带碰撞造山体制成矿作用的

客观性被揭示，激励更多学者关注并加入到大陆碰撞成矿作

用研究的行列。进入 21 世纪，大陆碰撞成矿理论迅速成熟，

大碰撞带找矿突破引人瞩目，大陆碰撞成矿研究倍受重视并

成为国际矿床研究的重大前沿。该时期的重要进展或研究

特点是:

( 1) 进一步完善了成矿省尺度、矿田尺度和矿床尺度的

大陆碰撞成矿与流体作用模式，即 CMF 模式( 陈衍景，2002，

2006; 陈 衍 景 等，2003，2007，2008，2009; Chen et al. ，

2004，2005，2007，2008，2009，2012) ，修正了国外学者提出

的全球构造成矿模式( 陈衍景等，2007) ;

( 2) 我国学者提出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被称为“陈氏

CMF 模 式”编 入 国 外 教 材 ( Pirajno，2009 ) 、科 研 著 作

( Pirajno，2012) 和国内矿床教材( 翟裕生等，2011 ) ，被用于

分析澳大利亚( 如 Kreuzer et al. ，2007) 、伊朗( Aliyari et al. ，

2009) 等国外碰撞造山带的成矿规律，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

加强，全球化趋势明显;

( 3)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与成矿省尺度 CMF 模式大同小

异的成矿模式( 如 Robb，2005; 侯增谦，2010) ，并强调了类

似的要点，例如，水平运动是大陆碰撞造山带的主导性造山

机制，成矿过程的三阶段演化，构造应力体制转变时大规模

成矿，造山型、岩浆热液型和浅成热液型( 含 MVT 铅锌矿、卡
林型金矿、浅成低温热液型金银矿床) 是优势成矿系统;

( 4) 大陆碰撞体制主要成矿系统的特征及其与其它构造

环境同类矿床的差异被揭示出来( 陈衍景等，2004，2007，

2008; 陈衍景和李诺，2009; Chen HY et al. ，2001; Zhang et
al. ，2006，2011; Chen and Wang，2011; Li et al. ，2012b;

Yang et al. ，2012，2013) ，如大陆碰撞造山体制的斑岩矿床

具有更强的钾长石化、萤石化、碳酸盐化等;

( 5) 一批矿床被排他性地证明形成于大陆碰撞造山体

制，如小秦岭金矿田( 祁进平等，2006) ，熊耳山区的铁炉坪银

矿( 陈衍景等，2003) 、上宫金矿( Chen et al. ，2008) 等，甘肃

阳山金 矿 ( 张 莉 等，2009 ) ，新 疆 望 峰 金 矿 ( Zhang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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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a) 。
( 6) 高温高压实验开始用于模拟完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

( Xiong et al. ，2005; Xiong，2006) ;

( 7) 以大陆碰撞成矿理论为指导，在青藏高原发现了世

界级的冈底斯铜多金属成矿带( 郑有业等，2002; 芮宗瑶等，

2003; 侯增谦，2010) ，引起世界关注。
特别强调，该时期国家 973 项目“印度-亚洲大陆主碰撞

带成矿作用”( 侯增谦、王二七任首席科学家) 的实施，扩大

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国内外影响。

2. 5 成熟期( 2011 年及以后)

Chen et al. ( 2000) 在“未来研究”中提出的近期研究热

点和可望突破的问题是: 碰撞造山带的精细几何结构和挤压

造山隆起和伸展隆起机制; 韧性剪切的发育与造山作用的关

系和对矿床、岩石发育的控制; 碰撞造山过程的岩浆活动和

演化及其与地球动力学背景演化的关系; 岩浆发生的机理和

与流体作用的关系; 碰撞造山过程的流体作用、演化及其动

力学机制，流体作用对岩浆作用、成矿作用、变质作用、构造

变形的贡献; 成矿流体的产生、运移、演化和对矿床定位的控

制，成矿物质的活化、迁移、沉淀的条件及其与矿体定位空间

的关系，矿体定位空间的特征与矿床类型的关系，矿床类型

与成矿系列的关系; 碰撞造山带岩石圈内不同层次的物质和

能量交换，岩石圈下部物质和能量的上迁，以及它们对浅层

构造背景和演化的控制，对浅层岩浆活动、流体作用和成矿

作用的控制; 碰撞造山带地球物理探测和解释，区域地球化

学填图和异常发现与解释; 流体作用对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

资料的叠加和改造作用; 碰撞造山带与山前盆地和山间盆地

的构造耦合和物质交换。
上述问题在 2000 年以来的研究中被同行们高度重视，

并取得了重要认识或突破，但仍有必要继续加强研究。考虑

到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已趋成熟，作者认为如下问题尚值得未

来研究关注，并可望在近期研究中获得重要突破:

( 1) 大陆碰撞体制的优势和劣势矿种是哪些? 它们分属

何种成因类型?

( 2) 同类成矿系统，大陆碰撞体制的与其他构造背景的

相似和差异?

( 3) 高温高压实验模拟、数值模拟等是现代固体地球科

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支撑，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验证性实验模

拟和数值模拟工作亟待加强。
( 4) 现有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植根于秦岭等国内的典型大

陆碰撞造山带，那么，境外大陆碰撞带是否符合大陆碰撞成

矿理论?

( 5) 同样属于碰撞造山带，但不同大陆碰撞造山带之间

存在显著的成矿差异，甚至同一造山带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

成矿差异，那么，造成这种成矿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有哪些

规律性? 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为确定大陆碰撞造山带某一区

域的找矿潜力和主攻类型，提供关键依据。

( 6) 一个区域的地质演化史中，往往经历多次大陆碰撞

甚至多次超大陆旋回，是否每次碰撞都伴随强烈的成矿作

用? 保存程度如何?

3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核心内容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创建过程漫长，内容丰富。其核心

内容是一套不同尺度的成矿动力学模式和物理、化学基本原

理，三类四种成矿系统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形成规律及其

与岛弧等其它构造环境同类矿床之间应有的差异性和相似

性; 护幔内容为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

物理学等方面的证据，或与多学科核心内容的有机链接; 外

延或辅证表现在产学研方面的应用。下面简要介绍核心

内容。

3. 1 不同尺度的大陆碰撞成矿模式

大量研究资料显示( 如 Chen et al. ，2007) : ①我国大陆

碰撞造山带大量发育花岗岩，蕴涵重要矿集区，如秦岭、三

江、天山-阿勒泰等是多种金属矿床聚集地; ②大陆碰撞带的

大规模花岗岩浆侵入和成矿事件伴随或尾随于大陆碰撞作

用，滞后于最晚洋盆闭合事件约 50Ma，例如，秦岭地区的古

洋盆于三叠纪彻底闭合，大规模花岗岩和成矿事件发生在晚

三叠世-早白垩世，而晚白垩世至今的“碰撞后”时期并不成

矿;③地球物理探测和构造地质研究证实世界各大陆碰撞带

均以板片堆叠( 或广义的 A 型俯冲或陆内俯冲) 为突出特征

和地壳加厚-造山隆升机制，如大别造山带存在大陆深俯冲

现象。因 此，我 们 创 建 了 一 系 列 不 同 尺 度 的 CMF 模 式

( Continental collision orogeny，metallogeny and fluid flow ) 。

3. 1. 1 造山带或成矿省尺度 CMF 模式

该模式雏形见于陈衍景和富士谷 ( 1992 ) 以及陈衍景

( 1998) ，经历多次修改( 陈衍景等，2008; Chen et al. ，2005，

2012; Pirajno，2009) ，现已趋完善。其要点为( 图 3) :①大规

模成矿作用发生在挤压加厚造山带地壳 /岩石圈的伸展减

薄、根部拆沉垮塌过程中，多类矿床同时或陆续形成; ②伴随

的花岗岩类( 含埃达克岩) 由壳源，经壳幔同熔，向幔源和 A

型演化;③区域性大断裂由缓倾斜的逆冲断裂经走滑剪切演

变为陡倾斜的正断层，应力场由挤压经伸展向可能的拉张演

化;④碰撞体制的岩浆、变质、流体、成矿作用集中在挤压造

山作用强烈的 MBT( 主边界逆冲断层) 与 RBT( 反向边界逆

冲断层) 之间的造山带内部。该模型是评估造山带成矿潜力

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单元是地体尺度 CMF 模式( 图 4) 。

3. 1. 2 地体或矿田尺度 CMF 模式

该模式( 图 4) 的要点或新认识是:①随 A 型俯冲板片的

下插，下插板片因温度压力升高而依次发生浅成( 改造) 、变
质和熔融作用，使板片内物质依晶格能由低到高的顺序活化

迁移，派生成矿流体和长英质熔体，导致仰冲板片依序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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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矿省 /造山带尺度的 CMF 模式( 据陈衍景等，2008; Chen et al. ，2005，2012; Pirajno，2009; 略有修改)

Fig． 3 CMF model at orogen or metallogenic province scale ( modified after Chen et al. ，2005，2008，2012; Pirajno，2009)

脉状热液矿床带( D 带) 、浅源深成花岗岩带( G 带) 和深源浅

成中酸性岩体及矿化带( P 带) ;②伴随碰撞造山作用的 3 阶

段构造-热演化( P-T-t 轨迹) ，成岩、成矿和流体作用呈现 3
阶段演化特点;③中阶段挤压-伸展转变体制的减压-增温条

件导致大规模成矿作用，使成矿时间滞后于洋盆最终闭合;

④碰撞体制可发育多种金属的浅成、变质和岩浆热液矿床;

⑤至少部分成岩、成矿物质和流体来自俯冲陆壳板片，即侧

向源。该模型阐明了矿床与岩浆岩之间的成因和空间关系，

不同类型矿床、不同矿种之间的成因联系和空间分布上的极

性分带规律，是大陆碰撞造山带开展成矿带、矿床、矿种的缺

位或定位预测的关键依据。
特别说明，模式中 D-G-P 带的发育程度、宽度等受地温

梯度、俯冲角度、俯冲速度、俯冲板片成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详见陈衍景，1998 ) 。设地温梯度为 30℃ /km，G 带花岗岩

浆产生的深度约为 20km( 相当于 600℃ ) ; 如果再设 A 俯冲

角度为 45°，则 D 带最大宽度为 20km; 显然，当俯冲角 ＜ 45°
时，D 带宽度大于 20km; 相反，则 D 带宽度小于 20km。

3. 1. 3 矿体或矿床尺度 CMF 模式

就地体尺度 CMF 模式中的 D 带断控脉状矿床而言( 图

5) :① BDL( 韧脆性转变带) 之下的流体为( 超) 静岩压力，之

上为静水压力系统;②深部流体上升至 BDL 时即减压沸腾，

快速卸载成矿物质，同时水压致裂导致围岩角砾化或破裂，

使浅部低温流体涌入、混合，成矿物质沉淀; ③ BDL 深度受

控于温度、压力及温度 /压力梯度，随造山带热演化而上下浮

动，控制流体沸腾-混合作用及矿化富集带的深度上下变化;

④不同阶段流体沸腾-混合所跨越的总深度即为最佳成矿深

度范围，是找矿评价的目标空间。该模型为矿床深部潜力评

价和矿体定位预测提供了依据。
3. 1. 4 全球构造-成矿模式

由于“碰撞不成矿”观点的影响，国际主流的全球构造-
成矿 模 式 图 ( Groves et al. ，1998，2003; Goldfarb et al. ，

2001) 空白了大陆碰撞体制的成矿作用，只阐述了岛弧区和

活动大陆边缘的主要成矿系统类型( 图 6 中的右半部分) 。
我们在给出了造山带、地体和矿床尺度的 CMF 模式之后，有

理由增补大陆碰撞造山带( 图 6 左半部分) ，从而得到更全面

而完善的全球构造-成矿模式( 图 6) 。其中，成矿系统的分类

方案和依据详见陈衍景( 2010) 。

3. 2 成矿系统的特征: 与俯冲体制成矿系统对比

大陆碰撞体制可发育变质热液、岩浆热液和浅成热液三

类成矿系统，它们各具特征，与俯冲体制同类成矿系统的差

异明显。
3. 2. 1 变质热液型( 造山型) 成矿系统

笔者及 合 作 者 ( 陈 衍 景 等，1990; 陈 衍 景 和 富 士 谷，

1992; 陈衍景，1996，2006) 分析了 A 型俯冲过程的物质活

化迁移规律，提出了地体尺度的 CMF 模式，认为 D 带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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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矿田 /地体尺度的 CMF 模式( 据陈衍景等，1990，2003; 陈衍景和富士谷，1992; 陈衍景，1996; Chen et al. ，2004，

2008; Pirajno，2009 修改)

Fig． 4 CMF model at orefield or terrane scale ( modified after Chen and Fu，1992; Chen，1996; Chen et al. ，1990，2003，2004，

2008; Pirajno，2009)

多种金属元素矿化，形成多种金属元素矿床，在同一含矿断

裂构造带内，可见从深部高温到浅部低温金属元素的成矿分

带现象。据此，在秦岭等造山带识别和研究了一批变质热液

型( 即造 山 型) Mo、Cu、Au、Ag、Pb-Zn 等 矿 床 ( 邓 小 华 等，

2008; 倪智勇等，2008; Sui et al. ，2000; Chen et al. ，2004;

Zheng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2b; 祁进平等，2009) 以

及相 关 浅 成 热 液 型 Hg-Sb，Pb-Zn，Au 等 矿 床 ( 张 颖 等，

2010; 张静等，2002; 陈衍景等，2004 ) ，提出了断控脉状矿

床的元素垂向分带模式( 图 7a) 。
Groves et al. ( 1998) 通过对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阿拉斯加地区的金矿床研究，认为这些金矿省的成矿热液属

于变质流体，而变质流体来自洋壳俯冲-增生造山过程中的

俯冲洋壳的变质脱水作用; 由于变质脱水伴随俯冲造山作用

发生，故将这类金矿床称为造山型，并提出了造山型矿床连

续地壳模式( 图 7b) 。他们还认为，这种背景下往往只形成

单金矿床( Gold-only) 或金矿省。Groves 等人的工作引起了

国际造山型金矿研究和找矿热潮。

由上可见，大陆碰撞体制的变质热液可以形成多种元素

的金属矿床，而洋壳俯冲环境主要形成单金矿床。至于 B 型

俯冲能否形成 Cu、Pb-Zn、Mo、Ag 等矿床，尚需探讨。关于造

山型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已有详细介绍 ( 陈衍景，

2006，2010; 陈衍景等，2007) ，此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

是，造山型矿床往往出现延深大于地表延长的现象，值得勘

查时重视。

3. 2. 2 岩浆热液成矿系统

按照地体尺度的 CMF 模式，可在 G 带发育云英岩型、矽
卡岩型和石英脉型钨、锡、铌、钽、稀土、铀等矿床，在 P 带可

发育含斑岩型、爆破角砾岩型、夕卡岩型、IOCG 型、热液脉型

矿床。研究发现( 陈衍景等，2007，2008，2009; 陈衍景和李

诺，2009; Chen and Wang，2011; Li et al. ，2012a，b; Yang et
al. ，2012，2013) ，这类岩浆热液型矿床与其它大陆内部环

境的岩浆热液矿床的流体特征类似，围岩蚀变普遍以钾长石

化、绿帘石化、萤石化、碳酸盐化等相对贫水蚀变为主，而绢

云母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等富水蚀变较弱; 常发育纯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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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矿床尺度 CMF 模式示意图( 据陈衍景和富士谷，1992; 李晶等，2004; Zhang et al. ，2012b 修改)

Fig． 5 Deposit scale CMF model ( modified after Chen and Fu，1992; Li et al. ，2004; Zhang et al. ，2012b)

图 6 热液矿床的全球构造成矿模式( 据 Groves et al. ，1998; 陈衍景等，2007; 陈衍景，2010 修改)

Fig． 6 Global tectono-metallogenic model for hydrothermal mineral systems ( modified after Groves et al. ，1998; Chen et al. ，

2007; Chen，2010)

包裹体、CO2-H2O 包裹体、含子晶多相包裹体和水溶液包裹

体等多类流体包裹体; 成矿流体具有高盐度、富 CO2 的特点，

且往往富 F、富 K。但是，它们与岩浆弧( 含陆缘弧和岛弧)

环境的同类矿床差异较大，后者钾长石化较弱，萤石化和碳

酸盐化较弱，绢云母化、绿泥石化、黑云母化等富水蚀变较

强，不同级别的泥化较强; 流体包裹体以含子晶多相包裹体

和水溶液包裹体为主，很少见到 CO2-H2O 包裹体，更无纯

CO2 包裹体; 成矿流体为贫 CO2 的高盐度水溶液( NaCl-H2O
型) 。分析表明，两种不同构造背景的岩浆热液成矿系统围

岩蚀变及成矿流体性质的差异缘于其源区物质成分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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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大陆碰撞( a，据陈衍景，2006) 和洋壳俯冲( b，据 Groves et al. ，1998) 体制的造山型成矿系统元素垂向分带模式

Fig． 7 Vertical element zonation for orogenic-type mineral systems formed in continental collision ( a，after Chen，2006 ) and
oceanic subduction ( b，after Groves et al． ，1998)

表 1 大陆碰撞型与大洋俯冲型造山带斑岩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Table 1 Contrasting geo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porphyry systems in continental collision and oceanic subduction orogens

特征 俯冲型造山带 碰撞型造山带

主导性构造机制 大洋岩石圈俯冲-部分熔融 大陆地壳或岩石圈部分熔融

源区岩石学特征 海水浸泡的洋壳，缺乏碳酸盐 贫水的大陆壳，含碳酸盐

源区化学成分 富 Na，Cl，H2O; 贫 K，F，CO2 贫 Na，Cl，H2O; 富 K，F，CO2

岩浆岩特征 钙碱系列，缺乏碱性岩和碳酸岩 高钾钙碱性系列，钾玄系列，可见碱性岩、碳酸岩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LREE /HREE 高，负 Eu 异常弱 LREE /HREE 低，负 Eu 异常强

同位素地球化学 ISr低，εNd和 εHf高，δ18O 低 ISr高，εNd和 εHf低，δ18O 高

成矿流体特征 K /Na 低，F /Cl 低，CO2 /H2O 低 K /Na 高，F /Cl 高，CO2 /H2O 高

围岩蚀变 富水蚀变: 云母化、绿泥石化强烈 贫水蚀变: 钾长石化、绿帘石化和萤石化、碳酸盐化

成矿元素组合 铜金为主，可伴 Mo，Pb，Zn 钼或铜钼为主，伴生 W，Sn，REE

流体包裹体 水溶液，含子晶，没有或偶见含 CO2 包裹体 水溶液，含子晶，常见多种富 CO2 包裹体

代表性矿床 环太平洋岛弧带新生代斑岩铜金矿床 东秦岭、大别山中生代斑岩钼矿床

即: 大陆壳具有较高的 K/Na、F /Cl、CO2 /H2O 等比值，而大洋

壳则具有极低的 K/Na、F /Cl、CO2 /H2O 等比值。

两种不同环境岩浆热液矿床的差异突出地表现于斑岩

矿床( 表 1) 。值得强调，大陆碰撞体制斑岩矿床形成压力大

( 表 2) ，最大可勘深度达 8km 甚至更高，明显大于岛弧区的 1

～ 4km ( Kerrich et al. ，2000) 。

3. 2. 3 浅成热液型成矿系统的差异: 以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为例

不同尺度的 CMF 模式告诉我们，大陆碰撞环境不可能

发育 海 底 热 液 矿 床 ( seafloor hydrothermal deposit，简 记 为

SFH) ，如 VMS 型和 Sedex 型块状硫化物矿床，但可发育沉积

岩容 矿 的 浅 成 热 液 矿 床 ( sedimentary-hosted epizonogenic

hydothermal deposit，简记为 SEH) 和火山岩容矿的浅成热液

矿床( volcanic-hosted epizonogenic hydrothermal deposit，简记

为 VEH) 或习称的浅成低温热液矿床( epithermal deposit) 。

而且，在大陆碰撞造山带中，发育 SEH 型与 VEH 型矿床的相

对概率与碰撞前大陆增生造山作用的强弱密切相关，强增生

大陆碰撞造山带往往发育大量 VEH 型矿床，而 SEH 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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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秦岭部分斑岩钼矿的成矿压力

Table 2 Ore-forming pressure estimation of porphyry Mo
systems in Qinling

矿床
最大压力

( MPa)
可勘深度

( km)
资料来源

鱼池岭 194 6. 9 李诺等，2009

金堆城 243 8. 7 杨永飞等，2009a

南泥湖 300 10. 7 杨永飞等，2009b

东沟 117 4. 2 杨永飞等，2011

上房沟 180 6. 4 杨艳等，2009

秋树湾 154 5. 5 李晶，2009

注: 设岩石密度为 2. 8g /cm3

较少，如中亚造山带( 陈衍景等，2009) ; 相反，弱增生大陆碰

撞造山带往往发育大量 SEH 型矿床，VEH 型矿床较少，如秦

岭和喜马拉雅山脉。显然，大陆碰撞造山体制浅成热液成矿

特征与大洋俯冲造山体制存在显著差异，后者大量发育 VEH
型矿床，次为 SFH 型和 SEH 型矿床。而且，即使同一种类型

的成矿系统，因成矿构造环境不同也显示出差异。下面以

SEH 型金矿床为例加以说明。
SEH 型矿床包括了文献中常见的 Hg-Sb 矿床，低温分散

元素矿床，微细粒浸染型或卡林型金矿床，MVT 型铅锌矿床，

砂岩型铀矿床等。就 SEH 型金矿床而言，美国西部( 内华达

州、犹他州等) 和我国陕甘川、滇黔桂是世界最著名的三个金

矿省( Kerrich et al. ，2000) 。美国西部 SEH 金矿省形成于共

识的弧后盆岭省，而我国陕甘川和滇黔桂则属于大陆碰撞造

山带或其前陆褶冲带，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构造背景，但成

矿作用都发生于挤压向伸展的转变带或转变期( 陈衍景等，

2004) 。据 Hofstra and Cline ( 2000) ，美国西部弧后盆岭省的

微细粒 浸 染 型 矿 床 不 发 育 富 /含 CO2 包 裹 体，温 度 低 于

300℃，深度 ＜ 6. 5km，不与造山型金矿共存，常与浅成低温热

液型( VEH) 甚或矽卡岩型矿床有密切的时间、空间和成因联

系，一些学者将其归属为浅成低温热液型 ( 如: Bagby and
Berger，1985; Berger and Henley，1989) ，或者被解释为远源

夕卡岩型( Boyle，1979 ) ; 相反，碰撞造山带( 陕甘川和滇黔

桂) SEH 型金矿床常发育富 /含 CO2 包裹体，常见 ＞ 300℃ 的

案例，压力高达 200MPa 或更高，深度高达 7km，常与造山型

金矿共生，矿集区很少发育浅成低温热液型( VEH) 或岩浆热

液矿床，部分矿床被解释为造山型或卡林型与造山型之间的

过渡( Zhang et al. ，2000，2006; 陈衍景等，2004; 李晶等，

2007; 马星华等，2008; 刘家军等，2008) 。

4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找矿应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科学研究的目标。“碰撞

不成矿”的国际主流观点长期禁锢勘探学家的找矿思路，尤

其是制约碰撞造山带地区的找矿工作部署和主攻目标选择。

一整套不同尺度的 CMF 模式为我国广袤的碰撞造山带地区

的找矿勘查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推动了找矿勘查的突破。
特别是地体尺度 CMF 模式，涉及宽度范围一般为 15 ～ 50km
( 相当于 1 /50000 或 1 /200000 图幅范围) ，明确了成矿元素、
成矿类型的极性分带规律及其与区域性断裂和花岗岩类的

空间关系，尤其适合于大中比例尺的缺位成矿预测，预测结

果易于查验，可操作性强。目前，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已被不

同学者和勘查部门运用到我国各碰撞造山带地质研究和找

矿预测、评价，推动了找矿勘查的突破。以下略举几例。

4. 1 豫西地区的成矿预测和找矿验证

熊耳山矿田。陈衍景等( 1990 ) 和《豫西金矿成矿规律》
第 184 页指出，马超营断裂是倾向北的 A 型俯冲带，马超营

断裂与花山花岗岩基之间的熊耳山南坡是断控脉状金银铅

锌矿床密集区。1992 年该预测区只有上宫和康山 2 个重要

金矿，截止 2010 年，预测区发现大中型金矿 8 个、大型银矿 2
个、中型银矿 1 个( 图 8) 。

夏馆银金铅矿田。《豫西金矿成矿规律》第 171 ～ 172 页

和图 4 ～ 5 明确指出，朱夏断裂带是倾向北的 A 型俯冲带，其

北侧应发育 CMF 模式的 D 带热液矿床，做图预测了“夏馆银

金铅矿段”( 陈衍景和富士谷，1992) 。1999 年以来，面积不

足 100km2 的预测区内发现了银洞沟、板厂和东洼 3 个大型

银铅锌金矿床( 详见张静等，2004，2009) 。
东沟超大型钼矿。《豫西金矿成矿规律》第 85、90、184

页反复强调，合峪-太山庙花岗岩基北侧是寻找斑岩型-爆破

角砾岩型钼和铅锌银金矿化的有利地带，特别说明了汝阳南

部“八亩地岩体钼矿化”的重要性; 陈衍景( 1998 ) 再次做图

预测八亩地为 P 带含矿岩体( 地学前缘 1998 年增刊第 109 ～
118 页图 8C) 。截止 2006 年底，“八亩地”被勘探证实为钼储

量 ＞ 70 万吨的世界级超大型斑岩钼矿( 现称东沟钼矿床;

详见杨永飞等，2011) 。

4. 2 东秦岭巨型造山型银矿省的勘查

根据地体尺度 CMF 模式成矿元素分带规律和元素地球

化学行为，在国际范围初显造山型金矿研究热潮之时，率先

确定铁炉坪银矿属于造山型( 陈衍景等，2003; Chen et al. ，

2004) ，建立了断控脉状矿床元素分带模式，提出大陆碰撞造

山带具有巨大的断控脉状银、铅锌、钼、铜等矿床找矿潜力

( 陈衍景，2006) ，推动了东秦岭地区一批大型脉状造山型银

铅锌矿床的发现，使东秦岭探明银金属量超过 2. 5 × 104 t，成

为世界级巨型银矿省( 详见陈衍景等，2009) 。

4. 3 甘肃阳山金矿的科学勘查

武警黄金部队依据碰撞-成矿理论部署了秦岭地区的找

矿工作，发现了甘肃阳山等多个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笔者

及合作者于 2004 ～ 2006 年期间研究阳山金矿带的成矿富集

规律，确定该矿床属于卡林型( 或 SEH 型) 与造山型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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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熊耳山矿田矿床分布图 ( 据 Deng et al. ，2013a，b)
MF-马超营断裂; LF-栾川断裂． 矿床名称: a-沙沟银铅锌矿床; b-嵩坪沟银铅矿; c-寨凹钼矿; d-龙门店钼矿; e-铁炉坪银铅矿; f-小池沟金矿;
g-康山金银铅矿; h-上宫金矿; i-虎沟金矿; j-沙坡岭钼矿; k-红庄金矿; l-青岗坪金矿; m-潭头金矿; n-瑶沟金矿; o-前河金矿; p-雷门沟钼矿;
q-祁雨沟金矿

Fig． 8 Ore deposit distribution in the Xiongershan orefield ( after Deng et al. ，2013a，b)
MF-Machaoying fault; LF-Luanchuan Fault. Deposit names: a-Shagou Ag-Pb-Zn; b-Haopinggou Ag-Pb; c-Zhaiwa Mo-Cu; d-Longmendian Mo;
e-Tieluping Ag-Pb; f-Xiaochigou Au; g-Kangshan Ag-Pb; h-Shanggong Au; i-Hugou Au; j-Shapoling Mo; k-Hongzhuang Au; l-Qinggangping Au;
m-Tantou Au; n-Yaogou Au; o-Qianhe Au; p-Lwimengou Mo; q-Qiyugou Au

过渡型，容矿断裂总体属于脆性剪切带; 根据矿床尺度 CMF

模式，我们认为深部寻找富矿体的潜力较大( 详见杨荣生等，

2006，2009; 李晶等，2007，2008) ，建议黄金部队加大勘探

深度，推动探明黄金资源储量快速超过 300t( 至 2006 年底) 。

4. 4 驱龙铜矿和冈底斯成矿带的勘查突破

西藏驱龙铜矿被认为是我国唯一的 107 t Cu 级别的铜矿

床。驱龙铜矿的勘查突破得益于郑有业等( 2002 ) 对成矿潜

力的科学判断，而他们对驱龙铜矿和冈底斯成矿带找矿潜力

的分析正是按照 CMF 模式进行的。郑有业等( 2002) 明确指

出“在中新世( 22 ～ 12Ma) ，在冈底斯大规模隆升( 达到极限)

之后，进入后造山伸展阶段，导致深部物质的减压分熔，形

成富含挥发分、侵位能力极强的花岗岩浆( 陈衍景等 1999) ，

沿 NE、NW 及 S-N 向构造侵位产生一系列的斑岩、相关的小

岩体及火山岩，在浅部发生蚀变矿化、喷气或热泉( 羊八井)

活动，形成与伸展走滑作用有关的斑岩型( 冲江、驱龙) 、隐
曝角砾岩型( 洞嘎) 、矽卡岩型( 冲木达) 、剪切带型( 安张)

Cu，Mo，Au ( Pb，Zn，Ag) 矿床系列”。

5 结论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是多个学科发展的薄弱环节，是我国

地质矿产勘查的重大需求，我国具备开展相关研究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大陆碰撞成矿作用研究始于“碰撞不成矿”，历经全球科

学家 40 多年的努力，现已形成了基本成熟的大陆碰撞成矿

理论。期间，我国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陆碰撞成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4 个不同尺度( 全球构

造，造山带，地体，矿床) 的碰撞造山流体成矿模式( CMF 模

式) 和 4 种类型成矿系统及其特征。
大量勘查实践证明，大陆碰撞成矿理论适合于指导大陆

碰撞造山带的成矿预测和找矿勘查。

致谢 在近 30 年的大陆碰撞成矿研究历程中，涂光炽、徐
克勤、冯钟燕、刘英俊、芮宗瑶、魏绮英等已故导师和老师给

予鼓励和指导; 胡受奚、欧阳自远、富士谷、王尔康、王德滋、
翟裕生、常印佛、孙枢、马福臣、马映军、应思淮、翟明国、蒋

志、张国伟、李曙光、李廷栋、肖序常、许志琴、栾世伟、李继

亮、田兴友、李文范、张复新以及 Pirajno F 等导师或老师们给

予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刘丛强、郑永飞、柴育成、姚玉鹏、郭
进义、刘羽、于晟、王长锐、张峰、夏斌、夏萍等教授给予大力

支持;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广州地化所、贵阳地化所、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老师、同事和同学参加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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