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0卷 第 2 期 自然科学进展 2 (X X) 年 2 月

, 实验室通讯 ,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

1 概况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实验室是 1989 年经国家计委
、

科委和教委组织专家论证确认

世行贷款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

该实验室以南京大学为依托单位
,

以国家教委矿床学
一

地球

化学重点学科和南京大学花岗岩火山岩及成矿理论研究所为基础
,

199 5 年 10 月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对外开放
.

现任实验室主任为马东升教授
.

学术委员会由 18 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

徐克勤院士任名誉主任
,

胡受奚教授任主任
.

实验室现有 固定研究人员 28 人
,

其中有 8 位 国

内知名的矿床学
、

岩石学和地球化学专家
,

其余大多数为 45 岁以下的中青年博士
.

2 研究方向

本实验室的总体研究方向是
: 用先进 的科学理论和现代化实验

、

测试手段及信息处理方

法
,

研究矿床的形成机制
、

成因模式
、

分布规律及找矿方向
,

揭示成矿作用与岩石圈
、

造山带
、

沉

积盆地
、

古环境演化及壳慢相互作用的关系
,

探索与成矿过程有关的物理
一

化学机制
、

地球动力

学过程及其演化模型
.

其中包括 3 个主要研究方向
:

( l) 我 国急需和优势矿种的矿床成矿机制
、

分布规律及找矿方向
.

研究 以金属矿床为主
,

兼及在成因上有关的
,

或具重要经济价值的非金属矿床
.

( 2 )岩石圈的物质组成和结构
,

特别是花岗岩类
、

火山岩类和主要控矿层位
,

及其与成矿关

系的基础地质理论研究
.

( 3) 地质流体的来源
、

性质
、

运动与演化机制
,

以及水
一

岩反应及其与成岩成矿关系的研究
.

这 3 个方向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本室进行成矿机制研究的主要特色
,

即 : 以花岗岩
一

火山岩

和主要控矿地层研究为基础
,

以地质流体演化研究为主线
,

以中国东
一

南部典型成矿 区带为基

地
,

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
,

为中
、

西部矿业发展服务
,

持续深人地开展对我国急需和优

势矿床的成矿理论研究
.

基础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向相关领域扩散
,

为解决 当前普遍关注的重大基础

理论问题和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

根据本实验室矿床学
、

地球化学
、

岩石学和矿物

学理论研究的优势
,

擅长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拥有的先进测试手段
,

在进行上述主要方 向研究的

同时
,

近年来还形成了以下两个新的生长点
:

( l) 基于地球化学方法的全球变化和环境研究 ;

( 2 )以地球化学
、

矿床学与数值模拟技术相结合为特点的石油天然气成因及开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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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课题和成果

本实验室围绕上述 3 个主要研究方向和具有本学科群研究特色的两个新生长点
,

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 目为主干
.

199 5 以来共承担课题 100 多项
,

其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0 多项 (包括国家优秀中青年基金 1项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1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2 项 )
, “

九五
”

攀登预选项 目子项 目 2 项
,

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 2 项
.

本实验室在中国东部金矿床
、

花岗岩与火山岩及其成矿作用
,

华南造 山带岩石学
、

地球化

学及其与成矿关系方面获得了丰硕 的成果和找矿效益
.

建室 以来共 出版专著 巧 部
,

教材 3

本
,

发表论文 700 多篇
,

其中 22 篇为 SCI 收录
.

199 5 年以来共获得省部委级以上 以及全国一

级学会奖励和荣誉表彰 24 项
,

包括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甲类 ) 1项

,

二等奖 (甲类 ) or

项
,

三等奖 3 项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 ;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 国家新闻出版署全 国优秀科技 图书奖二等奖 1 项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一等奖 1项
.

在有关

水
一

岩反应
、

低温地球化学过程
、

油气
、

环境
、

矿物材料应用和固体废料无害化与资源化等领域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

4 人才培养

实验室设有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

5个博士点
.

共培养了硕士生 86 人
,

博士生 31 人
,

5 人完

成博士后研究
.

本室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术骨干
,

他们 已分别获得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

予的
“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

地质学会
“

金锤奖
”

和
“

银锤奖
” 、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

化学学会侯德封奖以及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
“

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

基金等
.

5 学术交流与对外开放

本室与国内外地学界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
,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

每年有 2 一 3 名青

年学者赴国外进修
,

共派出 30 人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

科研合作和技术培训 ;先后请进国内外

学者 40 多人次来室举行报告会
、

研讨班和共同考察研究 ;完成和在研国际合作研究 6 项
,

如
“

中国大陆边缘玄武岩及地慢包体中惰性气体同位素地球化学
”

和
“

中国东南部和澳大利亚东

部火成岩成矿及构造研究
”

等
.

同时
,

实验室在 国内以多种形式开展 了广泛的跨学科的合作研

究和学术交流
,

并主持召开 4 次全国性和海峡两岸学术会议
.

“

以增大开放力度吸引优秀人才
”

是本室进行开放研究的指导方针
.

建室以来
,

学术委员

会共批准执行开放课题 74 项
,

资助经费 37 万元
,

吸引了一批国内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有关

单位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来室从事研究
,

取得了显著成果
,

并 已开始有国外研究者 申请开放课

题
.

6 主要仪器设备

( l) 电子探针 X 射线波谱仪 ( JXA
一

88田 M
,

EJ O )L
,

是一套集波谱
、

能谱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于

一体的超大型集成分析系统 ;

( 2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 M A长 5 2 / G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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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固体同位素质谱仪 ( G V 5 34) ;

( 4) 电感祸合等离子光谱仪 ( Y J8 3) S;

( ) 5矿物包裹体测试 系统
,

包括两 台偏光显微镜 ( o hrt
o p lan oP l

,

I习比 d u x 12 oP ls )
、

冷热 台

( T HM S以X) )和高温热台 ( LE n 艺 13 50) 等 ;

(6) 高温压成岩成矿实验系统
,

包括快速 内淬火装置
、

冷封式高压釜
、

摇摆式水热装置和扩

散反应器等 ;

(7) 计算机工作站 ( S
u n
) ;

( s) 高分辨等离子
一

质谱仪 ( H R
一

cI P
一

M s
,

iF俪gan M AT
,

ELE M ENT n
,

1999 年下半年投人使

用 )
.

上述仪器设备
,

可进行有关同位素
、

微量元素
、

成岩成矿实验
、

矿物包裹体
、

矿物及材料微

区分析和地质数据计算机处理方面的高水平研究
.

仪器质量
、

性能和计算机 自动化联机程度

在总体上达国际同类学科的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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