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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成矿预测学起源、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概括、 分析与总结的基础

上， 阐述了相关的成矿预测理论、 常用的成矿预测方法和矿体定位预测研究， 并从

四方面论述了成矿预测学的发展趋势， 以期为成矿预测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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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预测学是介于矿产勘查学和预测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以成矿规律研究为基础， 以现有

成矿理论、 预测学理论为指导， 直接服务于找矿工作， 为国民经济的客观决策及矿产勘查的具

体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人类对矿产需求日益增长， 已发现的各种矿

产资源储量在不断减少， 找矿工作面临着勘查对象由地表矿、 浅部矿和易识别矿向深部矿、 隐

伏矿和难识别矿的转变， 成矿预测已成为当今成矿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 但是， 由于作为

该学科理论指导的现代成矿理论不断创新发展， 并且该学科应用性较强， 加之地质问题的复杂

性等缘故， 虽然从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 成矿预测学已经完全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但在生产

实践中， 它和成矿规律研究的 “仆”、 “主” 关系并未转换， 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成矿预

测视为成矿规律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这种状况较大地影响了该学科的发展和当前的找矿突破行

动。 本文对成矿预测学的起源、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并从四方面论述了成

矿预测学的发展趋势， 以期为成矿预测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

１　 成矿预测学研究进展

目前， 成矿预测工作在地质找矿领域得到了较全面的普及， 继一轮、 二轮区划工作后，
我国又开展了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通过 ５ 年时间， 按照 “五统一” 原则， 完成全

国 ２５ 种重要矿产资源的潜力评价工作［１］。 全国危机矿山找矿工作也证明， 成矿预测学在矿

产勘查中的作用巨大， 且在今年的找矿突破行动中得到了较高的重视。
成矿预测学的发展与作为该学科理论指导的现代成矿理论和新技术、 新方法的发展密不

可分。 本文以前人对成矿预测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为基础， 将成矿预测学的发展细分为 ４ 个阶

段：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为萌芽阶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１９７８ 年为创立阶段；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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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８０ 年代是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西方欧美国家发展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矿产定量预测方

法，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间， 国际地质相关计划 （ ＩＧＣＰ） 第 ４ 组实施了题为

“资源研究中计算机应用标准” 的第 ９８ 号专题， 总结推广了 ６ 种定量成矿预测方法 （区域

价值估计法、 体积估计法、 丰度估计法、 矿床模拟估计法、 德尔菲估计法以及特征分析

法） ［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 ＧＩＳ 高新技术、 大数据挖掘进入成矿预测领域， 基于 ＧＩＳ 的成

矿预测方法———经验方法和概念方法［３］ 以及数字化的矿产资源勘查数据库得到显著发展，
空间数据挖掘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目前中国地质大学等多所高校都设有成矿预测学专业， 但是人们对预测理论、 预测方

法分类及矿体定位预测的认识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近年来的成果也多集中在基于三维地质模

型的成矿预测， 如陈建平等的 《基于数字矿床模型的陕西潼关县 Ｑ８ 号金矿脉西段三维成矿预

测》 ［４］、 史蕊等的 《云南个旧竹林矿段三维成矿预测及靶区优选》 ［５］， 这些方法大多缺少与地

质背景、 成矿规律、 找矿模型等含有地质 “内涵” 因素的融合， 更多地偏重于计算机技术与

图形学方法， 而缺乏对地学模型本身的重视［６］。 这种现状有把该学科严格化的趋势， 也将制约

该学科的发展。 本文中， 笔者进一步对成矿预测学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细化研究。
１ １　 成矿预测理论研究

成矿预测是以现有成矿理论、 预测学理论为指导的预测工作， 其本质是从成矿规律研究

出发， 对高度提炼的成矿理论和成矿模型的再应用， 其核心是创新的成矿理论， 其典型代表

就是模型找矿。 当前， “成矿流体” 理论［７］、 “边缘成矿” 理论、 “三源” 成矿理论、 “地幔

热柱控矿” 理论［８］、 “同位成矿” 理论、 “矿集区” 与 “成矿大爆发”、 大型—超大型矿床

成矿及找矿理论［９］、 “成矿系列” 理论［１０］、 “地球化学块体及地球气深穿透” 理论［１１］ 以及

成矿谱系到成矿体系的研究不断完善。 这一方面反映了对成矿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 展示出

从简单到复杂、 从个体到整体、 从具体到抽象、 从静态到动态的研究途径； 另一方面也为成

矿预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 国内外大量的成功范例也说明， 在当前形势下， 模型找矿

仍是成矿预测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１ ２　 成矿预测方法研究

１ ２ １　 成矿预测方法分类

目前成矿预测方法分类研究相对薄弱，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较少。 表 １ 列出了国内外部分

专家的成矿预测方法分类， 从中可以看出， 这些分类方法极不一致。 究其原因， 主要是分类

的原则和角度不同；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成矿预测方法分类的研究

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笔者从当前我国矿产勘查实践出发， 认为刘石年在 １９９３ 年的分类

（见表 ２） 更符合当前的现实。
１ ２ ２　 成矿预测方法研究现状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创建并研究总结了矿产预测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如： 地质

异常 “三段式” 成矿预测理论方法、 综合信息预测方法技术、 “三步式” 矿产资源评价方

法、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方法、 基于地球化学块体理论的资源量估算方法、 固体矿产矿床模型

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以及勘查区 “三位一体” 地质模型找矿预测方法等。
１ ２ ２ １　 地质异常 “三段式” 成矿预测理论方法

“三段式” 成矿预测及定量评价方法［１４ ～ １５］ 由赵鹏大院士提出， 该方法以地质异常分析

为基础， 以分析成矿多样性为目标， 以研究区域矿床谱系为依据， 将地质异常、 成矿多样性

及矿床谱系三方面定量化研究紧密结合， 将作为预测对象的矿床放到预测地区的地质成矿时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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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成矿预测方法分类一览表［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序号 学者姓名 分类方法

１ 秋也夫 （前苏联） ①启发式预测 （专家预测）； ②数学模型预测

２
沙利文 （美国）
克雷康贝 （美国）

①定性预测法； ②时间序列预测法； ③因果模型预测法

３ 道勃罗夫 （前苏联） ①专家评估法； ②趋势外推法； ③模型法。 进一步分为 ８ 组 １９ 种

４
琼斯 （美国）
特维斯 （美国）

①定性预测； ②定量预测； ③时间预测； ④概率预测

５ 哈里斯 （美国） ①多元统计预测法； ②主观评价法

６ 龙得克维斯特 ①地质—几何法； ②历史演化法； ③共生分析法； ④构造—建造—岩相法

７ 赵鹏大 （１９８３） ①资源潜力评价方法； ②成矿远景区评价方法； ③地质标志评价方法

８ 朱裕生 （１９８４）
①地质标志评价方法； ②主观评价方法； ③简单地质标志评价方法； ④成矿地质标志评价

方法； ⑤定性地质标志评价方法； ⑥成因地质模型评价法

９ 王世称 （１９８６） 按预测目的分 ５ 类， 每类又按离散型、 连续型、 混合型 ３ 分， 共分 １５ 种

１０ 卢作祥等 （１９８８） ①归纳法 （编图法）； ②类比法； ③统计分析法； ④综合法

１１ 刘石年 （１９９３） ①相似类比； ②求异法； ③资源总量预测和潜力评价方法； ④预测矿床可能规模方法

１２ 曹新志 （１９９３） ①趋势外推法； ②归纳法； ③类比法； ④综合法

１３ 范永香 （２００２） ①地质分析类比法； ②数理统计法； ③物化探综合信息法； ④基于 ＧＩＳ 的成矿预测法

表 ２　 成矿预测方法分类简表［１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内容
成矿预测方法分类

类 亚类
主要预测目标和方法

找矿靶区

预测

相似类比

求异法

环境类比法 查明成矿背景和环境， 建立环境类比模型

条件分析法 查明控矿条件的作用及最优组合和部位， 建立条件控矿模型

综合信息法 查明成矿信息及最优组合和部位， 建立综合信息模型

地质几何法 对控地质界面进行模拟及矿体空间定位， 建立地质几何模型

时问系列法 查明主要成矿期次及演化规律， 预测矿产时空分布

其生分析法 查明矿床组合及成矿系列， 预测共生矿种和矿床

矿床模型法 建立矿床成因模型或综合类比模型， 对工作地区进行预测

定性组合求异法 对地质异常进行体线面点组合求异厦预坝

定量组和求异法 对拧矿冈素和矿化信息进行取值、 变换、 定量组合求异

资源定量

预测

资源总量预测和潜力评价

方法

区域价值法， 体积估算法、 丰度估算法、 矿床模型法、 德尔菲法、 蒙特卡洛

法、 综合法

预测矿床可能规模方法 回归分析法、 判别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 逻辑信息法、 系统模拟法、 克里金法

空及成因演化系统中考察， 而不是孤立、 静止、 无序地预测各类矿产资源。 “三段式” 成矿

预测评价法要求 “四定”， 即： 一定远景区空间位置， 二定可能有的资源量、 品位、 矿产价

值， 三定找矿概率大小、 精确及可靠程度， 四定成矿因素、 最佳定量组合， 以确定可能的找

矿范围。 矿产资源定量预测评价的关键是地质异常模型、 成矿多样特征模型和矿床成矿谱系

模型。 目前国内该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地质大学赵鹏大科研团队。
１ ２ ２ ２　 综合信息预测方法技术

综合信息预测方法［１６ ～ １７］是王世称教授于 １９８０ 年研究建立的一种矿产预测新理论和新方

法， 其核心是以地质信息为基础， 研究地质、 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 遥感信息以及它们之间

信息的转换规律， 建立以矿产资源体为单元， 应用间接信息找寻隐伏矿产资源体和盲矿产资

源体的综合信息找矿模型。 矿产资源体有不同的等级 （矿床密集区、 矿田、 矿床、 矿体

等）， 不同等级的找矿模型是统计性模型而不是确定性模型。 该方法是数学地质在矿床学和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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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勘探地质学中的应用。 地质学数据的预处理是该方法研究的难点和热点。
１ ２ ２ ３　 “三步式” 矿产资源评价方法

“三步式” （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 Ｆｏｒｍ） 评价方法［１８ ～ １９］ 由美国的辛格尔提出，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美国形成的较为完善的矿产资源评价方法体系。 该定量评价方法实质是三大步骤： ①根据所

要预测的矿床类型圈定找矿地质可行地段； ②运用与预测矿床类型相适应的标准品位⁃吨位

模型估计可能发现矿床的金属量及质量特征； ③估计成矿远景区内可能发现的矿床个数。 它

包括了哈里斯的矿产资源经济定量评价模型、 考克斯和辛格的矿床模型与标准品位⁃吨位模

型、 麦卡门的定量评价与专家系统以及 Ｄｒｅｗ 的 ＭＡＲＫ３ 软件等［１９］， 是美国众多矿产资源评

价专家研究成果的集成， 也是美国地质调查局 （ＵＳＧＳ）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标准评价方

法。 “三步式” 评价方法体系的特色是地质矿床模型的应用， 这在理论上保证了其合理性；
但地质上常会出现同一地质环境多种成矿类型共生的现象， 据此圈定的不同类型、 不同矿种

的可能地段就会出现重复， 从而使预测工作更加复杂， 也是 “三步式” 评价方法尚需解决

的技术问题。
１ ２ ２ ４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方法

该方法由陈毓川院士基于成矿系列理论而建立［１４，２０］， 运用矿床成矿系列和成矿系列缺

位概念， 在一定的区域内， 通过对区域地质演化历史、 矿床形成地质环境、 成矿作用、 成矿

物质、 矿床时空分布规律、 成矿系列模式、 成矿体系等的系统研究， 在确定的成矿体系中，
预测各个序次的成矿系列在空间、 时代、 矿床类型、 成矿元素 （矿种） 等方面应当存在而

尚未被发现的部分。 成矿系列缺位类别分为 ４ 种， 即缺位空间、 缺位时代、 缺位类型、 缺位

成矿元素 （矿种）。 ４ 种类型的成矿系列缺位既是成矿系列研究中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的反

映， 又是矿床成矿系列概念中强调的 ４ 个 “一定” （一定历史时期， 一定地质构造单元， 一

定地质成矿作用和具有一定成因联系的一组矿床） 内涵的全面反映。 该方法近年来在燕山

地区、 宁芜庐枞地区取得了较好成果， 也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同行的认同。
１ ２ ２ ５　 基于地球化学块体理论的资源量估算方法［２１ ～ ２２］

谢学锦院士在对中国的区域化探扫面工作中， 摒弃单一图幅研究或区域性异常比较研究的

传统思路， 用综观全局的新思路， 将各省取得的数据置于一起观察， 认为水系沉积物中宽阔的

地球化学模式是岩石或土壤中的金属元素在地表风化过程中迁移到河流中的， 它们是富含某种

或某些金属元素的巨大岩块在地表的显示［２１］。 如果给出一个岩块的厚度， 就能够计算出整个

岩块中金属的供应量， 通过剖析它的内部结构就能够追踪金属聚集形成矿床的踪迹。 该方法将

面积大于和等于地球化学省的巨大岩块定名为 “地球化学块体”， 进而对筛选出的有远景的靶

区， 利用成矿系数大致定量预测靶区内的远景储量。 它是矿产勘查战略研究方法。
１ ２ ２ ６　 固体矿产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和勘查区 “三位一体” 地质模型找矿预

测方法［２３ ～ ２４］

叶天竺、 夏庆霖等提出的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以基础地质矿产勘查与研究资料为基

础， 以板块构造学、 区域成矿学、 矿产预测学理论为指导， 按照成矿地质要素划分矿产预测

类型； 在典型矿床研究基础上建立矿床地质实体模型， 进而建立预测模型； 采用 ＧＩＳ 技术和

数学地质方法对未知区进行类比预测， 圈定预测区， 采用体积法等方法估算资源量。
“三位一体” 地质模型找矿预测方法在充分利用勘查区地质、 物探、 化探、 遥感等资料

基础上， 以地球化学、 矿物学、 矿床学理论为指导， 通过大比例尺专题填图， 确定成矿地质

体、 成矿结构面、 矿化蚀变和各种成矿信息， 研究成矿地质作用， 确定成矿作用特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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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成矿要素及预测标志， 建立找矿预测地质模型； 再结合必要的物、 化、 探工作， 通过综

合研究推测矿体位置， 通过工程验证发现并查明矿体 （床）。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证明， 上述固体矿产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和勘查

区 “三位一体” 地质模型找矿预测方法目前已经成为适合我国资料基础和现有技术水平的

矿产预测主流技术， 被广大一线勘查技术人员采用。
１ ３　 矿体定位预测研究

矿体定位预测研究的热点在预测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上， 目前主要集中于控矿构造研究和

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综合分析以及数学理论研究 ３ 个方面。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强调从构造研究入手， 以构造解析为手段进行预测。 这是因为

多数矿床的形成都受构造控制， 这些构造既是矿化流体 （矿液） 的运移通道， 也是矿体的

存储空间。 因而隐伏矿床定位预测的主要目标就是判断深部最有利的成矿与赋矿部位， 控矿

构造解析也自然成为成矿预测的主要手段。
基于地质、 物探、 化探、 遥感诸方面的成矿综合信息分析法作为地学的一个新分支， 尽

管其出现时间较短， 但由于地质找矿的客观需要， 目前无论从理论或方法上都发展较快。 其

主要发展趋势是系列化、 立体化和定量化。
基于数学理论的预测方法较多， 如模糊综合评判 （ＦＣＡ） 模型、 神经网络方法等， 但是

基于原始数据处理的研究较少， 大量不确定性数据的处理仍是困扰此类方法发展的瓶颈。

２　 成矿预测学的发展趋势

２ １　 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应进一步统一认识

成矿预测学是以成矿规律研究为基础的介于矿产勘查学和预测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迄今

为止人们较多地注重了预测学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而忽视了成矿理论研究的重要

性， 导致许多人将成矿理论研究与成矿预测学割裂开来， 这既使学科建设进展缓慢， 也影响

相应的预测实践。 因此， 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重视开展下列几方面的深入研究：
①大数据的相关性预测方法和常用的综合信息矿产预测方法是一致的， 矿产预测模型理

论、 多学科信息相关性分析、 预测地质求异理论、 矿产区域趋势分析方法是矿产资源评价的

４ 项基本理论［２５］。 加强成矿预测学的成矿理论基础研究和矿产资源评价工作的总结， 强化

与预测学基本原理的结合， 拓宽其交叉融合空间是未来成矿预测学发展的方向。
②数字地质是地质科学中的数据科学， 其特点是： 以数字形式表示地质对象的规律性，

包括地质对象的结构特征、 空间特征、 统计特征、 几何特征、 演化特征的查明等； 以海量数

据为特征， 可对各种地质过程进行数字模拟； 数量化和数字化是充分提取信息的基础和前

提； 数据分析是提取各种信息的必要手段， 是定量评价的依据， 是查明地质体变异性、 差异

性、 相似性、 相关性、 非线性、 复杂性等的手段； 数字特征是鉴别地质体、 区分地质体的客

观依据； 可对事件结果的多解性、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进行定量估计和评价， 对事件和现象的

发展趋势定量预测； 是进行专家系统智慧找矿的前提。 数字知识和数字规律是对事物本质的

高度凝炼， 是事物客观规律的定量表征， 是定义、 划分、 鉴别不同事物的客观标准， 是科学

管理、 科学预测乃至科学发展的基本依据［２６］。 因此， 建立和发展适应大数据时代特征的成

矿预测方法， 是成矿预测学发展的方向。
③迄今为止的成矿预测研究中， 多重视预测方法的研究， 很少有人问津地质数据的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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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更少有人关注地质数据的不确定性。 地质数据来源广、 类型多， 且贯穿整个预测过程，
其不确定性是数据预处理的难点， 也是目前影响定量预测方法准确性的瓶颈。 目前， 数字形

式的矿产资源勘查数据库以及勘查数据库数字化处理的能力得到显著发展， 尤其是在空间数

据的采集、 检索、 校正以及可视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普遍可

接受的数据模型， 能够投入使用的数字地质图还只是限于图件生成， 通过重新分类 （单元

重新编码） 对图件进行综合， 寻找具有特殊特征的空间目标［２７］。 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大， 面

对海量的数据，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预测方法， 如云理论等， 将会不断发展完善。 而作为基础

的数据预处理研究虽然难度较大， 但它是一条必须逾越的鸿沟， 避开它极易导致预测工作出

现失误。 因此加强地质数据的预处理研究是拓展预测方法和提高预测精度的关键问题之一。
２ ２　 预测方法的多样化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新技术、 新方法的引用， 更多的与成矿有关的信息不

断地被挖掘出来； 同时非线性理论在成矿预测中还只是处于尝试阶段， 先进理论的不断渗透

必将对成矿预测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涌现出更多的预测方法。
２ ３　 预测结果向可视化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 尤其是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进步， 三维可视化正以其独特的视角、 清晰直

观的画面、 特有的三维框图、 动态巡航功能以及掘进工程动态模拟等特征， 成为研究的热点。
目前， 国内外针对隐伏矿体的三维成矿预测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Ｃａｕｍｏｎ 等［２８］、 Ｆａｌｌａｒａ
等［２９］、 Ｍａｒｔｉｎ 等［３０］、 Ｍａｌｅｈｍｉｒ 等［３１］、 Ｗａｎｇ 等［３２］、 陈建平等［４ ～ ５，３３ ～ ３４］、 毛先成等［３５ ～ ３６］分别对

不同地区的成矿潜力进行了三维预测。 但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工作方法体系仍有待深入探

讨。 总体而言我国三维地质填图正处于试验阶段， 成矿预测可视化发展前景广阔。
２ ４　 物化探异常的计算机模拟将是成矿预测学研究的热点

成矿预测学往往侧重于预测学理论的应用研究， 如逻辑回归法、 证据权法［３７ ～ ３８］、 神经

网络法［３９ ～ ４０］、 贝叶斯校正法、 模糊逻辑法［４１ ～ ４２］、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Ｓｈａｆｅｒ 信任函数［４３］等。 面对大数

据， 在计算机作为处理与显示设备的今天， 对物化探异常的计算机模拟尚相对较少， 进一步

导致了目前许多研究仅限于预测理论的实践应用， 而忽视了异常分析在成矿理论研究中的作

用。 因此， 在今后的发展中重视物化探异常的计算机模拟将是成矿预测学研究的热点。

参 考 文 献

［ １ ］ 　 肖克炎， 娄德波， 孙莉， 等． 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一些基本预测理论方法的进展 ［ Ｊ］ ． 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 ２０１３， ４３ （４）： １０７３ ～ １０８２
ＸＩＡＯ Ｋｅ⁃ｙａｎ， ＬＯＵ Ｄｅ⁃ｂｏ， ＳＵＮ Ｌｉ， ｅｔ ａ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４３ （４）： １０７３
～ １０８２

［ ２ ］ 　 阳正熙． 西方国家的 “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 的发展和现状 ［ Ｊ］ ．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０，
（Ｚ１）： ２５９ ～ ２６３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ｘ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Ｚ１）： ２５９ ～ ２６３

［ ３ ］ 　 Ｋｎｏ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 Ｍ， Ｗｙｂｏｒｎ Ｌ Ａ Ｉ．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７， ４４： ４５３ ～ ４６３

［ ４ ］ 　 陈建平， 史蕊， 王丽梅， 等． 基于数字矿床模型的陕西潼关县 Ｑ８ 号金矿脉西段三维成矿预测 ［ Ｊ］ ． 地质学刊，
２０１２， ３６ （３）： ２３７ ～ ２４２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ＳＨＩ ｒｕｉ， ＷＡＮＧ Ｌｉ⁃ｍｅｉ， ｅｔ ａｌ． ３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８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８２２



第 ２ 期 刘　 林， 等： 成矿预测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３６ （３）： ２３７ ～ ２４２
［ ５ ］ 　 史蕊， 陈建平， 王刚， 等． 云南个旧竹林矿段三维成矿预测及靶区优选 ［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５， ３４ （５）： ９４４

～ ９５２
ＳＨＩ Ｒｕｉ，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３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ｌｉｎ ｏｒｅ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Ｇｅｊｉｕ，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３４ （５）： ９４４ ～ ９５２

［ ６ ］ 　 于萍萍， 陈建平， 柴福山， 等． 基于地质大数据理念的模型驱动矿产资源定量预测 ［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５， ３４
（７）： １３３３ ～ １３４３
ＹＵ 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ＣＨＡＩ Ｆｕ⁃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ｒｉｖｅ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３４ （７）： １３３３ ～ １３４３

［ ７ ］ 　 梁婷， 高景刚， 朱文戈． 成矿流体类型及研究方法综述 ［Ｊ］ ．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８ （４）： ３６ ～ ４２
ＬＩ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ＧＡＯ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ＺＨＵ Ｗｅｎ⁃ｇｅ．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８ （４）： ３６ ～ ４２

［ ８ ］ 　 毕金龙． 地幔柱及其成矿作用综述 ［Ｊ］ ． 地质与资源， ２００５， １４ （３）： ２２３ ～ ２２６
ＢＩ Ｊｉｎ⁃ｌｏ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ａｎｔｌｅ ｐ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５， １４ （３）： ２２３ ～
２２６

［ ９ ］ 　 涂光炽． 超大型矿床的找寻和理论研究 ［Ｊ］ ． 矿产与地质， １９８９， （１）： １ ～ ８
Ｔ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ｉ．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９， （１）： １ ～ ８

［１０］ 　 翟裕生． 成矿系列研究问题 ［Ｊ］ ． 现代地质， １９９２， ６ （３）： ３０１ ～ ３０８
ＺＨＡＩ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ｓｅｒｉｅｓ ［ Ｊ］ ．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２， ６ （３）： ３０１ ～ ３０８

［１１］ 　 谢学锦． 战术性与战略性的深穿透地球化学方法 ［Ｊ］ ． 地学前缘， １９９８， ５ （２）： １７１ ～ １８３
ＸＩＥ Ｘｕｅ⁃ｊｉｎ．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ｅｐ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１９９８， ５ （２）： １７１
～ １８３

［１２］ 　 范永香． 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 ［Ｍ］．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Ｆ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 Ｘｕ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１３］ 　 刘石年． 成矿预测学 ［Ｍ］．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ＬＩＵ Ｓｈｉ⁃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１４］ 　 赵鹏大． 三联式资源定量预测与评价⁃数字找矿理论与实践探讨 ［ Ｊ］ ．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 ２７
（５）： ４８２ ～ ４８９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ｄａ． ＂ 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２７ （５）： ４８２ ～ ４８９

［１５］ 　 赵鹏大， 陈建平， 张寿庭． 三联式成矿预测新进展 ［Ｊ］ ． 地学前缘， ２００３， １０ （２）： ４５５ ～ ４６２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ｄａ，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１０ （２）： ４５５ ～ ４６３

［１６］ 　 王世称． 综合信息矿产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新进展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０， ２９ （１０）： １３９９ ～ １４０３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２９ （１０）： １３９９ ～ １４０３

［１７］ 　 陈永清， 王世称． 综合信息成矿系列预测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Ｊ］ ． 山东地质， １９９５， １１ （１）： ５５ ～ ６２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１９９５， １１ （１）： ５５ ～ ６２

［１８］ 　 侯翠霞， 刘向冲， 张文斌， 等． 成矿预测理论与方法新进展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０， ２６ （６）： ９５３ ～ ９６０
ＨＯＵ Ｃｕｉ⁃ｘｉａ，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ｃ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２６ （６）： ９５３ ～ ９６０

［１９］ 　 肖克炎， 丁建华， 刘锐． 美国 “三步式” 固体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方法评述 ［Ｊ］ ． 地质论评， ２００６， ５２ （６）： ７９３
～ ７９８
ＸＩＡＯ Ｋｅ⁃ｙａｎ， 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ＬＩＵ Ｒｕｉ．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ｏｎ⁃ｆｕｅ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５２ （６）： ７９３ ～ ７９８

［２０］ 　 赵鹏大． 三联式资源定量预测与评价———数字找矿理论与实践探讨 ［ Ｊ］ ． 地球科学：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
２７ （５）： ４８２ ～ ４８９

９２２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２０１６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ｄａ． ＂ 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２７ （５）： ４８２ ～ ４８９

［２１］ 　 谢学锦， 刘大文， 向运川， 等． 地球化学块体———概念和方法学的发展 ［Ｊ］． 中国地质， ２００２， ２９ （３）： ２２５ ～２３３
ＸＩＥ Ｘｕｅ⁃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Ｄａ⁃ｗｅｎ， ＸＩＡＮＧ Ｙｕｎ⁃ｃｈ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ｌｏｃｋ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２９ （３）： ２２５ ～ ２３３

［２２］ 　 李随民， 吴景霞， 栾文楼， 等． 地球化学块体方法在冀北金矿资源潜力估算中的应用 ［Ｊ］ ． 中国地质， ２００９， ２６
（２）： ４４３ ～ ４４９
ＬＩ Ｓｕｉ⁃ｍｉｎ， ＷＵ Ｊｉｎｇ⁃ｘｉａ， ＬＵＡＮ Ｗｅｎ⁃ｌｏｕ，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ｌｏｃｋ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ｇ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２６ （２）： ４４３ ～ ４４９

［２３］ 　 叶天竺， 肖克炎， 严光生． 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研究 ［Ｊ］ ． 地学前缘， ２００７， １４ （５）： １１ ～ １９
ＹＥ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ＸＩＡＯ Ｋｅ⁃ｙａｎ， 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０７， １４ （５）： １１ ～ １９

［２４］ 　 叶天竺． 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技术方法理论框架 ［ Ｊ］ ． 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 ２０１３， ４３ （４）：
１０５３ ～ １０７２
ＹＥ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４３ （４）： １０５３ ～ １０７２

［２５］ 　 肖克炎， 李楠， 王琨， 等． 大数据思维下的矿产资源评价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５ （７）： １２６６ ～ １２７２
ＸＩＡＯ Ｋｅ⁃ｙａｎ， ＬＩ Ｎａｎ， 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７）： １２６６ ～ １２７２

［２６］ 　 赵鹏大． 大数据时代数字找矿与定量评价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５ （７）： １２５５ ～ １２５９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ｄ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ｇｅ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７）： １２５５ ～ １２５９

［２７］ 　 阳正熙． 西方国家的 “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 的发展和现状 ［ Ｊ］ ．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０，
（Ｚ１）： ２５９ ～ ２６３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ｘ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Ｚ１）： ２５９ ～ ２６３

［２８］ 　 Ｃａｕｍｏｎ Ｇ， Ｏｒｔｉｚ Ｊ Ｍ， Ｒａｂｅａｕ Ｏ．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２００６，
Ｉｎ： ＩＡＭＧ０６．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２９］ 　 Ｆａｌｌａｒａ Ｆ， Ｌｅｇａｕｌｔ Ｍ， Ｒａｂｅａｕ Ｏ． ３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ｉｔｉｂｉ Ｓｕｂ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Ｑｕｅｂｅ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１５ （１ ／ ２）： ２７ ～ ４３

［３０］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Ｐｅｒｒｏｎ Ｇ， Ｍａｓｓｏｎ Ｍ．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３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７： Ｆｉｆｔｈ 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

［３１］ 　 Ｍａｌｅｈｍｉｒ Ａ， Ｔｈｕｎｅｈｅｄ Ｈ， Ｔｒｙｇｇｖａｓｏｎ Ａ．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ｂｅｒ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３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７４ （１）： ９ ～２２

［３２］ 　 Ｗａｎｇ Ｇ， Ｚｈａｎｇ Ｓ， Ｙａｎ Ｃ，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３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Ｇｅｏ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３７ （１２）：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８

［３３］ 　 陈建平， 尚北川， 吕鹏， 等． 云南个旧矿区某隐伏矿床大比例尺三维预测 ［ Ｊ］ ． 地质科学， ２００９， ４４ （１）： ３２４
～ ３３７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 Ｂｅｉ⁃ｃｈｕａｎ， ＬÜ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ｇ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ｊｉｕ，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４４ （１）： ３２４ ～ ３３７

［３４］ 　 陈建平， 董庆吉， 郝金华， 等． 基于 ＧＩＳ 的证据权重法青海 “三江” 北段斑岩型钼铜矿产资源成矿预测 ［Ｊ］ ． 岩

石矿物学杂志， ２０１１， ３０ （３）： ５１９ ～ ５２９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ｊｉ， ＨＡＯ Ｊｉ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ｐｐ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ＧＩＳ ［Ｊ］． ２０１１， ３０ （３）： ５１９ ～５２９

［３５］ 　 毛先成， 戴塔根， 吴湘滨， 等． 危机矿山深边部隐伏矿体立体定量预测研究———以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为例

［Ｊ］ ． 中国地质， ２００９， ３６ （２）： ４２４ ～ ４３５
ＭＡＯ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ＤＡＩ Ｔａ⁃ｇｅｎ， ＷＵ Ｘｉａｎｇ⁃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ｉｎ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 ｔ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 ３６ （２）： ４２４ ～ ４３５

［３６］ 　 毛先成， 邹艳红， 陈进， 等． 危机矿山深部、 边部隐伏矿体的三维可视化预测———以安徽铜陵凤凰山矿田为例

０３２



第 ２ 期 刘　 林， 等： 成矿预测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Ｊ］ ．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０， ２９ （２ ／ ３）： ４０１ ～ ４１３
ＭＡＯ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ＺＯＵ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ｉｎ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ｏｎｇｌｉｎｇ， Ａｎｈｕｉ，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２９ （２ ／ ３）： ４０１ ～ ４１３

［３７］ 　 徐善法， 陈建平， 叶继华． 证据权法在三江北段铜金矿床成矿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 Ｊ］ ． 地质与勘探， ２００６，
（２）： ５４ ～ ５９
ＸＵ Ｓｈａｎ⁃ｆａ，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ＹＥ Ｊｉ⁃ｈｕ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２）： ５４ ～ ５９

［３８］ 　 陈刚， 姚仲友， 刘君安， 等． 基于证据权法的伊尔岗地块金矿成矿预测 ［Ｊ］． 地质通报， ２０１４， ３３ （２ ／ ３）： ２１０ ～２１４
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 ＹＡＯ Ｚｈｏｎｇ⁃ｙｏｕ， ＬＩＵ Ｊｕ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Ｙｉｌｇａｒｎ ｂｌｏｃ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３３ （２ ／ ３）： ２１０ ～ ２１４

［３９］ 　 邵拥军， 贺辉， 张贻舟， 等． 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的湘西金矿成矿预测 ［ Ｊ］ ． 中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７，
３８ （６）： １１９２ ～ １１９８
ＳＨＡＯ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ＨＥ Ｈ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３８ （６）： １１９２ ～ １１９８

［４０］ 　 孙祥， 杨子荣， 徐大地． 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义县萤石成矿预测 ［Ｊ］ ． 地质找矿论丛， ２００８， （２）： １４９ ～ １５２
ＳＵＮ Ｘ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ｉ⁃ｒｏｎｇ， ＸＵ ｄａ⁃ｄｉ． Ｔｈｅ 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ｆｌｕｏ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ｘｉａｎ ［ Ｊ ］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２）： １４９ ～ １５２

［４１］ 　 商伟， 陈守余， 赵江南． 秦岭地区铅锌矿床模糊逻辑法找矿远景区优选 ［Ｊ］ ． 地质找矿论丛， ２００９， （１）： ４７ ～
５０， ５５
Ｓ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ＣＨＥＮ Ｓｈｏｕ⁃ｙｕ，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１）： ４７ ～ ５０， ５５

［４２］ 　 邢学文， 胡光道． 模糊逻辑法在秦岭⁃松潘成矿区金矿潜力预测中的应用 ［ Ｊ］ ． 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
２００６， ３６ （２）： ２９８ ～ ３０４
ＸＩＮＧ Ｘｕｅ⁃ｗｅｎ， ＨＵ Ｇｕａｎｇ⁃ｄａ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Ｓｏｎｇｐａｎ ａｒｅ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３６ （２）： ２９８ ～ ３０４

［４３］ 　 王淑晴， 孙翠羽． 基于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Ｓｈａｆｅｒ 证据理论的矿山遥感分类 ［Ｊ］ ．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２）： １３９ ～ １４２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ｑｉｎｇ， ＳＵＮ Ｃｕｉ⁃ｙ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２）： １３９ ～ １４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Ｌｉｎ１，２， ＲＵＩ Ｈｕｉ⁃ｃｈａｏ３

（１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ｉ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ｄｖ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