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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 项目设立基础-重点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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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20年，成功申获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集成项目 特提斯构造域地质构造编图及区域对比研究（92055314,2021.1-

2024.12,576万元）

Ø 隶属于“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重大研究计划

Ø 在计划中的定位：围绕“地球多陆块单向聚合动力学”核心科学问题，集成各家新成果，形成新一代完整的特提斯构造域的

综合地质图件，为重大研究计划提供一张完整的地质构造图，并为资源区域对比提供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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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初步完成1:500万地质图。收集了国内外地质矿产调查资料及各种综合研究成果，收集数百幅特提斯构造域地质图件，以板块构

造、多岛弧盆体系和增生型造山理论为指导，对已有图件进行专门修编。

1. 项目设立基础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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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初步完成特提斯构造域1:500万大地构造图。以板块构造、多岛弧盆系统理论为指导，大地构造相时空结构分析方法为主线，区域

主构造事件形成的优势大地构造相为构造单元划分的基本原则，从新的视角总结构造控盆、弧盆控相、相控建造的规律。

1. 项目设立基础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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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初步完成特提斯构造域1:500万金属矿产图。已收集、上图特提斯全域矿产数据16000多处，矿种涉及铁、铬、铜、铅、锌、锡、

钨、钼、金、银、锂、铍、铌、钽（14种）；矿床规模包括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成矿带划分至三级。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设立基础



一、项目概况

2. 项目设立基础-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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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21年联合宋玉财研究员团队，成功申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战略性矿产成矿规律和预警决策支持技术”，成都地质调

查中心承担其中第三课题“特提斯成矿域战略性矿产信息与成矿规律”（2021.12-2025.11，2021YFC2901803）



2. 项目设立基础-重点研发计划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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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全面收集特提斯成矿域31种战略性矿产信息，整理补充地质-矿产-生产-销售-贸易信息数据，根据项目制定的数据库标准，形成
特提斯成矿域战略性矿产综合数据库。

Ø 依据不断更新的数据库，及时更新1:500特提斯成矿域地质矿产图。

一、项目概况



2. 项目设立基础-重点研发计划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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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Ø 聚焦斑岩Cu、铝土矿、Sn（-W）、Au、钾盐、稀土、Cr、Ni-Co8个优势矿种的重要成矿区（带），分析特提斯（原、古、新）
演化，特别是古特提斯“多岛弧盆系”构造演化、新生代陆内构造转换与成矿事件的耦合机制。揭示主要矿床类型的控矿因素和
超常富集规律，修正区域（典型）成矿模型。

Ø 编制8个重要成矿成矿区（带）1:100万成矿规律图件。



一、项目概况

3. IGCP-741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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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依托特提斯已有研究基础和积累，结合IGCP委员会2021年申报指南，将申请项目的申报主题定位于：如何提高特提斯成矿域矿

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接受度？于2022年4月成功申获。



一、项目概况

3. IGCP-741项目

Ø 项目全称：特提斯成矿域矿产资源成矿预测、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利用（The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Tethys Metallogenic Domain）

Ø 项目简称：特提斯成矿域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Tethys Metallogenic Domain）

2022年4月，收到IGCP委员会正式通知项目时限和范围项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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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3. IGCP-741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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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结构

Ø 本项目拟从三方面开展研究和国际合作：

增储 提效 富国富民

• 集成最新研究成

果，开展成矿规

律研究，应用非

线性成矿预测技

术进行预测

• 持续开展矿产资源采矿-选

矿技术方法研究，提高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率，减少对环

境和生态的污染和破坏。

• 根据国际矿业市场和

国际矿业组织动态，

研究重点国别矿业法

规，提出优化方向。

增强矿产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接受度



一、项目概况

项目间关系分析



Ø 立足数十年地质调查和研究成果，依托原创性洋陆构造体系转换论及多岛弧盆系构造观等理论，初步完成特提斯构

造域1:500万地质、大地构造、金属矿产图编图工作，为本项目工作开展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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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1. 成矿规律研究



Ø 研究东南亚8种战略性矿产（稀土、镍、锡、钾盐、钴、稀土、铜、铬铁）空间分布及在国际矿业市场比重。

Ø 针对巴基斯坦查盖斑岩铜矿带、我国冈底斯和西南三江斑岩铜矿带开展对比研究，完善印支期斑岩型铜矿成矿模型，

探讨新生代斑岩成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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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1. 成矿规律研究

东南亚8种战略性矿产空间分布及比重分析图 普朗超大型斑岩型铜矿成矿模式简图（Li et al., 2022）



Ø 在对东南亚锡钨成矿研究基础上，深入研究喜马拉雅Sn-W多金属成矿规律。研究表明古老地壳中泥质岩的部分

熔融是形成含锡（钨）花岗岩的关键过程；钨锡在富氯流体相和花岗质熔体相之间的分配系数远大于1，过铝质

花岗岩浆能直接分异出富钨锡的热液流体，并形成岩浆-热液型钨锡矿床。基于此，建立了喜马拉雅中新世淡色

花岗岩中Sn(W-Be)多金属矿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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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1. 成矿规律研究

特提斯喜马拉雅新生代构造演化及成矿模型（Cao et al., 2022）



Ø 在成矿规律研究基础上，成功申报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云南省个旧-麻栗坡矿集区多类型多期次锡钨矿成

矿规律及增储，总经费7000万元。

Ø 以云南个旧、薄竹山、老君山三个岩体及周缘成矿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产学研结合采用非线性成矿预测方法评

价全区锡钨资源潜力，实现增储目标：资源储量Sn≥5万吨，WO3≥5万吨。

18

二、2023年度进展
                                                                                                                                                                                       
1. 成矿规律研究

个旧-麻栗坡矿集区范围



Ø 合作单位成都综合所2023年对东南亚岩矿型稀土资源进行了详细的工艺矿物学和分选技术研究，取得了较好分选

指标。针对某稀土矿床，采用自主研发的浮选药剂组合进行，通过浮选-焙烧工艺，对REO 0.85%的原矿，得到

REO＞61%的稀土精矿，稀土回收率达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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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2.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样品中块矿样品照片项目团队（图片来源于综合所官网）



Ø “资源诅咒”现象已成为资源与发展经济学领域最有趣的谜题之一。最近的研究和实践表明，资源政策可以扭转资源诅咒，

促进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Ø 马来西亚上世纪80年代曾陷入资源诅咒。2009年，政府更新了国家矿业政策（NMP2），成为该国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

济持续增长转型的催化剂。2022年启动转型产业矿产计划（TIM 2021-2030），成功范例在特提斯域具有广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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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3. 矿业法规研究

马来西亚矿业转型2021-2030计划启动仪式（2022.4.22）



Ø 截止目前发表论文32篇，其中SCI论文26篇。科普专著一部《地质人眼中的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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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4.研究成果

序号 期刊名称 发表
年份 论文名称

1 China Geology 2022
Geology and mineralization of the Pulang superlarge porphyry copper deposit (5.11 
Mt) in Shangri-la, Yunnan Province, China: A review

2
Ore Geology 

Reviews
2022

Magma mixing effected the Late Triassic porphyry mineralization in the Yidun arc？

A case from the Pulang and Daocheng, SW China.

3
Ore Geology 

Reviews
2022

Origin of the Bada porphyry Cu–Au deposit, eastern Tibet: Geology and isotope 
geochemistry (C–O–S–Pb) constraints

4
Ore Geology 

Reviews
2022

Mineralization timing and genesis of the Qukulekedong Au–Sb deposit in the East 
Kunlun Orogenic Belt,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Constraints from arsenopyrite 
Re–Os ages, zircon U–Pb ages, and Lu–Hf isotopes

5 China Geology 2022
Subduction-related Late Triassic Luerma porphyry copper deposit, western 
Gangdese, Tibet, China: Evidence from geology, geochemistry, and geochronology

6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2

Petrogenesis of the late Cretaceous Budongla Mg-rich monzodiorite pluton in the 
central Lhasa subterrane, Tibet, China: Wholerock geochemistry, zircon U-Pb dating, 
and zircon Lu-Hf isotopes

7
Earth Science 

Reviews
2022

Himalayan leucogranites: A review of geochemical and isotopic 
characteristics, timing of formation, genesis, and rare metal 
mineralization 科普专著



Ø 视频宣传片《筑梦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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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4.研究成果



Ø 依托本项目在国际著名地学期刊《Ore Geology Reviews》组织了一期专辑，于2023年12月截止，本项目

Leader李文昌教授和邓军院士任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本项目Co-leader Prof. Faouziya Haissen和

秘书长张向飞博士担任客座主编（Guest editor），截止目前该专辑已接收投稿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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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5.学术专辑组织

学术专辑人员分工 学术专辑投稿页面



Ø 参与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组织召开-第三届澜湄国家地学合作论坛暨中国-东盟信息交流研讨会，线上+线下参

会人数超过500人次，参会人员主要来自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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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6.学术交流会议

现场及线上代表合影



Time Speaker Nation Organization and Title Topics

09:00-09:10 Dr. Mu Chuanlong China Deputy Chief Engineer,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Sci. & Tech., 
Chengdu Center of CGS Introduce Primary Guests and background of the workshop

09:10-09:50 Prof. Pan Guitang China Professor, Chengdu Center of CGS Regional tectonic comparison i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Tethys domain

09:50-10:20 Prof. Liu Junlai China Professor,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Closure of the Proto-Tethys Ocean: Dynamic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10:20-10:50 Prof. Ngo Xuan Thanh Vietnam Professor, Hanoi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Geology, 
Vietnam

Structure-mineralization of Sepon - Sanqi suture zone in southern Troung Son 
Metallogenic Belt

10:50-11:20 Prof. Jiang Shaoyong China Professor,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n deposi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11:20-11:50 Dr. Hou Lin Chin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hengdu Center of CGS Tectonic-magmatic evolution and related mineralization in the TruongSon Belt, 
Laos-Vietnam

11:50-14:30 Lunch Time

14:30-15:00 Prof. Li Wenchang China Chief Scientist, Southwest Centre for G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gional mineralization patterns in China-Southeast Asia

15:00-15:30 Prof. Punya Charusiri Thailand Professor,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Magmatism and Mineral deposits along the Loei and Sukhothai Fold Belts

15:30-16:00 Prof. Yang Xiaoyong China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termediate-acid magmatism and porphyry copper-gold mineraliza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6:00-16:30 Prof. Feng Qinglai China Professor,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Tethyan evolution in SW Yunnan and N Thailand

16:30-17:00 Discussion

Ø 会上，IGCP-741 leader 李文昌教授作题为：中国西南三江-东南亚区域成矿规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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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6.学术交流会议



Ø 参加2023年度“欧亚经济论坛” （5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人参加）。

Ø 张向飞博士作特提斯成矿域矿产资源成矿预测、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利用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对未

来发展设想特邀报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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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6.学术交流会议

2023年9月24日张向飞博士在做大会报告



Ø IGCP741 Co-Leader Ender Sarifakioglu教授（土耳其）在土耳其艾登参加第九届国际地球化学学术研讨会

（2022.10.17-20），参会人数300人以上。Ender 教授做了专题报告介绍2022年度新申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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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6.学术交流会议

第九届国际地球化学学术研讨会
展板介绍新获取IGCP741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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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6.学术交流会议

Ø 2023年12月，IGCP-741项目将联

合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CCOP

组织特提斯编图及信息大数据的学

术交流和发展中国家青年地质工作

者培训会议。计划来自十余个国家

的100多人参会。



Ø 组织开展了青藏高原构造单元和矿产资源考察。横穿青藏高原-西南三江特提斯构造域多个地质构造单元沉积岩、

岩浆岩、构造特征迥异，是认识和理解特提斯构造演化的理想考察路线，于2022年7月19-30日开展考察路线踏

勘，8月形成野外考察手册。2023年8月2-19日组织开展穿越青藏高原南北向地质大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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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7.组织联合考察

青藏高原南北向考察活动 项目团队青藏高原野外踏勘 野外考察手册



Ø 项目Co-leader张辉善博士，在巴基斯坦组织开展了主要构造单元及典型矿床的考察活动。沿着北东-南西方向横

穿特提斯多个地质构造单元，是认识和理解特提斯构造演化的理想考察路线，并形成野外考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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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进展
                                                                                                                                                                                       
7.组织联合考察



1. 联合科学考察活动

Ø 依托专业和学科优势，开展青藏高原联合科学考察。针对焦点科学问题组织开展联合考察，召开野外学术研

讨会，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发展/完善“多岛弧盆系”等原创构造（成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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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工作计划

31



1.联合科学考察活动

计划于2024年4月与黑海大学Yeaner教授，及项目

Co-leader Ender教授在土耳其开展联合野外考察活

动。

Ø 调查几条重要缝合带（曲来带、伊茨梅尔-安卡拉

带、扎格罗斯带）的物质组成、岩石组合及其时

空结构，限定卡拉库姆地块上岩浆弧的形成序列。

Ø 调查典型矿床-塞浦路斯型斑岩铜矿（Kure斑岩型

铜矿）以及土耳其最大的热液型金矿（Mastra金

矿），与中国类似矿床开展对比研究

Ø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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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工作计划



2. 编制不同国别地质矿产图件

Ø 在特提斯成矿域地质矿产图基础上，编制主要矿业大国大比例尺地质矿产图，及时更新矿业信息，为金属矿产成矿

规律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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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工作计划



3.组织学术交流及业务培训活动

Ø 项目计划于2023年12月联合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组织学术交流及培训活动，针对三项研究内容邀请国内外专家

学者交流研讨，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Ø 紧密联合成都、西安地学研究中心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地质专业培训活动，合作培养地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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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工作计划



IGCP-741

THANK YOU

Ø 项目网站：

http://www.chengdu.cgs.gov.cn/igcp/

Ø 秘书： 张向飞  zhangfei1895@163.com

http://www.chengdu.cgs.gov.cn/ig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