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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indell 助理教授，克罗地亚 Ladislav antun palinkas 教授，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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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向

结合国际前沿热点，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在构造与成矿、矿产普查与勘探等领域

开展了深入研究。1）提出了脉状矿床“双脉构造”成矿模型，指出热液矿床系

统中同时形成的硅化脉与含矿脉均具有重要勘查找矿意义，该模型已用于华南诸

多 W-Sn 矿床及 Li-Be-Nb-Ta 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勘查中，取得不错经济效益。2）

提出了海底喷流矿床“沉积扇”新构造成因模式。该模式系统总结了不同构造环

境中的海底喷流矿床的特征及控制机理，确定了海底喷流矿床最终定位及矿床特

征空间变异的构造控制机制，指出中继斜坡构造控制了成矿流体迁移、定位及矿

体的空间分布。该构造模式被成功运用到锡铁山、赵卡隆、虎头崖等矿床深部矿

体的预测中。3）发现了不同构造－岩浆环境下热液矿物形成机理的差异，厘定

了构造驱动热液流体的性质及其源区特征。总结了湘南多金属矿集区不同成矿构

造中热液矿物的产出形式，揭示了湘南多期次成矿流体构造－岩浆属性。4）建

立了华南南岭侏罗纪大地构造－岩浆－成矿的多阶段复杂过程模型，探索性地进

行了华南侏罗纪岩石圈伸展演化规律的总结，阐述了岩石圈不同的伸展速率对成

矿岩体的上升及冷却速率的控制，指出不同大地构造形式控制了岩体的上升及冷

却速率，进而对多金属矿化过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5）基于华北北缘新发现的

W-Mo-Pb-Zn 多金属矿床进行了大地构造的成因模式研究，建立了三叠世－侏罗

世矿床演化序列及与对应大地构造背景的关联，认为在古亚洲洋的俯冲背景下，

大地构造的演化控制了高－中－低温矿床组合。基于矿床大地构造的成因模式，

圈定了找矿靶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6）探索了成矿后构造过程对矿床的

影响，运用低温热年代学对胶东相关金矿进行了隆升剥露差异的构造改造对比研

究，指出焦家式金矿成矿后剥露程度应强于玲珑式金矿，玲珑式金矿下部有存在

焦家式金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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