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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萤石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王 宏海

冶金郑第二地质劫 鱼局地研 所

福建将乐萤石矿是一个规模大
、

品位富
、

矿体集中
,

埋 藏 浅
、

易

采选
、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

极富经济价值的矿床
。

切割向斜的破 碎 带

控制着矿体
。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
,

属中一低温热液充填矿床
。

关妞询 中一低温热液充填型 , 萤石矿床

地质概况

将乐蜚石矿床位于闽西北隆起带浦城一

洋源隆起的南缘
,

东临松溪一建西坳陷
,

西

为邵武建宁坳陷
,

南为闽西南坳陷
。

区内 地 层 主 要 为 中 侏 罗 统 漳 平 组
,

由紫红色
、

紫灰色
、

黄白色等细砂

岩
、

石英砂岩
、

粉砂岩夹泥岩
、

含砾砂岩组

成
,

局部夹凝灰岩
、

钙质砂岩和 钙 质 结 核

等
,

厚
。

该组岩性的特 点 是 上

部粒度较粗
,

下部较细
,

矿区内岩石较粗
。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

三次侵人的中一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此
‘ ” ,

以云衡山岩体为代表
。

边缘相为似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及花岗斑岩脉 枝
。

喜山期 辉 绿

粉岩脉穿插于主岩体 中
。

云衡山岩体 的化学

成分如下表
。

微量元素 有
、 、 、 、

、 、 、 、

等
。

岩体含氟量高达
,

属富碱性 岩石
。

区内构造以南北 向的将乐挤压带为主
,

构成一系列的背斜
、

向斜和压扭性断裂 图
,

其次是北东向的断裂
。

梅花井一赖地断

裂 是矿区的主干断裂
,

延长
。

主干断裂内有长数公里
,

宽数百米的构造破

碎带
、

硅化带
。

带 内的硅化岩与构造破碎带

同时存在时常赋存有萤石矿体
。

云衡山岩体的化学成分 衰

岩石名称

一 ’一 ‘ ‘” ,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二

黑
边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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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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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梅造特征

矿床赋存于燕山早期中一粗粒黑云母花

岗岩与北东一北北东向的 断裂 外 接 触 带

硅化的中侏罗统构造破碎带中
。

而破碎带内

的花岗岩枝所含萤石矿脉不具工业价值
。

硅化破碎带沿 ,断裂分布
,

呈巨大的透

镜状
,

一

长近
,

中部最宽达
,

东 西

两端逐渐收敛 产状上陡下缓
,

断面呈舒缓

波状
,

主要倾向为南东一南南东向
,

延深大

于
,

破碎带 由硅化岩
、

糜 棱 岩
、

粉 砂

岩残留体
、

构造角砾岩
、

片 理 化 岩
、

压 碎

岩
、

断层泥等组成
,

并有花岗斑岩脉侵入
。

构造面显示
,

的南东盘向北东方 向 相 对

斜冲
,

使中一粗粒黑云母花岗岩局部逆冲在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破碎带或中侏罗世地层之上
。

破碎带大致可

划分为 次构造活动

钾兮万七
一

介竺

林

沪灯体之岩

屁

护

一上 了,

曰 团 团 因
。

园 因
‘

困 区城地质构造璐口

一侏罗系 ,

一上古生界 ,

几 一下古生 界 ,

一元古界 , 一燕山早期花岗岩 , 一背斜轴 ,

一向斜轴 , 一压扭性断裂 , 一沉积接触 ,

卜
矿产地

第一次构造活动大致形成于中一粗粒黑

云母花岗岩大规模侵入时
,

即燕山早期
。

这

次活动
,

使花岗岩逆冲在中侏 罗 世 地 层 之

上
,

形成了 断裂破碎带的雏形
,

为矿液上

升提供了导矿构造和贮矿空间
。

第二次构造活动
,

继承 了前期构造的格

架
。

含矿热液沿前期构造断裂上升而充填于

破碎带中
,

形成大脉型块状萤石富矿石
,

是

本区重要的成矿期
。

第三次构造活动
,

使第二期形成的块状

矿石及其围岩破碎
。

含矿热液叠加在破碎的

矿石中
,

胶结前期矿石
、

围岩角砾或硅化岩

碎块
,

形成角砾状矿石
。

这种矿石与块状萤

石矿并存
,

使矿体规模扩大
,

矿体内部构造

复杂
。

第四次构造活动
,

力学性质未变
。

矿液

沿破碎
、

脆弱部位上升
,

形成细 小 萤 石 矿

脉
,

叠加在角砾状和块状矿石上
,

或穿擂于

围岩裂隙中形成单独萤石矿脉
,

或作为主矿

体的分叉脉状小矿体
。

分 叉矿脉与主矿体常

呈锐角相交
。

此期矿液不足
,

处 于 成 矿 末

期
。

热液中硅质大量析出
,

部分叠加于矿石

上
,

主要在矿体外围边部沉淀
,

形成硅化岩

外壳
。

第五次构造活动
,

主要是成矿后的一次

活动
,

力学性质仍属压扭性
,

应力方向变化

不大
,

仅使主矿体更加破碎
,

使小矿脉发生

位移
,

对主矿体影响甚小
。

矿石特征

本矿 区矿石矿物成分简单
,

主要矿物是

萤石
。

萤石以色浅为特点
,

有 白色
、

无色
、

浅绿色
、

浅紫色等
,

紫色者甚少
。

颜色不同

不是成矿温度的差异所致
,

而是因萤石矿物

中含 质的多寡所引起
。

分析资料 证 明
,

浅紫色蜚石 含
,

浅 绿 色 萤 石 含
,

无色
、

白色者 含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硅化岩
、

蛋白石
、

玉髓
。

矿石结构构造简单
,

有他形粒状
、

半 自

形结构
,

颗粒较粗
,

大于 者 占 绝 大 部

分
,

半 自形晶者呈立方体
、

八面体
,

以早期

生成为主
。

矿石构造有块状
、

角砾状
、

条带

状及晶洞构造
,

以前者为主
。

矿石 自然类型简单
,

有萤石型
、

石英一

萤石型
、

萤石一石英型 种
,

以 后 两 者 为

主
。

矿石化学成分较简单
,

主 成 分 为

及
,

两者之和为
,

两者呈互消

长关系
,

在矿体 中 呈有规律的 跳 跃 式

分布
,

显示其成矿的多阶段性
。

总之
,

在贫

矿矿石中
、

两者相 当
,

贫富 矿 混

合 矿 石 平 均 品 位
,

达
· ·

富 矿 矿 石 达
· ,

,

部分块矿 高达
。

贫矿 矿

石中
、 、 、 、

含

量明显高于富矿矿石的 倍
, 、

等有

害杂质远远低于工业要求
,

矿石质量甚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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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含量普遍较高
,

属高硅型矿石
。

矿

石品位具有矿体中间富
、

边部贫或局部贫富

相间的特点 图
,

贫富矿石之比近于
。

矿床无伴生有益元素
。

尽简单
。

整体看
,

矿体中心富且厚
,

边部贫

且薄
,

矿体外围为硅化岩或硅化角砾岩包丧

着
,

甚为特征
,

酷似蛋壳包裹蛋 白 贫矿
、

蛋 白包裹蛋黄 富矿
,

矿体中心表现为
“
双

黄 ” 两个富矿段
,

见图
、 。

图 号剖面示意图

一硅化岩 , 下聋
‘”‘

,一细粒花岗岩 , , 梦
‘”亡

一 中

一粗粒黑云 母花岗岩 , 下兀一花岗斑 岩 , 一构

造破碎带 , ,

一压扭性断裂 , 一矿体编号 , 一

萤石富矿 , 一萤石贫矿 , 一夹 石

长长翅翅

矿体特征

矿体形态有透镜状及脉状两种
,

以前者

为主
,

后者 一般不具工业价值
,

但有的矿脉

分布在主矿体的顶
、

底板不远处
,

可综合开

采利用
。

主矿体 为 号
,

呈一个典型的巨型

透镜体
,

延长
,

延 深
,

厚
。

矿体中部巨厚 达
,

东西两 端

及上
、

下部很薄
,

变为
,

但连

续性好
。

矿体产状与构造破碎带一致
。

矿体

保留完整
,

仅西部矿体有部分剥蚀
。

矿床 由

个矿体组成
,

主矿体 占全区储量的 以

上
,

次要矿体为 号
。

主矿体在地表可分为

两个分矿体
, 而在深部两者合为一体

。

矿体

上部仅相隔 的矿化硅化岩
、

矿

化角砾岩
,

其 含量仍可 达
,

一

般为
。

矿体 中间部位虽然厚度较大
,

但

往往有 的矿化夹石
,

均呈 小 透 镜

体及团块伏产出
,

致使矿体内部 结 构 复 杂

化
。

而东
、

西两端矿体变薄
,

矿体内部结构

圈 号创面示愈圈

一中侏罗统 其他图例同图

主矿体赋存在构造破碎带中间的膨大部

分
,

矿体的膨缩与破碎带的膨缩相辅相成
,

矿体随破碎带的膨大而厚度 变 大
、

品 位 变

富
,

离开破碎带则没有发现矿体存在
。

围岩蚀变属简单类型
,

主要是硅化
、

绢

云母化
。

硅化强烈而普遍
,

往往 构 成 矿 体

顶
、

底板
,

且底板 比顶板硅化岩厚得多 顶

板硅化岩厚仅 一
,

而底板硅化岩 厚者 达

数十米
。

绢云母化多在酸性岩及其岩 脉 的

外围发育
。

还有绢英岩化
、

蛋 白石化
、

玉髓

化
。

蛋 白石化与萤石相伴随
。

围岩蚀变分带

性不十分 明显
,

大致由岩体至矿体依次为

绢英岩化一绢云母化一硅化一蛋 白石化 玉

髓化 一萤石
。

矿床成因

本矿床斌存在切割向斜轴南端东侧

的断裂破碎带 中
,

矿体形态
、

产状
、

规模严

格受北东一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破碎带所制

下转 第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抗法可代替电阻率法寻找浅部硅化蚀变带
,

圈定有望的矿化构造
,

这样可减少工作量
,

降低成本
,

提高效率
。

但波阻抗法受浅部干

扰严重
,

接地电限影响也很大
,

而且它反映

的深度比电阻率法要小
,

在浮土覆盖厚时穿

透力也小
,

故应用中要加以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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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矿液来 自热液及围岩
,

在良好的破碎带

的贮矿空间多次富集叠加成矿
。

破碎带南侧

的中一粗粒黑云母花岗岩中含氟量较高
,

达
,

为矿液的形成提供了足 够 的

氟的来源 中侏 罗世地层中含钙质的岩石提

供了钙质
,

经热液蚀变
,

绢云母化过程也析

出大量的 及
,

其化学反应为
, 卜

酸性斜长石 绢云母化
。 , 中

析钙 析硅

因此
,

本矿床矿液来源丰富
,

构 造 条 件 良

好
,

利于形成矿床
。

矿体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矿石结构构

造简单
,

未见交代结构
,

表明矿体的生成以

充填的方式为主
。

从中温到低温热液蚀变 均 同 时 存

在
,

但以中低温热液蚀变为主
。

有中温热液

蚀变的绢英岩化
,

中低温的硅化及低温的蛋

白石化
、

玉髓化
、

高岭土化
。

经萤石包裹体测温证明
,

萤石均一

化温度平均为 ℃
,

属中低温条件 下 生

成的
。

包裹体较大
,

最大为 拜 ,

气相 百

分 比达
,

表明矿体形成 的 深 度 不

大
。

综上所述
,

本矿床成因类型属岩浆期后

浅成中一低温热液充填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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