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卷 第 4期 1995年 7月 

一  永丰萤石矿成矿预测 一 水丰甄由lIl溅lIl 1煲铡 

耶 敦彪 肖英青 一 
(江西吉安地区地矿局 ·吉安市 -3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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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归纳了永丰萤石成矿区内巳知矿床 (点)的地质特征 t分析了区内成矿地 

质条件 ．对 高排、大茶坑两个成矿段进行 了矿席 (体)预测 。 

关键 词 萤石矿 地质特征 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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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县继南坑大型萤石矿、中村萤石矿 

的发现和开发利用后，最近 又在陈坊找到高 

品位萤石矿(点)和烧鸡窝矿点。从 已知矿床 

(点)地质特征和成矿条件出发，对区内萤石 

矿床(体)进行预测，祈为进一步开展找矿和 

建立江西大型萤石矿开发基地有所助益 。 

1 区域地质特征 

成矿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属华南加里东 

地槽褶皱系赣 中南褶隆赣西南坳陷大湘 山一 

芙蓉 山隆断束之中段 。 

1．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简单 ，主要 为下震旦统上 

施 组(z．sh)杂色凝灰质绢云干枚岩、变余杂 

砂岩和下坊组 (z x)千枚岩、变余含钙岩屑砂 

岩麦大理岩；次为石炭系沉积碎屑岩夹煤层 、 

碳酸盐岩等。成矿区岩石普遍受热变质，在下 

村形成 一条近南北 向的边缘混合岩(带)。 

1．2 构造 

区 内构造活动强烈，合江 口 黄竹岭复 

向斜构成了成矿区基底的基本构造轮廓 ·褶 

皱轴在区内为北东一北北东向。北部被藤田 

盆地覆盖，北北东向招携 大洁断裂(F)贯 

穿成矿 区南北，长 74kin，宽 2km，具 多次 活 

动的特点 ．常构成大型硅化破碎带，萤石矿体 

常产于其中。北东向断裂成组出现，其结构面 

呈压性 、压扭性。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是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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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1 994年 8月收到，侯庆有编辑 

区主要的导矿、容矿构造。此外，还有北西 向 

和东西 向断裂。烧鸡窝萤石矿上则是产于北 

西向断裂之硅化带中(图 1)。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 ，具多期 多阶段多次 

连续侵入之特点 ，分布广泛 。主要侵入岩之地 

质特征见表 1，与成矿密切相关的是燕 山早 

期第 一、第 二两个 阶段 的侵入 岩，其扎 氏计 

算 结果，Q<4／，a,／c>8，1<a<3，属二类三 

科 SiO 过饱和钙碱性岩 (表 2)。在扎 氏图(图 

2)上，向量投影点分别落在两个平面靠上部 

位，且岩体越新，投影点越靠上 ，向量均 向左 

平缓延伸 ，示岩石富铝、富钾；岩体越新 ，暗色 

矿物越少 ；岩浆演化规律性 明显。 

2 矿床(点)地质待征 

成矿区内已知矿床 (点)有南坑萤石矿、 

中村萤石矿、陈坊萤石矿(点)和烧鸡窝矿点 

(见图 1)。仅南坑萤石矿一处就探明c+D级 

矿石储量 440万 t。 

2 1 矿床(点)空间分布、矿体形态、产状和 

规模 

南坑 、中村 二矿 (体)位于招携一大洁断 

裂(F )之硅化破碎带中’两者相距 4kin。前者 

硅化带以西为石炭系地层 ，以东为大金竹 岩 

体 ( )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后者 

硅化带南侧围岩为下坊组(z．x)含钙岩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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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矿点产于北东向压扭性断裂之硅化破碎带 

中，位于中村矿南偏西 13kin，围岩为下坊组 

(z x)千枚岩、斑点角岩夹含钙细一粉砂岩。 

烧鸡窝矿点分布于水浆岩体 ( 。。 )细一 中粒 

似 斑状二云母花岗岩与下坊组 (z x)含钙砂 

岩接雕带外带蚀变岩的北西向断裂中，位于 
陈坊矿点西北 6kin。 

图 l 地质矿产及成矿预测综合略图 

c 石受系{z】x 壁旦系 统下坊组；z sh一震旦系下坑上施蛆 ； 一一 燕LL晚期侵^体； 燕山呈期第三阶段侵 

人体 l 。 燕LL早期筹二 最第二次侵人体 ； 燕 山早期第二阶腔第 次侵^体 ； 一燕山早鞋芎 阶段第二改 

人体 {镌 — 燕山旱 第 阶段 第 次蹙^体； 皓一加里东鞋侵^体{l 地质界线；2 不整合地质界线 l 3 穆台岩界 

线；4一压性断裂 l 5一压扭性断裂 ；6 已知矿蚀 ；7一预测矿体 |8一预剥成矿地殷 

矿体多呈脉状 、透镜状 ，形态与硅化破碎 

带大体相似 。矿体产状多呈半隐伏状 ，地表或 

近地表矿体薄且质量差，矿体向下延深则有 

增厚 、矿石质纯 、品位增高的趋势 。沿走向矿 

体呈舒缓渡状延伸，在主矿体旁侧常伴有一 

些同脉状、不规则状萤石细脉 。有的透镜状矿 

体首尾相接 ，整条矿脉膨胀缩小形似藕节。各 

矿体特征见表 3。 

2．2 矿石矿物成分、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矿物为萤石，一般呈浅绿色、白色、 

灰 白色 ，少量为紫色、玫瑰色。玻璃光泽，性 

脆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次为长石、方解石 

等 ，少量高岭石、绿泥石和微量黄铁矿等。 

矿石类型以单一萤石型为主 ，萤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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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0 以上；次为石英一萤石型 ，萤 石含量 

5o％～90 ；再次为萤石一石英型，萤石含量 

为 2o ～5o 。三种矿石类型在矿脉中总体 

上有一定分布规律 ，矿脉中心为质纯 的透镜 

状萤石矿体 ，两侧为古杂质的石英一萤石型 、 

萤石一石英型矿体 。 

矿石结构主要为 自形、半 自形结晶粒状 ． 

次为他形砂粉状 ，破碎、压碎以及溶蚀残余结 

构等 。矿石构造以块状为主，次为角砾状、条 

带状和网格状 

4 

． 

图 2 扎氏岩石化学 图解 

1一黑云母 岗岩(跨_--)I2一黑云母花崩岩(竹一 ) 

3一黑云母花岗岩( }z‘)}4一二云母花岗岩 (竹--Zb) 

表 1 侵^岩地质特征表 

一 与围岩的 与构造的 与萤石矿 时 代 岩体 蚀 主要岩体 岩 性 产状
、形态 面耗 

期 骱圈 次 代号 教 名 称 接触关系 关 系 的关系 

燕 闪长岩 岩墙，近柬西向延 侵 ／、水 浆 岩 体 受东 西向断裂 控 美系不大 _上 

抛 >2 I桃树坳 伸约 4500m，宽 1 ( 制 晚 

期 

细垃自云母花岗 侵̂ 寅陵岩体 受招携一大洁断 i 一0 罗家山 岩癌，0 3kin0 关系不大 口{一1 ) 裂带控制 
舅 蛔 粒斑 状二 云母 岩瘤 ．长 条状、串 幔^下坊组 (z x) 受 北酉向断 裂构 关系不 
一  

} 11 上 溪 密切 
_庸 砘岗岩 珠牡 ．0 2～1km 造控制 

绁粒 斑状黑云 母 岩瘤 ，长柱 收 长 南部 慢^ 坊组 受台 江 口一黄 竹 

第 高 斜 花崩岩 鞋迁南北旬延1由， (Z )．北 部侵 ^ 蟑 复向 料与北东 

二 3km0 桶 王 岩 体 向断裂控制 有 

阶 第 ( ￡ ) 成 
燕 段 —— 8 困 

细粒 白云母花 岗 岩瘤 ．1 5km 侵^下坊组(z x) 同上 关 1虞 
扎 坊 系 

U  
坷 垃斑妆二 长花 岩 瘤 ． 球 状 侵^下村混合岩 同上 下 村 

1 5km} 

旦  ‘。 一  _1—— 
黄 破 甲 中粗粒斑址黑 岩誊 _敬 h 受 招携一大 沽 断 

期 云母花岗岩 裂带控制 

第 串 中粗粒斑状黑 岩株 近椭 圆形 ， 惺 ^ 上 施 组 受北东 向断裂 与 
二 云母 岗岩 长轴北东向延 伸， (z1sh)和下 坊 组 合 江 口一黄 竹 岭 有 

筹 次 水 浆 
42km~ (Z I) 复向斜联合控制 成 

— —  困 

关 
壁 受 招 携

一

大 洁 ． 最 
甲粗 粒似 斑状 黑 岩 桔 ，形 三 角 侵 ^ 下 坊 组 

第 云母花岗岩 形 70km (z x) 局部 侵 ^ 裂 与北 东向断 裂 
— —  -y{ 1 大盎竹 ‘ 上 施组 (ZIsh)及 构造联合控制 
墩 L 

石炭系 【 

细粒花岗闪长岩 岩 瘤 ，椭 圆 形 t 柬部 被桶王 岩 受台 江 口一黄 竹 无关 

加里 { 1 九龙 8kmz 体侵^ ，其余三面 岭复向斜控制 

东 期 幔 ^ 下坊 组 (Zlx) 

* 工西省地矿局 ，《汪西省 区域地质志 {t1984皇将谈岩体划归印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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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燕 山早期第一、第二阶段慢^岩化学成分 、 数值特征与里特曼指数 

时 代 化 学 成 分 ( ) 
岩 性 栏 

阶段 撮 数 s[O2 T10
2 AI2O FezOa FeO M aO Mro CaO Na2O 

第二 第二攻 =云母花岗岩 4 73 60 札28 13．96 1 04 l O1 0．03 0．61 2．83 

阶段 第一撮 黑云母花制岩 3 74 96 0
． 12 l3．38 O．72 l 24 0．08 O．22 2．6l 

第一 第二 撮 黑 云母 花制 岩 6 71．46 0．24 14．39 1．40 l_29 0．09 0 68 O．89 3．03 

阶段 第一次 黑云母花岗岩 l 69 92 0
． 50 14．56 l 03 2 65 0．05 0 70 0 90 2．8O 

代 化 学 成 分 ( ) 扎氏数值特征 
岩 性 栏 

阶段 次 数 K
2o P2O H2O CO2 烧 生量 台计 6 

篱二 第二 敬 二云 母花 制岩 4 5 l0 0．09 0 12 O．13 l 27 l00 曲 13 O 5．6 O．7 

阶段 第一1虞 黑云母花 岩 3 4 62 0
． 12 0．12 0．31 1．28 l00 l0 1l_8 6．9 0．3 

篱一 第二瑰 黑云母花岗岩 6 4 51 0．15 0．18 O l3 0．94 99．38 12．8 7．3 】1 

阶段 第一次 黑云母花岗岩 l 5
． 20 0．2S 0 25 O．31 1．55 l00 70 13．3 8 2 1 1 

时 代 栏 扎 氏数值特征 里特曼 
岩 性 敬 指 数 (8) 

阶段 次 S } Q 类科 别 

筹二 第二提 二云母花岗岩 4 80．7 30 6 5．9 63．5 45 5 34．7 18．6 二类三利 2．O6 

阶段 第 一次 黑 云母 花 制岩 3 81 0 24
． 5 7．5 67．9 46 2 38 l 39．3 二龚三 l_64 

募一 第 二礁 黑 云母 花 崩岩 6 78 8 33．6 l5．5 5O．9 50．5 3O．9 儿．6 =龚三 利 2．O0 

阶段 第一撮 黑云母花崩岩 l 77 5 42
． 3 l3．8 43．9 45．O 27．2 12．1 二类三 2．38 

表 3 矿体产状、规律及形态特征表 

矿 床 (点 ， 产 特 (。) 规 模 (rⅡ) 
乌 弥 矿 睬数 形 态 

定向 倾向 倾角 长度 厚度 深度 

2～12· 长透镜状 ，厚度较稳 南 坑 l 6 96 4O
～ 70 1400 25O 平均 8 定 

40～65· 1400 透镜状囊大脉状 ．厚 中 村 7 l5
～

20 105～l10 1．5～17．5 l15 平均 59 (累计) 度
，浞度变化大 

大脉状 t沿走 向、倾 陈 坊 l 20
～ 30 1l0～120 60～70 300 罩均 2 >70 向厚度较稳定 

烧鸡窝 3 船0～330 50～60 80～82 2O～450 0．65 >30 脉收透镜状 

2．3 矿石化学成分及品位 

矿石化学成分及品位与矿石类型、矿石 

结构构造 、矿石矿物成分有关。一般而言 ，单 
一

萤石型 ，自形半 自形结晶粒状结构，块状构 

造者 ．品位高，化学成分相对简单；其他则 化 

学成分相对复杂，品位较低 。CaF 与 SiOz呈 

正消长关系。有害成分 Fe 0。、CaCO 、BaSO。、 

AI O 、MgO、S和 P等含量均 低，对选矿 工 

艺、精矿质量无直接影响。成矿区内已知矿床 

(点)矿石的平均品位见表 4。 

3 成矿地质条件 

3．1 地层 

含钙岩层为 Ca质的主要来源 。区 内含 

钙岩层一是下震旦统下坊组中段(z x )变余 

含钙岩屑杂砂岩 、大理岩 ，二是上石炭统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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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czh)白云岩、生物 碎 屑灰 岩 和 船 山组 

(c )细晶灰岩、白云质灰岩。南坑萤石矿体 

顶部见有一定数量块度不一的灰岩角砾或碎 

块，矿 区地层为石炭系和下震旦统下坊组 中 

段(z X ) 中村萤石矿、陈坊及烧鸡窝萤石矿 

点区内的地层均为下坊组中段(z )。 

3．2 侵入岩 

与成矿作用有关的侵入岩为燕山早期第 
一

、第二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侵入岩多呈岩基 

或岩株 产出，第二 阶段侵入岩 呈岩 瘤、岩滴 

状，成群出现，且受断裂控制 ；在一些侵入岩 

之间及其周 围岩层受热变质作用明显 ，其化 

学成分 、微量元素及副矿物特征极 为相近 上 

述燕 山早期侵入岩岩石中挥发分含量 (见表 

2)：H O 为 0．12％～0．25 ，CO2为 0．13 

～

O．31 。含挥发分副矿物的含量(表 5)：萤 

石 3．81xlO ，磷 灰石 (3．96～208．25)x 

1o ，电气石(O．91～372．71)x lO一，绿帘石 

(1．4～142．57)Xto 。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 

二 次侵入岩体 ( ； )中上述 副矿 物含 量均 

低，可能表明其与成矿关系不太密切。 

表 4 矿 石平均品位表 

矿 床 (点 ) 品 位 (％) 

名 称 CaF SiO2 CaCO3 S P 

南坑 82．88 15 44 】l 23 0．049 

中村 49．13 42．90 1．1g 0．03 0．1O 

陈坊 > 90 < 10 

烧鸡窝 50 39 42 36 0．22 O．O8 

表5燕山早期第一、第二阶盎慢̂ 岩含挥发分副矿物及台-表 

台挥发分副矿物及台量(×1O ) 
撑 数 

砘蕊 石 电气 石 蛹 帘 石 萤 石 

兢 第= 筹二鹿 =云母 岗岩 3．98 o g1 1．96 
、  

L1 聊段 第一次 黑云母花岗岩 3,1．55 66．41 “0．5 

旦 第一 第二次 黑云母花崩岩 l5 5O．36 327．7l 55．66 3 81 

鞍 
一  阶段 善一提 黑云母花岗岩 2 208 25 1．4 

⋯  所 5I骨 科 q=禾 列 雷 五 一 栏 。 

3．3 构造条件 

北北东向、北东 向压扭性断裂控制了区 

内岩浆岩的侵入 富含挥发分的岩浆期后热 

液沿断裂运移。并与围岩中的钙质交代产生 

CaF 。当断裂沿走向切割含钙岩层时 ，这种 

交代作 用更为充分。矿液运移至构造有利部 

位聚集形成萤石矿体 故上述两组断裂是区 

内的主要导矿构造 ，断裂 中的硅化破碎蚀变 

岩带则是萤石的聚集部位 }同时又是容矿构 

造。硅化破碎蚀变岩带主要为硅化、泥 比(糜 

棱岩化) 绿泥石化和绢 云母化等围岩蚀变。 

断裂上盘泥化较发育 ，在成矿时起着 屏蔽 

作用。当富含氟、钙及硅的热液在构造应力作 

用下沿断裂运移至硅化破碎蚀变岩带 中时， 

被不透水面阻挡 ，使含矿热液物理化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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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 ，氟、钙便结合成萤石。随着萤石的 

不断结 晶，含矿热液 中氟、钙含量降低 ，而硅 

含量相对增高 。这些含 矿度相对降低的热液 

则 由矿脉中心向外围继续结晶形成萤石+石 

英一石英一萤石。这从矿石类型的分带性特 

征可以得到证明 再向外则沿裂隙向外渗透 

形成网脉状、囊状及团块状萤石和脉石英的 

混合体。这种成矿作用过程在某个矿床(点) 

中的表现 ，往往不是很完整的 。 

除以上共同特征外，区内已知矿床(点) 

在区域上所处的构造部位是 ： 

南坑 萤石矿 ：位于台江 口一黄竹蛉复 向 

斜核部藤田向斜东缘 ，北北东向招携一太沽 

断裂(F1)切割大金竹岩体( )、下震且统 

下坊组中段 (z x )含钙浅变质岩层、石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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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后形成的硅化破碎蚀变带中。 

中村萤石矿 ：位 于合江 口一黄竹岭复向 

斜核部 ，招携一大沽断裂(F])切割大金竹岩 

体( -1 )、下震旦统下坊组 中段 (z x )含钙 

浅变质岩层后形成的硅化破碎蚀变带 中。 

陈坊萤石矿(点)：位于合江 口一黄竹岭 

复向斜中的次级向斜仰起端，两条北东向断 

裂(F 、F。)交忙处的一条断裂 ( )之末尾。上 

述二断裂切割下震旦统下坊组中段(z x。)含 

钙浅变质岩层后形成的硅化破碎蚀变带中。 

烧鸡窝矿点：位于合江 口一黄竹岭复向 

斜 核 部，北 西 向断 裂 (F )切 割 水 浆 岩 体 

( )边缘与外接触带之下震旦统下坊组中 

段 (z x )含钙浅变质岩层后形成的硅化破碎 

蚀变带中。 

本矿床的成因为岩浆期后 中一低温热液 

矿 床 。 

4 成矿预 测 

综上所述，区内萤石矿找矿方 向是位于 

下震旦统下坊组 中段 (z x )及其 附近的硅化 

破碎蚀变岩带 ，且以北东向、北北东向的硅化 

带为主 。根据成矿条件分析 ，预测出 下两个 

有利成矿的地段(见图 1)。 

4．1 高排成矿段 

矿段 内地层为下震旦统下坊组(z x。)含 

钙 浅变质岩 ，大金竹岩体 ( 。)、黄 陂岩体 

(yl )将含钙 岩层“夹”于中间，北东向(F 、 

F )、北 北东 向(F )压扭性 断裂在矿段 中交 

汇 。成矿段 内有 3条硅化破碎带 。 

4．1．1 高排 硅化破碎 带 

处于 F。断裂上 ，其北 、西、南三面被大金 

竹岩体 (y{ 。)围成“港湾”状。该硅化破碎带 

最有利于萤石聚集。 

4．1 2 大 坑 硅 化 破 碎 带 

处于北北东向招携一大沽断裂 (F])与北 

东 向断裂 ( )交叉部位 ，硅化破碎带的南北 

两端 分别 与 大金竹 岩体 (y： 。)、黄 陂 岩体 

(y I1 )相连接 。 

4 1 3 小长坑硅化 破碎带 

位于 F。断裂走向变化处。 

值得一提的是 ，南坑萤石矿一中村 萤石 

矿一高排硅化带一陈坊萤石矿 (点)之 间，在 

空间分布上符合热液矿床(体 )等距离分布” 

的特征。南坑萤石矿一中村萤石矿一大坑硅 

化带一小长坑硅化带一陈坊萤 石矿 (点)之 

间，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等距离 的特点 因 

此 ，高排、大坑、小长坑三条硅化带中很 可能 

蕴藏萤石矿体 

4 2 大茶坑成矿段 

矿段内为合江 口一黄竹岭复向斜核部地 

层下震旦 统下坊组 中段 (z x )含钙 浅变质 

岩 北东向(F4)和北西 向断裂(F )在大茶坑 

附近相交。岩石具有 明显的硅化破碎迹象。 

图 1中圈出的高排、大茶坑两个成矿地 

段只是理论上的预测，还有待于今后勘查过 

程中检验。此外，其他有利成矿地段也有找到 

具有工业价值萤石矿的可能 。 

本文系笔者对永丰萤石矿进行综合调研 

后所撰 ，参加调研工作的还有永丰县地 质矿 

产局吴芳友、稂与才等 ；成文 中参阅了有关区 

域 地质调查成果和矿床(点)勘查报告(总 

结)；成文后得到吉安地区地质矿产局龚承椿 

局长审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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