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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武义萤石矿田控矿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肫替理工l兰院地质系-成都·610059) 

以浙江武义萤石矿田由例，对此类浅成低温热渣矿床的控矿构造地球化学特征，进行 

铷 研究与探讨；进 一步揭 了萤石矿成矿物质组分的分配 、迁移、分散、富集特征与控矿构 

造之间的内在联系。 

若键词 控矿断裂 构造地球化学 萤石矿 武义 

1 蜒述 成矿元素F、ca等均属活陛较大的元素组 

断裂构造与成矿有着极密切的内在联 

系，对控矿断裂构造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已 

成为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的热门课题。 

浙江武义萤石矿久负盛名，素有“萤石之 

乡”美l称。该矿田地叟E太平洋西岸的构造岩 

浆岩带，环太平洋成矿外带。该区萤石矿床 

(点)星罗棋布，达 200余处⋯。其成矿地质 

条件相似，成矿特征一致，矿床成圆类型相 

同，属浅成低温热液裂隙充填型脉状萤石矿。 

武义萤石矿田各萤石矿床(体)均无例外 

地受断裂构造控制。区域内不同规模和级别 

的断裂构造分别决定着矿液的运移、充填和 

矿体的啦存、产出，控制着区域萤石矿带、次 

级萤石矿田和工业萤石矿床(体)的空间展布 

规律(囤 1)。 

2 戌矿元素的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萤石矿沿 NE—NNE、NW--NNW、EW、 

SN等多方向的断裂产出，但众多的研究资 

料表明 ，萤石矿主要受压一压扭性断裂 

的控制(图 2)，并且这些断裂多属成矿前发 

育 、成矿期再活动明显的断裂；这客观地取决 

于萤石矿成矿物质组分的性质特征——也即 

成矿元素 F、Ca的构造地球化学行为。由于 

五文 1997皇4月收到．张启芳稚辑 

囤 t因 2 

图 1 武义萤石矿田地质略图 

K 卜 下白垩统方岩组；K 广 下自 境朝川组； 

K z 下白垩统馆头组；J m一上侏罗统磨石山群 

1一萤石矿床(点)；2 断裂 

分，在控矿断裂多期活动的过程中，不但可逐 

步加剧岩石的破碎程度、扩展了破碎带的赋 

矿构造空间，而且在近地表浅部这种压一压 

扭性断裂又保持了控矿构造的相对封闭条 

件，一定程度上避免和阻止了含矿热液上升 

运移过程 中 F、Ca等活性组分的逸散和流 

失；使该类性质特征的断裂成为本区萤石矿 

成矿最为有利的控矿构造 ；这一事实，在浙江 

省区域萤石矿的构造控矿规律中也得以充分 

的揭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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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浙江省萤石矿控矿断裂力学性质演变特征与成矿关系 

矿 床 规 模 破矿机率 

⋯  特★ 大型 中型 小型 矿 矿化宣 个数 ％ 

复合叠加 f 压一压扭 8 I6 t∞ 89 t26 16 355 49 1C 

型断裂 I压扭一扭，压一扭 5 8 8 7I 67 9 168 23 
J 玉 性 8 24 32 4 42 

非复台叠 1 压扭性 3 2 7(1 34 109 15 08 

加型断裂 J 张扭性 1 3 16 29 4 01 

l 扭 性 12 18 30 4 15 

台 计 1 3 24 】11 162 296 1l7 723 lot) 

台矿频率(％) 

图2 区域萤石矿控矿断裂力学性质与含矿频率 

(据浙江省第三地质走队资料) 

上述表明，萤石矿成矿与控矿构造环境 

密切相关，其既需要有良好的矿液运移、矿质 

聚集的构造空间场所，又需要在近地表浅部 

具备这种封闭一半封闭的控矿构造条件。 

3 si02和 CaF2分异富集的构造地球 

化学特征 

武义萤石矿田矿物组分简单．均以 F2 

(萤石)和 Si (石英)为主。尽管萤石矿具 

同源、同期、同成因类型的特征．但随着不同 

地段、不同方向控矿断裂的构造变形强度、力 

学性质、应力一应变特征的差异，叉相应决定 

了成矿特征的差异，尤其是成矿物质组分 

s·()2和caR 的相对分异富集变化规律 

研究表明l2’ ，NE--NNE向主干控矿断 

裂带是本矿田的导一布矿构造系统，成矿期 

构造变形强度具北(东)强一南(西)弱的总体 

变化趋势，相应决定了矿液由NE~SW 运移 

的基本规律和成矿物质组分的时空分异富集 

演变规律(表 2)。 

表2 研区构造变形强度与萤石矿成矿特征变化规律 

遵变方向 构造变形强度 矿床规模 矿石储量 矿 石 组 掏 『矿石品位；矿液组分分异(ca ／si ) 

北求 强 大 大 

块状、 带状 l。％ 。 ％l } ‘ 南西 弱 小 小 
为主 f { 

北段控矿构造变形强度大，矿床(体)中 

总体 si 组分含量高、ca 含量较低，往南 

CaF2含量增高、sjq 含量降低。这种矿石品 

位(CaF 含量)沿矿液运移方向渐趋增高的 

变化规律，在研区不同矿床单一矿体(带)中 

也得以明显的揭示。其客观地反映了矿液由 

相对高温高压构造环境一向低温低压带迁移 

过程中的组分分异特征，即成矿物质caE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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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分的活动迁移能力较明显地强于 si 

组分。 

随控矿构造部位和构造变形强度的差异 

而导致萤石成矿中si 和 ca 组分相对分 

异富集的规律，在研究区不仅具有区域性演 

变．而且对局部区段乃至单一矿床(体)中均 

具统一的规律。例如，矿田中北部的壶山弧 

为一规模较小的由NE向转为NW 向的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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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研究区各萤石矿床(体)中，微量元 Mn、Ba、Ti、Ph、G'a、Mo、V、Cu、Y等。并且 

素组合特征基本一致，主要为 Fe、AI、Mg、 在区域上由NE~SW，上述元素的含量有由 

表3 控矿断裂纵向不同部位控矿特征变化规律 

构造部位 ·  ̂ 一～ B 

构造变形特征 成矿期断裂带 薛引张区(低 
一 一  

成矿期断裂带局部挤压变形 

压喧力区) 区，相对高压应力区 

抓 、土 Ⅲ 1 且 日 ；I臼 、盟  Ⅲ  一 一  毋 量 殂 、 虾 担 耳 ．升  

一 蝠耻粒 干主矿体两叭 “石英眯档对发育为特征 

矿石结构 皇砝一半自形结构为主 一 他形粒状结掏为_圭 

矿石袖造 块扰、条带状 角碍状为主 一一 角砾状 J可睬状为主 

矿石粪型 萤石型、石英一萤石型 一一 萤石一石英型 

蚀变持缸 各类蚀娈主要发育于主矿体 
一  

蚀变及蚀变脉体呈带状笈育． 

拜倒 井莲接两相郫萤石主矿体 

s 2含量及s ／(、{lF2【 低 高 

A、B舍义见陶 4 

低一高的总体变化规律(表 4)。另外，就单 中。上述微量元素的含量也均具深部低一浅 
一 矿带(体)垂深不同部位的矿石，乃至同一 部高的 总体变化规律(图6)。 

主矿体垂深不同部位相对应的萤石单矿物 

表 4 研究区各矿床元素含量变化趋势一览表 
A【 Mg 1 B Mn TI Pb Ca Mo V Cu Y 素 

(％) (％)-(10 ) [1(} ) (10 ) (10 ) (】O一 ) (10 ) (1O一 ) (10一 ) (10 )睦化 

I】3 0 l 0 1 l 2 3 l 8 <0 1 1．6 <1 <00 ， 10 ≤3 
剥 0 5 0 7 0 12 I 2 4 2 2 0 2 2 4 (10 l 2 l0 ≤3 

东寺 1 0 55 1 4 n 1I L 5 2 2 0 26 3 <l <l0 l 5 14 ≤3 

培̂I 下I l 5 2 7 0 1 l 2 7 2 4 0 25 2 6 <l 12 1 5 13 1 tl 
玲水圳 1 8 2 8 0．t5『3 7 2 8 0 3 3 3 <1 I2 2 l3 ≤3 

眈 划 1 85 2 8 0 1 I 3 7 2 2 0 2 3 5 <I 13 2 6 l5 ≤3 

1 56 3 5 0 17 3 4 2 7 0 5 5 3 ’<I l5 2 ， 14 ／ 

淫 倒 2 0 3 6 0 1 6 3 3 1 0 6 5 2 <2 l6 3 ， ， ， 【 

龟碜角 2：86 4 7 0 4 f 19 t 3 5 0 S 5 5 (2 20 6 4 16 3 5 
卡卅3 2【4 9 0 35 l s 3 3 8 ． 0 89 6．1 2 2 37 4 5 21 3．8 

上述事实表明，矿床(体)中微量(杂质) 

元素组分总体是从高压区向低压区，由深部 

往浅部迁移和相对富集的；其中，尤以 Fe、 

AI、Mg等元素 含量的差异变化更为明显。 

根据 I．echateller原理，在一个处于平衡状态 

的体系中，压力增加的效应可通过缩小体积 

来抵消。然而不同元紊的离子其通过缩小体 

积来适应压力增加的能力——“离子的压缩 

性” 1也不尽相同；在非平衡体系中，那些压 

缩性小的元素离子则更易从高压区迁往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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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区。张文佑教授(1984)曾研究总结 了 

Si、Mg、AI、& 等元素离子的压缩性(表 5)， 

可见s 、A 、F 、Mg2 、Fe 等元素是 

很易从高压区往相对低压区迁移的。 

当然，萤石矿成矿过程中，上述这些元素 

的迁移和相对富集的构造地球化学行为和机 

理尚待作深入研究，甚至其影响因素会是更 

复杂的。但是，它们在区域控矿构造不同地 

带与同一控矿断裂不同部位所揭示的元素构 

造地球化学特征是一致的、统一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5期 张寿庭：浙江武义萤石矿田控矿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 ) 

Mg(％) 

(×10 ‘' (×10一 ) (x仲一 ) 

图6 元素含量变化曲线 

a一冷水坑绿色萤石；b一鱼形角浅绿色萤石；c一橱家矿床三个矿体的萤石矿石 

表5 地壳中主要离子的压缩性 性大的元素组分)在断裂带的分散和富集。 

离子篙 离 (， 
Sï 4 2 4 0 2 

Ĵ 5 1 3 n 7‘ 

F 2 2 3 2 6 

M ’ 6 6 2 5+0 

7 4 2 7 5 

9．9 2 24 

Oz一 13 2 2 75 

Na一 9 7 1 88 

K 13 3 1 313 

(据张文佑．1984) 

5 小结 

综上研究，可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断裂活动，不但为萤石矿成矿物质的 

活化、迁移、富集提供了必要的构造驱动力和 

空间场所，并且，控矿断裂的力学性质演变与 

构造变形特征的差异，还直接决定和影响着 

成矿物质组分(尤其象 F、Ca等挥发性、活动 

其中，多期复合迭加活动明显的压一压扭性 

断裂对 caF2的富集成矿最为有利，是区域萤 

石矿找矿的重要构造条件。 

(2)区域应力场性质、不同地带构造变形 

强度、应力一应变特征的差异，不但决定了矿 

液的活动规模和运移方向，而且也决定了矿 

液运移过程中不同成矿物质组分的分异富集 

规律。其中，caF2组分的元素活动性大．迁 

移速率、迁移距离也较大，更易从相对高压应 

力一应变区往低压区迁移聚集，而 si 组分 

则相对表现为较稳定。据此，预测北段以及 

NE向武义盆地周边 NE--NNE向控矿断裂 

带，是寻找规模较大(大一中型)、品位较低 

( O 含量较高)的萤石矿的有利部位；而在 

中南段以及武义盆地内部 NW-、EW 向控矿 

断裂带，则有利于找寻规模较小(中一小型)、 

品位较高的萤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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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同一控矿断裂带中，随着构造部位 

的改变，尤其在构造带走向、倾向产状变化明 

显地段，应力一应变差异变化明显，可引起矿 

液组分的分散、迁移和重新分配(分异)。其 

中，局部呈压一压剪性应力一应变区段，相对 

富集si。2组分；而相应在局部引张一张剪性 

区段富集 ca 组分。因此，在找、探、采矿生 

产实践中，掌握控矿断裂不同部位应力一应 

变特征的差异性变化规律，有利于隐伏矿体 

和工业富矿体的预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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