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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腰萤石矿田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

王成良6，陈升立6，张方君6，胡家良"

（6 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浙江丽水 %"%$$$）

（" 浙江省第三地质大队，浙江金华 %"6$$$）

! ! 摘要：浙江省遂昌县黄沙腰萤石矿田为首批大地调项目新发现的大型萤石矿田，主要由北

东向横坑坪矿脉带上的横坑坪、旺坑大型萤石矿床及内久尖大型萤石矿床组成。矿田内南西段

及上定一带，分布大量的中小型矿床（矿点）。矿田控矿构造主要为北东向的控盘断裂及其次级

构造，次为北西向断裂。矿田内萤石矿床具垂向分带特征，一般可分为硅质顶盖、头部、中部和

尾部，具有相应的围岩蚀变、矿石组构等，据此可判定矿体的剥蚀情况。矿田内萤石质量较好，

易采易选，且资源量巨大，可望成为我省又一个萤石矿生产基地。

! ! 关键词：萤石矿；成矿特征；找矿方向；黄沙腰

中图分类号：;76<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6! 前言

浙江省是环太平洋矿带最著名的萤石成矿区之一，探明储量约 > $$$ 万 ?，占全国萤石

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6］［"］，产量居全国第一。共勘查评价了 8$ 余处矿产地，经过几十年的

开采，保有储量迅速减少。目前浙江省年采损资源储量约 #$$ 万 ?，至 6<<< 年底保有资源储

量仅有 "$$$ 多万 ?，已面临资源危机。浙江是我国重要的氟化工基地，年需萤石矿百万吨以

上，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亟需加强区域性萤石成矿带的资源调查，评价潜在资源量，

同时也亟需对大中型矿床进行勘查，以提交一批大中型萤石矿产地。

黄沙腰萤石矿田发现于 6<>: 年。6<8: 年江西省区调大队开展 6@ "$ 万广丰幅区调对

内久尖、大洋岗、范山等矿床（点）进行了踏勘检查。:$ 年代初，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发现了

横坑坪、里天坪等萤石矿脉。6<<6 年，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对内久尖萤石矿区进行了地质

普查，认为该矿床为一中型矿床。6<<: 年该队对黄沙腰地区进行萤石资源概查，认为北东

向产出的内久尖萤石矿床、横坑坪萤石矿床、旺坑萤石矿床远景资源量均超过大型矿床，里

天坪、范山等矿区规模在中型以上，已具备形成大型萤石矿田的条件，遂提出黄沙腰萤石矿

田的概念，具有进一步找矿的重大价值。6<<< A "$$6 年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对黄沙腰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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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田进行资源调查评价。据预查成果，初步估算矿田（!!! " !!#）级萤石矿石资源量 $ $ $
$ 万吨。

“九五”期间，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在该区进行了 %& ’ 万区域地质调查，基本查明

了黄沙腰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认为黄沙腰地区为一箕状盆地，由于抬升，白垩纪红盆顶盖

基本上被剥蚀迨尽，仅留少量残余。该盆地北东与湖山白垩盆地相连。认为北东向控盆断

裂具有控岩、控盆、控矿的特点。并首次在浙江省境内确定了碎斑熔岩体（ 柘岱口碎斑熔

岩），并与萤石矿成矿关系密切。

() 地质背景

黄沙腰萤石矿田位于江山—绍兴大断裂以南，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南加里东褶皱系的东

南沿海中生代火山陆缘活动带，湖山—柘岱口白垩纪火山断陷盆地的南西段，为浙江省“龙

泉—宁波萤石矿化集中区”的南西端。

矿田（图 %）位于峡口盆地和大柘断隆之间，呈北东向展布，往北东延伸与湖山盆地相

连。

矿田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上侏罗统磨石山群大爽组至九里坪组火山碎屑岩，局部有下白

垩统朝川组河流相沉积岩。

矿田构造以断裂为主，主要为北东向，其次为近南北向和北西向。北东向断裂一般规模

大，形成时间最早，一般为压扭性，局部为张扭性。北北东向或近南北向断裂形成时间次之，

规模一般也比较大，延伸较长，为压（扭）性。北西向断裂形成时间最晚，一般规模较小，延

伸短，多为张（扭）性，断裂中常见有中酸性脉岩充填。矿田内控矿构造主要为北东向断裂，

其次为北西向断裂。

北东向横坑坪断裂、田蓬里—焦上断裂为大型控岩、控盆、控矿断裂，贯穿整个矿田。两

断裂之间即为黄沙腰断陷盆地，经后期抬升剥蚀后，盆地特征已不太明显，仅局部见有白垩

纪盆地沉积物残余。

横坑坪断裂：总体走向 !* + #*,，倾向北西，为压扭性断裂。断裂带宽 ’ + !* -，带内常

充填有大量的霏细斑岩脉。断裂带萤石矿化强烈，萤石矿化带长度达 %. /- 左右，局部地段

赋存有远景资源量达中、大型的萤石矿床。矿田内两个主要的萤石矿床—横坑坪萤石矿和

旺坑萤石矿即赋存于该断裂带中。

田蓬里—焦上断裂：基本上与横坑坪断裂平行产出，为压扭性断裂。断裂带宽度几米—

十几米，倾向南东，呈陡倾状。带内萤石矿化长度达 %* /-，赋存有内久尖大型矿床。

在上述二断裂之间，有较小规模的北西向断裂发育，延伸短，主要为张性和张扭性，其次

为压性。断裂中往往充填有中酸性脉岩和萤石矿。脉岩主要为霏细斑岩、安山玢岩等。萤

石矿床一般为中小型，其中达到中型的有大洋岗矿床和里天坪矿床，其它皆为萤石矿点，如

柘岱口、沅口、中蓬、箬坪坑、上定、七树湾、大后垄、梧桐岗以及旺坑!矿体等。

矿田内岩浆活动较频繁，主要为酸性次火山侵入岩和脉岩。侵入岩主要有花岗斑岩体、

碎斑熔岩体、潜流纹岩体。

!) 矿床特征

.0(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万方数据



图 !" 浙江省遂昌县黄沙腰地区地质矿产图

#$%& !" ’() *+, -. %)-/-%0 +12 *$1)3+/ 3)4-536)4 $1 75+1%4(+0+-，85$6(+1%，9():$+1%
! ; 上侏罗统九里坪组球泡流纹岩；< ; 上侏罗统西山头组晶玻屑凝灰岩；= ; 上侏罗高坞组晶屑

凝灰岩；> ; 上侏罗统大爽组第三段熔结凝灰岩；? ; 大爽组第二段石泡流纹岩；@ ; 碎斑熔岩；A ;

石英正长岩；B ; 石英霏细斑岩；C ; 花岗斑岩；!D ; 斜长花岗斑岩；!! ; 流纹斑岩；!< ; 闪长岩；!=

; 断层；!> ; 地质界线；!? ; 远景规模达大型萤石矿床；!@ ; 远景规模达中型萤石矿床；!A ; 远景

规模为小型萤石矿床

=& !" 矿体特征

黄沙腰萤石矿田可分为旺坑、横坑坪和内久尖三个矿区，其中旺坑矿区和横坑坪矿区主

要受北东向的横坑坪断裂控制，是本项目调查评价工作的主要对象。内久尖矿区则受田蓬

里—焦上断裂的次级断裂控制。矿田主要矿区特征见表 !。

=& < " 矿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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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矿石的矿物组成

表 $% 黄沙腰萤石矿田主要矿区矿床特征一览表

&’()* $% &+* ,*’-./* 0, 1’20/ 3*4056-5 67 8.’795+’:’0 ,).0/6-* 0/* ,6*)3

矿区
产状

（度）
矿体规模及形态 主要矿石组构

平均

品位

;

见矿

标高

（1）

围岩
矿床

规模

横坑坪

矿% 区

!<=

"><

总体呈脉状，局部呈透镜状，具膨

缩、复合分支现象，地表连续性较

好，长 ><< 1，平 均 厚 度 ?" <? 1。

矿体厚度由地表往深部变厚，深部

钻孔最厚达 $@" !$ 1。

半自型中粗粒状结构，构

造以角砾状为主，次为条

带状和块状。矿石类型

为石英—萤石型。

@$" AB
>B! C

A!=
碎斑熔岩 大型

旺% 坑

矿% 区

!#<

"?<

总体呈脉状，透镜状，局部具膨缩、

分支复合现象，主矿体长 A<< 1，均

厚 @" B> 1，矿体往深部厚度变薄。

它型微细 D 中粒状结构，

以块状、条带状、角砾状

构造为主，矿石类型萤石

型、石英 D 萤石型。

=>" =@
A@@ C

$<$<
流纹斑岩 大型

内久尖

矿% 区

$!=

"?<

呈脉状—透镜状，长约 ##=< 1，厚

度南 西 端 E&<$ 处 最 大，为 ?" $B

1，向北东方向逐渐缩小，厚度最小

<" >B 1，平均 !" $< 1。

半自型中粗粒状结构，以

角砾状、块状、条带状为

主。矿石类型为萤石型、

萤石—石英型。

>!" @A
@A< C

$$><

晶屑凝灰

岩，花岗

岩

大型

里天坪

矿% 区

#$=

"?=

总体呈脉状，局部呈透镜状，矿体

地表连续性较好，长约 =<< 1，平均

厚度 $" A# 1。

半自 型 中 粗 粒 状 结 构。

以角砾状和条带状构造

为 主。 矿 石 类 型 为 萤

石—石英型。

@@" A!
>=< C

?=<
碎斑熔岩 中型

大洋岗

矿区

#$=

"?=

呈脉状，地表连续性好，长约 #?<

1，平均厚度 $" A? 1。矿体往南东

方向倾伏。

以 角 砾 状 为 主，次 为 块

状、条带状和细脉状。矿

石类型为萤石—石英型。

@#" <!
B!< C

$$><
碎斑熔岩 中型

矿石中矿物组分简单，主要为萤石，次为石英（ 或石髓）、方解石、高岭土、黄铁矿、绿泥

石、铁锰质矿物等。

萤石以浅绿色为主，其次为翠绿色、紫色和白色。一般呈它形或半自形晶集合体，中—

粗晶粒状。单晶以八面体为主，少数呈菱形十二面体及六面体，透明，具玻璃光泽。旺坑矿

区较为特殊，多为交代型萤石，呈微晶—细晶状，颜色以灰褐色和灰白色为主，其次为紫色和

浅绿色，与围岩角砾较难区分，目估品位有一定难度。

石英为主要的脉石矿物，多呈白色或灰白色，自形—它形晶都有，自形晶主要见于晚期

石英脉或晶洞中，粒度 $ 至数毫米，常见梳状或晶簇状集合体；它形晶主要呈细粒至微粒团

块状产于萤石矿体中或嵌布于萤石颗粒之间，部分为隐晶块状石髓。在横坑坪矿带，还存在

较多深灰色的针状或片状的石英集合体。

方解石总体较少，主要为白色片状或菱面体自然晶，与萤石共生。

高岭土一般充填于晶洞和次生裂隙中。

黄铁矿在旺坑矿区较常见，多呈墨绿色细微粒浸染状与交代型萤石及绿泥石共生，或分

布于萤石矿边缘。部分裂隙中充填有中粗粒立方体黄铁矿。

铁锰质矿物主要分布于风化萤石矿体的硅帽中，一般含量较少。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万方数据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为 !"#$和 %&’$，其它组分含量甚微，其中 !"#$为有益组分。旺坑矿

区 #(、% 等有害组分含量稍高。

)* $* $+ 矿石组构及自然类型

（,）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较为简单，主要为半自形—自形粗晶结构和破碎结构，次有聚晶结构、叶片状

结构、包含结构、微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等（表 $）。

表 $+ 矿石结构类型特征表

-"./( $+ -0( 1(2134( 5("134( 65 5/364&1( 64(

结构类型 特 征

粗晶结构 半自形—它形晶的萤石、石英彼此嵌布，形成集合体，粒径在 7* $ 88 以上

破碎结构 原生矿石经后期构造作用破碎呈碎屑状

聚晶结构 由发育良好的八面体或六面体萤石聚晶构成

叶片状结构 方解石、萤石、石英呈叶片状相互嵌布而成

包含结构 萤石矿物颗粒中包含有钾长石、高岭石，或萤石被方解石、高岭石等包含而成

微晶结构 隐晶、微晶的萤石、石英等紧密相嵌

交代结构 隐晶、微晶萤石交代围岩角砾

交代残余结构 隐晶、微晶萤石交代围岩角砾中的钾长石斑晶形成钾长石残余假象

（$）矿石构造

常见的构造有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细脉状构造以及同心圆状、梳状、皮

壳状、薄膜状、碎粒状、骨架状、葡萄状构造等（表 )）。

表 )+ 矿石主要构造类型特征表

-"./( )+ -0( 8"964 1(:16;&: 5("134( 65 5/364&1( 64(

构造类型 主+ + 要+ + 特+ + 征

块状构造 由半自形 < 它形晶的萤石相嵌组成致密块状集合体，少量石英、方解石等矿物呈混溶状组成。

条带状构造 由不同颜色的萤石或由萤石、石英等不同矿物相间平行排列构成。

负角砾状构造 块状萤石中含较多的围岩角砾，含量一般在 ,=> 以上

正角砾状构造 早期形成的块状萤石破碎成角砾，被后期微粒状石英、萤石等胶结。

细脉状构造 由 7* $ ? 7* =:8 的石英—萤石细脉穿插围岩形成细脉或网脉状格架。

骨架状构造 萤石矿物中硅质沿矿物解理析出富集构成骨架，或硅质交代方解石构成片状骨架。

梳状构造 晚期萤石沿较宽的裂隙壁垂直生长形成。

同心圆状或

皮壳状构造
以硅质、围岩、萤石等碎屑为核心，梳状萤石绕其生长形成，发育不完全则为皮壳状构造

葡萄状构造 在裂隙壁或晶洞壁上规模较小的同心圆状萤石串在一起组成形似葡萄状构造。

碎粒状构造 受风化作用，萤石矿石沿解理解开成细小的颗粒。

（)）矿石自然类型

根据矿石组构特征，矿田内矿石类型主要划分为块状萤石矿、条带状萤石矿、负角砾状

萤石矿、正角砾状萤石矿、细脉状萤石矿、梳状萤石矿、碎粒状萤石矿和微晶交代型萤石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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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矿特征

!# $ 控矿因素分析

!# $# $ 控矿构造

区域内萤石矿体严格受控于断裂构造。湖山—柘岱口、峡口—抱珠垄萤石成矿带受区

域性北东向断裂控制。湖山—柘岱口萤石成矿带受控于横坑坪断裂和田蓬里—焦上断裂两

条北东向大型控盆构造，这两条断裂是重要的导矿、容矿构造，黄沙腰矿田内的横坑坪、旺

坑、内久尖等萤石矿脉皆赋存于其中。峡口—抱珠垄萤石成矿带则受控于峡口—张村北东

向弧形断裂，其中赋存有塘源口、甘坞口等多个萤石矿床（点）。

北西向萤石矿脉一般受北西向的张性或张扭性断裂控制，这些断裂大部分形成于白垩

纪盆地形成之后，规模较小，延伸短，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萤石矿化，常形成中小型萤石矿

床，少量达大型，为区域内重要的容矿构造。湖山矿田［%］中的萤石矿脉、黄沙腰矿田中的里

天坪、大洋岗以及峡口盆地中的长台等萤石矿体皆受该组断裂控制。

!# $# & 岩浆岩条件

区域内的萤石矿床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其空间分布与区域中广泛分布的酸性次

火山岩体有密切关系，主要分布于洪公岩体的北西和南东两侧，明显受洪公岩体［$’］的控制。

通过对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及其他矿区的典型矿床研究分析，初步认为在岩浆侵入成岩后，通

过期后热液作用，使成矿物质进一步富集，并沿构造裂隙充填成矿。同时，岩浆活动对区域

构造也有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北东向构造的改造。

!# $# % 地层

区域萤石矿赋矿地层［(］主要为早白垩世火山断陷盆地中的永康群陆相沉积地层，其次

为上侏罗统磨石山群火山岩。磨石山群火山岩氟含量普遍较高，达（)’’ * $’’’）+ $’ ,-；永

康群地层含钙量较高，可为萤石成矿提供部分成矿物质来源。

!# & 矿体与围岩蚀变垂向分带特征

黄沙腰萤石矿田脉状萤石矿体，具有明显的垂向分带特征，由上往下依次为：硅质顶盖、

头部、中部和尾部四个带（图 &）。

硅质顶盖主要由粗脉或细、网脉状石英组成，胶状石英、石髓发育，其中夹少量团块状萤

石及淋滤孔洞，围岩蚀变以硅化为主。在毛阳、范山、内久尖等矿区可见厚大的硅质顶盖。

头部主要由粗、细脉状萤石和石英组成，矿石以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脉状、骨架状构造发

育，其下部发育块状构造，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少量黄铁矿化。内久

尖矿区矿体头部厚度大，矿石质量好。中部以大脉状萤石为主，矿体厚度一般较大，矿石以

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条带状构造为主。围岩蚀变以绢云母化、硅化、高岭土化、绿

泥石化为主，黄铁矿化、碳酸盐化次之。尾部主要由细脉状萤石和石英组成，矿脉分叉、分枝

现象发育，主矿体宽度变小，呈楔形逐渐向下收缩尖灭，矿脉密度和硅化带增大。矿物以石

英为主，萤石次之，萤石和石英多以它形粒状结构出现，且发育有破碎结构和溶蚀交代结构，

方解石和星散状黄铁矿增多。以角砾状、细网脉状构造为主。围岩蚀变以硅化、碳酸盐化和

黄铁矿化为主。

不同部位矿石的结构构造、萤石晶形、围岩蚀变也有相应变化：如微晶—胶状结构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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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矿体垂直分带特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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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于顶部；它形粒状结构发育于矿体

头部及尾部；半自形粒状结构发育于

矿体中下部及头部；自形晶粒状结构

则发育于矿体中部。细脉状、网脉状

构造多发育于顶部和尾部；次生淋滤

构造（蜂窝状、骨架状构造等）多发育

于矿体上部。矿体围岩蚀变绿泥石化

主要发育于矿体的中部顶、底板；高岭

土化主要发育于矿体的头部和中上

部；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则发育于矿体

的中下部及尾部。

经过对横坑坪矿脉中横坑坪矿区

和旺坑矿区的矿体产出特征、矿石结

构构造、矿物组合及围岩蚀变等特征

的对比分析，认为横坑坪矿区坑西矿

段南西向的汪家硅质带，为矿体顶部，

矿体尚未出露，具有进一步找矿远景。

横坑坪矿体工程控制部位为矿体中

部；旺坑矿区!矿体已属矿体中下至

尾部。

8" 找矿勘查方向

现阶段而言，黄沙腰萤石矿田横

坑坪和旺坑矿区已达普查评价程度，

其他矿区工作程度很低，包括民采甚

盛的内久尖、大洋岗、里天坪等矿区，

仅局部矿段达普查阶段工作程度。提

升矿田内萤石的资源级别，供今后的

大规模开采乃至于形成萤石生产基地，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横坑坪、内久尖、旺坑三矿区

是今后详查以上级别勘查的优选区，里天坪、范山等矿区可作为次级勘查区。详查、勘探应

作为该区重点勘查手段和工作的主要方向。

验证预查报告所提的远景资源量方面，可从毛阳的巨厚硅质带、坑西的矿化带等处入

手，用钻孔加以验证。也可以在横坑坪矿区的详查过程中，作为外围普查加以解决。矿田的

萤石资源量有很大一块是基于该处深部有矿推测，也应引起今后的勘查重视。

扩大萤石资源远景量则可着重于北东与湖山萤石矿田的衔接部位，即旺坑—长坞尖等

地的空白区块，该处已发现一批萤石矿化点，通过工作，有望取得新进展。矿田南西方向引

出省界，当注意与福建省萤石矿的连接对比，研究成矿带南西延续的可能性和萤石矿成矿地

质条件，从而预测该方向的萤石远景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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