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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邵武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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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乾峰, 蒋济勇, 刘增政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河南郑州 450011 

摘  要: 邵武地区位于浙中—武夷山(隆起)W-Sn-Mo-Au-Ag-Pb-Zn-Nb-Ta-(叶腊石)-萤石成矿带(Ⅲ-81), 闽

西北萤石矿成矿亚带(Ⅳ-1)的西南部, 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本次综合研究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参数, 元素

R 聚类相关性、单元素异常特征等, 表明 F、Au、Pb、Zn、Nb、Ta 等元素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 并圈定单

元素异常 652 个, 综合异常 26 处; 依据水系沉积物异常、筛选、评序及主要异常解释推断的成果, 结合区

内成矿地质构造背景, 圈定村尾—下炉铅锌矿、吴家塘—南山下萤石矿、祝岭—洋半天萤石矿和铅锌矿、

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4 处, 为该区下一步找矿工作提供了勘查方向和重要参考; 优选出半岭—张

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通过野外路线地质调查、槽探等手段进行了异常查证, 得到了较好的找矿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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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Prediction of Stream  
Sediments in Shaowu Area,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 

HAN Zhi-kun, LI Ke-kun, ZHANG Qing-song, ZHANG Jing-jie, YAN Xiao-bo,  
JIN Qian-feng, JIANG Ji-yong, LIU Zeng-zheng 

Henan Geological Bureau, China Chemical Geology and Mine Bureau, Zhengzhou, Henan 450011 

Abstract: Shaowu area is located in the W-Sn-Mo-Au-Ag-Pb-Zn-Nb-Ta-(pyrolytic)-fluorite metallogenic belt 

(Ⅲ-81) of the Central Zhejiang–Wuyishan (uplift), an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fluorite metallogenic sub-belt (Ⅳ-1) 

of the northwest Fujian, which has good prospecting prospects. In this study,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s, R clustering correlation,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element, etc., show that F, Au, Pb, Zn, Nb, 

Ta and other elements have a certain prospecting potential, and there are 652 anomalies of order elements and  

26 comprehensive anomal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omalies of stream sediments, screening and evaluation   

sequence and main anomaly interpretation results, combined with background of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 

structures, 4 areas were delineated, including Cunwei–Xialu lead-zinc mine, Wujiatang–Nanshanxia fluorite ore, 

Zhuling–Yanbantian fluorite ore and lead-zinc mine, and Banling–Zhangcuo fluorite ore prospecting prediction, 

for 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and the next step prospecting work 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The prospecting 

prediction area of Banling–Zhangcuo fluorite deposit were optimized, and the anomaly were verified by means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trough exploration, and better prospect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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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武地区位于武夷山南麓, 行政区划隶属福建

省南平市。研究区隶属于邵武地区位于浙中—武夷

山(隆起)W-Sn-Mo-Au-Ag-Pb-Zn-Nb-Ta-(叶腊石)-萤

石成矿带(Ⅲ-81), 闽西北萤石矿成矿亚带(Ⅳ-1)的

西南部 , 邵武南山下—龙湖热液型萤石矿远景区

(徐志刚等 , 2008; 王吉平等 , 2014, 2015; 金松等

2022), 成矿地质条件良好, 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前人对该地区进行了顺昌幅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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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卓已钰等, 1995)工作, 结果显示, 具寻找 Au、

Ag、Pb、Zn、Nb、Ta、萤石等矿产潜力。为进一

步明确找矿方向, 本次在邵武地区开展 1:5 万水系

沉积物测量, 对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和异常所

处地质背景进行定性和定量综合评价, 圈定找矿预

测区, 以期为该区深入开展矿产勘查提供基础资料

和有利依据(花林宝等, 2011; 张运强等, 2015; 栗克

坤等, 2019, 2022; 蒋起保等, 2021)。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武夷—云开—台湾造山系 (Ⅰ级);  

Ⅱ级构造单元位于华夏陆块(Ⅴ-3); Ⅲ级构造单元位

于武夷基底杂岩(Ⅴ-3-1); 属光泽—泰宁古弧间盆地

(Ⅴ-3-1-2)(潘桂棠等, 2009; 张青松等, 2021)(图 1)。 

研究区发育的地层(图 2)主要有: ①古元古界大

金山岩组(Pt1d), 其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变粒岩、云

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与云母变粒岩、黑云斜长变

粒岩互层; ②中元古界南山岩组(Pt2n), 其岩性主要

为灰、深灰色条纹状条带状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

变粒岩、黑云(二云)石英片岩、云母片岩; ③新元古

界下峰组(Pt3x), 其岩性主要为云母斜长变粒岩。 

研究区断裂构造沿 NE 走向极为发育, 主要构

造有 : ①邵武—桂林断裂(F2), 区内走向呈北东向

NE50°, 分布于区内西北部的邵武黄山井一带 ,   

②黄源岩—和平断裂(F1), 区域上称西坑—米罗湾

断层, 区内走向呈北东向 NE30°; ③南山下—长坪

断裂(F5), 区域上称岚谷—长坪断裂 , 区内走向呈

北东向 30°左右; ④拿口—张厝北东向断裂带(F7、

F8 、 F9 、 F10 、 F11 、 F12), 断裂带在区内宽约         

3.5 km, 长约 18 km, 总体走向约北东 50°。这些断

裂构造是萤石矿主要的控矿构造。 

研究区岩浆活动较为强烈, 侵入岩以中部张厝

岩体为代表, 成多期次活动、多时期叠加, 主要有

加里东期、燕山早期和燕山晚期侵入岩, 以岩基或

岩株状产出, 岩性以酸性花岗岩类为主, 不同期次

的岩体相互穿插, 老侵入岩体多被较新侵入岩体侵

入。其中加里东期主要为志留系花岗岩, 侵入于元

古代变质岩地层中; 燕山早期主要为晚侏罗世正长

花岗岩, 侵入于元古界变质岩和晚侏罗世长林组地

层中, 并被燕山晚期花岗斑岩侵入。 

研究区内分布南山下大型萤石矿床 1 处, 邵武

大坪、顺昌南舟中型萤石矿床 2 处, 邵武上坡、皇

山井、吴家塘、坳上、大坪、炉上山、下坪、上芦、

杨家坪等萤石矿床(点)19 个, 均为南山下式中低温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曹俊臣 , 1987; 徐有华等 ,  

2008)。 

2  样品采集与加工分析 

研究区共测量 1:5 万水系沉积物 1200 km2, 采

样点主要分布在一级水系中(＜500 m 多呈树枝状、

羽毛状, 形成较均匀而密集的水系网络), 部分分布

在二级水系中 ,  采样点共 5878 个 ,  采样密度为 

4.72 样/km2, 采用粒度为–10 ~ +80 目, 按照中国地

质调查局《地球化学普查规范(1: 50000)》(DZ/T 

011-2015)执行; 选择测试 19 种元素, 采用离子选

择电极法分析 F, 采用王水溶矿-泡塑吸附石墨炉  

原子吸收法分析 A u ,  采用发射光谱分析 A g    

和 Sn、采用王水溶矿-原子荧光光谱分析 As、Sb、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及成矿带分布图 
Fig. 1  Tectonic location and metallogenic belt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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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采用四酸溶矿-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分析 Ca、Cu、Pb、Zn、Ni、Mo, 采用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法分析 W、U、Li、Be、Nb、Ta。

上述分析方法检出限、准确度、精密度、重复性

检验、报出率及外检分析等质量指标均到达规范

要求。  

3  地球化学特征 

3.1  元素的含量特征 

本文对各元素原始数据及剔除离群数据后的

最大值(Max)、最小值(Min)、算术平均值(X)、标准

离差(S)和变异系数(CV)、富集系数(K)地球化学参数

来讨论水系沉积物中元素含量特征(表 1)。K 为均值

与中国水系沉积物元素丰度(迟清华和鄢明才, 2007)

之比。 

从表１可知 , 与中国水系沉积物背景值相比 , 

研究区 Pb 元素相对富集, Sn、Be、Li、Ta 元素相对

持平, Au、Ag、Cu、Zn、Mo、W、F 等元素相对贫

乏; 富集系数仅反映研究区与中国水系沉积物丰度

的相对比值, 并非代表各元素在研究区的总体分布

态势, 平均值较低的元素在局部地区仍有相对富集

的可能。 

为研究各元素含量变异程度、高强数据的多少, 

进而探讨富集成矿的可能性, 利用原始数据集的变

异系数 CV0及 CV0与剔除离群数据变异系数 CV的比

值绘制元素变异系数解析图(图 3)。 

 

图 2  邵武地区地质简图 
Fig. 2  Geological minerals sketch of Shaow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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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邵武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参数 
Table 1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Shaowu area 

原始数据 剔除离群数据 
参数 

Max0 Min0 X0 S0 CV0 Max Min X S CV K 
元素丰度

Au 113 0.3 0.8 2.4 3.06 0.9 0.3 0.5 0.2 0.32 0.34 1.49 

Ag 3.51 0.03 0.054 0.097 1.81 0.07 0.03 0.042 0.009 0.21 0.53 0.08 

Sn 1094 1 5.7 18.9 3.28 9.7 1 3.6 2.1 0.58 0.86 4.2 

As 130 0.4 1.62 2.89 1.78 2.61 0.4 1.05 0.52 0.49 0.14 7.7 

Sb 8.37 0.1 0.21 0.22 1.06 0.2 0.13 0.16 0.01 0.09 0.22 0.72 

Bi 181 0.1 0.7 3.35 5.03 0.7 0.1 0.25 0.15 0.6 0.69 0.36 

Cu 602 1 10.04 14.66 1.46 24.5 7.43 7.43 5.7 0.77 0.37 20 

Pb 867 2.3 39.9 32.3 0.81 80.8 2.3 35.5 15.1 0.43 1.22 29 

Zn 1990 5 54.1 57.7 1.07 119 5 44.2 25.2 0.57 0.7 63 

Ni 309 1 7.6 11.7 1.53 19.1 1 4.9 4.7 0.96 0.2 24 

Ca 456 75 900 1353 1.5 1560 75 660 300 0.45 0.88 750 

Be 27.6 0.2 2.4 2.2 0.91 5.6 0.2 2 1.2 0.62 1.05 1.9 

Mo 168 0.1 0.9 2.91 3.22 1.34 0.1 0.47 0.29 0.63 0.6 0.78 

Nb 2032 0.4 14.7 39.2 2.67 33.1 0.4 10.8 7.4 0.69 0.6 18 

Li 348 3.2 28.2 23.7 0.84 59.9 3.2 23.8 12.1 0.51 0.92 26 

U 38 0.23 2.94 2.34 0.8 6.88 0.23 2.53 1.45 0.57 0.82 3.09 

W 477 0.1 2.85 10.55 3.71 4.27 0.1 1.51 0.91 0.6 0.69 2.2 

Ta 148 0.1 2.11 4.08 1.93 4.54 0.1 1.45 1.03 0.71 1.12 1.3 

F 12672 25 392 564 1.44 630 25 281 116 0.42 0.72 390 

注: Au 的单位为 10–9; 其它元素: 10–6。 

 

 

图 3  邵武地区各元素变异系数解析图 
Fig. 3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elements  

in Shaowu area 

 

图 4  邵武地区各地质单元水系沉积物中各元素相对丰度 
Fig. 4  Relative abundances of elements in stream 

 sediments from various geological units in Shaowu area 

研究区 Bi、W、Mo、Nb、Ta、F、Au、Ag 等

元素含量变化区间大, 存在较多高强度数据, 而且

分布分散, 富集成矿的可能性较大, 可作为区域找

矿的指示元素; Cu、Ni、Pb、Zn、Li、Be、U 等元

素变异系数较小, 说明这些元素含量在区内分布较

为均匀, 不太利于成矿。 

3.2  元素的分布特征 

为研究区内元素富集贫化与地层、岩性的关系

及不同地质单元中元素的离散程度, 制作相对丰度

曲线(各地质单元中元素均值相对于全区均值比值)

及变异系数曲线图(图 4, 图 5)。 

 

图 5  邵武地区各地质单元水系沉积物中各元素变异系数 
Fig. 5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elements in stream   

sediments from various geological units in Shaow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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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质单元中元素含量具有明显的差异, 其

中各元素在西溪组、林田组中具有较高的背景值, 

F、W、Mo、Nb、Ta、U、Sn、Bi、Be 元素在晚侏

罗世富集。各元素在元古界变粒岩中呈现低背景值, 

在焦坑组中各元素相对丰度集中在“1”上下, 且波

动幅度小。 

岩浆岩出露区, F、W、Mo、Nb、Ta、Sn、Bi、

Cu、Ni 具有较高的变异系数, 说明元素分布均匀, 

为成矿的有力地段。 

结合相对丰度曲线和变异系数曲线, 晚侏罗世

中, F、W、Mo、Nb、Ta、Sn、Bi 不仅具有较高的

丰度, 还具有较高的变异系数, 成矿可能性最大。 

3.3  元素组合特征 

对研究区 5628 个水系沉积物样品的 19 种元素

测试成果进行变量(R 型)聚类分析, 谱系图(图 6)显

示 Nb、Ta 与 W、Bi 相关性最好, 其相关系数均大

于 0.8。以相关系数为 0.44 为界, 结合元素亲和性、

空间分布特征及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成矿元素分

为 4 类组合。 

(1)F-Li-Be-Nb-Ta-U 元素组合(图 7), 主要分布

在研究区西南部、南部、东北部, 与岩浆岩活动及

北东向断裂构造密切相关, 该元素组合在南山下—

长坪断裂(F5), 拿口—张厝北东向断裂(F11)呈 NE 向

及西南部的岩体与围岩接触部位呈现大面积高背景, 

展布范围与构造走向一致 , 各元素异常规模较大 , 

强度高, 套和性好, 浓集中心明显, 富集成矿的可

能性较大。该元素组合也是研究区内主要的成矿元

素组合, 反映与断裂构造及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的中

低温热液成矿作用相关的矿化信息。 

(2)W-Mo-Bi-Sn 元素组合, 主要异常分布在西

南部祝岭—洋半天一带、呈现大面积高背景; 东北

部和东南部分布有零星异常 ,  在酸性岩体及其与 

 

图 6  邵武地区水系沉积物 R-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Fig. 6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of elements from 

 stream sediments in Shaowu area 

围岩接触部位。各元素异常规模大, 强度一般, 套

和性好, 有富集成矿的可能性, 该元素组合反映与

酸性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的高温热液成矿作用相关的

矿化信息。 

(3)Pb-Zn-Ag-Cu-Ni元素组合, 主要分布在西南

部、东北部、东南部, 与断裂构造及岩浆活动密切

相关。 

(4)Au-As-Sb 元素组合, 离散程度高, 异常分布

于 NE 断裂构造线基本一致, 主要与断裂构造及局

部岩浆活动有关, 异常规模一般, 强度高, 套和密

切, 浓集中心吻合性较好, 有富集成矿的可能。 

3.4  单元素异常特征 

在研究元素数据分布特征和元素空间分布特

征的基础上, 全区 19 种元素, 对于大于 X+3S 与小

于 X–3S 的数据进行逐步剔除, 剩下的数据统计其

平均值(X), 采用平均值(X)加 2倍标准差(S)计算异

常下限 , 并根据研究区地质背景进行调整 , 最终

确定异常下限值, 异常浓度分带采用 1、2、4 倍确

定。研究区内共圈定各类单元素异常 652 个, 其中

Ⅰ级异常 88 个、Ⅱ级异常 153 个、Ⅲ级异常     

411 个(表 2)。 

3.5  综合异常特征及找矿预测区 

根据研究区内成矿地质背景、单元素异常分布

特征、异常元素组合特征, 按矿床的不同成因类型,

把同一成矿系列的元素, 在空间位置上, 与主要成

矿元素的异常分布一致、异常相互重合、以及与某

一特征地质体相吻合的多个单元素异常圈定为一个

综合异常。研究区圈出各类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26 处。其中甲类异常 5 处、乙类异常 15 处、丙类

异常 6 处, 如图 8 和表 3 所示。 

异常带的分布总体与构造格局一致, 主要沿北

东向断裂构造展布, 可分为南山下—吴家塘、祝岭

—洋半天、张厝—拿口异常带; 分别与南山下—长

坪断裂(F5), 拿口—张厝北东向断裂带(F7、F8、F9、

F10、F11、F12)相对应, 可见构造是影响研究区地球

化学异常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地质工作成果及区域

成矿类型、控矿因素, 结合异常区内已发现的矿床

(点)及矿化线索等成矿地质背景, 圈定出村尾—下炉

铅锌矿、吴家塘—南山下萤石矿、祝岭—洋半天萤

石矿、铅锌矿、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4 处。 

(1)村尾—下炉铅锌矿找矿预测区 

预 测 区 位 于 位 于 工 作 区 西 北 部 , 面 积 :    

26.18 km2; 出露地层侏罗系下统梨山组(J1l
1)、寒武

系林田组( l), 其分布有综合异常 HS7、HS10、

HS13、HS14, 该预测区包含多处 Pb、Zn、Au、Ag、

F 等单元素异常, 且中部有北东向断裂构造 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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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铅锌矿找矿潜力。 

(2)吴家塘—南山下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预测区位于研究区东北部, 面积: 24.85 km2; 出

露地层大金山组(Pt1d)、南山岩组(Pt2n)、下峰岩组

(Pt3x); 其分布有综合异常 HS1、HS2、HS6、HS8, 异

常以 F、Au、Ag 等元素为主, 异常强度较高、规模

较大; 且有北东向断裂构造(F5)与北西向断裂构造

(F19)相交; 带内有已知矿床: 南山下大型萤石矿、吴

家塘小型萤石矿; 寻找萤石、金矿的前景较好。 

(3)祝岭—洋半天萤石矿、铅锌矿找矿预测区 

预测区位于研究区西南部, 面积: 45.40 km²; 

异常带内基岩出露复杂, 地层出露主要有二叠系栖

霞组(P2q)、三叠系焦坑组(T3J)、侏罗系梨山组(J1l
1)、

古元古界大金山组(Pt1d)、震旦系西溪组(Zx)、寒武

系林田组( l), 岩浆岩主要为晚侏罗世正长花岗岩; 

构造沿 NE 向发育。分布有 1 个综合异常 HS14, 该

异常带 F、Li、Be、Bi、Nb、Ta、W、Mo、Cu、

Pb、Zn 等元素, 异常强度、规模都较大, 组合元素 

 

图 7  邵武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 F-Li-Be-Nb-Ta-U 组合异常图 
Fig. 7  F-Li-Be-Nb-Ta-U integrated anomaly of stream sediments in Shaowu area 

 
表 2  单元素异常统计表 

Table 2  Single element anomaly statistical table 

元素 Ⅰ级异常 Ⅱ级异常 Ⅲ级异常 总计 元素 Ⅰ级异常 Ⅱ级异常 Ⅲ级异常 总计 

Ag 9 6 21 36 Nb 4 10 22 36 

As 4 11 10 25 Ni 0 14 33 47 

Au 19 11 24 54 Pb 2 10 33 45 

Be 0 1 11 12 Sb 6 10 32 48 

Bi 4 5 16 25 Sn 3 4 8 15 

Ca 9 16 26 51 Ta 5 9 19 33 

Cu 5 12 22 39 U 0 6 21 27 

F 6 5 21 32 W 4 9 20 33 

Li 1 2 18 21 Zn 2 4 31 37 

Mo 5 8 23 36      
 

ChaoXing



第三期 韩志坤等: 闽北邵武地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预测 417 
 

 
 

较多。异常带内分布有 3 个探矿权, 1 个采矿权,   

均为铅锌多金属矿探(采)矿权, 已知萤石矿点 1 处, 

有一定的寻找萤石、铅锌、钨钼、铌钽矿的前景。 

(4)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预测区位于研究区中南部半岭—张厝一带, 面

积: 27.77 km², 呈 NE—SW 向带状分布, 预测区分

布有综合异常 HS20 一处, 异常元素以 F-Ca 为主, 

伴生 Nb-Ta-U-Bi; 沿北东 NE 向西坑—张厝—大坪

—半岭—庄上断裂带 F11 与 NNE 向新坪东—铜锣丘

断裂构造分布, F、Ca 异常规模大, 强度高, 浓度分

带性明显 , 具有内中外带 , 浓集中心吻合 , 其中

F-20 有异常点 11 处, 异常平均值 1877×10–6, 最大

值 8565×10–6; F-22 有异常点 7 处 , 异常平均值

2148×10–6, 最大值 12 480×10–6; 该预测区内 F、Ca

异常与区内已知大坪、半岭、俞厝墩、黄土岭萤石

矿套和紧密(图 9, 表 4)。 
 

表 3  邵武地区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分类 
Table 3  Integrated geochemical anomalies in Shaowu area 

异常编号 异常面积/km² 元素组合 异常分类 面金属量∑NAP 综合评序 

HS1 42.60 Au-Ag-Cu- Ni -As 乙 2 301.64 3 

HS2 19.80 F-Ca-W-Cu-Bi 甲 1 72.16 4 

HS3 4.730 F-Ca-Au-Cu-Ag-As-Zn-Sn-Sb 乙 3 47.41 15 

HS4 18.70 Au-Cu- Ni-Sb-Sn-Nb -As 丙 1 89.45 11 

HS5 9.67 Au-Bi-Ni-Sn 丙 1 105.70 10 

HS6 30.80 F-Ca-Cu-Zn-Ta 甲 1 88.48 2 

HS7 16.50 Au-Ag-Pb-Sb-Ca-Mo-Sn 乙 3 704.84 9 

HS8 14.30 Au-Ag-Cu-Mo-As 乙 3 64.25 17 

HS9 7.17 F-Au-Cu-Nb-Ta-Ni-Li 乙 3 19.35 22 

HS10 6.76 Pb-Zn- Ag- Cu--Ni -As 乙 3 56.72 18 

HS11 7.43 Cu-Ni -Zn-Ca-As -Sb 乙 2 16.84 19 

HS12 7.56 F- W-Mo-Li- Be-Au 乙 3 51.30 13 

HS13 10.30 Pb-Au-Ag-As-Nb-Ta 甲 2  16.41 21 

HS14 184.00 F-Li-Be-Nb-Ta-W-Mo-Au-Ag-Cu-Ni-Pb-Zn 乙 2 2312.43 1 

HS15 7.97 Pb-Zn-Ag-Cu-Li-As-Ca 乙 3 11.90 26 

HS16 21.40 F-Ca-Mo-Nb-Ni-As 甲 1 57.94 5 

HS17 15.50 Au-Ag-Pb-Bi 乙 3 67.90 14 

HS18 12.20 Pb-Zn-Ag-F-W-Mo-Sb 乙 2  55.41 12 

HS19 15.70 Pb-Zn-Ag-Cu-Ni-Nb-Ta 乙 3 84.68 8 

HS20 15.90 F-Ca-U-Bi-Nb-Ta 甲 1 43.17 6 

HS21 9.40 Pb-Zn-Au-Ag-Cu-Ni-F-Ca-Mo-As-Sb 乙 3 34.57 16 

HS22 4.09 Nb-Ta-Li-Zn 丙 1 45.55 20 

HS23 6.28 Au-Ag-Ni 丙 1 50.30 25 

HS24 1.53 Nb-Ta-Li-Mo 丙 1 3.22 23 

HS25 8.30 Pb-Zn-Ag-Cu-Sn-Ni-Nb-Ta-As 乙 3 71.68 7 

HS26 5.56 F-Mo-As 乙 3  398.39 24 

 
表 4  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geochemistry parameters in the prospecting area of the Banling–Zhangcuo area 

元素 异常编号 异常面积/km2 异常点数 平均强度 最高强度 异常下限/10–6 衬度 规模 浓度分带

F-18 0.186 9 1 2 370  2 370  700 3.39  0.63  中、外 

F-20 2.695 7 11 1 877  8 565  700 2.68  7.23  内、中、外

F-21 0.372 5 3 1 095  1 954  700 1.56  0.58  中、外 

F-22 1.650 9 7 2 148 12 480  700 3.07  5.07  内、中、外

F 

F-23 0.202 9 2  990  1 736  700 1.41  0.29  中、外 

Ca-46 0.751 4 4 4 201  9 471 2 000 2.10  1.58  外 

Ca-47 0.197 7 1 4 410  4 490 2 000 2.21  0.44  外 Ca 

Ca-48 1.727 8 7 4 483 12 574 2 000 2.24  3.87  内、中、外

U U-14 0.544 1 5    12.4     24.2      5.45 2.28  1.24  中、外 

Bi Bi-15 0.217 8 1    10.1     10.1     0.88 11.48  2.50  外 

Nb Nb-30 2.247 3 12  138  1 095  28 4.93  11.07  内、中、外

Ta Ta-33 1.685 8 7   19.7     78.7    5.2 3.78  6.38  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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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邵武地区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及找矿预测区分布图 
Fig. 8  Integrated geochemical anomalies and prospecting target in Shaowu area 

 

图 9  半岭—张厝找矿预测区异常剖析图 
Fig. 9  Geochemical anomaly map of Banling–Zhangcuo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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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预测区进行异常查证, 新发现张厝、新坪、

铜锣丘萤石矿点 3 处, 均产于晚侏罗世少斑中细粒

正长花岗岩岩体内 NE 向 F11 和 NNE 向 F31 构造破

碎带中, 矿石矿物为萤石, 主要呈浅绿色、白色; 它

形-自形粒状。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玉髓, 

长石, 次要矿物为绢云母、绿泥石、碳酸盐矿物; 围

岩中普遍具有强烈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高

岭土化, 其中以硅化、绢云母化与萤石矿成矿关系

最为密切, 一般硅化、绢云母化强度越高、规模越

大, 萤石矿化越好, 矿体规模及矿石质量越好。通

过若干条探槽工程揭露 , 取样化验分析结果显示 , 

其 CaF2 含量 19.13%~75.78%。 

综上所述, 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成

矿地质条件优越, 地球化学异常明显, 具备形成中

低温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的地质 -地球化学条件 , 

具有寻找萤石矿的潜力, 值得开展进一步矿产勘查

工作。 

4  结论 

(1)通过元素含量、分布特征、及相对丰度曲线

和变异系数曲线, 综合分析研究区内主成矿元素为

F、Au、Pb、Zn、Nb、Ta。 

(2)结合元素 R 型聚类分析及元素的分布特征, 

与萤石矿组成元素 F 密切相关的有 Li、Be、Nb、

Ta、U, 可作为区域找萤石矿的指示元素。 

(3)综合研究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参数, 圈定单

元素异常 652个, 综合异常 26处, 找矿预测区 4处。 

(4)优选出半岭—张厝萤石矿找矿预测区, 通过

异常查证新发现萤石矿点 3 处, 该预测区内具有寻

找南山下式中低温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的良好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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