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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矿产成矿规律与百年勘查成果及 
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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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化工矿产种类较齐全, 资源也较丰富, 是世界上化工矿产种类比较齐全、探明资源量较多的少

数几个国家之一。100 年来, 对 20 多种化工矿产开展了地质找矿工作, 重点勘查评价了磷、硫、钾盐、硼、

萤石、重晶石、芒硝、石膏、盐矿、明矾石、天青石、天然碱、砷(雄黄、雌黄)、硝石、化工灰岩等矿种, 新

发现和扩大资源规模的矿产地 7 000 多处, 其中大中型矿区 1 700 余处, 为我国化肥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

提供了资源保障。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地质时代和各种主要的地质构造单元都有化工矿产产出, 本次《中国

矿产地质志•化工矿产卷》研编梳理了重要化工矿产矿床类型, 总结了其空间分布规律, 共划分了 41 个重要

的化工矿产Ⅲ级成矿区带, 33 个矿集区, 并圈定 3 级预测区 922 个。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要重点

加强钾盐、硼矿、磷矿、萤石矿等 4 个战略性化工矿产的地质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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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variety of chemical minerals and abundant resources, making it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variety of chemical minerals and a large number of proven resources.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more than 20 types of chemical minerals,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and evaluating minerals such as phosphorus, sulfur, potassium salts, boron, fluorite, 
barite, glauberite, gypsum, salt mines, alunite, lapis lazuli, natural alkali mines, realgar, saltpeter, and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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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stone. More than 7 000 newly discovered and expanded mineral deposits, including 1 700 large and      
medium-sized mining areas, guarante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ertilizer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In almost 
all geological epochs and major geological structural units in China, chemical minerals are present. The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of “Geology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 Chemical Minerals Volume” reviewed their genetic 
types, and divided of 41 important Grade III metallogenic zones and 33 ore-concentrated areas, and delineated 
922 three-level prediction areas for chemical minerals. In the new round of strategic breakthroughs in mineral 
explo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four strategic chemical    
minerals, including potassium salt, boron ore, phosphate ore, and fluorite ore. 
Key words: chemical mineral resources;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exploration results; prospecting suggestions 
 
 

化工矿产是指用于硫酸工业、化肥工业、纯碱

工业和无机盐工业等化学工业有用矿物和岩石的总

称, 主要包括磷、硫、钾盐、硼、萤石、重晶石、毒

重石、明矾石、天然碱、砷(雄黄、雌黄)、芒硝、钠

硝石、石膏、制碱灰岩、电石灰岩、天青石、金红

石、蛇纹石、白云岩、镁盐、泥炭、硅藻土、膨润

土、伊利石、蒙皂土、碘、溴等 20 多个矿种。化工

矿产用途广泛, 其稳定供应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化

学工业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

素。如, 磷、硫、钾盐是生产磷肥、钾肥的基础矿物

原料, 关系国家粮食安全, 且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

池、光伏玻璃、锂硫电池、钠硫电池等新兴产业; 硼、

萤石、重晶石是制取超导材料、电池电极材料、非

线性光学材料、燃料电池储氢材料、发光材料、锂

电池、燃料电池、太阳能、半导体、含氟创新药物、

电瓷生磁性铁酸盐材料、增亮剂、飞机跑道等不可

缺少的原材料; 天青石(锶)已应用于隐身战机、巡航

导弹和舰艇等军工产业(表 1, 熊先孝等, 2018)。 
 

表 1  中国主要化工矿产用途 
Table 1  Main chemical mineral uses in China 

矿种 传统用途 新兴用途 

磷矿 
主要用于生产磷肥, 也用来制造黄磷、赤磷、磷酸、磷化合物及其他磷酸盐

类产品 
主要是新能源电池材料和光伏材料 

钾盐矿 

农业上, 用于生产钾肥; 工业上, 主要生产 KOH、K2CO3、KNO3、KCIO3、

KMnO4、KCN、K2CrO3、KBr、KI 等, 还广泛应用于玻璃、陶瓷、纺织、

染料、制革、肥皂及洗涤剂、合成橡胶、电池、印刷、农药、医药、照相、

电视显像管、火柴、烟火等 

蓄能的重要载体-储能熔盐原料主要组分 

硼矿 
玻璃工业、陶瓷工业、洗涤剂和农用化肥是硼的主要用途, 还用于核能、医

药、国防、节能环保、生产硼砂和硼酸 
应用于超导材料、电池电极材料、非线性光学

材料、燃料电池储氢材料, 以及发光材料 

重晶石矿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轻工、冶金、医学、农业及原子能、军事等行业, 如: 
钻井泥浆加重剂、锌钡白颜料、各种钡化合物等, 还直接应用于造纸、橡胶

和塑料工业填料、特种水泥、砂浆及混凝土矿化剂 

用于电瓷生磁性铁酸盐材料、增亮剂、飞机跑

道、大型停车场等 

硫矿 制取硫酸, 广泛应用于肥料、染料、蓄电池、石油化工、洗涤剂、纺织物等 锂硫电池、钠硫电池及其关键电极材料 

芒硝矿 洗涤剂、造纸、玻璃、医药、化肥、脱硫剂、制造火药等 饲料添加剂、储能材料 

盐矿 
食用盐、调味剂; 合成纯碱、烧碱; 制取盐酸、氯气; 用于搪瓷工业、制革

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等, 如洗涤剂、熔融剂、陶瓷、玻璃、火药、冶金

溶液、浮选剂等 

用于太阳池技术, 如太阳池发电、采暖供热、

海水淡化等 

萤石矿 
用于冶金、炼铝、玻璃、陶瓷、水泥等行业; 可作为宝玉石和工艺美术雕刻

原料;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制冷、医药、农药、防腐、灭火、电

子、电力、机械和原子能等领域。 

锂电池、燃料电池、平板显示、太阳能、半导

体、含氟创新药物、中空纤维膜等 

石膏矿 应用于水泥、农业、陶瓷、轻化工、雕塑、医药、外贸、墙体材料等 超细、提纯、改性的无水硫酸钙; 石膏晶须 

化工灰岩矿 
用于制碱、电石、化肥、橡胶、造纸、涂料、漂白剂、塑料、碳化钙及有

机化学品等 
 

明矾石矿 提取明矾, 制钾肥、硫酸和炼铝等  

天然碱矿 是制碱工业的重要原料, 主要用于制取纯碱、烧碱和小苏打 锂电池和光伏产业 

天青石矿 
用于生产碳酸锶, 用于液晶玻璃基板、铁氧体永磁体、电子陶瓷、烟火、金

属冶炼等 

同位素 90Sr 有助于吸收电磁波, 改善隐身性能, 
90Sr 隐身涂料已应用于隐身战机、巡航导弹和

舰艇, 锶的军事意义及战略地位凸显 

硝石矿 
用于农业、化工、炸药、烟火、冶金、机械等: 生产肥料、制造硝酸、硝酸

钾; 炸药、火箭燃料和焰火的组分; 消泡剂、脱色剂等 
硝酸钾和硝酸钠组合被用作太阳能光热发电的

蓄热介质 

雄黄矿 
用于提炼砷、制造砷酸和砷的化合物; 可作杀虫剂、杀鼠剂、除草剂和其他

砷类的农药; 制作汽车、雷达的部件 
砷化镓用于制作半导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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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自 2014年全面启动

《中国矿产地质志•化工矿产卷》研编工作以来, 中
化地质矿山总局组织全局骨干力量, 通过 10 余年

的努力, 完成了对中国化工矿床理论研究与勘查成

果深化总结, 首次厘定了化工矿产矿床类型, 建立

了符合化工矿产成矿特征的区域成矿模式和成矿谱

系, 并对不同类型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进行

了系统的归纳总结。本文重点梳理了我国化工矿产

区域成矿规律及百年来取得的重大找矿成果, 就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化工矿产找矿工作提出了

几点思考与建议。 

1  中国化工矿产的资源概况及百年勘查
成果 

从 20 世纪初开始, 中外学者对中国化工矿产

断续开展了大量地质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我

国化肥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1949 年前, 中国化学工业和化学矿山实力都很薄弱, 

化工所需的矿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 只有为数不

多的地质学者进行过磷、硫、砷、明矾石、岩盐等

化工矿产的地质调查, 发现了如云南昆阳、江苏锦

屏、安徽凤台等磷矿和河南、四川、山西等地的硫

铁矿, 但探明的储量很少。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

化学工业和化学矿山的发展, 化工地质事业也得到

迅速发展, 至 2020 年底, 共提交各类地质勘查报告

2 600 多份 , 查明储量磷矿 19.13 亿 t, 硫铁矿   
6.94 亿 t, 钾盐矿 28 059.54 万 t, 硼矿 2 090.10 万 t, 
重晶石 3 689.12 万 t, 萤石 4 857.55 万 t, 芒硝  
17.73 亿 t, 明矾石 1 768.02 万 t(表 2)。 
1.1  钾盐矿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发现钾盐矿矿产地 120 处, 
其中超大型 1 处, 大型 8 处, 中型 14 处, 小型 21 处, 
矿 点 ( 矿 化 点 )76 处 , 钾 盐 矿 查 明 储 量 (KCl)      
28 059.54×104 t。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和西藏等省

(自治区)。 
百年来 , 我国钾盐找矿勘查中最重要的成果 , 

 
表 2  中国主要化工矿产储量统计表 

Table 2  Reserves of major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序号 化工矿产 矿产名称 单位 查明的储量 

1 硫矿 

自然硫 硫/(104 t)     

硫铁矿 矿石/(104 t)  69 470.86 

伴生硫 硫/(104 t)   6 595.18 

硫化氢气   

2 雄(雌)黄矿 砷 砷/(104 t)     26.14 

3 磷矿 
磷 矿石/(108 t)     19.13 

伴生磷 P2O5/(104 t)    

4 萤石矿 
普通萤石 折氟化钙/(104 t)   4 857.55 

光学萤石 矿物/kg     91.00 

5 盐矿 石盐 折氯化钠/(108 t)    207.11 

6 钾盐矿 钾盐 KCl/(104 t)  28 059.54 

7 硼矿 硼 B2O3/(104 t)   2 090.10 

8 重晶石矿 
重晶石 矿石/(104 t)   3 689.12 

毒重石 矿石/(104 t)     285.51 

9 天青石矿 天青石 天青石/(104 t)  1 580.43 

10 石膏矿 石膏 矿石/(108 t)     15.48 

11 芒硝矿 芒硝 折硫酸钠/(108 t)     17.73 

12 明矾石矿 明矾石 矿物/(104 t)   1 768.02 

13 天然碱矿 天然碱 (Na2CO3+NaHCO3)/(104 t)    402.33 

14 硝石矿 
钠硝石 矿石/(104 t)   2 513.05 

钾硝石   

15 化工灰岩 

电石用灰岩 矿石/(104 t)  95 442.95 

制碱用灰岩 矿石/(104 t)  39 155.77 

化肥用灰岩 矿石/(104 t)  

注: 数据据自然资源部, 2021; 芒硝矿石量按 32.30%折算; 盐矿矿石量按 82%折算; 砷雄/雌黄矿物按 65%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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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属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的发现。1955—1957 年, 
西北地质局六三二地质队、化工部郑绵平、地质部

青海办事处大柴旦地质队、中国科学院等, 在柴达

木盆地勘查硼、钾, 在察尔汗盐湖发现了含钾很高

的卤水。1958—1965 年, 完成了对察尔汗盐湖的地

质勘探, 探获氧化钾储量 3.5 亿 t, 为国家提交了一

个大型钾盐矿产基地。1967 年, 青海省地质局第一

地质队提交了霍布逊—达布逊区段和别勒滩区段钾

盐矿床勘探报告 , 提交液体矿 KCl 工业储量   
1.455 亿 t, 固体 KCl 储量 9 758 万 t。同期还开展了

全国古代固体钾盐找矿工作, 1962 年 3 月在云南勐

野井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小型固体钾盐矿。 
1979—2000 年是我国钾盐找矿工作的第二个

高峰期。新疆地矿局区测大队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郑

绵平等分别在新疆罗布泊龟背山发现光卤石和晶间

卤水钾矿, 后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王弭力和新疆地矿

局第三地质大队勘查证实为硫酸镁亚型大型钾矿床, 
这是我国相隔 40 年之后找到的第二大钾盐成矿聚

集区。 
2000 年以来, 重点勘查评价了新疆罗布泊罗北

凹地, 青海茫崖大浪滩矿田梁中矿段大型卤水钾盐

矿床, 青海柴达木东、西台吉乃尔湖钾锂盐矿床和

昆特依大盐滩液体卤水钾矿床。罗北凹地钾盐矿床

W1~W4 矿层补充详查工作, 批准探矿权内晶间卤

水 KCl 资源量(122b+333) 8 467.90 万 t, 其中 122b
为 7 878.30 万 t。青海冷湖镇昆特依钾矿田大盐滩

钾矿床和青海钾矿田梁中矿段详查, 探明晶间卤水

KCl(332+333)资源量 5 312.00 万 t(王淑丽等, 2019)。 
1.2  磷矿 

中国磷矿资源丰富, 居世界前列。截至 2020 年

底 , 中国发现磷矿矿产地 1 053 处 , 其中超大型  
33 处, 大型 107 处, 中型 191 处, 小型 187 处, 矿点

535 处, 磷矿查明储量 19.13×108 t。主要集中分布于

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 
21 世纪初中国最早发现和首先进行开采的磷

矿是江苏海州锦屏磷矿, 探明磷矿储量 3 355 万 t, 
满足了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的锦屏磷矿

采选 112 万 t/年, 年产精矿 30 万 t 大型采选联合企

业建设的需要。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中期, 我国磷矿勘查最

重要的成绩, 当属为贵州开阳、云南昆阳、四川金

河、湖北荆襄、湖南浏阳等五大磷矿山设计和建设

开展的地质勘查工作。原贵州地质局开阳地质队自

1957 年起对开阳磷矿马路坪、用沙坝进行了初勘, 
同时对其它矿段进行了普查, 探明储量 2.62亿 t, 被
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1966 年, 云南

省地质局第九地质队对海口桃树箐进行初步勘探, 
探明储量 19 425 万 t。四川省地质局 101 队于   
1960—1965 年对金河磷矿马槽滩矿区进行勘探, 探
明储量 4 610 万 t。湖北荆襄磷矿是我国中南地区的

大型磷矿基地, 1958 年国家计委批准建设湖北荆襄

磷矿, 1958—1965 年, 湖北荆襄地质队、汉江地质

队先后对朱堡埠矿区、胡集矿区开展了地质勘查工

作; 1966 年湖北第八地质队完成了王集矿段的勘探, 
探明磷矿石储量 0.91 亿 t。1959—1960 年, 浏阳县

地质队、湘东地质队先后对浏阳磷矿马鞍山、马鞍

岭—樟树冲和金狮冲三个矿段开展了普查和详勘工

作, 探明储量 1.03 亿 t。1967—1978 年, 湖北省第

八地质队在保康发现洞河磷矿后, 又先后发现了观

音岩、峰山、马桥和白竹磷矿, 并对观音岩矿区、

峰山矿区九里川矿段、洞河矿区东嵩矿段开展了普

查、详查和勘探, 累计探明磷矿储量 1.7 亿 t, 为鄂

西地区增添了一个大型磷矿田。在此期间还新发现

了云南尖山、鸣矣河, 湖北大悟, 贵州福泉高坪等

磷矿床。 
1979—2000 年, 重点对计划经济时期发现的建

设条件较好的大型磷矿床和生产矿山外围及深部进

行地质勘查工作, 以满足矿山设计建设要求。云南

省发现并勘探了安宁草铺磷矿柳树、龙山、松坪三

矿段,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13 518 万 t; 完成了晋宁、

海口四采区、安宁背阴和波罗湾矿段、昆明尖山、

江川清水沟、澄江渔户村等七处磷矿勘探, 对昆阳

磷矿一至四采区、晋宁青菜矿段进行了补勘, 对昆

明白塔村、鸣矣河, 江川云岩寺磷矿进行了初勘。

贵州省重点对开阳磷矿的极乐矿段北段、沙坝土、

牛赶冲矿段, 泉高坪磷矿的英坪、磨房、小坝矿段

和瓮安白岩磷矿的穿岩洞、大塘矿区进行了勘探, 
对开阳磷矿马路坪矿段进行补勘。四川省重点对马

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矿段、金河磷矿兰家坪矿段、

王家坪磷矿邓家火地矿段进行勘探, 对王家坪矿区

燕子崖矿段进行补勘。湖北省重点对荆襄胡集矿区

大峪口、莲花山、龙会山矿段, 宜昌磷矿的桃坪河、

店子坪、树空坪、树空坪马家湾矿段, 樟村坪矿区Ⅰ、
Ⅱ矿段, 大悟黄麦岭磷矿, 保康磷矿白竹矿段, 兴神

磷矿瓦屋Ⅰ块段、郑家河矿段、瓦屋Ⅱ、Ⅲ矿段进行

了勘探, 对湖北黄梅磷矿进行补勘。湖南省重点对

湖南石门磷矿东山峰背斜西北翼杨家坪、大成湾、

鼓罗坪矿段和湖南洗溪磷矿Ⅱ、Ⅲ矿段进行勘探。

同时对江苏新浦磷矿、锦屏磷矿、湖南浏阳磷矿、

四川金河磷矿马槽滩矿区和岳家山矿区深部进行了

勘探。 
2000 年以来, 磷矿找矿勘查进入第三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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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磷矿储量增长最多的时期。根据《全国矿产资

源储量通报》数据统计, 2000—2019 年, 在湖北、

贵州、四川和云南四省共新发现磷矿产地 225 处, 
新发现经评审备案的中型以上矿产地 85 处, 新增

磷矿资源储量 122.61 亿 t, 其中 P2O5>30%的富磷矿

12.92 亿 t(熊先孝等, 2019)。 
1.3  萤石矿 

中国萤石矿包括普通萤石和光学萤石。截至

2020 年底, 发现普通萤石矿矿产地 1 436 处, 其中

超大型 3 处, 大型 53 处, 中型 134 处, 小型 571 处, 
矿点 675 处。发现光学萤石矿床(点)3 处。萤石矿查

明储量(矿物)4 857.55 万 t。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南、

江西、浙江、内蒙古、福建、河南等省(区)。 
20 世纪 50—70 年代, 新发现的萤石矿大型以

上矿床主要有浙江武义后树、德清银子山、庾村、

龙泉八都、临安新桥, 江西永丰南坑、德安, 安徽

宁国庄村, 福建邵武南山下, 广东河源到吉、兴宁

低陂坜, 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敖包, 甘肃高台七坝

泉、永昌照路沟和头沟, 河南信阳尖山、嵩山陈楼, 
湖北红安寨山和湖南衡阳双江口萤石矿等。 

20 世纪 80—90 年代是我国萤石矿勘查兴盛时

期, 找矿成果丰硕, 共发现萤石矿产地 102 处, 其
中大型矿产地 5 处, 即: 浙江省遂昌湖山、常山八

面山、福建省回潭、将乐常口和内蒙古锡林浩特通

河萤石矿。特别是 90 年代后期, 浙江化工地质勘

查院首次在浙江省常山八面山地区发现赋存于花

岗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中的萤石矿床 , 为浙江

省首次发现的新类型萤石矿 , 对地质条件基本类

似的浙西北地区萤石找矿及开发利用等有着重要

的开拓性意义。 
2000 年以来, 我国萤石矿勘查工作达到历史高

峰, 新发现多处大型以上规模萤石矿床, 是萤石矿

储量增长最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全国萤石矿地

质勘查工作范围扩大, 东部、西部地区都有大型矿

床发现, 并相应地开展了地质勘查工作。东部地区

除了在浙西、闽西传统萤石资源基地发现新的矿产

地和浙中老矿山在深部和外围增储以外, 又新增赣

南、湘南、豫西等大型萤石矿资源基地。赣南新增

萤石资源储量 1 000 多万 t, 其中江西省于都县坳脑

萤石矿探获萤石资源储量 370 万 t、江西省石城县

楂山里萤石矿探获萤石资源储量 500万 t; 湘南郴州

新增萤石资源储量 1 290 万 t; 豫西基地新增萤石资

源量 900 多万 t。西部地区萤石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在新疆阿尔金、柯坪,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阿巴嘎

旗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勘查进展, 其中新疆阿尔

金地区发现卡尔恰尔超大型萤石矿, 探获萤石矿物

量(CaF2)2 248.91 万 t, 查明储量占全国已查明萤石

矿资源储量的 10%左右, 是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萤

石矿找矿突破的标志性成果。在内蒙古阿巴嘎旗李

瑛矿区探获萤石矿物量 1 592 万 t, 苏尼特右旗巴彦

敖包萤石矿、阿拉善右旗乌力图萤石矿、四子王旗

西里庙萤石矿、阿德格哈善图萤石矿等 4 个矿床都

达到大型规模(商朋强等, 2022)。 
1.4  硼矿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发现硼矿矿产地 216 处, 
其中超大型 7 处, 大型 31 处, 中型 51 处, 小型   
54 处 , 矿 点 73 处 , 硼 矿 查 明 储 量 (B2O3)          
2 090.10×104 t。主要分布在辽宁、西藏、青海、湖

北、四川、湖南、广东和吉林等省(市、自治区)。 
20世纪 50—70年代, 国家急需硼矿资源, 先后

在青海察尔汗、大浪滩、大小柴旦湖、一里坪、东

西台吉乃尔湖和西藏班戈湖、茶拉卡湖等开展硼矿

专业普查, 在大柴旦湖发现湖底硼矿, 小柴旦也发

现钠硼解石矿层 , 在西藏发现仲巴扎布耶茶卡硼

矿。在辽宁宽甸发现五道岭、砖庙沟、杨木杆子、

二人沟、栾家沟、花园沟、营口后仙峪等硼矿床和

矿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74—1978 年对辽宁凤

城翁泉沟开展了详勘工作 , 探求 B2O3 储量       
2 184.9万 t, 其中工业储量 1 598.9万 t, 为一超大型

规模的含铀、铁、硼矿床。 
1979—2000 年, 重点对宽甸栾家沟大型硼矿进

行了勘探, 对宽甸二人沟、杨木杆子等矿进行了补

勘 , 对宽甸花园沟、五道岭大型硼矿进行了详查 , 
对新发现的营口岔沟大型硼矿进行了普查。与此同

时, 对西藏革吉扎仑茶卡中型硼矿进行了详查, 对
新发现的改则县麻木错大型硼矿进行普查。 

2000 年以来, 重点加强了辽东沉积变质硼矿和

西藏地区盐湖型硼矿找矿和勘查工作, 新发现硼矿

41 处, 其中大中型 8 处, 主要是西藏革吉县扎仓茶

卡Ⅱ湖东缘、辽宁大石桥后仙峪硼矿区板长峪石洞

沟硼矿及其东岔沟、二道沟、鲁家沟南矿段、辽宁

宽甸明安、泡子沿第二硼矿、临江硼矿、辽宁辽阳

陈家堡子—岫岩生铁岭硼镁铁矿和广东连平大顶铁

矿深坑矿区硼矿(尚红林等, 2019a)。 
1.5  重晶石矿 

中国重晶石矿包括重晶石和毒重石。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发现重晶石矿矿产地 562 处, 其中

超大型 2 处, 大型 9 处, 中型 24 处, 小型 205 处, 矿
点 322 处。发现毒重石矿矿产地 9 处, 其中大型    
2 处, 小型 3 处, 矿点 4 处。重晶石矿查明储量   
(矿石 ) 3 689.12×104 t, 毒重石矿查明储量 (矿
石)285.51×104 t。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

甘肃、陕西、湖北、浙江、重庆、山东、福建等省(市、

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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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中国重晶石地质找矿

工作得到重视和发展, 共发现重晶石矿产地 35 处, 
其中大型 5 处, 主要是贵州天柱大河边、湖南新晃

贡溪、甘肃文县东风沟、陕西安康石梯和福建永安

李坊。其中, 新晃贡溪发现特大型重晶石矿, 探明

储量 4.53 亿 t, 是中国迄今已知最大的重晶石矿。 
20 世纪 90 年代 , 全国共发现重晶石矿产地  

69 处, 其中大中型 4 处。重点勘查评价了 6 处大型

重晶石矿: 贵州天柱大河边、湖南新晃贡溪、广西

象州寺村、福建永安李坊、陕西安康石梯、甘肃文

县东风沟重晶石矿。 
2000 年以来, 重点在湖南、贵州、广西、陕西、

山东、甘肃、吉林等省(区)开展重晶石的找矿和勘

查工作, 新发现重晶石矿产地 17 处, 其中大型为湖

南沅陵北溶、贵州乐纪重晶石矿区外围肯然及卢家

院矿段 2 处, 共提交重晶石资源量 2 986 万 t。对云

南金沙厂铅锌矿伴生的重晶石矿进行了综合评价

(尚红林等, 2019b)。 
1.6  硫矿 

中国硫资源主要是硫铁矿、伴生硫和自然硫。

截至 2020 年底, 发现硫矿矿产地 1 706 处, 其中超

大型 9 处, 大型 72 处, 中型 298 处, 小型 762 处, 矿
点 565 处, 硫铁矿查明储量 66 503.54×104 t。主要集

中分布于四川、贵州、安徽、云南、江西、内蒙古、

河南、广东、广西、湖北等 10 省(市、自治区), 硫
铁矿(S≥35%)富矿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重庆、广东

和贵州。 
20 世纪 50—70 年代, 先后勘探了辽宁草河口、

山西平定县锁簧、广东英德和安徽向山等重要矿床, 
保证了矿山生产建设的需要。新发现了浙江龙游、

乐昌西岗寨, 安徽马山、铜陵新桥, 贵州三叉河、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六一”等硫铁矿床 , 特别是 
1959 年, 发现云浮大降坪黄铁矿, 是世界上少有的

特大型富黄铁矿。 
1979—2000年, 新发现的硫铁矿矿产地 134处, 

其中大中型 7 处, 新发现自然硫矿产地 1 处。新发

现的大中型硫铁矿主要为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山片

沟、巴林左旗驼峰山、呼后旗三贵口, 安徽庐江黄

屯、广东云浮石板坑和四川叙永海坝、贵州仁怀米

江煤系硫铁矿。在广东英德、阳春黑石岗, 安徽向

山硫铁矿的深部和外围寻找和勘查新的接替资源。 
2000 年以来, 硫铁矿地质找矿工作主要是勘查

多金属硫铁矿和煤系硫铁矿。重点勘查评价了内蒙

古克什克腾旗拜仁边坝西区、巴林左旗驼峰山, 新
疆哈巴河县阿舍勒一号铜锌矿区、福建大田上蔡、

湖南董家河矿区光明矿段等多金属硫铁矿和湖北利

川罗圈坝, 四川古蔺县岔角滩井田、茨竹沟井田等

煤系硫铁矿矿床, 经省级以上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和

局级以上地勘主管部门评审批准的资源储量   
1.34 亿 t(熊先孝等, 2022)。 
1.7  天青石矿 

截至 2020 年底 , 中国发现天青石矿矿产地  
47 个, 其中超大型 8 个, 大型 11 个, 中型 6 个, 小
型 7 个, 矿点 15 个, 天青石矿查明储量(天青石)   
1 580.43×104 t。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

北、云南、新疆、四川和江苏等省(市、自治区)。 
20 世纪 70 年代及以前, 主要对江苏爱景山天

青石矿, 青海大风山、尖顶山、黑梁子、巴戈雅乌

汝、存迹、油泉子、南翼山等地天青石矿, 湖北黄

石市狮子立山铅锌天青石矿, 云南兰坪金顶铅锌天

青石矿踏勘及检查, 均取得了找矿新发现、新进展。 
1979—2000 年, 是中国天青石矿查明资源量快

速增长期。在江苏、四川、重庆、云南、青海等省(区)
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大中型天青石矿产地, 主要有爱

景山天青石矿、卧龙山天青石矿、大风山天青石矿、

尖顶山天青石矿、黄石市狮子立山铅锌天青石矿、

兰坪金顶铅锌天青石矿、玉峡天青石矿、兴隆天青

石矿、干沟天青石矿、古龙天青石矿等。估算天青

石资源量近 4 500 万 t(钱洪夫等, 2023)。 
1.8  砷矿(雄黄/雌黄) 

中国砷矿资源包括雄黄、雌黄和毒砂。截至

2020 年底, 砷矿查明储量(砷)26.14×104 t。中国发现

雄黄矿产地 40 处, 其中超大型 1 处, 大型 3 处, 中
型 8 处, 小型 15 处, 矿点 13 处。主要分布在湖南、

西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自治区)。 
1950—2000 年, 发现并勘查了一批重要的矿产

地, 如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小红沟砷矿, 广东省阳

春县合水圣堂寨长坑背水库雄黄雌黄矿, 贵州省思

南县雄黄沟矿区水车坝矿段, 云南省南华县砷矿、

丽江南溪—汝南化砷矿、南华龙潭砷矿等, 重点对

湖南石门雄黄矿开展了勘查工作。石门雄黄矿是国

内外已知的最大雄黄矿, 具有 1 400 多年的开采历

史(郑厚义等, 2023)。 
1.9  芒硝矿 

中国芒硝资源极为丰富 , 是优势矿产之一。  
截至 2020 年, 中国已经发现芒硝矿矿产地 253 处,  
其中, 超大型 16 处, 大型 53 处, 中型 49 处, 小型

94 处 , 矿 ( 化 ) 点 41 处 。 芒 硝 矿 查 明 储 量

(Na2SO4)17.73×108 t。主要分布在新疆、四川、青海、

内蒙古、云南、湖北、湖南等省(自治区)。 
1949 年后, 随着芒硝制品(元明粉)需求的快速

增长, 带动了中国芒硝矿的勘查工作。20 世纪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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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对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西部盐湖区进行

普查勘探, 对芒硝资源也进行了综合评价。20 世纪

70—80 年代, 完成山西省运城盐湖芒硝矿勘探工作, 
查明 Na2SO4储量 5 773×104 t。20 世纪 60—80 年代, 
对四川盆地西部晚白垩世钙芒硝矿开展了大规模的

勘查工作, 发现矿产地 41 处, 其中超大型、大型钙

芒硝矿床 17 处, 主要分布在丹棱、眉山、彭山、名

山、大邑以及新津等地。共查明资源储量 (矿石

量)187.42×108 t, (Na2SO4) 9.87×108 t。在云南省安宁

县发现规模达超大型的安宁石盐、钙芒硝矿。 
对含盐系中的芒硝矿床等的发现一般是伴随

着找油和找钾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进行的。例如, 江
苏洪泽顺河集含重碳酸钠盐的石盐-钙芒硝-无水芒

硝矿床是 1975 年华东石油地质局在洪泽盆地进行

油气普查施工的苏 72#首先发现的。1992 年 8 月, 在
洪钾三井首次发现了重碳酸钠盐矿层和厚大的无水

芒硝矿层。1979—1900 年, 中国第四纪沙下湖型内

蒙古达拉特旗芒硝矿床经过普查、详查, 获得芒硝

矿 矿 石 资 源 量 68.80×108 t, 硫 酸 钠 资 源 量  
23.07×108 t。近年来, 对其中 22 km2 范围进行了可

行性研究, 获得矿石基础储量和资源量 7.04×108 t, 
Na2SO4 基础储量和资源量 2.55×108 t, 是目前国内

资源量最大的芒硝矿(邓小林等, 2022)。 
1.10  石膏矿 

截至 2020 年, 中国发现石膏矿矿产地 788 处, 
其中超大型 43 处, 大型 91 处, 中型 73 处, 小型 
286 处 , 矿点 295 处 , 石膏矿查明储量 (矿石 ) 
15.48×108 t。主要分布在山东、安徽、宁夏、江苏、

内蒙古、湖南、青海、湖北、广西、云南等省(自
治区)。 

20 世纪 50、60 年代对湖北应城, 四川达县、

大为 , 山西太原、灵石等石膏矿进行了勘查 ;    
70 年代勘探了江苏南京、湖南邵东、江西永新等

硬石膏矿, 开辟了水泥与农用石膏的新途径。同时, 
在缺膏地区发现并探明了广东三水和四会、辽宁辽

阳、吉林通化等矿 , 为扭转石膏资源分布不平衡 ,   
满足水泥工业发达地区就近解决石膏供应做出了

贡献。 
90 年代重点对安徽定远石膏矿、内蒙古鄂托克

旗苏级石膏矿、山东平邑盆地石膏矿、山东泰安大

汶口盆地石膏矿、江西贵溪县罗塘石膏矿等进行了

勘查工作。安徽定远石膏矿提交石膏储量 B+C 级  
2 889.90×104 t。苏级石膏矿区北矿段提交石膏矿储

量 335 887×104 t。平邑盆地提交石膏矿储量     
154 893.1×104 t。 

2001 年以来, 先后完成了山东大汶口、黄墩矿

区石膏矿, 安徽杨庄铁矿、马厂矿区、西埠硬石膏

矿、凤凰山石膏矿邢桥矿区、顺安硬石膏矿, 湖南

赵家坪矿区, 新疆帕尔石膏矿, 宁夏余家圈、黄米

湾石膏矿, 湖北下新矿区、柏杨地区后河、潘集矿

区纤维石膏矿等勘探地质工作 , 累计查明资源量  
2 041 135.31×104 t(赵玉海等, 2023)。 
1.11  盐矿 

截至 2020 年底, 发现盐矿矿产地 536 处, 属于

258 个矿区, 其中, 超大型盐矿床 19 处、大型 54 处、

中型 101 处、小型 206 处, 矿点 156 处, 盐矿(NaCl)
储量 207.11×108 t。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和柴达

木盆地, 占全国资源储量的 84.00%。 
中国的盐矿勘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8 年 , 共发现盐矿 72 处 , 勘查盐矿床   
45 个, 其中超大型 3 个、大型 3 个、中型 9 个、小

型 30 个, 获得盐矿资源储量(NaCl)366.10×108 t, 基
本形成了全国盐矿资源格局。大型以上的盐矿床为

青海省海西州马海钾镁盐矿床、海西州一里坪盐湖

锂-盐矿床, 江西省樟树市清江北钙芒硝-岩盐矿床, 
云南省勐腊县小东洋—曼庄岩盐矿床、景谷县文卡

钾盐-岩盐矿床、江城县整董岩盐矿床。 
1979—2000 年, 共发现盐矿 117 处, 勘查盐矿

床 97 个, 其中超大型 6 个、大型 8 个、中型 25 个、

小 型 58 个 , 获 得 盐 矿 资 源 储 量 (NaCl)          
11 514.40×108 t, 这一时期的西部湖盐、中东部井矿

盐的勘探和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大型以上的盐矿

床有青海省海西州大浪滩钾盐-盐矿床、海西州双泉

钾盐-盐矿床、海西州察汗斯拉图芒硝-盐矿床, 陕西

省榆林市镇川堡—绥德岩盐矿, 重庆市万州高峰场

岩盐矿床, 四川省盐源县盐井沟岩盐矿床、乐山市

马踏岩盐矿床、蓬溪县蓬莱岩盐矿床, 湖北省天门

市小板凹陷芒硝-岩盐矿床 , 湖南省衡阳市茶山坳

钙芒硝-岩盐矿床、衡阳市桐山—松木塘钙芒硝-岩
盐矿,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钙芒硝-岩盐矿床、淮安市

淮安钙芒硝-岩盐矿 , 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盆地东

向—漕河涯石膏-岩盐矿床。 
2001 年以来, 共勘查盐矿床 238 处, 其中超大

型盐矿床 10 处, 大型 43 处, 中型 67 处、小型    
118 处, 查明盐矿资源储量(NaCl) 4 331.50×108 t。
盐矿遍布于 21 个省(市、自治区), 集中分布于青海、

新疆、陕西及中东部地区, 超大型盐矿有青海省格

尔木市察尔汗盐湖钾镁盐-盐矿床、格尔木市霍布逊

盐湖钾镁盐-盐矿床、别勒滩盐湖钾镁盐-盐矿床、

海西州俄博滩钾盐-盐矿床、梁中钾盐-盐矿床, 陕西

省延川县永坪岩盐矿床, 河北省宁晋县纪昌庄岩盐

矿床, 河南省濮阳市东濮岩盐矿床、濮阳市梨园岩

盐矿床 , 江西省樟树市永泰岩盐矿床 (韦钊等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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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化工灰岩矿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化工灰岩查明储量(矿石) 
134 598.72×104 t, 其中, 电石灰岩查明储量(矿石) 
95 442.95×104 t, 制 碱 灰 岩 查 明 储 量 ( 矿 石 )      
39 155.77×104 t。中国发现化工灰岩矿产地 186 处, 
其中, 超大型 8 处, 大型 32 处, 中型 58 处, 小型  
55 处, 矿点 33 处, 主要分布在青海、安徽、宁夏、

内蒙古、河北、北京、湖北、贵州、新疆、陕西等

10 个省(区、市)。 
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勘查了青海柏木峡, 河北

王辇庄、禹山, 吉林元宝山化工灰岩矿。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勘查了河北井径, 广西覃塘, 湖北隆中, 
山东湖田, 安徽马脊山, 贵州甘溪、万子山等化工

灰岩矿。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勘查了北京丁家滩, 云
南炎方, 湖南光陂、大江口, 广西东江、叶茂等化

工灰岩矿。共探明化工灰岩矿石资源量 22.60×108 t。 
1979—2000 年, 主要在青海、北京、山东、江

苏、陕西、河北等地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大中型化工

灰岩矿产地, 主要有青海柏树山电石灰岩矿, 北京

河防口制碱灰岩矿, 山东柳泉龙泉、桃山制碱灰岩

矿, 江苏鸡毛山、霸王山、魏集制碱灰岩矿, 陕西

川口河、将军山化工灰岩矿, 河北梁家—单家、小

关化工灰岩矿, 福建曹岩、吊钟岩化工灰岩矿等。 
2001 年以来, 是化工灰岩矿查明资源量快速增

长期, 勘查工作主要集中在青海、内蒙古、宁夏、

新疆及安徽等省(区), 共发现化工灰岩矿产地超大

型 7 个、大型 18 个、中型 19 个(李晓亚等, 2023)。 
1.13  明矾石矿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明矾石矿查明储量(矿物

量) 1 768.02×104 t。全国共发现矿产地 63 处, 其中

超大型 1 处, 大型 4 处, 中型 11 处, 小型 27 处, 矿
点 20 处。明矾石矿产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安徽

和福建三省。 
1949—1978 年, 在我国钾肥原料紧缺的情况下, 

明矾石是制取钾肥的重要原料 , 勘查了安徽庐江

大、小矾山, 浙江苍南县矾山、瑞安市仙岩、福建

平和县大矾山明矾石矿等矿床。 
1979—2000 年, 发现了吉林长白马鹿沟、山东

莒南将军山明矾石矿等。2001 年至今, 主要是对新

疆淖毛湖伴生明矾石矿床的勘查(郑厚义等, 2023)。 
1.14  天然碱矿 

截至 2020 年底 , 中国天然碱矿查明储量

(Na2CO3+NaHCO3) 402.33×104 t。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河南、西藏、青海、广东等省(自治区)。中国

发现天然碱矿矿产地 35 处, 其中超大型 2 处, 大型

5 处, 中型 5 处, 小型 14 处, 矿点 9 处。 
20 世纪 50—60 年代, 新发现了内蒙古苏尼特

右旗查干诺尔芒硝-天然碱矿、乌审旗合同察汗淖天

然碱矿、伊盟巴音淖尔天然碱矿、鄂托克旗乌都淖

天然碱矿、昭盟鄂托克旗乌都淖天然碱矿、新巴尔

虎左旗老好巴湖天然碱矿,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宗

家—巴隆天然碱矿等矿床。查干诺尔矿区探获天然

碱储量 4 056.5 万 t、芒硝储量 414.3 万 t, 巴音淖尔

矿区探明天然碱储量 400.40 万 t, 乌都淖矿区探明

天然碱储量 179.60 万 t。 
20 世纪 70 年代, 最重要的是河南省桐柏县吴

城天然碱矿和安棚碱矿的发现与勘查, 与美国绿河

碱矿、土耳其贝巴扎勒碱矿等为世界上仅有的 4 处

古天然碱矿。吴城天然碱矿床是首次发现产于古近

系的古天然碱矿, 探获 Na2CO3 水采储量 3 648 万 t, 
旱采储量 2 076 万 t。 

2001年以来, 新发现 3处大型固体天然碱矿床, 
特别是 2012 年新发现的河南省桐柏县曹庄天然碱

矿床规模当时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2019 年, 在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探获固体天然碱资源

量(122b+333)矿石量 107 836 万 t, 再一次改写了中

国天然碱矿资源分布的格局(杨轩等, 2023)。 
1.15  硝石矿 

中国硝石矿包括钠硝石和钾硝石, 截至 2020 年

底, 发现硝石矿矿产地 40 处, 其中超大型 1 处, 大
型 1 处, 中型 2 处, 小型 17 处, 矿点 19 处。中国钠

硝石矿查明储量(矿石)2 513.05×104 t。硝石矿主要

分布在新疆, 山西、甘肃和青海等有零星分布。 
中国已查明并具工业开发价值的硝石矿床主要

分布在新疆。20 世纪 60 年代, 先后对新疆小草湖、

吐峪沟、赛尔盖普及哈密沙尔钠硝石矿床进行了普

查。80 年代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对小草湖

矿区红台矿段进行了详查, 核工业部新疆矿务局二

一六地质队对吐鲁番小横山开展钾硝石的普查找

矿。90 年代以后, 先后发现鄯善县库姆塔格钠硝石

矿床、哈密市了墩南钠硝石矿床等(杨轩等, 2023)。 

2  化工矿产矿床类型划分 

在化工矿产各矿种成矿规律、矿床成因类型和

工业类型等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近年来地质勘

查工作的新发现, 全面梳理划分了中国化工矿产矿

床类型, 划分结果见表 3。其中磷矿为 2 大类 5 种

类型, 主要为化学沉积型、受变质型、岩浆岩型等。

其中, 化学沉积型矿床 755 处, 主要分布于黔中、

湘西、鄂西、川西、广西、南秦岭中段等地。受变

质型矿床 160 处, 主要分布于江苏、安徽、湖北、

河北、辽宁等地。岩浆岩型矿床 86 处, 主要分布在

北方, 即西北、华北与东北地区, 其他地区仅有零

星分布。硫铁矿为 2 大类 8 种类型 ,  自然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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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化工矿产矿床类型简表 
Table 3  The genetic types of chemical mineral deposits in China 

矿种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典型矿床 

钾盐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现代盐湖型(固体、卤水) 青海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新疆若羌县罗布泊罗北凹地 

地下卤水型 青海茫崖镇大浪滩、青海茫崖镇南翼山、四川邛崃县平落坝 

化学沉积型 云南江城县勐野井、四川渠县农乐 

磷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岩浆岩型 

超基性-碱性岩型 河北矾山 

碱性岩型 辽宁施家堡 

超基性-碳酸岩型 新疆且干不拉克 

碳酸岩型 内蒙古白云鄂博 

超基性岩型 新疆卡乌留克塔格 

基性岩型 河北马营 

伟晶岩型 河北右所堡 

变质作用矿床 受变质型 

绿岩带型 
河北丰宁招兵沟、山东莱芜雪野、山西灵丘、辽宁建平

勿兰乌苏 

混合岩化变质型 黑龙江鸡西麻山、林口余庆 

沉积变质型 
江苏锦屏、安徽宿松、湖北黄麦岭、辽宁甜水、吉林板

石沟、内蒙古布龙土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 

洞穴堆积型 广西邑隆、广西象州马坪、广东翁源 

风化-淋滤残积型 湖南湘潭黄荆坪 

鸟粪型 西沙群岛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型 

贵州开阳、瓮安, 湖北荆襄、神农架、宜昌, 湖南东山

峰、洗溪, 江西朝阳, 云南昆阳、四川马边老河坝、六

股水、雷波、河南鲁山辛集、山西芮城水峪、甘肃马房

子沟、海南大茅磷锰矿、四川绵竹马槽滩 

萤石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岩浆热液型 浙江八面山、湖南界牌岭、内蒙古苏莫查干敖包 

陆相火山岩型 
浙江杨家、浙江湖山、浙江羊平鸟、河北郝家楼、河北

广发永、辽宁三宝屯 

含矿流体作用

矿床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 

甘肃七坝泉、湖北华河、河南陈楼、安徽庄村、贵州大

厂、福建南山下 

硼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接触交代型 湖南常宁七里坪、广东连平大顶、浙江长兴县和平 

陆相火山岩型 新疆西西尔塔格 

变质作用矿床 受变质型 辽宁凤城翁泉沟、辽宁宽甸杨木杆子、辽宁宽甸砖庙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盐湖型 
西藏革吉县扎仓茶卡、西藏申扎县杜佳里湖、青海格尔

木大柴旦盐湖 

地下卤水型 四川自贡邓井关、青海南翼山 

沉积(改造)型 天津市蓟县东水厂 

重晶石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岩浆热液型 湖南衡阳谭子山、山东郯城房庄、山东安丘宋官疃 

海相火山岩型(火山-沉积型) 四川白玉呷村、甘肃肃南桦树沟镜铁山 

含矿流体作用

矿床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层控内生型) 湖北宜都南庄坪、河南汲县大池山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残坡积型) 广西象州寺村、海南儋县冰岭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型 湖南新晃贡溪、贵州天柱大河边 

硫铁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接触交代型 河南银家沟、安徽铜官山、黑龙江翠宏山 

斑岩型 江西德兴、陕西金堆城、江西鲍家 

岩浆热液型 安徽新桥、江苏岔路口、浙江龙游 

陆相火山岩型 安徽向山、安徽何家小岭、江苏云台山 

海相火山岩型 甘肃白银厂、吉林放牛沟、青海青龙滩 

变质作用矿床 受变质型 内蒙古东升庙、辽宁大荒沟、广东云浮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 广东博罗荔枝田、贵州金沙太平、湖南安化青山冲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沉积改造、煤系沉积)型 
河北高板河、湖南城步铺头、广东英德红岩、(山西晋

城周村、河南焦作冯封、四川兴文先锋) 

自然硫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陆相火山岩(火山气液)型 黑龙江五大连池、西藏羊八井、台湾大屯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 湖北慈口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型 山东朱家庄、青海硫磺山、新疆玉力群 
 

ChaoXing



78 地 球 学 报 第四十六卷 
 

 
续表 3 

矿种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典型矿床 

硫化氢气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型 四川威远、河北赵兰庄 

天青石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岩浆热液型 湖北黄石狮子立山铅锌锶矿、陕西洛南黄龙铺钼锶矿 

陆相火山岩型 江苏溧水爱景山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表生淋积型) 重庆铜梁玉峡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沉积改造)型 
青海茫崖大风山、青海茫崖尖顶山、重庆铜梁玉峡、重

庆合川干沟、重庆大足兴隆、云南兰坪铅锌锶矿、新疆

和硕县可可乃可 

雄黄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岩浆热液型 湖南石峡、陕西宁陕新建 

含矿流体作用

矿床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 

湖南石门界牌峪、广西河池水落、云南省大理市(下关)
石磺厂、四川松潘 

芒硝矿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现代盐湖型 
内蒙古吉兰泰、新疆巴里坤湖、青海昆特依、西藏扎布

耶湖、山西运城盐湖 

沙下湖型 内蒙古雅布赖、德胜太、双龙、善岱 

陆相碎屑岩型 
甘肃硝沟、四川安仁、四川农乐、云南安宁、湖北应城

井田、湖南衡阳井田 

石膏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接触交代型 湖北鄂州程潮、湖北大冶金山店 

陆相火山岩型 安徽庐江 

海相火山岩型 新疆哈密库姆塔格 

变质作用矿床 受变质型 辽宁凤城 

外生矿床 
表生作用矿床 风化型 湖南省澧县伍家峪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沉积-改造)型 
山西太原西山、江苏南京周村、山东泰安大汶口、  宁
夏同心、广西灵山钦灵、湖北应城 

盐矿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海相碳酸盐岩硫酸盐

岩型 
四川长宁、四川盐源盐井沟 

陆(湖)相碎屑岩盐岩型 河南叶县舞阳、江西清江 

地下卤水型 四川自贡邓关、湖北潜江凹陷、青海昆特依矿区 

现代盐湖型 内蒙古吉兰泰盐湖、青海茶卡盐湖 

化工灰岩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化学沉积型 

青海德令哈旺尕秀、青海德令哈曼提、内蒙古乌海呼珠

不沁希勒、内蒙古乌海黄河 

生物化学沉积型 
北京门头沟丁家滩、河北井陉南张村陈家、内蒙古鄂托

克旗阿尔查布嘎、云南沾益炎方 

明矾石矿 内生矿床 岩浆作用矿床 陆相火山岩型 

中低温(火山沉积)型 
安徽庐江大、小矾山, 浙江苍南矾山, 福建平和县大、

小矾山 

高中温火山通道型 浙江瑞安仙岩、浙江萧山岩山、浙江鄞县凤凰山 

高中温热液交代型 浙江平阳坑 

天然碱矿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盐湖型 内蒙古合同察汗淖、青海宗家—巴隆、西藏扎布耶盐湖 

陆相碎屑岩型 河南安棚、河南吴城 

地下卤水型 河南安棚卤水碱矿 

硝石矿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矿床 蒸发沉积型 

基岩构造裂隙卤水蒸

发型 
新疆吐峪沟、新疆赛尔盖甫 

冲洪积-残坡积物孔隙

卤水蒸发型 
新疆小草湖、新疆库姆塔格 

现代盐湖型 新疆乌宗布拉克、新疆裤子山 

 
2 大类 3 种类型, 以化学沉积型、岩浆热液型、接

触交代型为主。其中, 化学沉积型矿床 656 处, 主
要分布于冀北、湘西、湖北、福建、安徽、重庆、

广东、广西等地。岩浆热液型矿床 602 处, 主要矿

床有安徽新桥、浙江龙游、江苏岔路口、广东官田、

广东大宝山、山东唐家沟、广西弄华硫铁矿矿床等。

接触交代型矿床 145 处, 主要分布于安徽铜陵、豫

西、鄂东南、粤西等。钾盐为 1 大类 1 种类型, 即

现代盐湖型, 共计 97 处, 主要分布于青海、新疆、

西藏等地。硼矿为 2 大类 4 种类型, 主要为盐湖型

和受变质型。其中, 盐湖型矿床 124 处, 主要分布

于青海、西藏、四川、湖北等地。受变质型矿床    
59 处, 主要分布于中国辽东—吉南地区。萤石为   
1 大类 3 种类型, 以浅成中-低温热液型和陆相火山

岩型为主。其中,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矿床 868 处, 
主要分布在福建西部、江西中南部、安徽南部,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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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南部、山东东部、内蒙古中部, 贵州、云南东

部、贵州东南部及四川南部等地。陆相火山岩型矿

床 436 处,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中生代陆相火山岩

带中, 集中于东南沿海火山岩带、大兴安岭火山岩

带和燕辽火山岩带。重晶石为 2 大类 5 种类型, 以
岩浆热液型、浅成中-低温热液型和化学沉积型为

主。其中, 岩浆热液型矿床 295 处, 主要分布山东、

河南、湖南、贵州、四川及广东等省。浅成中-低温

热液型矿床 169 处, 多产于湖北、河南等地, 少数

分布在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化学沉积型矿床   
83 处, 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湖北、广西、甘肃、

陕西和西藏等省(自治区)。天青石为 2 大类 4 种类

型, 主要为化学沉积型, 共计 37 处, 主要分布在柴

达木盆地西北部地区, 内蒙古中部地区、山东省西

南部、川东褶皱带西部、兰坪—思茅盆地、塔里木

盆地。雄黄为 1 大类 2 种类型, 以浅成中-低温热液

型为主, 共计 34 处, 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云南、

四川等地。芒硝为 1 大类 1 种类型, 以现代盐湖型

和陆相碎屑岩型为主。其中, 现代盐湖型矿床 132
处,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青海、新疆、甘肃、西藏、

山西和陕西。陆相碎屑岩型矿床 117 处, 主要分布

在四川、云南、青海、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石

膏为 2 大类 6 种类型, 以蒸发沉积型和接触交代型

为主。其中, 蒸发沉积型矿床 763 处, 主要分布于

山东、安徽、宁夏、江苏、内蒙古、湖南、青海、

湖北、广西、云南等省(自治区)。接触交代型矿床

15 处, 主要分布于湖北鄂州、黄石大冶等地。盐矿

为 1 大类 1 种类型, 属蒸发沉积型, 以现代盐湖型和

湖相碎屑岩型为主。其中, 现代盐湖型矿床 236 处,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北部气候干旱荒漠地区

和西南地区。湖相碎屑岩型矿床 189 处, 主要分布

于新疆、云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区)。
化工灰岩矿为 1 大类 2 种类型, 以化学沉积型为主, 
主要分布在青海、安徽、宁夏、内蒙古、河北、北

京、湖北、贵州、新疆、陕西等地。明矾石矿为      
1 大类 1 种类型, 即陆相火山岩型, 共计 61 处, 主
要分布于浙江、安徽、福建三省。天然碱矿为 1 大

类 1 种类型, 为盐湖型, 共计 29 处, 主要分布于内

蒙古、青海和西藏。硝石矿为 1 大类 1 种类型, 均
属蒸发沉积的现代盐湖型和冲洪积-残坡积物孔隙

卤水蒸发型, 均集中分布于新疆, 共计 37 处。 

3  中国化工矿产的成矿规律 

3.1  化工矿产的成矿时代 
中国化工矿产各矿种在时间上的分布有所不

同(表 4)。磷矿成矿集中分布在太古—元古宙和早古

生代, 占全部矿产地的 83.55%; 硫矿成矿集中分布

在晚古生代和中生代, 占全部矿产地的 76.90%; 钾
盐矿成矿集中分布在新生代 ,  占全部矿产地的

87.50%; 萤石矿成矿集中分布在中生代, 占全部矿

产地的 95.06%; 硼矿成矿集中分布在早古生代和

新生代, 占全部矿产地的 86.58%; 重晶石矿成矿集

中分布在早古生代和中生代 ,  占全部矿产地的

92.99%; 天青石矿成矿集中分布于中生代和新生代, 

 
表 4  中国主要化工矿产成矿时间分布简表 

Table 4  The mineralization time of major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矿种名称(矿产地个数) 
太古—元古宙 

(阜平—晋宁期) 
早古生代 

(兴凯—加里东期) 
晚古生代 

(华力西期) 
中生代 

(印支—燕山期) 
新生代 

(喜马拉雅期) 

钾盐矿(120)  2 个/1.67%  13 个/10.83% 105 个/87.50% 

磷矿(1040) 441 个/42.40% 428 个/41.15% 121 个/11.63% 29 个/2.78% 21 个/2.02% 

萤石矿(1436) 4 个/0.27% 28 个/1.95% 29 个/2.02% 1365 个/95.06% 10 个/0.70% 

硼矿(216) 61 个/28.24%  8 个/3.70% 21 个/9.73% 126 个/58.33% 

重晶石矿(571)  211 个/36.95% 27 个/4.73% 320 个/56.04% 13 个/2.28% 

硫矿(1706) 211 个/12.37% 111 个/6.51% 676 个/39.62% 636 个/37.28% 72 个/4.22% 

天青石矿(47)   1 个/2.13% 26 个/55.32% 20 个/42.55% 

雄黄矿(34) 1 个/2.50% 15 个/37.50% 22 个/55.00% 2 个/5.00% 

芒硝矿(253)    59 个/23.32% 194 个/76.68% 

石膏矿(688) 7 个/1.01% 78 个/11.34% 79 个/11.48% 192 个/27.91% 332 个/48.26% 

盐矿(549) 6 个/1.09% 22 个/4.01% 2 个/0.36% 63 个/11.48% 456 个/83.06% 

化工灰岩(179) 4 个/2.23% 93 个/51.96% 74 个/41.34% 8 个/4.47%  

明矾石矿(63) 1 个/1.59%  3 个/4.76% 59 个/93.65%  

天然碱矿(35)    1 个/2.86% 34 个/97.14% 

硝石矿(35)     35 个/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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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部矿产地的 100.00%; 雄(雌)黄矿成矿集中分

布在晚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分别占全部矿产

地的 32.36%、47.06%和 20.59%; 芒硝矿集中分布

在中生代和新生代, 占全部矿产地的 100.00%; 石
膏矿成矿主要分布在中生代和新生代 , 分别占全

部矿产地的 27.90%和 48.26%; 盐矿集中分布在中

生代和新生代 , 占全部矿产地的 94.53%; 化工灰

岩矿集中于古生代成矿, 占全部矿产地的 93.30%; 

明矾石矿集中于中生代成矿 , 占全部矿产地的

93.65%; 天然碱矿和硝石矿都集中新生代成矿。 
3.2  化工矿产的赋矿层位 

中国化工矿产在各地质年代的地层中均有分

布, 主要的赋矿层位有新元古界震旦系, 早古生界

志留系、奥陶系, 晚古生界二叠系、石炭系, 中生

界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 新生界第四系、古近

系, 其赋矿层位的分布见表 5。 
 

表 5  中国化工矿产赋矿层位统计表 
Table 5  The ore-bearing strata of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界(代) 系(纪) 统(世) 年龄/Ma 构造期 矿种(矿产地数) 

新生界

(代) 

第四系(纪) 
全新统(世) 

  0.0117 

喜马拉

雅期 

石膏矿(4 个)、盐矿(250 个)、硼矿(126 个)、钾盐矿(99 个)、芒硝

矿(138 个)、重晶石矿(13 个)、磷矿(6 个)、雄黄矿(7 个)、天然碱    
(5 个)、硝石(17 个)、萤石矿(10 个)、硫矿(72 个)、天青石矿(3 个) 

更新统(世) 盐矿(17 个)、硝石(18 个) 

新近系(纪) 
上新统(世) 

 5.30 
石膏矿(35 个)、盐矿(3 个)、磷矿(15 个)、天青石矿(7 个) 

中新统(世) 盐矿(6 个) 

古近系(纪) 

渐新统(世) 
 33.80 

石膏矿(293 个)、盐矿(5 个)、钾盐矿(6 个)、芒硝矿(56 个)、天青

石矿(10 个) 

始新统(世) 盐矿(94 个)、天然碱(29 个) 

古新统(世) 

65.5(±0.3) 

盐矿(81 个) 

中生界

(代) 

白垩系(纪) 
上(晚)白垩统(世) 

燕山期 

石膏矿(57 个)、盐矿(17 个)、硼矿(16 个)、钾盐矿(7 个)、芒硝矿

(55 个)、重晶石矿(291 个)、磷矿(13 个)、雄黄矿(16 个)、萤石矿

(1328 个)、硫矿(587 个)、天青石矿(7 个)天然碱矿(1 个) 

下(早)白垩统(世) 
145.00 

盐矿(2 个)、明矾石矿(41 个) 

侏罗系(纪) 

上(晚)侏罗统(世) 石膏矿(40 个)、盐矿(2 个)、芒硝矿(3个)、磷矿(14 个)、明矾石矿(18 个) 

中侏罗统(世)  盐矿(1 个) 

下(早)侏罗统(世) 
199.60 

盐矿(2 个) 

三叠系(纪) 

上(晚)三叠统(世) 

印支期 

石膏矿(95 个)、硼矿(5 个)、钾盐矿(6 个)、芒硝矿(1 个)、重晶石矿

(29 个)、磷矿(2 个)、萤石矿(37 个)、硫矿(49 个)、天青石矿(4 个) 

中三叠统(世)  盐矿(22 个)、化工灰岩(3 个) 

下(早)三叠统(世) 
252.17 

盐矿(17 个)、天青石矿(15 个)、化工灰岩(5 个) 

古生界

(代) 

二叠系(纪) 

乐平统(世) 

华力 
西期 

石膏矿(4 个)、硼矿(8 个)、重晶石矿(27 个)、磷矿(29 个)、雄黄

矿(11 个)、萤石矿(29 个)、硫矿(676 个)、明矾石矿(3 个) 

阳新统(世)  化工灰岩(24 个) 

船山统(世) 
299.00 

天青石矿(1 个)、化工灰岩(13 个) 

石炭系(纪) 
上(晚)石炭统(世) 石膏矿(60 个)、磷矿(19 个)、化工灰岩(17 个) 

下(早)石炭统(世)  盐矿(2 个)、化工灰岩(11 个) 

泥盆系(纪) 

上(晚)泥盆统(世)  石膏矿(15 个)、磷矿(73 个)、化工灰岩(5 个) 

中泥盆统(世) 
397.50 

化工灰岩(4 个) 

下(早)泥盆统(世) 

加里 
东期 

重晶石矿(82 个)、硫矿(111 个) 

志留系(纪) 

普里多利统(世)  石膏矿(3 个)、磷矿(35 个)、萤石矿(16 个) 

拉德洛统(世)   

文洛克统(世)   

兰多弗里统(世) 
443.80 

 

奥陶系(纪) 

上(晚)奥陶统(世) 石膏矿(41 个)、钾盐矿(1 个)、磷矿(4 个)、化工灰岩(6 个) 

中奥陶统(世)  化工灰岩(28 个) 

下(早)奥陶统(世)  盐矿(12 个)、化工灰岩(45 个) 

寒武系(纪) 

上(晚)寒武统(世)  石膏矿(34 个)、钾盐矿(1 个)、磷矿(389 个)、萤石矿(12 个) 

中寒武统(世) 
509.00 

盐矿(3 个)、化工灰岩(7 个) 

下(早)寒武统(世) 
兴凯期 

盐矿(7 个)、重晶石矿(129 个)、化工灰岩(4 个) 

底(始)寒武统(世)  化工灰岩(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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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界(代) 系(纪) 统(世) 年龄/Ma 构造期 矿种(矿产地数) 

新元古界

(代) 

震旦系(纪) 
上(晚)震旦统(世)  

晋宁期 

石膏矿(6 个)、盐矿(6 个)、磷矿(260 个)、萤石矿(4 个)、化工灰岩

(1 个)、硫矿(211 个) 

下(早)震旦统(世)   

南华系(纪) 

上(晚)南华统(世)   

中南华统(世)   

下(早)南华统(世) 
 780.00 

 

青白口系(纪) 

上 (晚 )青白口统

(世) 
磷矿(2 个) 

下 (早 )青白口统

(世) 
  

中元古界

(代) 

蓟县系(纪) 
上(晚)蓟县统(世)  磷矿(60 个)、化工灰岩(4 个)、硼矿(3 个)、 

下(早)蓟县统(世)   

长城系(纪) 
上(晚)长城统(世)  磷矿(6 个) 

下(早)长城统(世) 
1 800.00 

 

古元古界

(代) 

滹沱系(纪)  
吕粱期 

石膏矿(1 个)、磷矿(52 个)、硼矿(58)、明矾石矿(1 个)  

  
2 500.00 

 

新太古界

(代) 

  五台期 磷矿(58 个) 

  
2 800.00 

阜平期  

中太古界

(代) 

  
迁西期 

磷矿(3 个) 

  3 200.00  

 
3.3  化工矿产成矿的空间分布规律 

按照“时间维造就空间维”的成矿思路, 成矿

单元是在各个地质历史时期成矿演化的产物, 也是

成矿物质载体。主要是以成矿地质特征和成矿地质

环境以及诸多控矿因素的深入研究为基础而厘定的, 
因而也是矿产资源空间分布规律总的体现(陈毓川

等, 2007, 2010; 王登红等, 2014)。根据《中国成矿

区带划分方案》(徐志刚等, 2008), 在单矿种研究基

础上, 根据化工矿产产出的地质背景、成矿作用方

式、相互关联性、空间上集中产出的特点, 本次化

工矿产志研编划分了 41 个中国化工矿产重要的  
Ⅲ级成矿区带(表 6, 图 1)。    

 
表 6  中国化工矿产 III 级成矿区带划分表 

Table 6  Grade III metallogenic zones for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成矿域 成矿省 化工区带 
全国Ⅲ级

区带编号 
矿种 

Ⅰ-1 古亚洲

成矿域 

Ⅱ-2 准格

尔成矿省 

ⅢH-01 准格尔盆地成矿区 
Ⅲ-5 硼矿、钾盐矿、盐矿 

Ⅲ-6 硼矿、硝石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ⅢH-02 吐哈盆地及周边成矿带 
Ⅲ-7 硝石矿、盐矿 

Ⅲ-8 硝石矿、盐矿 

Ⅱ-4 塔里

木成矿省 

ⅢH-03 塔里木陆块北缘成矿带 Ⅲ-12、 
Ⅲ-13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钾盐矿、硝石矿、芒硝矿、盐矿 

ⅢH-04 磁海—公婆泉成矿带 Ⅲ-14 磷矿、萤石矿、重晶石矿、硼矿、硝石矿、盐矿 

ⅢH-05 塔里木盆地成矿区 Ⅲ-16 硫矿、天青石矿、钾矿、硝石矿、盐矿、石膏矿 

Ⅰ-2 秦祁昆

成矿域 

Ⅱ-5 阿尔

金—祁连

成矿省 

ⅢH-06 河西走廊成矿带 Ⅲ-20 硫矿、萤石矿、化工灰岩、盐矿、石膏矿 

ⅢH-07 北祁连成矿带 Ⅲ-21 硫矿、重晶石矿、化工灰岩、石膏矿 

Ⅱ-6 昆仑

成矿省 

ⅢH-08 柴达木陆块北缘成矿带 Ⅲ-24 硫矿、重晶石矿、化工灰岩、硼矿、盐矿 

ⅢH-09 柴达木盆地成矿区 Ⅲ-25 钾盐矿、芒硝矿、天然碱矿、盐矿、硼矿、天青石矿 

Ⅱ-7 秦岭

—大别成

矿省 

ⅢH-10 东秦岭成矿带 Ⅲ-66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雄黄矿、天然碱矿、盐矿、石膏矿 

ⅢH-11 桐柏—大别—苏鲁(造山带)
成矿带 

Ⅲ-67 磷矿、硫矿、萤石矿、明矾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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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成矿域 成矿省 化工区带 
全国Ⅲ级

区带编号 
矿种 

Ⅰ-3 特提斯

成矿域 

Ⅱ-9 喀拉

昆仑—三

江成矿省 

ⅢH-12 藏北高原成矿区 

Ⅲ-33、
Ⅲ-35、
Ⅲ-37、
Ⅲ-40、
Ⅲ-41、
Ⅲ-42 

硫矿、雄黄矿、钾盐矿、硼矿、天然碱矿、盐矿 

ⅢH-13 昌都—普洱(地块/造山带) 
成矿带 

Ⅲ-36 天青石矿、雄黄矿、钾盐矿、硼矿、盐矿、石膏矿 

Ⅰ-4 滨太平

洋成矿域 

Ⅱ-12 大兴

安岭 
成矿省 

ⅢH-14 新巴尔虎右旗—根河成矿带 Ⅲ-47 硫矿、萤石矿、芒硝矿、天然碱矿、盐矿 

ⅢH-15 白乃庙—锡林浩特成矿带 Ⅲ-49 硫矿、萤石矿、天然碱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Ⅰ-4 滨太平

洋成矿域

(叠加在古

亚洲成矿

域之上) 

Ⅱ-14 华北

成矿省 

ⅢH-16 辽东(隆起)成矿带 Ⅲ-56 磷矿、硫矿、硼矿、明矾石矿、化工灰岩、石膏矿 

ⅢH-17 阿拉善(台隆)成矿带 Ⅲ-18 磷矿、明矾石矿、硫矿、钾盐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ⅢH-18 华北陆块北缘东段成矿带 Ⅲ-57 
磷矿、硫矿、萤石矿、硼矿、重晶石矿、天青石矿、化工

灰岩 

ⅢH-19 鄂尔多斯(盆地)成矿区 Ⅲ-60 钾盐矿、芒硝矿、天然碱矿、盐矿、石膏矿 

ⅢH-20 山西(断隆)成矿带 Ⅲ-61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化工灰岩、天然碱矿、盐矿、 石
膏矿 

ⅢH-21 华北陆块南缘成矿带 Ⅲ-63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天青石矿、化工灰岩、

盐矿、石膏矿 

ⅢH-22 鲁西(断隆、含淮北)成矿区 Ⅲ-64 硫矿、化工灰岩、萤石矿、钾盐矿、盐矿、石膏矿 

ⅢH-23 胶东(次级隆起)成矿带 Ⅲ-65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 

Ⅱ-15 扬子

成矿省 

ⅢH-24 苏北(断陷)成矿区 Ⅲ-68 芒硝矿、盐矿 

ⅢH-25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Ⅲ-69 
硫矿、萤石矿、硼矿、天青石矿、明矾石矿、化工灰岩、

盐矿、石膏矿 

ⅢH-26 江南隆起东段成矿带 Ⅲ-70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芒硝矿、盐矿 

ⅢH-27 武功山—杭州湾成矿带 Ⅲ-71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硼矿、雄黄矿、明矾石

矿、化工灰岩、盐矿、石膏矿 

ⅢH-28 江汉—洞庭(断陷)成矿区 Ⅲ-72 钾盐矿、硼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ⅢH-29 龙门山—大巴山(台缘坳陷)
成矿带 

Ⅲ-73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明矾石矿、盐矿、石膏矿 

ⅢH-30 四川盆地成矿区 Ⅲ-74 硫矿、硼矿、天青石矿、钾盐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ⅢH-31 康滇隆起成矿带 Ⅲ-76 萤石矿、硫矿、雄黄矿、芒硝矿、盐矿、石膏矿 

ⅢH-32 上扬子中东部(坳褶带) 
成矿带 

Ⅲ-77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雄黄矿、化工灰岩、 盐
矿、石膏矿 

ⅢH-33 江南隆起西段成矿带 Ⅲ-78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化工灰岩 

Ⅱ-16 华南

成矿省 

ⅢH-34 浙闽粤沿海成矿带 Ⅲ-80 硫矿、萤石矿、硼矿、明矾石矿 

ⅢH-35 浙中—武夷山(隆起)成矿带 Ⅲ-81 硫矿、萤石矿、明矾石矿、化工灰岩、盐矿 

ⅢH-36 永安—梅州—惠阳(坳陷)成矿带 Ⅲ-82 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硼矿、明矾石矿、化工灰岩 

ⅢH-37 南岭成矿带 Ⅲ-83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硼矿、雄黄矿、化工灰

岩、盐矿、石膏矿 

ⅢH-38 粤西—桂东南成矿带 Ⅲ-85 磷矿、硫矿、硼矿、雄黄矿、重晶石矿 

ⅢH-39 湘中—桂中北成矿带 Ⅲ-86 硫矿、重晶石矿、化工灰岩、石膏矿 

ⅢH-40 桂西—黔西南—滇东南北部

(右江地槽)成矿区 
Ⅲ-88 磷矿、硫矿、萤石矿、重晶石矿、雄黄矿、石膏矿 

ⅢH-41 海南成矿区 Ⅲ-90 磷矿、硫矿、重晶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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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化工矿产重要 III 级成矿区带和矿集区图 
Fig. 1  Grade III metallogenic zone and ore-concentration area map for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按照矿床成矿地质背景、成矿条件、矿床类型、

成矿特征、时空分布、成矿规律及资源远景, 本次

化工矿产志编研圈定了中国重要化工矿产 33 个矿

集区(表 7, 图 1)。 
 

表 7  中国重要化工矿产的矿集区简表 
Table 7  The ore-concentration areas of important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序号 矿集区名称 化工区带 全国区带 典型矿床 

1 
V-1 塔里木陆块北缘(隆起)库鲁克塔格

矿集区 
ⅢH-01 Ⅲ-12①、Ⅲ-13② 

且干布拉克蛭石-磷灰石矿床、彩华沟铜-硫铁矿矿床、

阿登套重晶石矿床 

2 V-2 磁海—公婆泉北山矿集区 ⅢH-02 Ⅲ-14① 平台山磷矿床、方山口磷矿床、东七一山萤石矿床 

3 V-3 阿拉善(台隆)龙首山矿集区 ⅢH-04 Ⅲ-18 马房子沟磷矿床、白家咀子铜-镍-硫铁矿矿床 

4 V-4 阿拉善(台隆)狼山矿集区 ⅢH-04 Ⅲ-18 东升庙多金属硫铁矿矿床、炭窑口多金属硫铁矿矿床 

5 V-5 河西走廊高台—永昌矿集区 ⅢH-05 Ⅲ-20 
七坝泉萤石矿床、头沟—照路沟萤石矿床、米地梁重

晶石矿床 

6 V-6 北祁连矿集区 ⅢH-06 Ⅲ-21 
白银厂铜-铅锌-硫铁矿矿床、香子沟硫铁矿矿床、桦树

沟(镜铁山)铁-重晶石矿床 

7 V-7 柴达木北缘海西矿集区 ⅢH-07 Ⅲ-24 锡铁山铅锌-硫铁矿矿床、锡铁山重晶石矿床 

8 V-8 白乃庙—锡林浩特矿集区 ⅢH-11 Ⅲ-49 
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床、别鲁乌图铜铅锌硫铁矿矿床、

白音朝克图苏木白乃庙铜伴生硫矿床 

9 V-9 辽东(台隆)矿集区 ⅢH-13 Ⅲ-56 
翁泉沟铁硼矿床、杨木杆子硼矿床、甜水磷矿床、罗

屯磷矿床、六块地硫铁矿矿床 

10 V-10 华北陆块北缘东段矿集区 ⅢH-14 Ⅲ-57①② 
矾山铁磷矿床、勿兰乌苏磷矿床、东水厂锰硼矿床、

高板河铅锌-硫铁矿矿床、郝家楼萤石矿床 

11 V-11 山西(断隆)矿集区 ⅢH-15 Ⅲ-61③ 
大池山重晶石矿床、阳泉硫铁矿矿床、杏树台硫铁矿

矿床 

12 V-12 华北陆块南缘灵宝矿集区 ⅢH-16 Ⅲ-63②③ 银家沟多金属硫铁矿矿床、石梯磷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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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序号 矿集区名称 化工区带 全国区带 典型矿床 

13 V-13 胶东矿集区 ⅢH-18 Ⅲ-65 
宋官疃含铅重晶石矿床、七宝山钓鱼台硫铁矿矿床、

三合山萤石矿床、彭家疃磷矿床 

14 V-14 东秦岭矿集区 ⅢH-19 Ⅲ-66①② 天台山磷矿床、金家河磷矿床、石梯重晶石矿床 

15 
V-15 桐柏—大别—苏鲁(造山带)桐柏—

大别矿集区 
ⅢH-20 Ⅲ-67② 黄麦岭磷矿床、大横山磷矿床 

16 
V-16 桐柏—大别—苏鲁(造山带)连云港

—沭阳矿集区 
ⅢH-20 Ⅲ-67① 锦屏磷矿床、滥洪—华冲磷矿床 

17 V-17 长江中下游宁镇—铜陵矿集区 ⅢH-21 Ⅲ-69③④⑤ 向山硫铁矿矿床、新桥铜-硫铁矿矿床、和平硼矿床 

18 V-18 江南隆起东段矿集区 ⅢH-22 Ⅲ-70 
谭子山重晶石矿床、七宝山铜-硫铁矿矿床、麻田磷矿

床 

19 V-19 武功山—杭州湾矿集区 ⅢH-23 Ⅲ-71③ 
朝阳磷矿床、东溪磷矿床、八面山萤石矿床、洪溪板

萤石矿床 

20 
V-20 龙门山—大巴山(陆缘坳陷)绵竹—

什邡矿集区 
ⅢH-24 Ⅲ-73 什邡磷矿床 

21 
V-21 龙门山—大巴山(陆缘坳陷)荆襄(荆
门—襄樊)—宜神(宜昌—神农架)矿集区 

ⅢH-24 Ⅲ-73①、Ⅲ-77① 
荆襄磷矿床、宜昌磷矿床、保康磷矿床、管驿沟硫铁

矿矿床、锈水沟硫铁矿矿床 

22 V-22 康滇隆起昆阳矿集区 ⅢH-26 Ⅲ-76①、Ⅲ-77② 昆阳磷矿床、雨碌—金牛厂磷矿床、新村硫铁矿矿床 

23 V-23 康滇隆起马边矿集区 ⅢH-26 Ⅲ-77② 
水桶沟磷矿床、老河坝磷矿床、古蔺硫铁矿矿床、    
打字堂硫铁矿矿床、交际河铅锌萤石矿床 

24 V-24 上扬子中东部(坳褶带)织金矿集区 ⅢH-27 Ⅲ-77① 新华磷矿床 

25 
V-25 上扬子中东部(坳褶带)开阳—瓮安

矿集区 
ⅢH-27 Ⅲ-77① 

开阳磷矿床、瓮福磷矿床、大方硫铁矿矿床、三岔河

硫铁矿矿床、丰水岭萤石矿床 

26 V-26 江南隆起西段天柱—新晃矿集区 ⅢH-28 Ⅲ-78 
大河边重晶石矿床、乐纪重晶石矿床、董家河铅锌-硫
铁矿矿床 

27 V-27浙闽粤沿海粤东—闽北—浙东矿集区 ⅢH-29 Ⅲ-80 
羊平鸟萤石矿床、仙岩明矾石-硫铁矿矿床、官田硫铁

矿矿床 

28 V-28 浙中—武夷山(隆起)浙中矿集区 ⅢH-30 Ⅲ-81 杨家萤石矿床、湖山萤石矿床 

29 V-29 永安—梅州—惠阳矿集区 ⅢH-31 Ⅲ-82 李坊重晶石矿床、常口萤石矿床、龙凤场硫铁矿矿床 

30 V-30 南岭常宁矿集区 ⅢH-32 Ⅲ-83② 七里坪硼矿床、汤市—半边街硼矿床 

31 V-31 南岭英德矿集区 ⅢH-32 Ⅲ-83② 红岩硫铁矿矿床、小竹磷矿床、上草磷矿床 

32 V-32 粤西—桂东南云浮矿集区 ⅢH-33 Ⅲ-85① 云浮硫铁矿矿床、黑石岗硫铁矿矿床 

33 V-33 桂西—黔西南—滇东南矿集区 ⅢH-34 Ⅲ-88 
大厂锑-萤石矿床、弄华硫铁矿矿床、杭东硫铁矿矿床、

把荷磷矿床 
 

4  中国化工矿产成矿预测 

4.1  化工矿产预测区 
硫矿、磷矿、钾盐矿、重晶石矿、硼矿、萤石

矿和石膏矿是按照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成果圈

定的 3 级预测区, 硝石矿、明矾石矿、芒硝矿、天

然碱矿、化工灰岩、盐矿、雄(雌)黄矿和天青石矿

是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 在Ⅳ、Ⅴ
级成矿区的基础上圈定远景区, 再根据矿床 3 级预

测区成矿条件, 进一步圈定 3 级预测区。化工矿产

共圈定 3 级预测区 922 个(表 8)。 
4.2  化工矿产预测资源量 

硫矿、磷矿、钾盐矿、硝石矿、明矾石矿、芒

硝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化工灰岩、盐矿、雄(雌)
黄矿、硼矿、天青石矿、萤石矿和石膏矿估计的资

源量见表 9。 

5  对新一轮找矿突破的建议 

5.1  加强战略性化工矿产的找矿勘查 
钾盐矿、硼矿是我国急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 

磷矿、萤石矿为优势战略性矿产资源, 为保证化肥

和其它化学工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建议在新

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化工矿产以磷、钾盐、

萤石、硼为主攻矿种, 围绕寻找新区、服务矿山深

部勘查和用好共伴生资源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推
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找矿中的创新和应用。 
5.2  突破传统认识, 拓宽找矿思路 

我国磷矿资源总量丰富但品质较差, 建议以富

磷矿为重点加强磷矿选区研究和找矿勘查。我国磷

矿石资源总量较丰富 ,  但富磷矿查明储量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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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国化工矿产预测区统计汇总表 
Table 8  The numbers of main chemical minerals predicting areas in China 

矿种 1 级预测区(最小预区)/个 1 级预测区 A、B、C 类预测区/个 3 级预测区/个 

硫矿 
自然硫    24 A 类预测区 5 个, B 类预测区 7 个, C 类预测区 12 个   6 

硫铁矿 1 516 A 类预测区 325 个, B 类预测区 453 个, C 类预测区 738 个 268 

磷矿 1 086 A 类预测区 280 个, B 类预测区 308 个, C 类预测区 498 个  91 

钾盐矿  320 A 类预测区 54 个, B 类预测区 128 个, C 类预测区 138 个  45 

硝石矿     7 

明矾石矿     4 

芒硝矿    22 

重晶石矿  659 A 类预测区 128 个, B 类预测区 179 个, C 类预测区 352 个 145 

天然碱矿     9 

化工灰岩     8 

盐矿    23 

雄(雌)黄矿    12 

硼矿  367 A 类预测区 68 个, B 类预测区 88 个, C 类预测区 211 个  49 

天青石矿     7 

萤石矿 1 500 A 类预测区 359 个, B 类预测区 396 个, C 类预测区 745 个 198 

石膏矿  206 A 类预测区 44 个, B 类预测区 81 个, C 类预测区 81 个  28 

合计   922 

 
表 9  中国化工矿产估计资源量统计汇总表 

Table 9  The predicted resources reserves of main chemical minerals in China 

矿种 单位 估计资源量 
估计资源量 

备注 
500 m 以浅 1 000 m 以浅 2 000 m 以浅 

硫

矿 

自然硫 S/(104 t) 23 150.00 4 730.00 23 150.00 23 150.00  

硫铁矿 矿石/(104 t) 1 845 703.00 1 175 563.00 1 700 882.00 1 845 703.00  

磷矿 矿石/(108 t) 440.53 311.56 381.34 440.53  

钾盐矿 KCl/(104 t) 326 293.00 151 049.00 162 247.00 200 269.00 6 000 m 以浅估计资源量为
326 293×104 t 

硝石

矿 

钠硝石 矿石/(104 t) 12 581.30 12 581.30    

钾硝石 矿石/(104 t) 231.40 231.40    

明矾石矿      未预测 

芒硝矿 Na2SO4/(108 t) 262.16     

重晶石矿 矿石/(108 t) 14.41 11.57 14.23 14.41  

天然碱矿 (Na2CO3+NaHCO3)/(104 t) 877.41     

化工灰岩 矿石/(104 t) 211 324.64     

盐矿 NaCl/(108 t) 2 194.40     

雄(雌)黄矿      未预测 

硼矿 B2O3/(104 t) 22 218.97 9 517.40 10 045.50 18 858.50 6 000 m 以浅估计资源量 
22 218.97×104 t 

天青石矿 (SrSO4+SrCO3)/(104 t) 5 252.06     

萤石矿 CaF2/(108 t) 9.50 8.71 9.53 9.53 
单一型萤石矿估计资源量约

4.30×108 t, 伴生萤石矿估计

资源量约 5.20×108 t 

石膏矿 矿石/(108 t) 9 271.32 3 285.45 3 944.53 23 621.32  

 
2.03 亿 t, 占查明储量的 10.6%, 新增一批富磷矿资

源储量是当务之急。建议: 一是深化总结扬子陆块

区重要聚磷区海相沉积型磷矿成矿规律, 丰富和完

善成矿理论, 指导勘查工作。二是以鄂西、黔中、

滇东北等为重点加强深部找矿关键技术方法研究, 
开展典型示范, 加强磷矿深部找矿预测工作,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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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找矿成果, 力争打开富磷矿找矿新局面。 

钾盐矿是我国大宗紧缺矿产, 西部地区是解决

我国钾资源紧缺最有希望的地区, 但中东部地区如

湖北江陵及潜江凹陷、山东东营盆地等几个大型盆

地深部都发现富钾卤水, 也具良好的找矿前景。今

后除继续深入开展柴达木新近系—下第四系深层卤

水钾盐评价找矿、加大新疆罗布泊地区钾盐找矿外, 
还要开拓新区、新层系、新类型找钾调查评价, 加
大东部几个大型盆地深层卤水和塔里木寒武系与石

炭系等地区钾盐矿调查评价工作。 
对于硼矿, 除继续加大辽吉地区沉积变质型硼

矿和青藏高原盐湖硼矿的找矿工作外, 还要重点加

强火山沉积硼矿的勘查找矿。 
至于萤石矿, 除分布于东部地区的多个大型萤

石矿床之外, 我国西部地区也具良好的找矿前景。

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一是要充分挖掘福

建、浙江、江西等东部地区萤石资源潜力, 开辟深

部“第二找矿空间”, 提交一批资源储量, 为稳定

我国氟化工基地生产能力提供资源基础; 二是加强

内蒙古中西部、南疆等西部地区萤石矿调查评价工

作, 提高勘查工作程度, 形成一批有战略意义的后

备资源基地; 三是加强共伴生萤石矿的综合勘查、

综合利用, 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5.3  重视对矿产开发新技术的研究与高效开发利用 

矿产开发技术的突破往往是新资源面世的先

导。例如 1894 年 M. Frasch 采用地下热融法开采盐

丘型自然硫的成功以及以后一系列技术改进, 使自

然硫成为 20 世纪最主要的工业硫源; 采用碳热还

原技术, 使大量硼镁铁矿得到利用, 等等。对于战

略性化工矿产, 应利用先进的采选技术, 开发更多

的矿产资源。硼镁铁矿中硼、镁、铁三种有价元素

的综合利用、硫铁矿伴生钴的提取、有色金属伴生

萤石的利用等难题, 应通过研发新技术, 解决更多

潜在资源得到开发利用。 
中国是战略性化工矿产的产销大国, 以往对优

质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度, 资源逐步枯竭, 如
何高效利用资源, 有效减轻我国战略性化工矿产的

供应压力,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建议

进一步梳理资源综合利用及高效开发利用中存在的

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促进资源高效利用, 推
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化工矿产是化肥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原料。

1949 年前, 化工矿产的地质工作只有为数不多的地

质学者进行过磷、硫、砷、明矾石、岩盐等矿产的

地质调查, 探明的储量很少。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

着化学工业的发展, 化工矿产地质事业也得到迅速

发展, 为化学矿山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矿产资源

基地, 基本上保证了化学工业对矿产资源的需要。

中国化工矿产资源在各地质年代的地层中均有分布, 
本次化工矿产志编研划分出化工矿产重要的Ⅲ级成

矿区带 41 个, 圈定矿集区 33 个, 3 级预测区 922 个。

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化工矿产要突破传

统认识, 拓宽找矿思路, 以磷、钾盐、萤石、硼为

主攻矿种, 围绕寻找新区、服务矿山深部勘查和用

好共伴生资源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要重视对硼镁

铁矿中硼、镁、铁三种有价元素的综合利用、硫铁

矿伴生钴的提取、共伴生萤石矿产开发等新技术的

研发; 要进一步梳理资源综合利用及高效开发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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