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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萤石矿床分类研究现状

1.1 国外萤石矿床分类

国外萤石矿床分类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1946年，苏联将萤石矿床划分为热液脉状矿床和热

液交代矿床2大类，列入高等学校教材。1960年，A.

N.列别金采夫[1]把萤石矿床划分为 3个类型：（1）产

于火成岩中的萤石矿床；（2）产于碎屑沉积岩中的

萤石矿床；（3）产于石灰岩中的萤石矿床。1985年，

A.E科里亚金❶从工业利用和萤石矿产出状态角度

把萤石矿床划分为：（1）伟晶岩矿床（光学萤石矿

床）；（2）碳酸盐矿床（萤石-稀土）；（3）深和中深热

液矿床；（4）浅成火山-热液矿床（以萤石为主的脉

状矿床）。

美国对萤石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地质研究程度

也较高。其他的萤石主要生产国家，如墨西哥、加

拿大、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和泰

国等，对萤石矿床的研究程度不同，矿床类型的划

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由美国地质学家S.J.莱方德

主编的《工业矿物和岩石》（1984，第 4版）从经济角

度出发，根据矿床的产出状态列出 11种矿床类型，

其中主要有以下 7类：（1）产于火成岩、变质岩和沉

积岩裂缝中的脉状矿床。这类矿床分布普遍，经济

价值高，主要有西班牙东北部的Osor矿床、意大利

北部的 Torgola 矿床、英国的 Longstone Edgesallet-

Hole 矿床和美国的伊利诺斯州南部的 Rosiclare-

Goodhope矿脉系；（2）产于碳酸盐岩中的层状交代

矿床。其时代从前寒武纪到白垩纪的碳酸盐岩中

都有发现，大型矿床有南非前寒武系白云岩中的萤

石矿床、墨西哥科阿韦拉排北部地区白垩系石灰岩

中的萤石矿床、美国伊利诺斯—肯塔基萤石矿床、

西班牙的阿斯特里斯萤石矿床等；（3）碳酸盐岩与

酸性火成岩的接触交代矿床。主要有墨西哥Rio-

Verde 萤石矿床、美国阿拉斯加的干河萤石矿床及

泰国的一些矿床；（4）产于破碎带内的网状和充填

矿床，如美国新墨西哥州Zuni-Mountains矿床及南

非的 Zwartkloot 和 Buffalo 矿床等；（5）在碳酸盐岩

和碱性杂岩体边缘部分的萤石矿床。如西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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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大利的一些矿床；（6）原生矿床风化后的残积

矿床；（7）作为一种可回收的以脉石矿物赋存在金

属矿床中的伴生萤石矿[2-3]。

德国古登堡大学教授 Harald G Dill（2010）[4]将

矿物学和地质学特征以x、y轴为坐标对矿产资源进

行类似于EXCEL电子表格的“棋盘格式”分类。岩

浆岩、构造、沉积岩以x轴（一维/管状，二维/脉状）表

述，63种矿产包括矿物和元素以y轴表述，以蓝、黄、

灰、橙、绿和白色表示不同的成矿作用。

该棋盘格式分类中，有经济价值的含氟矿物有

萤石、黄玉、冰晶石及含磷灰石的磷块岩。氟矿床

的分类方案如下（本文只列萤石矿床，未列黄玉、冰

晶石等矿床）[4]：（1）岩浆矿床：①与花岗岩体有关的

萤石矿床和萤石矽卡岩钨锡和铅锌矿床。主要有

日本西南部的萤石矿床、美国阿拉斯加劳斯特河

氟-锌-钨成矿区萤石矿床、中国湖南柿竹园钨锡钼

铋伴生萤石矿床，为与花岗岩侵入有关的高温萤石

矿床；②与铀-稀土碳酸盐岩和碱性侵入岩有关的

萤石矿床。与碳酸盐岩有关的萤石矿床有印度古

吉拉特邦的 Amba-Dongar、纳米比亚的 Okurusu，

Namibia、澳大利亚的 Speewah等萤石矿床；③与花

岗岩有关的铍-铌-钽-萤石矿床。主要有俄罗斯的

Voznesenka萤石矿床；④伟晶岩型氟-(钪) 矿床；⑤

火山岩型氟-铀-钼矿床；⑥花岗岩体内的萤石矿

床。（2）与构造有关的矿床：①含氟巨型角砾岩；②

浅成低温热液（热卤水）萤石角砾岩脉。主要出现

在墨西哥Taxco 矿区，在该区，浅成低温热液脉状萤

石矿床部分地过渡到碳酸盐岩型萤石矿床；③ 浅成

低温热液氟-铍矿床（低平火山口）。该类型萤石矿

床在意大利的 Monte delle Fate 地区低平火山口和

火山道中较发育，属火山-沉积浅成低温热液萤石

矿床，这是一群靠近地表的更新世时期的伴随着湖

相泥岩和粉砂岩的低温热液矿床；④与不整合有关

的铅-锌-钡萤石矿床 。（3）沉积矿床：①碳酸盐岩

（MVT）中的层控铅-锌-钡萤石矿床，包括交代矿床

（平卧层状矿床）。该类型矿床集中于美国的伊利

诺斯州肯塔基萤石成矿区，灰岩提供了萤石矿床形

成的有利条件。在那里，150~200 Ma前的含有F的

上升热卤水流经灰岩中的断层和裂缝，形成了世界

级的萤石矿床；② 碳酸盐岩（MVT）中的层控萤石

天青石矿床。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碳酸盐岩型

天青石-萤石矿床，发育在白垩纪灰岩中，通常在低

角度的断裂附近有水力压裂的证据，La Encantada

萤石矿床的流体被认为来源于海水蒸发；③残余的

和卡斯特有关的萤石矿床；④洞穴充填的萤石和钙

质结砾岩。

1.2 国内萤石矿床分类研究现状

中国萤石矿床分类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60年

代初期才开始这方面的工作。随着工业发展，对萤

石矿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萤石矿地质勘查和矿山

开发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进入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陆续勘查了一批大中型矿床，矿山开发也积

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些成果资料，促进了萤石

矿床分类和成矿理论的研究。

20世纪 60年代初期，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

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等院校的矿床学教材[2]，根据

矿床产出的围岩条件及矿物共生组合特征，将中国

萤石矿划分为硅酸盐岩中的萤石矿床和碳酸盐岩

（或石灰岩）中的萤石矿床2类。前者以浙江或辽宁

的脉状萤石矿床为代表，后者主要以美国伊利诺斯

州肯塔基萤石矿作实例。

1982年，全国地质资料局在“全国萤石资源概

况”[2]中，将中国萤石矿划分为 5个类型：（1）火山岩

系中的萤石型、石英-萤石型脉状矿床；（2）老变质

岩系中的石英-萤石型脉状矿床；（3）灰岩中的萤

石-重晶石型脉状矿床；（4）萤石型、方解石-萤石型

层状矿床；（5）多金属-萤石型硫化矿床[2]。

1982年，蔡国祥[2]以成矿物质来源为基础，结合

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将全世界的萤石矿床划分为 4

大类，11亚类。4大类为：（1）岩控类矿床；（2）层控

类矿床；（3）变层控类矿床；（4）表生矿床。

1987年，曹俊臣[5]根据矿床成因和赋矿岩石类

型将中国萤石矿床划分为 3种类型：（1）产于酸-中

酸性岩浆岩及其接触带的矿床；（2）产于火山岩及

次火山岩中的矿床；（3）产于碳酸盐岩或其他沉积

岩、火山沉积岩中的矿床。其中产于碳酸盐岩或其

他沉积岩、火山沉积岩中的矿床按其成因特征又可

分为热水沉积矿床和交代（充填）矿床[5]。

1989年，吴自强等[2]根据中国萤石矿床的基本

地质特征，结合地质勘查和工业利用现状，依据以

矿床成因为基础，工业意义为指导的原则，将中国

萤石矿床划分为萤石矿床和伴生萤石矿床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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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萤石矿床（或称单一萤石矿床）分为 3个亚类：

（1）硅酸盐岩石中的充填型脉状萤石矿床；（2）碳酸

盐岩石中的充填交代型脉状、透镜状萤石矿床；（3）

碳酸盐岩石中的层控型层状、似层状萤石矿床。伴

生萤石矿床（或称综合萤石矿床）分为3个亚类：（1）

铅锌硫化物伴生萤石矿床；（2）钨、锡多金属伴生萤

石矿床；（3）稀土、铁伴生萤石矿床。

2001 年，徐少康（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2001，

内部资料）分析了中国萤石矿床的形成条件后，把

中国萤石矿床划分为热液型和热水沉积型两大类

型，各大类型又分为单一型和伴生型2个亚型。

2002年，国土资源部发布了《重晶石、毒重石、

萤石、硼矿地质勘查规范》[6]，其萤石矿床类型沿用

了1986年原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制定的《萤石矿地

质勘探规范》中萤石矿床的分类，划分的萤石矿床

类型与前述1989年吴自强、谢从智萤石矿床分类结

果相同，不再赘述。

中国在区域性的萤石矿床分类研究中，大多以

矿床成因作为划分依据。如《浙江省萤石矿1∶50万

成矿远景区划说明书》将浙江省萤石矿分为 4个类

型：（1）火山热液充填矿床；（2）次火山热液充填矿

床；（3）岩浆期后热液充填矿床；（4）岩浆期后热液

交代矿床。由浙、鲁、苏、皖、赣、闽、粤等省联合进

行的跨省成矿远景区划研究，将中国东南沿海中生

代火山岩区的萤石矿划分为火山热液型和岩浆期

后热液型2大类。

国内外萤石矿床的分类还没有比较一致的原

则和标准，分类方法各种各样，如按围岩性质分类，

按工业利用和萤石矿产出状态分类，按矿床成因分

类，按矿床成因和赋矿岩石类型分类，按矿床成因

和工业意义分类等。

德国Harald G Dill教授的棋盘格式分类方案比

较新颖，把世界萤石矿床分为岩浆矿床、与构造有

关的矿床、沉积矿床 3大类，12个次级类型，也属于

按产出状态分类，萤石矿床的成矿作用没有得到较

好的体现，如中国内蒙古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床的

先沉积后改造的成矿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

2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

2.1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

本次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其目的是为中

国萤石矿成矿规律研究和潜力预测服务。依据全

国矿产资源潜力预测评价项目的要求，综合考虑

萤石矿床的成因类型和工业类型，将中国萤石矿

床划分为 3 种矿床类型，即沉积改造型、热液充填

型和伴生型。

中国萤石矿床以沉积改造型和热液充填型为

主，伴生型萤石矿床资源量大，但品位低，不具单独开

采价值，只能在主矿种开采时综合利用，占次要地位。

以往萤石矿地质勘查工作中，江西省德安县

金家洞、洪溪坂萤石矿床普查、详查报告、河北省

平泉县双洞子地质勘探报告等认为所勘查矿床为

热液充填交代型，胡建余（1997）也将江西省德安

县金家洞萤石矿床归为低温热液充填交代型 [7]。

由于报告和论文中未见到萤石交代碳酸盐岩的交

代结构的照片、素描或详细描述，缺乏直接证据，

本文在中国萤石矿床类型中暂未单列热液充填交

代型矿床类型。

2.2 中国萤石矿床亚类型-矿床式的划分

2.2.1 沉积改造型、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亚类型-矿床式

沉积改造型、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是按成因划

分的，每一种类型虽然从大的方面看，其成矿作用

一致，但次一级的成矿条件、控矿因素即二级成矿

要素则有较大差别。如同为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甘肃省高台县七坝泉萤石矿、湖北省红安县华河萤

石矿、福建省将乐县常口萤石矿的形成主要受侵入

岩和断裂控制，赋矿围岩岩性与其形成关系不大。

而浙江省武义县杨家萤石矿、安徽省宁国县庄村萤

石矿的形成则主要受火山岩和断裂控制。

沉积改造型、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根据相同

或相似的二级成矿要素组合，进一步划分矿床亚类

型-矿床式。

2.2.2 伴生型萤石矿床亚类型-矿床式

伴生型萤石矿床是从工业利用的角度划分的，

伴生型萤石矿主要伴生于铁铌稀土、钨锡钼铋、铅

锌、重晶石等主矿种，品位低，不具单独开采价值，

只能在主矿种开采时综合利用。一些伴生萤石矿

床的主矿种进行了成矿作用研究，但对所伴生的萤

石的成矿条件和成矿作用还没有进行研究，本文按

伴生主矿种进行矿床式的划分。

2.3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结果

根据上述萤石矿划分原则，中国萤石矿床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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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沉积改造型、热液充填型和伴生型 3个大类型 11

个矿床式（表1）。

3 中国各萤石矿床类型的矿床特征
和成矿要素

3.1 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的矿床特征和成矿必要要素

3.1.1 苏莫查干敖包式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

典型矿床：内蒙古四子王旗苏莫查干敖包萤石

矿、敖包吐萤石矿。

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卫

境苏木境内，经勘探提交萤石资源量（CaF2）达1000

万 t，CaF2含量 22%～86%，平均 78%。该矿床是迄

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大萤石矿床，也是迄今全球范

围内找到的最大规模单一萤石矿床。

苏莫查干敖包式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均产于二

叠系下统大石寨组三岩段灰岩中，为单一萤石矿

床。萤石矿体呈层状和似层状产出，严格受结晶灰

岩层位控制，萤石矿床外围见有燕山期侵入岩—似

斑状花岗岩。

关于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床的成因，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与海相火山喷发活动有关，在火山喷

发间歇期发生了碳酸盐岩和萤石沉积，并在其后的

区域变质或热液活动过程中进一步改造富集成矿，

属于沉积改造矿床[8-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成矿物

质主要来源于附近的燕山期花岗岩，应属岩浆期后

热液型萤石矿床[11,12]。笔者认为；系统的野外观察和

稀土元素分析等结果表明，该矿床的形成分为华力

西期萤石矿层的沉积阶段和燕山期改造阶段，即本

表1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方案
Table 1 Division scheme of deposit types for fluorite depos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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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为沉积改造型矿床。

华力西晚期的造山运动在苏莫查干敖包到西

里庙一带形成了裂陷盆地，强烈的中酸性火山喷溢

活动不仅可以形成二叠系下统大石寨组火山-沉积

岩地层中的流纹岩层，同时也产出有少量纹层状或

条带状萤石堆积体。燕山中期, 花岗质岩浆沿着有

利构造部位上侵时,在构造薄弱地带,富含挥发性组

分的热液沿特定构造部位运移,并且对二叠系下统

大石寨组火山-沉积岩地层中的有用组分进行淋

滤、萃取，形成富含氟离子或氟络合物的热水溶液，

含氟混源热液流体对早期火山-沉积岩地层和萤石

矿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部分地段使其富集。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裂陷盆地+灰岩+海底火山

喷发+褶皱（断裂）+岩浆活动。

3.1.2 晴隆式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的矿床

典型矿床：贵州省晴隆县大厂萤石矿床、云南

省富源县老厂萤石矿床。

晴隆县大厂萤石矿床为大厂锑矿共生矿床，分

为后坡矿段、沙家坪矿段和必康矿段。经勘查提交

萤石资源量（CaF2）100多万 t，CaF2含量30%～45%。

晴隆县大厂萤石矿与锑矿共生，主要赋存于二

叠系茅口组灰岩侵蚀面之上的大厂层下段峨眉山

玄武岩或与其相当的火山碎屑岩（凝灰岩）的特定

层位中。萤石矿体呈似层状产出，其产状与地层产

状一致，又受到断裂的破坏，萤石矿体的分布、产状

与形态，受构造条件的明显控制。

对晴隆县大厂萤石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矿床

成因等关键问题目前存在着较大争议。有热液成

因 [13]、热水沉积成因 [14]和沉积-改造成因 [15-19]3 种观

点。笔者认为：系统的野外观察和稀土元素分析表

明，大厂萤石矿床宏观上受地层和岩性控制，地层

中保留有原始沉积构造特征，矿层具有原始沉积的

特征，背斜、断裂对矿层具有控制作用，该矿床应为

沉积改造型矿床。

晚二叠世，老厂地区沦为滨海，形成海湾。在

二叠系茅口组灰岩风化壳粘土岩之上沉积形成了

一套条带状灰岩、硅质岩。伴随着强烈的火山喷

发，大量火山喷射的汽液带来了丰富的氟，这些氟

以络合物的方式搬运进入水盆，与海水中的CaCO3

反应或交代灰岩，生成萤石矿（源）层。由于构造运

动，地下卤水流经萤石矿（源）层时，溶解原来形成

的萤石，形成含矿热卤水，这种含矿热卤水对部分

沉积形成的萤石矿（源）层叠加改造，形成工业萤石

矿体。同时，含矿热卤水流经褶皱滑脱部位或断裂

破碎带时，沉淀形成脉状或囊状矿体。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沉积盆地+灰岩+火山喷发

活动+褶皱（断裂）。

3.2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3.2.1 七坝泉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典型矿床：甘肃省高台县七坝泉萤石矿床、内

蒙古额济纳旗东七一山萤石矿床、湖北省红安县华

河萤石矿床、福建省将乐县常口萤石矿床、河南嵩

县陈楼萤石矿床、广东河源县到吉萤石矿床。

七坝泉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赋存于断裂和

断裂带中，受断裂或断裂带控制，多呈脉状产出，

为单一萤石矿床。其形成与侵入岩有关，尤其是

燕山期侵入岩。据统计，七坝泉式热液充填型大

型萤石矿床绝大多数与燕山期侵入岩有关，而与

华力西期侵入岩有关的萤石矿床多为中小型。七

坝泉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对赋矿地层时代、岩

性无依赖性。

侵入岩在遭受风化剥蚀之后，大气降水下渗，

经循环加热成为地热水过程中，从岩石中淋滤汲取

出F-、Ca2+等成矿组分，其上升与在浅部岩石中渗流

的相对冷水不断混合，随着温度、压力降低，pH值升

高，在这种环流活动的混合区内有利空间，萤石沉

淀晶出，形成萤石矿[20]。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侵入岩+断裂。

3.2.2 武义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典型矿床：浙江武义杨家、河北平泉郝家楼、安

徽宁国庄村、辽宁义县三宝屯。

浙江省武义县杨家萤石矿是一大型矿床，萤石

资源量（CaF2）近200万 t，CaF2含量52%。

杨家萤石矿床所在武义萤石矿田位于陈蔡—

遂昌隆起带中段上叠式的武义断陷盆地，萤石矿床

赋存于断裂和断裂带中，矿体受主断裂带控制，矿

体的产状与断裂带一致。矿体围岩为燕山期火山

岩、火山碎屑岩等。浙江省武义地区萤石矿所在武

义盆地的基底为前寒武系陈蔡群，是一套泥岩、硬

砂岩夹中-酸性火山岩组成的地槽型建造，已变质

形成片麻岩类、片岩类、变粒岩类等岩石。

包括杨家萤石矿在内的武义地区萤石矿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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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研究成果。对该区萤石矿床的成因有2种认

识：一种认为，这些萤石矿床在成因上与火山热液

有关，属火山或次火山热液矿床[21]；另一种认为，这

些萤石矿床的形成主要与古地热水环流汲取作用

有关 [22,23]。笔者认为，本区萤石矿床均充填于断裂

破碎带中，赋矿围岩是上侏罗统和下白垩统火山碎

屑岩，萤石矿成矿年龄比赋矿围岩成岩年龄滞后

20～75 Ma，其形成与次火山热液无直接关系。成

矿物质主要来源于盖层火山碎屑岩和基底变质岩，

矿体受断裂破碎带控制，成矿流体是大气降水。本

区萤石矿床为燕山期低温热液矿床，其成矿作用与

地热水环流汲取作用有关。

当大气降水沿断裂构造渗流到深部，随着地热

增温和区域构造活动的热效应而被加热，同时，在

渗流途中不断溶滤汲取出盖层火山碎屑岩和基底

变质岩中的F-、Ca2+等成矿组分成为富氟热液向上

运移，经过深部循环加热上升的富氟（和钙）热水与

在浅部富钙红层和火山岩中渗流形成的相对富氟

（和钙）的“冷水”不断混合，当温度、压力降低，pH值

升高时，在这种环流活动的混合区内有利空间导致

了萤石沉淀。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火山岩+断裂。

3.2.3 八面山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典型矿床：浙江省常山县八面山萤石矿床、江

西省德安县洪溪坂萤石矿床。

八面山萤石矿床主要分布在岩前花岗岩体旁

侧的寒武系泥质灰岩和灰岩地层中，按矿体赋存状

态可分为产于寒武系泥质灰岩、灰岩中的矿体和产

于构造带中的矿体，前者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产状与围岩一致，后者呈脉状。

洪溪坂萤石矿床赋存于奥陶系中统汤山组瘤

状灰岩、泥质条带灰岩、纯灰岩及围岩裂隙中。产

于灰岩中的矿体多呈似层状、扁豆状；产于断裂破

碎带中的矿体呈脉状、透镜状。

八面山式萤石矿床的最大共有特征是均赋存

于灰岩中，灰岩对该类型矿床的形成具有控制作

用。断裂也是该类型矿床形成的必要要素，是热液

萃取灰岩中的F而形成含矿热卤水的运移通道和储

集场所。

八面山式萤石矿床的成因有充填交代[24,25]、热液

充填[26]和沉积改造[27]3种观点，笔者暂按热液充填型讨

论。在寒武纪即形成矿源层，燕山期由于岩浆侵入，

含矿热液萃取矿源层中的F-、Ca2+，在接触带、层间破

碎带和断裂中沉淀、充填形成中低温热液萤石矿床。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灰岩+断裂+侵入岩。

3.2.4 湖山式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典型矿床：浙江省遂昌县湖山萤石矿床。

湖山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赋存于断裂和断裂带

中，矿体受断裂带控制，其产状与断裂带一致。萤石

矿的围岩为侏罗系上统、白垩系下统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砂砾岩、泥质粉砂岩等。萤石矿体多赋存于燕

山期侵入岩-花岗斑岩与侏罗系上统、白垩系下统火

山岩、火山碎屑岩、砂砾岩、泥质粉砂岩的接触带中，

该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的形成与燕山期侵入岩、燕

山期的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及断裂有关。

燕山运动早中期，该区形成了火山断陷盆地并

沉积了一套火山碎屑岩、陆缘碎屑岩。由于地下水

的循环作用，使火山碎屑岩、钾长花岗斑岩中的

Ca2+、F-等离子溶解于地下水中，形成了含矿溶液。

燕山晚期，区域性构造运动使盆地内部形成了张

性、张扭性断裂，成矿溶液运移并集中充填于断裂

带中，形成湖山萤石矿床。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火山岩+侵入岩（次火山

岩）+断裂。

3.2.5 双江口式热液充填型矿床

典型矿床：湖南省衡南县双江口萤石矿床。

双江口式萤石矿床赋存于燕山期花岗岩体的

构造破碎带中，矿体呈脉状，严格受断裂破碎带控

制。该类型萤石矿床的形成受燕山期花岗岩体和

构造破碎带的控制，同时还受到灰岩的制约。当萤

石矿体所在的破碎带较宽，而且附近又有泥盆系中

统棋梓桥组灰岩捕虏体时，则矿体厚且品位高；当

破碎带狭窄，附近没有棋梓桥组灰岩捕虏体时，则

矿体薄而且品位低，甚至尖灭[28]。

成矿必要要素组合：侵入岩+断裂+灰岩（捕掳体）。

3.3 伴生型萤石矿床

3.3.1 白云鄂博式铁铌稀土伴生萤石矿

典型矿床：内蒙古白云鄂博式铁铌稀土伴生萤

石矿矿床。

白云鄂博铁铌稀土伴生萤石矿床，萤石为伴生

矿产，铁铌稀土和伴生萤石矿体均赋存于震旦纪至

奥陶纪白云鄂博群H8岩段中，受白云鄂博群H8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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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白云岩控制。萤石呈星散状、条带状存在于白云

岩中，萤石含量：高品位铁矿石中在10%以下，中品

位萤石型铁矿石中为 10%～18%，低品位萤石型铁

矿石中为15%～24%。

3.3.2 柿竹园式钨锡钼铋伴生萤石矿床特征

典型矿床：湖南省郴县柿竹园钨锡钼铋伴生萤

石矿床。

柿竹园式钨锡钼铋伴生萤石矿床，萤石为伴生

矿产。矿床赋存于千里山岩体与泥盆系上统佘田

桥组泥质条带灰岩的内外接触带。萤石主要呈不

规则粒状分布于整个矿床各种矿石类型中，含量一

般在10%～20%。经勘探，提交并经批准的表内+表

外D级萤石（CaF2）资源量达7000多万 t。

3.3.3 桃林式铅锌伴生萤石矿

典型矿床：湖南省临湘县桃林铅锌伴生萤石矿床。

桃林热液充填型铅锌伴生萤石矿赋存于燕山

期花岗岩与板溪群变质岩接触带附近的破碎带中，

矿体呈脉状。在破碎强烈地段，含矿率较高，而在

破碎轻微地段，含矿率较低，或不含矿。该类型萤

石矿床的形成受燕山期侵入花岗岩和破碎带控制。

3.3.4 苦草坪式重晶石伴生萤石矿

典型矿床：重庆市彭水县郁山萤石重晶石矿区

苦草坪矿床。

苦草坪热液充填型重晶石（共）伴生萤石矿矿

体赋存于奥陶系下统红花园组和桐梓组地层内的

北北西向断裂中。矿体呈脉状，其形成受成矿断层

和容矿地层的控制。萤石重晶石矿床产于奥陶系

下统红花园组灰岩和奥陶系下统桐梓组五段、六段

灰岩的断裂中，受层位控制明显，而在桐梓组五段、

六段之下的层位和红花园组之上的大湾组，未见矿

体形成。矿体围岩为奥陶系下统红花园组灰岩和

奥陶系下统桐梓组五段、六段灰岩，萤石、重晶石矿

主要产于较纯的生物碎屑灰岩内，少数与白云质灰

岩及泥质灰岩有关。在红花园组之上的大湾组页

岩中则未能形成矿体，萤石重晶石矿体的形成受灰

岩岩性控制。

4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分布特征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分布见图1，分述如下：

4.1 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

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是中国主要的矿床类型，

仅分布于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省。主要产于天山—

兴蒙造山系、扬子陆块区西部[29]。

产于天山—兴蒙造山系的沉积改造型萤石矿

床位于内蒙四子王旗萤石矿成矿区，形成时期为华

力西期（二叠纪）和燕山期，经过勘查的沉积改造型

萤石矿床 2处，四子王旗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床资

源量达1000万 t，是中国特大型萤石矿床。

产于扬子陆块区西部的沉积改造型萤石矿床

位于滇东南—黔西南萤石矿成矿带，形成于华力西

期（二叠纪）和燕山期。经过勘查的沉积改造型萤

石矿床 4处，为中小型萤石矿。典型矿床有贵州省

晴龙县大厂萤石矿。

4.2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是中国主要的矿床类型，分布

广泛。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江西等省。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主要产于武夷—云开—台

湾造山系、扬子陆块区、华北陆块区、秦祁昆造山

系、天山—兴蒙造山系和塔里木陆块区。燕山期是

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形成的主要时期，其次为华力

西期。华力西期形成的萤石矿床主要分布于甘肃

省中部一带。

武夷—云开—台湾造山系萤石矿床数量多、规

模大。包括浙中、粤东—闽北、粤北—湘南、桂南萤

石矿成矿带。经过勘查的矿床 110处，多为大中型

矿床。查明资源量约2300万 t。典型矿床有浙江省

武义县杨家萤石矿床、浙江省遂昌县湖山萤石矿

床、福建省将乐县常口萤石矿床、湖南省衡南县双

江口萤石矿床等。

产于扬子陆块区的萤石矿床主要属于皖南—

赣北、渝南—贵北、滇东南—黔西萤石矿成矿带。

经过勘查的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43处，皖南—赣北

萤石成矿带多为大中型，渝南—贵北、滇东南—黔

西萤石成矿带多为小型矿床。典型矿床有浙江省

常山县八面山萤石矿区高坞山萤石矿床、江西省德

安县洪溪板萤石矿床等。

产于华北陆块区的萤石矿床主要位于冀北—

辽西、鲁东、豫南萤石成矿带，经过勘查的热液充填

型萤石矿床37处，以大中型为主。典型矿床有河北

省平泉县郝家楼萤石矿床、河南省嵩县陈楼萤石矿

床等。

产于秦祁昆造山系的萤石矿床主要位于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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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左旗、鄂东北萤石成矿带，经过勘查的热液充填型

萤石矿床6处，以大中型为主，典型矿床：甘肃省高台

县七坝泉萤石矿床、湖北省红安县华河萤石矿床。

产于天山—兴蒙造山系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

主要位于内蒙东部萤石成矿带。经过勘查的热液

充填型萤石矿床 10处，以中小型为主，典型矿床有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苏达勒萤石矿。

产于塔里木陆块区的热液充填型萤石矿床位

于金塔—鄂济纳旗萤石矿成矿带。经过勘查的热

液充填型萤石矿床5处，以中小型为主，典型矿床有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七一山萤石矿。

4.3 伴生型萤石矿床

伴生型萤石矿床系伴生于其他金属矿或稀土

矿的萤石矿床。这种萤石矿品位低，不具单独开采

价值，但资源量巨大，在主矿种开采时可综合回收

利用。

中国经过勘查的伴生萤石矿 18处，矿床数少，

但资源量大，主要分布于湖南省东部、南部和云南

省南部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所处大地构造位

置为武夷—云开—台湾造山系、扬子陆块区和华北

陆块区。

产于武夷—云开—台湾造山系的伴生型萤石

矿床主要分布于湖南省东部、南部，经过勘查的伴

生型萤石矿床5处，其中大型2处，湖南省郴县柿竹

园钨锡钼铋矿伴生萤石矿资源量达 7000多万 t，是

该类型典型矿床。

产于扬子陆块区的伴生型萤石矿床主要分布于

云南省南部，经过勘查的沉积伴生型萤石矿床10处，

为中小型萤石矿，为铅锌铜锡等多金属矿伴生矿。

产于华北陆块区的伴生型萤石矿床主要分布

于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典型矿床为内蒙古自治区

白云鄂博铁铌稀土伴生萤石矿。该铁铌稀土矿产

于寒武系—奥陶系白云岩—灰岩岩系中，萤石含量

（CaF2）10%～24%，主矿、东矿段萤石资源量估计

3000多万 t（未见批准萤石资源量）。

致谢：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划分是“全国矿产资

图1 中国萤石矿床类型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deposit types for fluorspar depos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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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潜力评价”项目中“全国化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工作项目“中国萤石矿成矿规律研究”的部分成

果。“中国萤石矿成矿规律研究”是在“全国矿产资

源潜力评价”项目的统一组织和指导下完成的，得

到了叶天竺、陈毓川、王瑞江、王登红等专家的指

导。“中国萤石矿成矿规律研究”报告成稿后，中化

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韩鹏高级工程师、邓小林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王炳铨、李艳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徐志刚、盛继福进行了认真审阅，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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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fication of fluorite depos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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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luorite deposit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e., sedimentary- reformation type, hydrothermal fluid filling

type and accompanying type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ore-forming process of the ore deposits and synthesizing their genetic types

and industrial typ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ore- forming conditions, ore control factors and mineralization of characteristic

fluorite deposi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metallogenic factors. And then the sedimentary- reformation deposits and hydrothermal

fluid filling deposit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subtypes. The sedimentary-reformation deposit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deposit types,

the hydrothermal fluid filling deposits into five deposit types and accompanying deposits into four deposit types according to

principal commodity. Ore- forming geological background, ore- forming conditions, deposit features, ore- control factor and

mineralization of each deposit type are analyzed, and the secondary and necessary factors of mineralization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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