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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研究区地处塔里木板块北部边缘，位于觉罗塔

格—黑鹰山铜、镍、铁、金、银、钼、钨、萤石、煤成

矿带。区内岩浆活动强烈，断裂、褶皱发育，为铁、

铅锌、钼、萤石等各类矿产提供了有利的成矿地质

条件。该区自小狐狸山铁矿发现以来，针对铁、铅

锌、钼矿找矿工作从未间断，但一直未有突破。

2019—2021年，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

受矿业权人委托在小狐狸山一带开展铁矿找矿工

作时，在研究区内发现了萤石矿化露头，项目组及

时调整找矿思路，以萤石矿为主攻矿种，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最终提交中型萤石矿一处。 

2　研究方法（Methods）
研究区 1∶50000区域化探资料显示，小狐狸

山一带氟元素含量远高于背景值，综合分析认为具

有寻找热液充填型萤石矿的潜力。通过地质填图

及岩石剖面测量，在地表发现了萤石矿化线索，通

过槽探、钻探等工程揭露、验证，新发现 39条萤石

矿体，实现了找矿突破。通过典型矿床对比，总结

了区内萤石矿成矿规律，初步构建了“三位一体”找

矿预测模型，分析了区域萤石成矿潜力及找矿前景。 

3　研究结果（Results）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奥陶系咸水湖组、锡林

柯博组及中—下泥盆统红尖山组，其中，咸水湖组

受 F1和 F2断裂控制，为一套浅海—半深海中性火

山岩、碳酸盐岩、硅质岩组合。侵入岩为早三叠世

斑状花岗岩，呈岩株状产出。区内构造活动强烈，

主要发育 NNW向（F1、F2）和 NE向（F3、F4、F5）
两组断裂；F1和 F2为控矿断裂，F1逆断层纵贯矿

区，倾向 NEE，F2正断层倾向 SWW，二者在北西端

近乎平行分布，向南东逐渐收敛呈“Y”型，萤石矿体

夹持于 F1与 F2之间；晚期 NE向断裂切割早期

NNW向断裂，破坏了矿体的完整性（图 1a）。
通过两年度的勘查工作，区内共圈定萤石矿体

39条，矿体呈脉状、透镜状，沿走向和倾向均呈舒缓

波状展布特征，局部呈“S”形展布（图 1b）。萤石矿

体长 25~605 m，厚度 0.85~11.33 m，平均厚度 3.07
m；CaF2 品位 25.16%~90.52%，平均品位 55.91%，最

大控制深度 286 m。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半自形

粒状结构、显微—粒状镶嵌变晶结构，矿石构造主

要有糖粒状（细晶状）构造、伟晶状构造、葡萄状及

纹层状构造（图 1c）。矿石自然类型为方解石−萤石

型、石英−萤石型及方解石−石英−萤石型 3种类

型。通过资源量估算，提交（探明+控制+推断）

CaF2 资源量 54.42万 t，矿床规模达中型。 

4　结论（Conclusions）
（1）小狐狸山萤石矿赋存于咸水湖组大理岩内，

NNW向断裂为含矿热液运移提供了通道和成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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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早三叠世斑状花岗岩为地下热水萃取氟、钙等

元素成为含矿热卤水提供了热源。

（2）研究区属甘—新—蒙北山北部成矿带，本次

工作新发现了品位较富的中型萤石矿，拓宽了区域

找矿思路和方向，对寻找同类型矿床有良好的借鉴

意义，将为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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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地质简图（a）、勘探线剖面图（b）及矿石特征（c）
Fig.1  The brief geological diagram of ore district (a), prospecting line profile map (b) and ore characteristic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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