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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矿产时空分布规律综述

黄国成，程海艳，李翔，陈小友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杭州，３１１２０３

内容提要：通过对浙江省主要矿产的矿床数量、规模、矿产组合时间演化以及成矿分带性、丛聚性等特征的分

析与归纳，概要总结了浙江省矿产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通过系统收集和整理浙江省同位素成矿年龄资料，建立

起全省成矿年代学谱系，并结合大地构造演化，将浙江省的成矿活动划分了５个时段。通过矿床数量、矿床规模以

及矿产组合对比分析各时段的成矿信息和演化特征，构建了成矿时间演化图。依据浙江省矿产资源空间分布特

征，将浙江省划分了４个Ⅲ级成矿带和７个Ⅳ级成矿亚带，从成矿密度和成矿强度的角度探讨各Ⅳ级成矿亚带矿

床的分布规律。其中成矿密度划分了１个高密度区、４个中密度区和２个低密度区，综合矿产成矿强度划分了３个

强成矿强度区、１个中成矿强度区和３个弱成矿强度区，以此为找矿方向和规划部署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成矿年代学谱系；矿化组合演化；成矿密度；成矿强度

　　近年来浙江省的找矿实践表明，找矿工作的难

度日益加大，地表矿近乎绝迹。而老矿山资源逐年

消耗，逐个步入危机矿山之列。如何在“绿色矿业”

的新形势下，保持优势矿产的资源地位，实现劣势矿

产找矿突破，保障地方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亟需加强

对成矿规律的认识，树立理论找矿、模式找矿的意

识，积极探索深部找矿空间。

浙江省成矿规律研究的思想萌芽于我国古代，

古人在进行长期的矿产开采实践活动中逐渐总结出

一些朴素的地质找矿认识。近代，随着地质矿产调

查的开展和逐步深入，前人对成矿规律的研究和认

识也在不断加深。早期，对成矿规律的研究往往局

限于对单一矿床（ＺｈｅｎｇＲｅｎｌ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Ｈｕａ

Ｊｉｅｘ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单一矿种（ＬüＨｕｉｊｉｎ，２００２；

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单一类型（ＺｈｕＰｉｎｇ

ｅｔａｌ．，１９９４）或单一区域（ＱｉｕＨｏｎｇｋｕ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单矿种的成矿

规律研究水平，为后期全省性成矿综合矿种的规律

总结提供了素材。随着矿床成矿系列理论兴起与发

展（ＣｈｅｎｇＹｕｑｉ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１９８３；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在浙江省内逐步加强了

对同一成矿作用下形成的矿床之间相互联系的研

究，并建立了浙江省金属非金属矿床成矿系列和矿

床成矿谱系（朱安庆等，２００９；吴小勇等，２０１３?）。

在前人的成矿规律研究和总结中，普遍强调矿床的

成矿地质背景、控矿因素以及物质来源等，而对矿床

产出最基本的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偏弱。而矿床时

空分布规律的研究对认识矿床的形成、演化至关重

要，对找矿预测和勘查部署也具有重要意义。成矿

密度和成矿强度是评价一个地区或地质建造成矿有

利度的重要指标（ＣｈｉＳｈｕｎｄｕ，１９９９），已得到了初步

应用（ＹａｎｇＰｉｎｇ，１９９１；王登红等，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Ｙ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本文引入了成矿密度与成矿强度两

个概念来讨论矿床的时空分布规律，可以有效去除

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单位面积内的矿床数量和资源

储量来客观评价研究区的成矿作用强弱，即可为矿

床时空分布规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可进一步

提高浙江省矿床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水平，对浙江

省成矿规律的最新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１　资源概况

浙江位于滨太平洋成矿域（叠加在古亚洲成矿

域之上）扬子成矿省的北东端，省内地层较发育，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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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岩浆活动强烈，变质作用剧烈，成矿条件良好。全

省矿产资源总体表现为“非金属矿产丰富、金属矿产

不足、能源矿产匮乏”的特征。截止目前，已发现矿

种１０９种，其中有探明储量的６７种。金属矿产主要

为铁、铜、铅、锌、钨、锡、钼、锑、汞、金、银、稀土等，资

源总体欠丰，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鲜有中大型矿

床。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以萤石、明矾石、叶蜡石、

伊利石、硅灰石、沸石、石灰石、花岗岩、大理岩、珍珠

岩和高岭土、膨润土、硅藻土为代表的“十块石头三

把土”，是浙江省的优势非金属矿产。其中叶蜡石、

明矾石探明资源储量位居全国之首，单一萤石、伊利

石名列全国第二，硅藻土名列全国第三，沸石位居全

国第四。排名全国第五到第十的矿产有硅灰石、高

岭土、大理岩、珍珠岩、膨润土等。能源矿产主要包

括煤、石煤、铀等，其中铀矿是浙江省又一优势矿种，

尤以陆相火山岩型铀矿最为丰富，是全国铀矿的重

要产区之一；而煤和石煤因资源枯竭和环境问题已

无开采。

２　时间分布规律

２１　成矿年代学谱系与成矿时段

成矿年代学研究是区域成矿规律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也是确定成矿时代、划分成矿期次的重要依

据，其中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为成矿年代学提供了一

个重要依据。“矿床成矿年代谱系”指的是通过系统

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查明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矿

图１　浙江省矿床成矿年代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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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成矿时代，梳理其成矿演化的历史关系，最后以

“谱系”的方式把成矿规律表达出来（王登红等，

２０１４）。

浙江省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也大致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起步，经历了３０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典

型矿床研究、区域成矿规律总结积累了一批宝贵的

数据。３０年来同位素年代学测试方法得到大幅改

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浙江省主要流行的是ＫＡｒ法

测年（叶伯舟等，１９８６；梁修睦等，１９８６?）；９０年代，

ＲｂＳｒ法（Ｌｕ Ｗｕ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０；李华 芹等，

１９９３；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和 ＳｍＮｄ法

（韩文彬等，１９９１）、裂变径迹法（韩文彬等，１９９１）测

年逐步引入省内；进入２１世纪，锆石 ＵＰｂ的

ＳＨＲＩＭＰ（ＹｅＭｅ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ＴａｎｇＺｅｎｇｃ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ＷａｎｇＫｅ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ａｎｇＺｅｎｇｃａ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和ＬＡＩＣＰＭＳ（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ＬｉＺｉ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Ｊｉ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技术得到快速发展。近期，在公开刊物上偶尔

也能看到少量关于浙江省ＲｅＯｓ法的测试数据（Ｌｉ

Ｙ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ｈｅｎ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ＷａｎｇＨａｉｂ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前人在同位素年代学

方面的工作为浙江省成矿年代学谱系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本次工作共收集了６７个矿床９８个与成矿时

代有关的同位素年龄数据，建立了浙江省成矿年代

学谱系图（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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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可见，浙江省矿床形成具有时间跨度大、

发育不平衡的特点。根据浙江省地史发展演化阶段

划分，除中条期属于初始陆壳形成阶段，暂无明确的

成矿同位素年龄资料外，从晋宁期到喜马拉雅期的

每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成矿显示。

前寒武纪成矿同位素年龄来源于绍兴西裘铜矿

和诸暨石角铁矿，年龄数据介于８３０～９２０Ｍａ，反映

了青白口纪古华南洋板块向扬子克拉通俯冲形成了

一系列大陆边缘弧和洋内弧过程中，构造事件与成

矿作用的耦合关系。洋陆俯冲形成平水洋内弧，发

育了平水组火山岩和桃红岩体、西裘岩体等中酸性

侵入岩，其中平水组细碧角斑岩中赋存了海底喷流

沉积的硫化物矿床。该时期，在绍兴诸暨地区发现

岛弧型超基性岩浆岩侵入，岩体本身富Ｆｅ、Ｖ等元

素，构成低品位的铁矿。

古生代的成矿年龄较分散，自３５０～５９０Ｍａ之

间断续分布，从成矿年代谱系图的年龄趋势线可见

在加里东晚期至华力西早期有一个明显的峰值，该

时期的成矿强度较大。古生代成矿年龄来自于Ｐｂ、

Ｚｎ、Ｃｕ、Ａｕ等矿床，主要分布于武夷地块与扬子克

拉通的碰撞拼合带中，成矿作用包括混合岩化变质

作用和韧性剪切动力变质作用，这与该时期的构造

运动相吻合。加里东晚期陆陆碰撞达到顶峰，成矿

作用也相对集中。

中生代成矿是浙江省最广泛最密集的一次成矿

作用，成矿同位素年龄数据占全省８０％，包含印支

和燕山两期构造活动。印支期构造运动相对较弱，

仅有少量印支期岩体附近发育岩浆期后热液型矿

床。燕山期岩浆侵入、火山喷发活动强烈，形成了大

批金属、非金属矿产，也获得了大量的同位素年龄数

据。从成矿年龄谱系图趋势线上明显可见在燕山期

成矿年龄有两个峰值，分别位于早白垩世早期及晚

图２　浙江省主要矿产矿床成矿时代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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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世。早白垩世早期主要在浙西北地区形成岩浆

期后热液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而晚白垩世则

在浙东南地区形成大量萤石矿、金银等陆相火山岩

型矿床。这个结果与浙江省中生代岩浆、火山活动

的时空演化规律一致，总体由北西向南东成岩年龄

有不断变新的趋势。

新生代成矿年代学研究较为局限，仅在嵊州浦

桥硅藻土矿中获得了４个新近纪的成矿年龄。但它

代表了中国东部新生代一次重要的构造运动和成矿

事件。

根据浙江省地壳演化的主要构造运动、矿床产

出的时间分布及成矿同位素年代学谱系特征，将矿

床成矿期划分为：前寒武纪成矿期、早古生代成矿

期、晚古生代成矿期、中生代成矿期和新生代成矿期

五个时段（详见表１）。

２２　成矿时间演化

本文根据浙江省矿产资源的情况，优选主要金

属矿产铁、铜、铅、锌、钨、锡、钼、锑、汞、金、银、稀土

和优势非金属矿产硫铁矿、萤石、叶蜡石、沸石、明矾

石、石灰岩、硅藻土、高岭土、伊利石、膨润土、珍珠

岩、凝灰岩等，共计２４种矿产５９７处矿床来讨论成

矿时间演化特征。

２２１　矿床数量与规模演化

根据矿床的成矿时代，统计得到浙江省主要金

属、非金属矿产矿床成矿时代分布图（图２）。

由图２可见，浙江省金属矿产在加里东期和燕

山期有两个成矿高峰期，其中加里东期主要为区域

变质作用形成的Ｐｂ、Ｚｎ、Ａｕ等矿产，分布于江山绍

兴拼接带及其两侧；燕山期为与岩浆活动有关的金

属矿产，全省均有分布，占全省金属矿产矿床总数的

８２％。非金属矿产在华力西和燕山期有两个成矿高

峰期，其中华力西期主要为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碎屑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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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浙江省成矿时代划分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狆犲狉犻狅犱犻狀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岩、碳酸盐岩矿产，广泛分布于浙西北古生代地层覆

盖区；燕山期主要为与火山活动有关的非金属矿产，

主要分布于浙东南火山岩覆盖区，浙西北在余杭—

湖州一带也有少量分布，占全省非金属矿产矿床总

数的７７％。总体而言，浙江省的矿床数量演化从

晋宁期—加里东期—华力西期—印支期保持相对

平稳，到燕山期，达到一个成矿大爆发，浙江省矿

床数量达到顶峰，之后进入喜马拉雅期，成矿作用

明显减弱，矿床数量回落至燕山期之前的各成矿

时段。

从矿床的规模来看（图３），超大型矿床产于燕

山期和华力西期，分别占８０％和２０％；大型和中型

矿床主要产于燕山期和华力西期，其中大型矿床在

燕山期和华力西期分别占５３％和２７％，中型矿分别

占７０％ 和１８％；小型矿床主要产于燕山期，独

占８５％。

２２２　矿产组合演化

浙江省的成矿时代从晋宁期持续到喜马拉雅

期，燕山期为鼎盛时期，受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

条件的控制，矿化组合也发生了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浙江省主要矿产的矿化组合演化见图４。

由图４可见，浙江省的矿产组合演化总体呈“树

状发散”，以江山绍兴对接带为“树干”向两侧发散

壮大。江山绍兴对接带及其北西侧边缘在晋宁期

开始成矿，形成一系列与火山热水沉积作用有关

的Ｃｕ、Ａｕ、Ｆｅ、叶蜡石、明矾石、硫铁矿、磷及碳酸盐

岩矿床。浙西北加里东期—印支期主要形成与海相

沉积作用有关的磷、石煤、重晶石、煤及碳酸盐岩矿

床，燕山期则主要形成与陆缘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

Ｆｅ、Ｗ、Ｓｎ、Ｍｏ、Ｃｕ、Ｐｂ、Ｚｎ、Ｓｂ、Ａｇ、硼、硫、萤石等矿

床；浙东南加里东期主要形成与区域变质作用有关

的铅锌矿床，印支期—燕山期大规模形成与陆缘火

山作用有关的Ａｕ、Ａｇ、Ｃｕ、Ｐｂ、Ｚｎ、珍珠岩、沸石、叶

蜡石、明矾石、高岭土、伊利石、萤石矿床。当然，进

入燕山期后，岩浆侵入岩成矿作用和火山喷发成矿

作用并不是在浙西北和浙东南决然分开，相互也有

穿插，如在浙西北也可形成陆相火山岩型的膨润土

矿床，在浙东南也形成了大量岩浆期后热液型的钼

矿、萤石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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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浙江省各成矿时代主要矿产矿床规模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ｓｃａｌ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４　浙江省矿化组合演化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空间分布规律

３１　成矿区带划分

浙江省晚印支旋回以前位于古亚洲成矿域，之

后构造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进入滨太平洋成矿域，两

者呈叠加关系，导致成矿作用往往具有多旋回性，以

滨太平洋成矿域对成矿的控制为主。中生代大规模

的构造岩浆活动事件及相伴的成矿作用是滨太平

洋成矿域的特色，但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

浙江省内以江山绍兴断裂带为界，南北两侧可划分

为两个Ⅱ级成矿省，分别为下扬子成矿亚省和华南

成矿省（徐志刚等，２００８）。下扬子成矿亚省以顺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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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断裂带为界，进一步划分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武功山杭州湾成矿带２个Ⅲ级成矿带；华南成矿省

以丽水余姚断裂带为界进一步划分为浙中武夷成

矿带和浙闽粤沿海成矿带２个Ⅲ级成矿带。在以上

４个Ⅲ级成矿带的划分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划分出泗

安长兴、天目山、下庄芳村、开化杭州、常山诸暨、

龙泉慈溪和温州宁波７个Ⅳ级成矿亚带（图５）。

３２　成矿分带性特征

成矿分带是含矿流体运移过程中，由于物化条

件的变化导致矿物、矿石的成分、结构等呈带状产出

的特征，可分为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带。通过对浙江

省矿产空间展布规律研究发现，在矿田、矿床、矿脉

图５　浙江省Ⅳ级成矿亚带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５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Ⅳｇｒａｄ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ｂｅｌｔ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不同尺度上，都有矿化分带特征。

矿田尺度的矿化蚀变分带性多以岩浆期后热液

矿床为主，如以淳安大铜坑、临安学川岩体为中心，

具有明显的成矿水平分带特征，总体上成矿元素围

绕成矿岩体呈现明显的水平分带性，岩体及岩体附

近为 Ｗ、Ｍｏ、Ｃｕ等中高温成矿元素，远离岩体为

Ｐｂ、Ｚｎ、Ａｇ、Ｆ等中低温成矿元素。

矿床与矿脉尺度的矿化蚀变分带较为普遍，前

者如建德岭后铜矿具有下部富Ｃｕ，上部富Ｐｂ、Ｚｎ

的分带性特征；后者如浙东南火山热液充填型萤石

矿脉自上而下普遍具有硅化→萤石矿化→碳酸盐化

蚀变分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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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成矿丛聚性特征

成矿丛聚性特征可以用成矿密度、成矿强度信

息来表述，它们是评价一个地区或地质建造成矿有

利度的重要指标（ＣｈｉＳｈｕｎｄｕ，１９９９）。成矿密度

（犕犱）即单位面积产出矿产地的数量：

犕犱＝犖／犛 （１）

成矿强度（犕犐）指单位面积产出的矿产资源量

（Ｗａ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犕犐＝犕／犛 （２）

式中：犖 为某地区矿产地数量；犛为某地区面积；犕

为某地区矿产资源量。

３３１　成矿密度特征

根据式（１）的计算结果，浙江省各Ⅳ级成矿亚带

主要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密度统计情况见图６。

统计结果表明，浙江省各Ⅳ级成矿亚带总体成矿密

度的大小取决于非金属矿产成矿密度的大小，即从

已发现的矿床数量上来说，浙江省以非金属矿产为

图６　浙江省主要金属非金属矿产Ⅳ级成矿亚带成矿密度统计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

ｉｎⅣｇｒａｄ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ｂｅｌｔ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７　浙江省主要矿产Ⅳ级成矿亚带成矿强度指数统计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

ｉｎⅣｇｒａｄ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ｂｅｌｔ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主导，金属矿产所占比重较低。

浙江省７个Ⅳ级成矿亚带中综合成矿密度大致

可分高中低为三类：第一类高密度区，分布于泗安

长兴成矿亚带（Ⅳ１），是全省成矿密度最大的Ⅳ级

成矿亚带，导致该地区成矿密度变大的原因有二，其

一是该Ⅳ级成矿亚带面积较小，其二是该地区的有

丰富的石灰岩矿床；第二类中密度区，包括开化杭

州（Ⅳ４）、常山诸暨（Ⅳ５）、龙泉慈溪（Ⅳ６）、温州

宁波（Ⅳ７）四个Ⅳ级成矿亚带，以江山绍兴拼接带

为中心，向两侧延伸，总体覆盖范围占据了大半个浙

江，是浙江省主要金属、非金属矿产的重要产区；第

三类低密度区，包括天目山（Ⅳ２）和下庄芳村（Ⅳ

３）两个Ⅳ级成矿亚带，矿床产出的数量较少，远达不

到全省综合密度均值线。

３３２　成矿强度特征

根据式（２）的计算结果显示，各单矿种在Ⅳ级成

矿亚带中的成矿强度各有特色，其中金属矿产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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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区主要集中在Ⅳ４、Ⅳ５、Ⅳ６成矿亚带中，

ＰｂＺｎ、ＷＳｎＭｏ两个矿种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成

矿强度变化较为一致；非金属矿产总体而言Ⅳ６、

Ⅳ７成矿亚带为成矿高强度区，各矿种之间成矿强

度差异较大，仅叶蜡石—明矾石之间成矿强度变化

较为一致。根据各单矿种在Ⅳ级成矿亚带中成矿强

度的数值，可折算为单矿种在每个Ⅳ级成矿亚带中

成矿强度所占百分比，再将每个Ⅳ级成矿亚带中各

单矿种的成矿强度百分比累加，即可得到每个Ⅳ级

成矿亚带的成矿强度指数。通过成矿强度指数的大

小即可判断所在区域综合成矿强度的强弱（图７）。

由图７可见，Ⅳ４、Ⅳ６、Ⅳ７三个成矿亚带的

综合成矿强度超过全省均值，Ⅳ５成矿亚带的综合

成矿强度接近全省均值，其余地区综合成矿强度小

于全省均值。按照各Ⅳ成矿亚带成矿强度指数方差

计算，将方差≥３０％的地区归为强成矿强度区；方差

介于－３０％～３０％之间的归为中成矿强度区；方差

≤－３０％的归为弱成矿强度区（表２）。

表２　浙江省主要金属、非金属矿产Ⅳ级成矿亚带成矿强度指数分级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犻狀犱犲狓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犼狅狉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犪狀犱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狀Ⅳ犵狉犪犱犲

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狌犫犫犲犾狋狊犻狀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成矿强度指数分级 金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 综合矿产 方差判别标志

强成矿强度区 Ⅳ４ Ⅳ６、Ⅳ７ Ⅳ４、Ⅳ６、Ⅳ７ ≥３０％

中成矿强度区 Ⅳ５、Ⅳ６、Ⅳ７ Ⅳ１、Ⅳ２、Ⅳ５ Ⅳ５ －３０％～３０％

弱成矿强度区 Ⅳ１、Ⅳ２、Ⅳ３ Ⅳ３、Ⅳ４ Ⅳ１、Ⅳ２、Ⅳ３ ≤－３０％

　　因而，Ⅳ４、Ⅳ６、Ⅳ７为强成矿强度区，分布于

浙西被动大陆边缘盆地以及整个浙东南火山岩区，

是浙江省矿产勘查和资源开发的重要区域。其中

Ⅳ４成矿亚带中主要为燕山期岩浆作用成矿数量

多，包括Ｆｅ、Ｐｂ、Ｚｎ、Ａｇ、萤石等，另外还有大量石灰

岩矿床分布；Ⅳ６、Ⅳ７成矿亚带内分布大量的燕山

期陆相火山岩型萤石矿以及凝灰岩建筑石料矿，加

上陆相火山岩型铅锌、金银和一批规模较大的明矾

石、叶蜡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床的产出，使得该地

区成矿强度变大。Ⅳ５为中成矿强度区，分布于江

山绍兴对接带中，区内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均有大量

产出，但总体规模较小。Ⅳ１、Ⅳ２、Ⅳ３为弱成矿

强度区，分布于浙北临安—湖州以及开化石耳山地

区，区内矿床数量有限，规模较小，以小型矿床为主，

因而，成矿强度指数偏低。

４　结语

浙江省重要金属、非金属矿产的时空分布规律，

总体上表现为：从早到晚，成矿环境由海相到陆相，

矿产种类由简单到复杂，成矿空间由浙中向两侧

发展。

（１）无论从成矿数量、成矿规模，还是从矿产组

合演化上看，燕山期都是浙江最重要的成矿时段，产

出的矿床数量占全省的７８％。

（２）矿化组合的演化，从早到晚，金属矿产由有

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黑

色金属逐步丰富；非金属矿产则有海相火山岩型→

海相沉积型→陆相沉积型→陆相火山岩型→表生型

演化。

（３）成矿的分带性特征在矿田、矿床和矿脉的不

同尺度中均有表现，尤其在矿床和矿脉范围内表现

得更为普遍。

（４）以Ⅳ级成矿区带为单位，划分了１个高成矿

密度区、４个中成矿密度区和２个低成矿密度区：根

据综合矿产成矿强度划分了３个强成矿强度区、１

个中成矿强度区和３个低成矿强度区。

（５）开化杭州成矿亚带（Ⅳ４）为金属矿产成矿

强度最大的地区，龙泉慈溪（Ⅳ６）和温州宁波（Ⅳ

７）成矿亚带为非金属矿产成矿强度最大的地区。这

三个成矿亚带不仅是目前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也是今后找矿勘查工作重点部署的地区。另外，常

山诸暨成矿亚带（Ⅳ５）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强度

均较丰富，也是一个找矿勘查潜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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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王登红研究员对文章的修改完

善提出了专业性意见。现对各位专家、同事的热情

帮助以及审稿专家的悉心指导一并表示衷心的

感谢。

注　释

? 吴小勇，袁强，黄国成，董学发，李翔，罗以达，朱建龙，杨海翔，康

占军，邹霞，谢斌，陈国锋．２０１３．浙江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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