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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马边地区找矿新发现:磷—铅—萤石矿
三位一体找矿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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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在实施马边地区永红磷矿勘探项目过程中,新发

现了铅矿和萤石矿,从此建立了马边地区磷—铅—萤石矿三

位一体找矿新模型,促进了马边地区从以往的单一矿种(磷

矿)勘查开发历史转型升级为目前的多矿种多空间(磷—
铅—萤石矿)勘查开发现状。 四川恰好属于缺乏萤石矿和无

萤石成矿区带的地区(王吉平等,2010),在川西南峨边—金

阳大断裂带上的马边地区发现萤石矿床,萤石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有重要应用,未来需求将呈快速增长趋势(陈军元等,
2021),无疑对乌蒙山马边地区的扶贫攻坚和经济发展具有

实际意义,对川西南峨边—金阳大断裂带的区域找矿工作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 1 ∶ 5000 地质填图、钻探工程、探槽工程、坑
道等手段对磷、铅、萤石矿体进行调查和控制,采集样品分析

测试 CaF2 、Pb、Zn、P2 O5 含量,结合矿床地质特征,进行综合

分析,确定了新的找矿模型。
2　 研究结果

马边地区出露震旦系灯影组,寒武系麦地坪组、筇竹寺

组、沧浪铺组及奥陶系、志留系、二叠系及第四系等地层。 磷

矿层稳定产出于下寒武统麦地坪组,是区域上重要的磷矿勘

探层位。 铅锌矿、萤石矿呈脉状产出于下寒武统筇竹寺组泥

质粉砂岩张扭性构造裂隙中,矿体走向为北北东向,倾向西,
倾角 65° ~ 85°,与围岩产状斜交(图 1)。 铅矿与萤石矿呈同

体共生的脉状产出,矿体走向延伸长度约 1500
 

m,倾向延伸

150 ~ 600
 

m,厚度 1~ 8
 

m,平均 2. 0
 

m。 根据 72 个工程的基本

分析结果,CaF2 品位 0. 62
 

% ~ 70. 39
 

%,平均品位 34. 58
 

%,
 

Pb 品位 0. 33
 

% ~ 22. 70
 

%,平均品位 7. 28
 

%,均达到了现行

规范的最低工业品位。 萤石主要呈灰白色、紫红色,半自

形—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图 2)。 矿石矿物主要有萤

石、方铅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等。
通过资源量估算,共获铅金属量 94. 4

 

kt,萤石矿资源量

450
 

kt,其中铅达到小型矿床规模,萤石矿达到中型矿床规

模。
综合分析发现,马边地区磷—铅—萤石矿三者呈紧密联

系,磷矿产出于底部的麦地坪组地层中,而铅矿和萤石矿呈

同体共生产出于麦地坪组上覆的筇竹寺组之中,麦地坪组与



图 1
 

马边地区铅—萤石矿脉岩芯特征

图 2
 

马边地区萤石矿石特征:
 

(a)
 

网脉状萤石矿;(b)
 

块状萤石矿

上覆的筇竹寺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为此探索出马边地区磷

(麦地坪组)—铅—萤石矿(筇竹寺组) 三位一体找矿新模

型。
王吉平等(2014)将中国萤石矿床划分为沉积改造型、热

液充填型和伴生型等 3 种矿床类型,马边地区萤石矿床产出

于构造裂隙中,与铅锌矿同体共生,应属于热液充填型矿床。
含矿热液严格受区域性深大断裂峨边—金阳大断裂控制,该
大断裂旁侧的次级断裂为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通道,次级

断裂旁侧派生的张扭性裂隙构造为成矿物质的充填提供了

场所。 此矿床的发现,对川西南峨边—金阳大断裂带的找矿

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结论
马边地区萤石矿的首次发现,代表马边地区除沉积型磷

矿丰富之外,还具有寻找战略性矿产萤石矿的较大潜力。 本

次的找矿新发现,建立了马边地区磷—铅—萤石矿三位一体

找矿新模型,将会促进马边地区从以往的单一矿种(磷矿)勘

查开发历史转型升级为今后的多矿种多空间(磷—铅—萤石

矿)勘查开发愿景。 以马边为例,往南延伸,对成矿有重要贡

献的峨边—金阳大断裂带进行研究,有望填补四川缺少萤石

成矿带的空白,对区域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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