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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体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地质历史

时期所形成的矿床及其与成矿作用密切相关的地

质要素所共同构成的整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多

期叠加和成矿演化特征，其基本构筑单元是矿床成

矿系列（陈毓川等，2007）。开展武夷山成矿带及

邻区成矿体系研究，是对区域成矿规律的系统性总

结，有助于矿产勘查工作者了解区内成矿全貌。 

武夷山成矿带及邻区北以江绍断裂带与钦杭

成矿带东段相邻，西以邵武-河源断裂带与南岭成矿

带东段相邻，向东延伸入海，按照徐志刚（2008）

对全国成矿区带的划分方案，本文所研究的地域大

致与永-梅-惠（坳陷）成矿带、浙闽粤沿海成矿带

和浙中-武夷（隆起）成矿带相当。在此区域内，地

质构造演化过程大致可分为前泥盆基底形成演化、

晚泥盆世-中三叠世陆表海形成演化、晚三叠世-晚

白垩世陆内构造-岩浆演化和新生代大陆表生演化

等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因其成矿地质环境迥异，形

成了不同的矿床成矿系列，共同组成武夷山成矿带

及邻区的特色成矿体系。 

1  前泥盆世成矿体系 

在此阶段主要发生华夏陆块基底的形成演化

地质事件，包括吕梁期、晋宁期、震旦期和加里东

期等成矿构造旋回。吕梁期陆块边缘沉积作用使含

炭沉积物堆积成岩，经吕梁运动区域变质变形作用

改造，在古元古代麻源群大金山组中形成具工业意

义的石墨矿化层，如建阳书坊式石墨矿，期间陆块

边缘发生裂陷引发海底火山喷发，在浙西南八都群

泗源组中形成铅锌多金属矿化层，如龙泉乌岙式铅

锌多金属矿。中新元古代闽中洋的形成与进一步扩 

张，形成与海底火山作用相关的铁、铜、铅、锌、

银多金属矿成矿系列，含矿层位有马面山岩群东岩

岩组、龙北溪岩组（如东岩式铜矿、峰岩式/水吉式

铅锌矿），万全岩群黄潭岩组（溪源式铅锌矿），龙

泉岩群捣臼湾岩组（青坑式铁矿）和楼子坝岩群桃

溪岩组（粤东北江口式铁矿），也形成了与海相化

学沉积作用有关的磷矿、硫铁矿成矿系列，含矿层

位有马面山岩群龙北溪岩组（松溪洋墩式磷矿）和

万全岩群下峰岩组（泰宁水源式硫铁矿）等。晋宁

运动之后，沿宁化-南平沿线发生裂谷化作用，北武

夷相对隆起，而南武夷凹陷，并在早中寒武世形成

与海相化学沉积作用有关的重晶石矿成矿系列，含

矿层位是林田组，如永安李坊式重晶石矿。晚志留

世发生了区域性的加里东运动，华夏陆块与下扬子

陆块基本拼贴完成，基本奠定华南陆块构造格局，

而伴随着这一区域性造山作用，形成了变质碎屑岩

中热液型金矿（如德化双旗山式），含矿层位是马

面山岩群龙北溪岩组、东岩岩组，以及与区域混合

岩化作用相关的富铌钽锡锂矿的花岗伟晶岩脉（如

南平西坑式铌钽矿），上述与加里东造山运动相关

的成矿系列大致分布在龙泉-政和-尤溪地区，具有

成群集中分布的特点。 

总体来看，除晚志留世变质作用相关的矿床成

矿系列分布于政和-大浦深断裂带北段外，其它矿床

成矿系列大多围绕陆块（或者微陆块）边缘分布，

并以海相化学沉积作用、海相火山岩作用等成矿作

用为主，且矿种逐渐多样化。 

2  晚泥盆世-中三叠世成矿体系 

加里东运动之后，基本奠定了区内基底的构造

格局，而后在南武夷相对凹陷区接受来自西侧的海

侵，并在闽西南-粤东北地区形成晚古生代陆表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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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于中晚石炭世和早三叠世发生局部海底拉张作

用，形成与海相火山作用有关的铜铅锌多金属矿成

矿系列（如玉水式、钟魏式），中晚二叠世形成与

海陆交互相沉积作用有关的煤、水泥灰岩成矿系列

（如童子岩煤组），这也是武夷山成矿带及相邻区

域最重要的聚煤期。 

较之前泥盆世成矿特征，这一时期的成矿规模

和成矿强度相对较弱，且分布范围严格限定在晚古

生代陆表海盆地内，形成了绝大多数煤矿，同时也

继承发展了海相火山岩型矿床，只是矿产地规模和

数量较小。 

3  晚三叠世-晚白垩世成矿体系 

中三叠世末期印支运动之后，区内总体进入陆

内再造环境，受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作用影响，形

成了重要的构造-岩浆-成矿带。按大陆地壳所处的

应力状态，这一时期的矿床成矿系列有以下几种类

型：中侏罗世与陆壳拉张环境有关的铁矿成矿系列

类型，如霞岚式岩浆型铁矿；晚侏罗世与陆壳挤压

环境有关的钨、锡、钼、铌钽矿成矿系列类型，成

矿岩浆岩以壳源为主，如上房式钨矿、行洛坑式钨

钼矿、松岭式锡矿、海螺岭式铌钽矿、园岭寨式钼

矿、熊家山式钼矿、厚婆坳式锡铅锌银矿；早白垩

世早期与陆壳挤压-拉张过渡环境有关的铁、铅、锌、

银、钨、锡、钼矿成矿系列类型，成矿岩浆岩幔源

组分逐步加入，如马坑式铁（钼）矿、大排式铁铅

锌矿、铜坑嶂式钼矿、岩背式锡矿等；早白垩世晚

期与陆壳拉张环境有关的金、银、铜、铅、锌、锡、

钼、萤石、镍矿成矿系列类型，成矿作用以陆相火

山作用为主，且成矿岩浆岩中幔源组分更多，如紫

金山式铜金矿、罗卜岭式铜矿、红山式铜矿、五部

式铅锌矿、赤路式/西朝式钼矿、南山下式萤石矿、

莲花山式钨矿、西岭式锡矿、长基式镍矿。除此之

外，早在印支运动结束之际，造山后的伸展拉张使

得永-梅-惠晚古生代坳陷盆地得到继承性发展，形

成嵩溪式海相火山岩型银锑矿和粤东北地区的晚

三叠世煤层。 

印支运动之后，区域成矿作用表现出独特的陆

内特征，并与陆壳所处的应力状态相对应，挤压和

拉张应力的交替变化主导了不同矿床成矿系列的

形成，明显不同于早期成矿。 

4  新生代成矿体系 

晚白垩世（~90Ma）已经开始进入喜山期旋回，

一方面新近纪东南沿海伸展拉张引发玄武质岩浆

喷发，经后期风化可形成铝土矿，同时在浙江临海

发生了碱性霓霞岩侵位，形成兰田式岩浆型磷矿；

另一方面在会昌地区形成麻州断陷盆地和周田断

陷盆地，并分别发育麻州式沉积型铜矿和周田式沉

积型岩盐矿。由于新特提斯造山作用的远程效应，

以及中新世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

作用，使得武夷山成矿带及相邻区域整体隆升，普

遍接受表生地质作用改造，形成与残破积作用有关

的稀土矿、高岭土、钴土矿、锰、铁矿成矿系列，

以及与河流冲积作用有关的砂金、锡矿成矿系列，

此类矿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发展特点，自身可以成

矿，同时也是不容忽视的找矿线索。 

综上所述，在武夷山成矿带及其相邻区域内，

成矿体系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多旋回成矿，

前泥盆世和燕山期为主；海相成矿早期为主，陆相

成矿晚期为主，二者有渐进式过渡趋势；成矿继承

性明显，集中爆发于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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