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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犆狌犘犫犣狀多金属成矿带主要

成矿地质特征及潜力分析

丁建华，范建福，阴江宁，刘亚玲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内容提要：武夷山ＣｕＰｂＺｎ多金属成矿带是华夏地块内的重要成矿区域，长期处于全球超大陆聚散与南北大

陆离散拼合的交接转换地带，拥有复杂多样的成矿环境和有利的成矿条件，需要重点部署找矿勘查工作。文章从

研究区构造演化历史出发，分析了该成矿带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成矿谱系。作者根据全国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经汇总和综合分析，同时结合新的找矿理论和找矿进展，对本成矿带下一步矿产勘查工作提

出了部署建议，建议主攻矿种为：稀土、萤石、铜、钼、铅、锌、锡、金、银等，主攻类型为：风化淋积型稀土矿、斑岩型铜

钼金矿、沉积改造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岩浆热液型萤石矿以及与酸性岩浆有关的热液型钨锡铋钼铌钽矿等，并在成

矿带内圈定了１９个找矿远景区，其中８个为重点远景区，１１个为一般远景区。

关键词：成矿带；成矿地质特征；潜力分析；成矿远景区划；武夷山

　　武夷山ＣｕＰｂＺｎ多金属成矿带（以下简称“武

夷山成矿带”）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中国东南活动大

陆边缘内，是环太平洋中、新生代巨型构造－岩浆带

中的重要成矿区之一。武夷山成矿带深部独特的构

造环境和长期复杂的构造－岩浆－成矿演化史造就

了该区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铜、铅、锌、金、银、锡、

铁、锰等１１０余种丰富的矿产资源，１２００余处大、

中、小型矿床、矿点及矿化点在该区广泛分布，矿床

类型复杂多样。

１　武夷山成矿带的基本特征

１１　分布范围

武夷山成矿带地跨闽、赣、浙、粤四省，主体位于

福建省境内，西南包含了广东省的东北角，东北包含

了浙江省的西南角。成矿带总体呈一北东－南西向

的梭子形，北界为萍乡－广丰－江山－绍兴断裂的

东段，西北以安远－鹰潭断裂为界，东南为最小预测

区集中区的包罗线，大致与德化－闽清一线相当。

区带 的 主 要 拐 点 坐 标 为：Ｅ１２０．５１°，Ｎ２９．４３°；

Ｅ１１６．９９°，Ｎ２８．０５°；Ｅ１１４．６２°，Ｎ２３．８３°；Ｅ１１７．８０°，

Ｎ２５．０８°。面积约１．２７×１０５ｋｍ２。

１２　武夷山成矿带成矿特征

１２１　大地构造背景

华夏地块自中新元古代以来，长期处于全球

超大陆聚散与南北大陆离散拼合的交接转换地

带，经历了晋宁Ⅰ期（中元古代）和晋宁Ⅱ期（新元

古代）两次板块拼合（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和早古生代与印支期的两次陆内造山，而自中新

生代以来，在现代全球板块构造演化格局中，处于

欧亚板块与西太平洋板块、印澳板块的汇聚拼合

部位的华夏地块又叠加复合了活动陆缘的剪切走

滑、挤压与伸展构造的交织组合作用，遭受了强烈

的、多期次的火山－侵入岩浆活动和变形叠加（Ｓｈｕ

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在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演化

历史后，现今的陆壳基本由双层前寒武纪不同基底

和三层显生宙盖层构成（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如图２。

在现今的华南大陆基本构造格架中，武夷山成

矿带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南陆块区，Ｉ级构造单

元属于华夏造山系，包括了武夷－云开弧盆系、丽水

－政和－大浦结合带和东南沿海岩浆弧３个Ⅱ级构

造单元，进一步细分，又可分为武夷地块等３个Ⅲ级

构造单元和一个结合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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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武夷山成矿带分布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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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武夷山成矿带构造单元划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狌狀犻狋狊狅犳犠狌狔犻狊犺犪狀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华
夏
造
山
系

武夷－云开弧盆系

丽水－政和－大浦结合带

东南沿海岩浆弧

武夷地块（ＯＳ）

闽西南陆表海盆地（Ｐｚ）

龙泉－政和增生杂岩带（Ｎｈε？）

东南沿海岩浆弧内带（ＪＫ）

注：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福建省、江西省潜力评价省级汇

总报告。

１２１１　武夷地块

该区是华南较古老变质基底出露地区，基底具

二层结构：下层为古元古代结晶基底，由天堂山岩群

混合岩化片麻岩、变粒岩和片岩组成；上层为中、晚

元古代变质基底，两层之间为滑脱型韧性剪切带接

触，下层基底的褶皱构造主要为北东向，次为近东西

向，上层基底的褶皱构造多为北东向。古元古代原

始华夏古板块（或古微陆块）形成之后，该区于中元

古代末期发生裂解，于政和—南平—大埔（广东）一

线发生裂陷，把华夏古陆块分解成武夷和东南沿海

两个地块，裂陷槽进一步扩展形成闽中洋，受晋宁运

动影响，强烈的挤压作用促使华夏陆块与扬子陆块

发生陆－陆碰撞，致使武夷地块拼贴于扬子陆块之

下，之后武夷地区进入被动陆缘发展阶段。南华纪

－早古生代时期为陆内造山时期，形成陆内裂谷，在

裂谷中发育了钙碱系列中酸性火山岩夹砂泥质岩建

造组合，但本区相对隆起，因此沉积厚度较薄，且间

８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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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华夏地块地壳上部现今地质组成与结构

（据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ｕｐｐｅｒ

ｅａｒｔｈｃｒｕｓｔｉｎ Ｃａｔｈａｙｓｉａ 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有微弱的火山活动。加里东运动之后，本区的地壳

经历了短暂的抬升与剥蚀，于晚泥盆世起又开始缓

慢地下降，但由于本区仍处于相对隆起状态，只接受

了较少量的沉积。印支运动时期，由于受欧亚板块

东南边缘断块向太平洋板块仰冲作用的影响，强烈

的侧向挤压作用致使坳陷中的沉积物发生褶皱隆起

和一系列的逆冲推覆、滑脱构造，并伴有较强的岩浆

侵入活动。燕山运动时期，该区表现为拉张断陷作

用，但火山活动较弱，分布较零星，只有一些小型的

沉积－火山盆地接受了红色碎屑岩沉积。到了新生

代，本区处于隆升、剥蚀夷平状态。

１２１２　闽西南陆表海盆地

闽西南陆表海盆地位于福建西南部政和—大埔

断裂以西、南平—宁化构造带以南广大的闽西南地

区。区内基底岩石为中元古代古弧后盆地亚相的一

套变质岩组合，南华纪—志留纪时期，该区经历了第

一次陆内造山，形成陆内裂谷，本区相对沉降，因此

沉积了厚层的半深海相复理石建造。到了晚志留世

到早泥盆世时，由于受到东南沿海地块的碰撞挤压，

本区经历了短暂隆升并接受剥蚀。晚泥盆世—中三

叠世时期，经历了第二次陆内造山，本区处于坳陷的

边缘海海湾环境，形成了晚泥盆世—早石炭世粗碎

屑岩沉积、晚石炭世—中二叠世早期的硅砂泥质碳

酸盐岩沉积、中二叠世中期—晚二叠世的含煤碎屑

岩沉积、早三叠世的硅砂泥质碳酸盐岩沉积及中三

叠世的红色砂泥岩沉积。印支运动后，该区经受了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复杂、强烈的陆内构造与板块

构造等不同性质构造的复合叠加再造，表现为火山

岩及侵入岩广泛发育。

１２１３　东南沿海岩浆弧内带

本成矿带内只包含了东南沿海岩浆弧的内

带———粤浙闽沿海岩浆弧的一部分。分布于余姚—

丽水—政和—大埔断裂和深圳—五华断裂带以东地

区的浙东、闽东南和粤东沿海地区，整体呈北东走向

的巨型火山－岩浆构造带。志留纪时，闽中洋封闭，

东南沿海地块开始与武夷地块于政和—大埔（广东）

一带发生陆－陆碰撞，而且东南沿海地块是向西俯

冲拼贴于武夷地块之下，在经历了短暂的抬升剥蚀

之后，于晚泥盆世起开始缓慢下降，进入陆表海发展

阶段，直到中三叠世。印支运动后，本区进入活动大

陆边缘发展阶段，发育了火山弧、火山盆地、坳陷盆

地、夭折裂谷等多种构造样式，其中又以火山弧相分

布最广，中侏罗世至晚白垩世，该区处于陆内伸展

期，拉张断陷作用引起了大规模的岩浆喷发，形成大

面积以酸性火山岩为主的沉积－火山岩建造；进入

新生代后该区主要以差异性隆升的断块活动为主，

部分地区拉张成陆内裂谷，发育有基性岩墙群。

１２２　主要成矿单元及其特征

根据徐志刚等（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的划

分方案，武夷山成矿带可进一步划分出闽粤沿海

ＰｂＺｎＣｕＡｕＡｇＷＳｎＮｂＴａ叶蜡石－明矾石－

萤石成矿带（Ⅲ８０）、浙中－武夷山（隆起）ＷＳｎ

Ｍｏ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ＮｂＴａ（叶腊石）萤石成矿带（Ⅲ

８１）、永安－梅州－惠阳（坳陷）ＦｅＰｂＺｎＣｕＡｕ

ＡｇＳｂ成矿带（Ⅲ８２）等３个Ⅲ级成矿单元（见图

３）。

１２２１　闽粤沿海犘犫犣狀犆狌犃狌犃犵犠犛狀犖犫犜犪

叶蜡石－明矾石－萤石成矿带（Ⅲ８０）

　　该成矿带呈北东－南西向展布，西北以连花

山—政和—丽水断裂为界，南东界即为陆海交界处，

大地构造位置对应了东南沿海岩浆弧的内带。武夷

成矿带只包含了该次级成矿带的靠近内陆的一

部分。

带内矿产丰富，矿产种类涉及铜、铅、锌、银、金、

钨、钼以及萤石、明矾石、煤矿、叶腊石等。本成矿带

９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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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夷山成矿带Ⅲ级成矿单元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Ⅲｇｒａｄｅ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ｉｎＷｕｙｉｓｈ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自新元古代至第四纪均有矿床产出，其中又以白垩

纪最为重要。新元古代时期，本区处于古闽中洋的

扩张过程中，形成了与海底火山作用有关的铁、铜、

铅、锌、银等矿化，代表性矿床如黛溪铅锌矿（Ｍａ

Ｃｈｕｎ，２００２），受加里东作用影响，赋存在南华系地

层中还有因变质作用形成的变质碎屑岩中热液型金

矿，如双旗山水门金矿（ＹｕｅＬａｉｑ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建瓯岭尾金矿等。区内缺少早古生代地层沉积，晚

泥盆世到中三叠世期间，本区为陆表海盆，出现了碎

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同时形成了一些铅锌矿，如产

于下三叠统溪口组钙质砂岩中的尤溪垒坪岩铅锌矿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ｒｏｎｇ，２０１２）等，二叠纪本区还发育了一

套潮坪—泻湖相含煤碎屑岩建造组合，产出的代表

性矿床如天湖山煤矿（ＨｕａｎｇＤｅｌｉ，２０１２）。

晚三叠世—早侏罗世阶段为前陆盆地相沉积，

发育了海陆交互相的陆表海沉积，晚期出现沼泽相

含煤碎屑岩组合。中侏罗世进入拉张断陷作用为主

的陆内伸展期，剧烈的火山活动形成了大范围分布

的火山岩，也产生了一批与火山活动有关的铅、锌、

银、金、钨、铁等矿产，代表性矿床如闽候大池－湖头

金矿（ＬｉＱｕａｎｌｉ，２０１５）、莆田银坑铅锌矿、德化雷潭

金矿（ＤｉｎｇＢａｏｌｉｎ，２００７）、福清下溪底银矿（Ｌｉｕ

Ｚｈａ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平和长崎后铅锌多金属矿

等，火山作用后期的凝灰岩地层中，则生成了与火山

期后热液交代作用有关的叶腊石（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ｎａｎ，

１９９９）、明矾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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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带在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期间，还发育了

与陆内裂谷有关的钙碱性侵入岩，并生成有关的铜、

钼、铅锌等矿产，如：平和钟腾斑岩型铜钼矿（Ｙａｎｇ

Ｓｈｉｙ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４）、赤 路 斑 岩 型 钼 矿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ｎ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及与超基性—基性岩风化

有关的长基镍矿。

１２２２　浙中－武夷山（隆起）犠犛狀犕狅犃狌犃犵

犘犫犣狀犖犫犜犪（叶腊石）－萤石成矿带（Ⅲ８１）

　　该Ⅲ级成矿带北以萍乡—广丰—江山—绍兴断

裂的东段为界，西界为安远—鹰潭断裂，南部为邵

武—河源断裂，总体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大地构造

位置包括了武夷地块和闽西南陆表海盆地西部的陆

缘斜坡。

成矿带内矿产丰富，已有矿床、矿点、矿化点

６００余处。本成矿带的演化可分为４个阶段，即①

古元古代原始陆壳形成阶段、②新元古代—早古生

代古陆裂解与聚合阶段、③晚古生代－早中生代陆

表海发展、陆内造山阶段和④中新生代陆内盆地、裂

谷发展阶段等。与之对应的成矿作用主要也有４

期，①古元古代陆缘沉积变质作用形成的铜、铅、锌、

银、铁、石墨、硫铁矿矿床；②新元古代海相火山作用

有关的铜铅锌多金属矿，志留纪伟晶岩型铌钽锡锂

矿，如：南平西坑（ＣｈｅｎＢａｏｑｕａｎ，２００８），加里东期

韧性剪切带中的金矿，如：泰宁何宝山（ＬｕＨａｎｄ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建阳大金山等；③晚古生代－早中生代

沉积型煤矿，如：赋存于三叠系地层中的南平陈坜煤

矿（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４）；④中生代与燕山期

花岗岩有关的矿床，如：建瓯上房钨矿、清流行洛坑

钼矿（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武夷山上西坑钼

矿、邵武南山下萤石矿（ＬｉｕＬｅｉ，２０１３）及浦城管查

热液型铜多金属矿等，还有产于第四纪风化壳中的

由燕山期花岗岩风化而来的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如：

宁化杜家（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ｇｕｏ，２０１３）、明溪后洋（Ｌｉａｏ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２０１５）等。

１２２３　永安－梅州－惠阳（坳陷）犉犲犘犫犣狀犆狌

犃狌犃犵犛犫成矿带（Ⅲ８２）

　　永安－梅州－惠阳Ⅲ级成矿带位于福建省西

南，处于邵武—河源断裂与连花山—政和—丽水断

裂之间，呈北东－南西向展布，大地构造位置与闽西

南陆表海盆地构造单元大致相当。

南华纪—志留纪时，在双重古老基底上形成了

陆内裂谷沉积，这一时期形成的矿产较少，只发现了

生成于早古生代的沉积型重晶石矿，如永安李坊

（ＺｈａｎＢｏｓｏｎｇ，１９９５）。经过志留纪未短暂的隆起

剥蚀后，自晚泥盆世始到早三叠世，本区缓慢沉降并

接受沉积，形成了一套由陆源碎屑、海相火山岩和碳

酸盐岩组成的陆表海－浅海盆地相地层，成为本成

矿带重要的铁、锰、铜多金属矿的含矿建造，相关的

矿产 如：龙 岩 马 坑 沉 积 － 改 造 型 铁 矿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ＣｈｅｎＹａｏ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２）、永

定双溪沉积型锰矿（ＷｕＷ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永

定大排接触交代型铅锌矿（ＸｕＮａｉ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ＺｈａｏＸｉ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等，在二叠纪时，由

于地壳升降活动频繁，区内还沉积了潮间湖沼含煤

碎屑岩建造，并形成的相关矿产，如：梅州四望嶂煤

矿、龙岩翠屏山煤矿等，含煤地层中还发育了接触交

代型石墨矿，如永安下洋石墨矿（ＬｉｎＧｏｎｇ，２０１５）、

永安老鹰山石墨矿（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ｙｕ，２０１０）等。

晚三叠世之后，本区形成了山间火山沉积盆地

沉积，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矿产不多，仅在上杭一带发

现有沉积型铜矿化点，但这一时期燕山期岩浆活动

强烈，形成了一批与侵入岩、火山岩有关的铁、铜、

铅、锌、钨、钼等多金属矿，如：清流仁场热液交代型

铅锌矿（Ｌｕｏ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４）、上杭萝卜岭斑岩型铜

钼矿（ＬａｉＸｉａｏｄ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上杭大源接触交代型铜锌矿等。燕山

晚期还生成了与伸展构造及混合岩浆作用有关的陆

相火山岩型铜金矿，典型的矿床如上杭紫金山陆相

火山岩型铜金矿（Ｑｉｕ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ｈｕ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１２３　成矿带成矿谱系

武夷山成矿带内已发现１１０余种矿产，矿产地

有１２００余处。其中特大型矿床１处（紫金山铜金

矿），大型矿床５０余处，中型１３０余处。根据前文成

矿背景研究和成矿规律分析，参考全国潜力评价成

果??以及陈毓川（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朱

裕生（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７）、石礼炎（ＳｈｉＬｉｙ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黄树峰（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等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武夷山重点成矿带的成矿谱

系，如图４。

２　武夷山成矿带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

析及勘查部署建议

２１　重要矿种资源潜力分析

全国潜力评价对该带铁、铜、铅锌、金、银、钼、

钨、锡、稀土、锰等１３个重要矿种进行了潜力评价分

析，获得武夷山成矿带内重要矿种的资源量及潜力

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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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武夷山成矿带成矿谱系简表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ｎｅａｇｅｉｎＷｕｙｉｓｈ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从表２可以看出，相对于全国来讲，区内萤石

矿、银矿、锡矿、铅矿和钼矿的资源潜力是比较大，预

测资源量均占了全国预测资源量的５个百分点以

上，尤其是萤石矿，约占了全国预测总量的１０％。

值得注意的是本成矿带内的稀土矿，全国稀土预测

资源量的近８０％都位于内蒙古境内，本区稀土资源

潜力相比全国虽然仅占了０．３６％，但本区稀土矿以

离子吸附型为主，矿石易采选回收（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

近年来，在武夷成矿带取得了一系列找矿新进

展和新发现，如：在紫金山整装勘查区新发现大型、

中型矿产地各２处，分别为上杭南山坪矿区罗卜岭

矿段铜钼矿（大型），紫金山外围浸铜湖矿段大型铜

钼矿（大型）、紫金山外围五子骑龙矿段铜矿（中型）、

外围东南矿段铜钼矿（中型），在原有基础上，其累计

新增铜金属量约１８０万吨、金４．７９吨、钼金属量

１１．３５万吨、银金属量超过１０００吨。又如：在龙岩

马坑整装勘查区新发现中型以上铁矿产地２处，分

别为龙岩石岩坑铁矿（大型）、安溪潘田深部及外围

铁矿（中型），新增铁矿石资源量约１．５亿吨，同时还

兼顾探获煤炭资源量２亿吨、铅锌金属量１１０万吨、

石灰岩资源量约４．８亿吨（Ｚｈａｏｌａ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这些新的找矿成果的取得，充分显示出武夷

山成矿带优越的找矿潜力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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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武夷山成矿带资源潜力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犻狀犠狌狔犻狊犺犪狀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矿种
预测资源量

占全国百分比（％）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预测资源量

５００ｍ以浅 １０００ｍ以浅 ２０００ｍ以浅
单位

萤石 ９．８７ ４８９５ ９２２２．８ ９４０４．９ ＣａＦ２／×１０４ｔ

银 ７．６１ １８８０８ ４６４９８ ５４６９９ ５５３１２ Ａｇ吨

锡 ６．５０ １３．１９ ９３．１８ １２０．９２ ０．００ Ｓｎ／×１０４ｔ

铅 ５．９７ １４７．７７ ９１３．９５ １３４５．９６ １４０３．１７ Ｐｂ／×１０４ｔ

钼 ５．１８ ５２．５４ ４４４．１４ ４６４．０４ Ｍｏ／×１０４ｔ

重晶石 ４．６９ １６７０．７３ ６７６４．４９ 矿石／×１０４ｔ

钨 ２．７７ ４０．１８ ５１．２７ ８１．１４ ８２．３４ ＷＯ３／×１０４ｔ

锌 ２．３４ １６４．０３ ７８４．６６ １１５１．８２ １１９５．６１ Ｚｎ／×１０４ｔ

铜 １．７９ ２３１．２６ ３１８．８２ ４４７．５４ ５４５．９０ Ｃｕ／×１０４ｔ

锰 １．４２ １０５２．６７ ５０１３．７ 矿石／×１０４ｔ

金 １．３６ ９７．７８ １９１．０５ ３２４．０４ ４４５．７１ Ａｕ／×１０３ｋｇ

稀土 ０．３６ ７７．４７ １１７０．８ １１７０．８ １１７０．８ ＴＲ２Ｏ３／×１０４ｔ

铁 ０．３５ ３．９９ ５．１９ ６．９５ ６．９５ 矿石／×１０８ｔ

２２　勘查部署建议

结合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成果和近年矿

产勘查进展，对本带进行了远景区部署。建议本成

矿带内下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稀土、萤石、铜钼、

铅锌、锡、金、银等。主攻矿床类型为风化壳型（离子

吸附型）稀土矿、斑岩型铜钼金矿、沉积改造型铅锌

多金属矿、热液型萤石矿及与酸性岩有关的热液型

钨锡铋钼铌钽矿等。经综合分析和研究，在带内圈

定了１９个远景区，其中重点远景区８个，一般远景

区１１个，如图５。

（１）武义—东阳萤石ＡｕＡｇＳｎ重点远景区，面

积１８１１ｋｍ２，该远景区位于浙江南部武夷地块东端

的武义－永康盆地，区内目前已有大中型矿产地２０

余处，如武义余山头、溪里萤石矿、永康花街萤石矿、

东阳王塘坑金银矿等。区内经潜力预测获得２０００

米以浅资源量金２７８５．９３千克，银１０６．４５ｔ，锡１．３４

×１０４ｔ，钼１．９１×１０４ｔ，萤石３．２５×１０７ｔ。该区主要

发育白垩纪火山岩地层，在北东、北西向构造的叠加

下，成矿条件十分有利，建议主攻矿种为萤石、金、

银、锡多金属，主攻类型：陆相火山岩型萤石矿、陆相

火山岩型金银锡多金属矿。

（２）遂昌—武义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ＷＭｏＳｎ萤

石－硫铁矿一般远景区，面积９７８ｋｍ２，目前区内有

大型矿产地３处、中型矿产地５处，如：遂昌治岭头、

鸡舍湾大型萤石矿、狮子岭头大型萤石矿等，区内已

有预测资源量铅９．４３×１０４ｔ，锌２．４３×１０５ｔ，金２３

ｔ；银６５５ｔ，萤石５．５６×１０５ｔ，硫４．２９×１０４ｔ。全国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在本区预测了２０００米以浅资源量

铅１．３５×１０５ｔ，锌３．２４×１０５ｔ，金２１ｔ，银１０７１ｔ，锡

５１６７ｔ，钼１．０８×１０４ｔ，萤石５．２９×１０５ｔ，硫８．２４×

１０３ｔ。区内地层主要为元古宙变质岩和白垩纪火山

岩，北东向断裂构造发育，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期，成

矿条件有利，建议主攻矿种为铅、锌、金、银等多金

属，兼顾其他等，主攻类型：陆相火山岩型金银多金

属矿、陆相火山岩型萤石矿。

（３）松阳象溪地区 Ｍｏ稀土－萤石－硫铁矿一

般远景区，面积９５６ｋｍ２，区内已有矿产地十余处，

代表性矿产地有靖居包萤石矿、鲁峰钼矿、板桥稀土

矿等，已查明资源储量稀土１．７８×１０４ｔ，钼６１６７．４４

ｔ；萤石：２．９６×１０６ｔ等，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

获得区内２０００ｍ以浅资源量铅＋锌１．５８×１０４ｔ，稀

土４．８７×１０５ｔ，钼１．４１×１０５ｔ，萤石３．１１×１０６ｔ。建

议本区下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钼、稀土、铅锌以及

萤石，主攻类型为火山岩型钼铅锌矿、风化壳型稀土

矿、陆相火山岩型萤石矿等。

（４）贵溪—光泽ＲＥＥＰｂＺｎＡｇＣｕＭｏ萤石重

点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江西贵溪市与福建光泽县

交界处，远景区面积１７０３ｋｍ２。区内主要出露新元

古代变质地层及燕山期中酸性超浅成侵入岩及火山

岩，发育北东向断裂构造及火山构造，物、化探异常

强烈，已发现冷水坑、陈坊、洪山、沙坂等大中型矿床

及大量矿点，成矿地质条件较优越。全国矿产资源

潜力评价在该区预测获得了一批２０００ｍ以浅的资

源潜力，包括铅１．２０×１０６ｔ，锌１．７２８７４６×１０６ｔ，银

８９２２ｔ，稀土６．９１×１０５ｔ，铜５．７×１０４ｔ，钼５．４５×１０４

ｔ，伴生硫１．８１×１０７ｔ，萤石５．４１×１０６ｔ，重晶石７．１８

×１０５ｔ。建议下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铅、锌、银、

稀土，兼顾其他。主攻类型为离子吸附型稀土、矽卡

岩型铅锌银多金属矿、与中酸性岩浆热液有关的脉

状铜多金属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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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武夷山成矿带工作部署图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ｓｉｎＷｕｙｉｓｈ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５）浦城ＣｕＭｏ萤石－硫铁矿一般远景区。该

远景区位于闽北浦城县境内，远景区面积９２６ｋｍ２。

区内已发现各类矿床（点）３０余处，代表性矿床如九

里斑岩型钼矿、屏锋岩浆热液型硫铁矿等，区内已有

查明资源储量，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获得２０００ｍ

以浅预测资源量铜３．９×１０４ｔ，银６８４ｔ，钼２．４８×

１０４ｔ，硫２．３９×１０７ｔ，萤石２．２１×１０６ｔ。远景区处于

北东向断裂带和南北向断裂带的交汇处，岩浆活动

较强烈，具备形成与岩浆岩有关的矿床的成矿条件。

建议主攻矿种铜、钼、萤石、硫铁矿等，主攻类型为与

中酸性岩浆热液有关的脉状铜钼多金属矿、热液型

黄铁矿以及岩浆热液型萤石矿等。

（６）龙泉ＰｂＺｎＡｕＡｇＣｕ萤石一般远景区，该

远景区位于淅闽邻界处，远景区面积１２０７ｋｍ２。远

景区内矿床（点）较多，产出的矿种包括了铁、铜、铅、

锌、金、银、萤石、硫、叶腊石等十余种，目前已查明资

源量的如铁５．７９×１０５ｔ，铜２５１６ｔ，铅＋锌２．８５×

１０５ｔ，吨，金１２３２ｋｇ，银５２．９８ｔ，萤石２．４４×１０
６ｔ，硫

１．１×１０５ｔ。已完成的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在本

区共预测了２０００ｍ 以浅资源量铁１．３７×１０７ｔ，铜

５４３０吨，铅３．８０×１０５ｔ，锌４．３１×１０５ｔ，金３．５７×

１０４ｋｇ，钨１．８５×１０
４ｔ，锡２．１５×１０４ｔ，银１６５．２２

吨，萤石９．４７×１０５ｔ，硫１．２１×１０５ｔ。建议进一步

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铅、锌、金、银多金属，兼顾萤石。

主攻类型为沉积变质型铅锌金银矿、岩浆热液型钨

锡矿、岩浆热液型萤石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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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将乐—邵武 ＷＳｎＭｏＡｕＦｅＣｕ硫－萤石

一般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闽中武夷地块中部，面

积２１５３ｋｍ２。区内矿产丰富，已有已知矿床（点）６０

余处，如南山下岩浆热液型萤石矿、新路口斑岩型钨

锡矿等。区内已有查明资源储量铁２．７４×１０６ｔ，铜

１６５２ｔ，银２２ｔ，钨２４５０ｔ，锡６８８ｔ，硫４．０２×１０４ｔ，

萤石４．３１×１０５ｔ。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获得预测

资源量铁７．９０×１０６ｔ，铜２．２９×１０５ｔ，金２．３２×１０４

ｋｇ，银３９９ｔ，钨５．８１×１０
４ｔ，锡５２１×１０４ｔ，钼７．４４×

１０４ｔ，硫１．３７×１０７ｔ，萤石５．３３×１０６ｔ，。远景区与

成矿关系密切的岩浆岩分布广泛，断裂发育，成矿地

质条件良好，建议进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钨、锡多

金属、萤石，主攻类型为斑岩型钨锡钼多金属矿、岩

浆热液充填型萤石矿等。

（８）建阳地区ＰｂＺｎＡｇＭｏ萤石硫一般远景

区。该远景区位于武夷地块浦城－顺昌盆地中，面

积１３２７ｋｍ２。区内已有矿床（点）２０余处，如回潭萤

石矿、裴中银铅锌矿、风山林硫铁矿等，区内有已查

明资源量铅２．８７×１０５ｔ，锌２．４８×１０５ｔ，银３３６ｔ，钼

１．３４×１０４ｔ，硫３．２１×１０４ｔ，萤石１．３８×１０５ｔ。全国

潜力评价在本区获得了２０００ｍ以浅预测资源量铅

１．１４×１０６ｔ，锌９．６７×１０５ｔ，银３３４０ｔ，钼７．５６×１０４

ｔ，硫１．８５×１０６ｔ，萤石２．１８×１０５ｔ。建议进一步工

作的主攻矿种为铅、锌、银多金属，兼顾萤石和硫，主

攻类型为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型铅锌银矿，兼顾岩

浆热液型萤石、钼和硫矿。

（９）建瓯—政和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ＷＭｏ磷硫铁

矿重要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闽北东建瓯、政和一

带，远景区面积１４８５ｋｍ２。远景区内矿产丰富，产

出铅、锌、金、银、铁、铜、钨、锡、钼、萤石、煤等多种矿

产，区内四堡－晋宁期的火山沉积形成了金铅锌多

金属矿的矿源体，在加里东期成矿物质可活化、迁移

并初步富集，经印支－燕山期的进一步富集而成矿，

已发现各类矿床点３０余处，典型矿床如夏山铅锌

矿、铁山磷矿、上房钨矿等，区内已有查明资源储量

钨５．０５×１０４ｔ，铅４．９×１０４ｔ，锌１．２２×１０５ｔ，金

９６０２ｋｇ，硫２．５×１０
６ｔ。全国潜力评价在本区预测

获得２０００ｍ以浅预测资源量铅４．９２×１０５ｔ，锌３．１３

×１０５ｔ，金５６３９４ｋｇ，银２５５１ｔ，钨１．２１×１０
５ｔ，钼

１．１４×１０５ｔ，硫２．６９×１０６ｔ，展现了良好的找矿潜

力。建议本区进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铅、锌、金、

银、钨、钼等，主攻类型矽卡岩型铅锌银矿、变质碎屑

岩中热液型金矿、与花岗岩体有关的大脉、网脉（浸

染）型钨矿。

（１０）宁化—宁都ＲＥＥＬｉＷＳｎ萤石重点远景

区，该远景区位于赣闽交界处，面积３７００ｋｍ２。区

内元古代变质岩广泛分面，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主

要为燕山中期花岗岩，区内已发现有矿床（点）２０余

处，潜力评价获得预测资源量稀土１．０３×１０６ｔ，锂辉

石５．２６×１０４ｔ，萤石４．４７×１０４ｔ，钨２．２１×１０４ｔ，锡

３．４×１０４ｔ，建议进一步工作的重点为离子吸附型稀

土、与花岗岩有关的热液型钨锡矿，兼顾岩浆热液型

萤石矿和伟晶岩型锂矿。

（１１）清流地区 ＷＳｎＭｏＰｂＺｎＲＥＥ萤石－重

晶石一般远景区，面积１９６６ｋｍ２。该远景区位于闽

中地区，处在武夷地块和闽西南陆表海盆地两个Ⅲ

级构造区的接界部位，与成矿有关的构造和岩浆岩

发育，区内已有矿床（点）５０余处，如行洛坑钨多金

属矿、桐坑萤石矿、李坊重晶石矿等，区内已查明的

资源量包括钨３．１２×１０５ｔ，钼３．０６×１０４ｔ，锰矿

６．３１×１０５ｔ，潜力评价预测获得资源潜力钨１．４×

１０５ｔ，锡７８５５ｔ，钼５．６７×１０４ｔ，锰矿２．９４×１０６ｔ，铅

２．４２×１０５ｔ，锌１．８４×１０５ｔ，银３１８ｔ，稀土２．７８×

１０５ｔ，萤石２．１９×１０６ｔ，重晶石２．５９×１４ｔ。建议接

下来勘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钨、锡、钼、铅、锌，主攻

类型为斑岩型钨锡钼矿、矽卡岩型铅锌银矿，兼顾沉

积（变质）型重晶石矿、岩浆热液型萤石矿等。

（１２）尤溪—古田 ＣｕＰｂＺｎＡｇＷＭｏ一般远

景区。地处闽中地区的该远景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

闽东中生代火山断坳带，远景区面积１８５３ｋｍ２。带

内已发现矿床（点）１７处，中型以上的如峰岩铅锌

矿、卓坑钼矿、西朝钼矿等，已查明的资源量包括铜

５００ｔ，钼１．７３×１０４ｔ，铅：１．７７×１０５ｔ，锌５．０２×１０５

ｔ、银３８９ｔ，硫４．０１×１０５ｔ。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获得２０００米以浅资源潜力铜６６８２ｔ、钨８６５１ｔ、钼４．

１×１０５ｔ、铅６．１４×１０５ｔ、锌１．７５×１０６ｔ、银９６７ｔ、硫

４．６０×１０５ｔ。建议本区的主攻矿种为铅、锌，兼顾

铜、钼、银，主攻类型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型铅锌银

矿、岩浆热液型钨钼矿。

（１３）漳平—大田重点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闽

西南海西—印支时期形成的坳陷带内，远景区面积

１８１４ｋｍ２。区内已发现与铁、锰、铜、银、钼、硫、煤

等有关的各类矿床点近百处，如龙凤场铅锌多金属

矿、旺建铅锌银多金属矿、建爱铜钼多金属矿等。其

中已查明的资源量铁３．２×１０７ｔ，锰８．０４×１０５ｔ，铜

３１３６ｔ，银２８２ｔ，钼３．３６×１０４ｔ，硫６．８９×１０６ｔ，煤

２．８７×１０８ｔ。全国潜力评价在本远景区内获得了一

批丰富的预测资源量，其中铁１．３×１０８ｔ，锰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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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ｔ，铜１．２×１０５ｔ，银１３３９ｔ，钼３．０６×１０５ｔ，硫

４．８７×１０７ｔ，煤４．７１×１０８ｔ。区内燕山期、印支期

的岩浆分布广泛，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来源和

动力条件，建议下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铁、锰、铜、

银、钼、硫、煤等，主攻类型为矽卡岩型、岩浆热液型

以及斑岩型多金属矿。

（１４）瑞金—会昌 ＲＥＥＷＳｎＭｏＣｕＰｂＺｎ萤

石一般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赣东南角，面积２４１９

ｋｍ２。主要出露新元古界、中生界地层，岩浆岩主要

为燕山期中酸性超浅成侵入岩及火山岩，发育北东

向断裂构造及火山构造，物、化探异常强烈，已发现

红山、岩背、谢坊、铜坑嶂等中小型矿床及大量矿点，

成矿地质条件较优越，预测资源潜力较大，其中稀土

１．７７×１０６ｔ，锡３．１１×１０５ｔ，钨３．９×１０４ｔ，铜６．９５

×１０５ｔ，铅１３７７ｔ，锌４８３３ｔ，钼４０２３ｔ，萤石３．１３×

１０６ｔ。该区成矿条件良好，建议进一步工作主攻矿

种为稀土、锡、钨、萤石，兼顾铜、铅、锌、钼多金属矿，

主攻类型为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岩浆热液型钨锡钼

矿、岩浆热液型萤石矿，兼顾陆相火山岩型－斑岩型

铜铅锌多金属矿。

（１５）武平—连城ＣｕＡｕＰｂＺｎＡｇＳｎＭｏＭｎ

ＲＥＥ硫一般远景区。该远景区位于闽西南，面积

２３１６ｋｍ２。区内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燕山期侵入岩

发育，云霄—上杭深断裂带从该区经过，已发现各类

矿床（点）３０余处，已查明资源储量锰２．８１×１０６ｔ，

铜２．１３×１０６ｔ，金５３．６７ｔ，银１６５９ｔ，铅３．７１×１０４

ｔ，锌４．４７×１０４ｔ，钼４２４ｔ，稀土１２８１ｔ，硫５．６２×

１０６ｔ，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获得资源潜力锰

１．６３３５×１０７ｔ，铜３．５６×１０６ｔ，金９２ｔ，银２６５７ｔ，铅

６．５５×１０４ｔ，锌７．８９×１０４ｔ，钼１．１５×１０５ｔ，锡１．７４

×１０４ｔ，稀土６．６×１０５ｔ，硫４．２６０×１０６ｔ，展现了该

区丰富的资源潜力。据此，建议进一步工作的主攻

矿种为铜、金、稀土、锰等，兼顾铅、锌、银、锡、钼等多

金属，主攻类型为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与次火山岩

热液有关的铜金矿、风化型锰矿、离子吸附型稀土

矿等。

（１６）龙岩ＦｅＰｂＺｎＳｎＭｏ煤重点远景区。该

远景区位于闽西南永梅晚古生代拗陷内，面积１４５８

ｋｍ２。研究区印支－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发育各

类岩基、岩株、岩床以及脉岩，已发现相关矿产９０余

处，如马坑铁（钼）矿、中甲铁矿、山口钼矿等。区内

已查明的资源量包括铁４．７４×１０８ｔ，铅１．０３×１０５

ｔ，锌７．５８×１０４ｔ，锡２１９５ｔ，钼６３４３ｔ，煤２．１３×１０８

ｔ。全国潜力评价预测了本区２０００ｍ以浅的资源潜

力，其中预测铁１．２×１０９ｔ，铅１．２３×１０６ｔ，锌８．２０

×１０５ｔ，锡２．２３×１０４ｔ，钼３．２３×１０５ｔ，煤１．９５×

１０８ｔ。建议下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以铁、铅、锌为

主，兼顾锡、钼、煤，主攻类型海相火山喷发沉积型铁

铜硫矿、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斑岩型钼（铜）矿等。

（１７）平远－寻乌ＲＥＥＦｅＣｕＰｂＺｎＳｎＭｏ重

点远景区。闽粤赣三省交界处，面积２０３８ｋｍ２。区

内与岩浆岩及海相火山岩有关的矿产普遍发育，目

前已有矿床（点）２０余处，区内已查明资源储量铁

１．８３×１０７ｔ，稀土４．０６×１０５ｔ，潜力评价获得预测

资源量稀土１．２６×１０６ｔ，铅２．８４×１０５ｔ，铁２．０９×

１０８ｔ，铜３．９×１０４ｔ，锌１．５×１０５ｔ，锡４４０５ｔ。下一

步勘查部署主攻矿种建议为轻稀土、铁、铜铅锌多金

属矿，主攻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铜锌（银铅金）多金

属矿、矽卡岩－云英岩型锡铁矿、海相火山喷发沉积

型铁铜硫矿、与中酸性岩浆热液有关的银铅锌交代

矿等。

（１８）和平－龙川 ＲＥＥＰｂＺｎＡｇＦｅＣｕＳｎ硫

重点远景区，面积１４１２ｋｍ２。远景区内已有矿床

（点）近２０处，已有查明资源量ＲＥＥ１．３２×１０４ｔ，锡

１５８ｔ，银４０１ｔ。预测获得预测资源量：铅７．９７×

１０４ｔ，铁１．３２×１０７ｔ，铜６．８３×１０４ｔ，轻稀土２．０４×

１０５ｔ，锡１７４８ｔ，银１６８ｔ，锌８．４６×１０４ｔ，伴生硫８．４

×１０４ｔ。建议该远景区进一步工作的主攻矿种为轻

稀土、铅、锌、银、硫、铁矿，主攻类型风化壳型稀土

矿，与次火山岩有关的热液型、矽卡岩型银铅锌矿，

以及沉积变质型、陆相火山岩型铁硫矿等。

（１９）梅县地区 ＭｎＭｏＰｂＺｎＦｅＳｎＲＥＥＡｇ

煤一般远景区，面积１５５８ｋｍ２。远景区位于永梅晚

古生代拗陷中南段，发育有加里东构造旋回形成的

前泥盆系褶皱基底，晚古生代—中三叠世为边缘坳

陷发展阶段，印支构造运动褶皱回返发育盆地沉积。

区内已有已知矿床２０余处，代表性的矿床如宝坑铁

锰矿、蒿溪银锑矿、玉水银铜多金属矿、贵人峰多金

属矿等，区内已查明资源储量锰２．０４×１０６ｔ，钼

４５８４ｔ，铜 ５７００ｔ，锡 ４０００ｔ，煤 ５．２３×１０７ ｔ，银

１０５９ｔ，铅＋锌３．０２×１０４ｔ。全国潜力评价在该区

预测获得一批资源潜力，其中，铅１．５１×１０６ｔ，锌

５．４６×１０５ｔ，铁１．２０×１０６ｔ，铜 ９．４２×１０４ｔ，锡

１．３８×１０４ｔ，银６０６ｔ，煤６．７５×１０７ｔ，锰１．４０×１０５

ｔ，硼１．５×１０５ｔ。综合分析，建议区内下一步工作

的主攻矿种为铅、锌、锰，兼顾铜、锡、稀土等其他矿

产，主攻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铜铅锌（银金）多金属

矿、矽卡岩－云英岩型锡铁矿，兼顾风化淋积型锰、

６４５１



第７期 丁建华等：武夷山ＣｕＰｂＺｎ多金属成矿带主要成矿地质特征及潜力分析

稀土矿。

３　结论

（１）武夷山成矿带长期处于全球超大陆聚散与

南北大陆离散拼合的交接转换地带，造成了本带复

杂多样的成矿环境，成矿条件有利，需要重点部署找

矿勘查工作。

（２）依据武夷山成矿带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在

区内划分３个次一级的成矿带，结合本区地史演化

过程，对各个次级成矿带的成矿特征进行了总结，并

建立了夷山成矿带的成矿谱系。

（３）武夷山成矿带内已发现１１０余个矿种的上

千处矿床、矿点、矿化点，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成果，对成矿带内重要矿种如：萤石、银、锡、铅、

钼、重晶石、钨、锌、铜、锰、金、稀土、铁等矿产资源的

资源现状及潜力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４）在潜力评价工作基础上，结合研究区最新找

矿进展，提出了以稀土、萤石、铜钼、铅锌、锡、金、银

为下一步矿勘查工作的主攻矿种，以风化淋积型稀

土矿、斑岩型铜钼金矿、沉积改造型铅锌多金属矿、

热液型萤石矿、及与酸性岩有关的热液型钨锡铋钼

铌钽矿等为未来矿产勘查工作的主攻类型。同时，

在武夷山成矿带划分了１９个找矿远景区，其中８个

为重点远景区，１１个为一般远景区，并对每个远景

区进行了评价。

致谢：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朱裕生研究员、唐

菊兴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审稿专家、文章编辑也提

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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