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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近年来，萤石作为战略性新兴矿产被加强了找

矿勘查力度。大别造山带是中国重要的金银多金

属成矿区带，属东秦岭造山带的东延。区内经历了

新元古代晚期—早中生代多期次、多阶段的碰撞-
扩张-聚合的演化过程，一系列发育了金、银、钼、铅

锌、铜多金属矿床。早白垩世强烈中酸性岩浆活动

诱发了强烈钼多金属成矿作用，形成了沙坪沟、汤

家坪、千鹅冲等大型或超大型矿床，引起国内外广

泛关注。西大别地区发育有多处萤石矿床，如板仓

和华河萤石矿床等，规模较大、品位高，暗示区域萤

石矿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但目前西大别地区萤

石矿床成因机制与找矿勘查关注有限。本文报道

了西大别地区灵山岩基外围新发现的一处萤石矿

点。其羟基异常强烈，成矿条件有利，地表矿体初

具规模，表现出良好的找矿前景。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研究西大别区域地质特征，在综合分析

金、钼、萤石成矿背景的基础上优选找矿靶区，通过

遥感解译→地质填图→槽探验证等综合方法手段，

实现找矿突破。进一步研究分析了含矿建造、控矿

因素、矿体形态、规模、产状、矿石类型及矿石结构

构造、成矿时代等，确定找矿标志，构建了灵山岩基

及外围金银-钼-萤石成矿模式。

3 研究结果（Results）
在河南省罗山县山店乡南 3 km处新发现梅花

庄萤石矿点，初步控制萤石矿化体7条。

矿化体主要受近 NNW 向张性断裂 F1 和其次

级断裂 F2、F3 控制（图 1）。该断裂沿走向长约 4

km，宽为 2~12 m，向北延伸入灵山岩基。F1断裂控

制了检查区内 4 条主矿化体。该断裂带内多处发

育石英晶洞和晶簇，具明显张性特征，钾化和硅化

强烈。矿化体在呈透镜体和脉状产出，中间膨大，

两端尖灭，长约 100 m，宽 1~10 m。其矿物组成简

单，矿石矿物为萤石，颜色呈白色、绿色、紫色等；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含少量方解石（图 2）。捡块

样品位 CaF2：30.41%~67.55%（表 1）。现阶段工程

仅限于槽探对地表露头矿的揭露，矿体向深部的

延伸情况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检查区具有较大的

找矿潜力。

野外调查与综合研究认为，梅花庄萤石矿点与

区域板仓萤石矿床（中型规模）地质特征和成矿条

件可以较好的类比。二者受两条平行NNW走向断

裂控制，羟基异常十分强烈，表现出与灵山岩体和

陡坡钼矿床较为密切的空间关系。梅花庄萤石矿

点可能是早白垩世灵山岩基中晚期岩浆期后热液

的远端产物。

4 结论（Conclusions）
西大别地区灵山花岗岩基外围新发现萤石矿

点，显示较好的找矿前景。该地区萤石矿与钼矿床

空间关系密切，是早白垩世花岗质岩浆活动产物，

受NNW向张性断裂控制。西大别地区除了金属矿

产外，还具有寻找萤石矿的巨大潜力，对区域找矿

方向具有一定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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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西大别灵山花岗岩区域地质简图（a）和梅花庄萤石矿点地质略图（b）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Lingshan granite (a) and the Meihuazhuang fluorite ore spot (b)

图2 梅花庄萤石矿矿石特征
a—赋矿断裂破碎带；b—块状矿石，可见张性构造特征，萤石呈绿色和白色；c—块状矿石，萤石呈紫色和翠绿色；Fl—萤石；Qtz—石英

Fig.2 Photos of the fluorite ores in the Meihuazhuang fluorite ore spot
a-Ore hosting fault；b-Massive ores, seeing extensional structural features; c-Massive violet and viridis ores;Fl-Fluorite;Qtz-Quartz

样号

矿物

组成

CaF2

M-J1

石英-萤

石

58.61

M-J2

石英-萤

石

61.17

M-J3

石英-萤

石

54.11

M-J4

石英-萤石-

方解石

30.41

M-J5

石英-萤石-

方解石

41.16

M-J6

石英-

萤石

60.3

M-J7

石英-萤石-

方解石

43.06

M-J8

石英-

萤石

67.55

M-J9

石英-

萤石

57.63

MHZ-H2

石英-

萤石

57.79

MHZ-H3

石英-

萤石

56.43

MHZ-H4

石英-萤石-

方解石

53.14

MHZ-H5

石英-萤石-

方解石

36.98

表1 梅花庄萤石矿矿石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1 Ore grades of the the Meihuazhuang fluorite or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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