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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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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忠信   白  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内生稀有稀土矿床在我国广泛分布 矿床的形成时代从太古宙到喜马拉雅期 ∀矿床类型主要有碱性

岩型 !花岗岩型及花岗伟晶岩型三大类型 ∀碱性岩型矿床的形成时代从元古宙到喜马拉雅期 主要集中在中元古代

及华力西 印支期 ∀这类矿床多分布在地台稳定区的边缘 常沿深断裂或裂谷带延展方向呈群分布 ∀花岗岩型矿床

绝大多数形成于燕山期 主要见于南岭及其邻区 ∀成矿花岗岩常是花岗岩复式岩体的晚期侵入体 沿大岩体周边或

隐伏岩体上方作定向分布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主要形成于华力西 印支期 大多数分布在地槽褶皱带内 ∀褶皱带内

的复背斜及更次一级背斜的轴部及倾没端常是矿化伟晶岩的赋存场所 ∀以攀西裂谷带内的牦牛坪 !茨达等碱性岩

型矿床 赣南加里东褶皱带内的西华山 !荡坪等花岗岩型矿床 闽西北加里东褶皱带内的溪源头 !西坑等花岗伟晶岩

型矿床为例具体地描述了三类矿床在空间上的定向分布 ∀西部地区是找寻大型内生稀有稀土矿床极有潜力的地

区 ∀

关键词  内生稀有稀土矿床  形成时代  空间分布  中国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中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分布广泛 从矿床形成

时代看 从太古宙到喜马拉雅山期 从分布地区看

全国各地皆有产出 ∀我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形成的

同位素地质年龄示于表 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

示于表 ≈大地构造单位根据黄汲清指导 任纪舜等

执笔的5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6一书 ∀

本文所指的稀有稀土矿床包括 ! ! !× !

! ! !≤ 等 个矿种以及 !≤ !° ! !≥ !

∞∏! !× !⁄ ! !∞ !× !≠ ! ∏!≠ 等 个稀土

矿种的矿床 ∀表 及表 中所列的矿床只是内生矿

床的一部分 但主要的大型 !超大型矿床以及有代表

性的矿床均已纳入 不影响下面所作的讨论和说明 ∀

从表 和表 列出的资料可知 内生稀有稀土

矿床的时空分布与矿床类型有关 ∀我国内生稀有稀

土矿床大致可分出如下几种类型

碱性岩类型 包括碱性岩型 !碱性岩 碳酸岩

型 !碱性花岗岩型 以及碱性伟晶岩 !碱性热液脉 !碱

性接触交代岩型等

花岗岩类型 包括钙碱性花岗岩 !偏碱性花

岗岩 以及赋存在花岗岩体内的云英岩 !石英长石脉

等

花岗伟晶岩型

夕卡岩或条纹岩型

石英脉型

浅粒岩型

混合岩型

酸性火山岩型及细晶岩型等 ∀

我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最主要的且为数最多的

是前三类 即碱性岩类型 !花岗岩类型和花岗伟晶岩

类型 ∀表 列出的我国这几类矿床的形成时代 从

元古宙直到喜马拉雅期 ∀内蒙古乌拉山 ) 大青山产

出有太古宙花岗伟晶岩 但这些伟晶岩的稀有稀土

矿化极其微弱 在矿产储量平衡中几乎不占什么位

置 因此 表中没有将其列入 ∀

 矿床的形成时代

表 资料显示 碱性岩类型矿床的成矿时代较

多 从元古宙到喜马拉雅期 ∀内蒙古白云鄂博

∞∞矿床有多组同位素年龄 中元古代 !加里东期和

Ξ 本文得到中国主要矿种成矿图的编制和成矿规律研究项目 的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袁忠信 男 年生 研究员 主要从事稀有稀土元素矿床地质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张绮玲编辑 ∀



 
 

 

 
 

 
 

 

表 1  中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的同位素年龄

Ταβλε 1  Ισοτοπιχ αγεσ οφ τηε ενδογενιχ ραρε ανδ ραρε εαρτη ορε δεποσιτσιν Χηινα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矿种 成矿年龄 测试方法 资料来源

内蒙古白云鄂博 碱性岩 碳酸岩 ∞∞ ! !ƒ ≥ 白 鸽等

内蒙古白云鄂博 碱性岩 碳酸岩 ∞∞ ! !ƒ ∗ 白 鸽等

内蒙古白云鄂博 碱性岩 碳酸岩 ∞∞ ! !ƒ 白 鸽等

四川冕宁牦牛坪 碱性岩 ∞∞ 袁忠信等

四川冕宁牦牛坪 碱性岩 ∞∞ ° 袁忠信等

湖北竹山庙垭 碱性岩 碳酸岩 ! ∞∞ ° 徐光宪等

陕西洛南黄龙铺 碱性岩 碳酸岩 ∞∞ ! ° 黄典豪等

陕西华阴华阳川 碱性岩 ∞∞ ! !° 喻学惠

山东莱芜胡家庄 碱性岩 碳酸岩 ∞∞ ∗ 储同庆等

辽宁凤城赛马 碱性岩 ∞∞ ! ∗ ° 北京第三研究所 3

四川会理红格 碱性岩 ! ∞∞ 袁海华等

四川会理红格 碱性岩 ! ∞∞ ≥ 袁海华等

四川会理路枯 碱性岩 ! ∞∞ 林传仙等

内蒙古哲盟巴尔哲 碱性花岗岩 ∞∞ ! ! ! ≥ 张 敏等

四川德昌茨达 碱性花岗岩 ∞∞ ! ≥ 袁海华等

四川西昌太和 碱性花岗岩 ! ∞∞ 袁海华等

黑龙江齐齐哈尔碾子山 碱性花岗岩 ! ∞∞ 李培忠等

江西宜春雅山 花岗岩 × ! ! ∗ 林传仙等

江西横峰黄山 花岗岩 !× !• ∗ 袁忠信等

江西会昌/ 0矿 花岗岩 !× !• 江西地质局 队 3

江西石城姜坑里 花岗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江西大余西华山 花岗岩 ∞∞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江西大余荡坪 花岗岩 ∞∞ ! 吴永乐等

江西全南大吉山 花岗岩 ×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江西全南大吉山 号矿体 花岗岩 × !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江西会昌旱叫山 花岗岩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湖南茶陵金竹垄 花岗岩 × ! !• ∗ 张宏良等

湖南茶陵邓阜仙 花岗岩 × ! !• ≥ 张宏良等

湖南临武尖峰岭 花岗岩 ! ! !× 黄蕴慧等

湖南临武癞子岭 花岗岩 ! !× !≥ 黄蕴慧等

湖南湘阴望湘 花岗岩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湖南小江 花岗岩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西贺县姑婆山 花岗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西恭城栗木 花岗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福建龙岩东宫下 花岗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东博罗/ 0矿 花岗岩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东博罗七娘坛 花岗岩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东博罗/ 0矿 花岗岩 !× ∗ 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3

广东始兴河口山 花岗岩 ∞∞ 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3

云南个旧马拉格 花岗岩 !≥ ∗ 张玉泉等

新疆科科托海 号脉 伟晶岩 ! ! !× ∗ 邹天人等

新疆科鲁木特 矿 伟晶岩 ∗ 地质部矿床所 3

甘肃安西红泉 伟晶岩

青海玉树朴口 伟晶岩

陕西宝鸡杨家湾 伟晶岩

四川康定甲基卡 伟晶岩 ! ! !× ∗ 唐国凡等 3

四川乾宁容须卡 伟晶岩 ! ! !× ∗ 地科院矿床所稀有组 3

四川马尔康党坝 矿 伟晶岩 ! 地科院矿床所稀有组 3

福建南平西坑 伟晶岩 × ! ∗ ≥ 仇年铭等 3

福建南平西坑石笋坑 伟晶岩 × ! ∗ 仇年铭等 3

广东广宁毕陇 伟晶岩 × ! 广东省地矿局 3

广东广宁洞头南 伟晶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东曲江一六 伟晶岩 × ! ≥ 地矿部南岭项目花岗岩专题组

广东德庆/ 0矿 伟晶岩 × ! ∗ 广东省肇庆地质队 3

河南卢氏/ 0矿 蔡 伟晶岩 × ! 陈西京

河南卢氏南阳山 伟晶岩 × ! 陈西京

云南龙陵黄莲沟 伟晶岩 地科院矿床所稀有组 3

广东台山灯心坑 石英脉 地科院矿床所稀有组 3

江西于都上坪 石英脉 地科院矿床所稀有组 3

云南中甸麻花坪 石英脉 !• ≥ 云南地质局第三地质队 3

湖北应山广水 浅粒岩 ∞∞ ! ! ∗ ° ° 湖北地质局第 地质队 3

辽宁辽阳生铁岭 混合岩 ∞∞ × ° 杨忠杰

 注 3 为内部资料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2  中国稀有稀土内生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

Ταβλε 2  Γεοτεχτονιχ λοχατιονσ οφ τηε ενδογενιχ ραρε ανδ ραρε εαρτη ορε δεποσιτσιν Χηινα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矿种 大地构造位置

内蒙古白云鄂博 碱性岩 碳酸岩 ∞∞ ! !ƒ 中朝准地台内蒙地轴北缘

山东微山郗山 碱性岩 ∞∞ 中朝准地台鲁西断隆

辽宁凤城赛马 碱性岩 ∞∞ ! 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

四川冕宁牦牛坪 碱性岩 ∞∞ 扬子准地台康滇地轴

四川会理路枯 碱性岩 ! ∞∞ 扬子准地台康滇地轴

四川德昌茨达 碱性花岗岩 ! ∞∞ 扬子准地台康滇地轴

内蒙古哲盟巴尔哲 碱性花岗岩 ∞∞ ! ! ! 内蒙兴安褶皱系内蒙优地槽褶皱带

湖北竹山庙垭 碱性岩 碳酸岩 ! ∞∞ 秦岭褶皱系武当准阳隆起

云南个旧马拉格 花岗岩 !≥ 三江褶皱哀牢山褶皱带

江西宜春雅山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江西大余西华山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江西全南大吉山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广东博罗七娘坛 花岗岩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广东始兴河口山 花岗岩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福建龙岩东宫下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广西恭城栗木 花岗岩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广西贺县姑婆山 花岗岩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湖南茶陵金竹垄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湖南临武尖峰岭 花岗岩 !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江西会昌/ 0矿 花岗岩 !× !• 华南褶皱系华夏褶皱带

江西横峰黄山 花岗岩 !× !• 华南褶皱系华夏褶皱带

新疆青河阿斯喀尔特 花岗岩 阿尔泰褶皱系额尔齐斯复背斜

新疆富蕴科科托海 号脉 花岗伟晶岩 ! ! !× 阿尔泰褶皱系额尔齐斯复背斜

新疆富蕴科鲁木特 号脉 花岗伟晶岩 阿尔泰褶皱系额尔齐斯复背斜

甘肃安西红泉 花岗伟晶岩 天山褶皱系北天山优地槽褶皱带

青海玉树扑子湾 花岗伟晶岩 松潘甘孜褶皱系巴颜喀拉褶皱带

陕西宝鸡杨家湾 花岗伟晶岩 秦岭褶皱系北秦岭褶皱带

青海乌兰沙柳泉 花岗伟晶岩 祁连褶皱系南祁连褶皱带

四川康定甲基卡 花岗伟晶岩 ! ! !× 松潘甘孜褶皱系雅江褶皱带

四川乾宁容须卡 花岗伟晶岩 ! ! !× 松潘甘孜褶皱系雅江褶皱带

四川金川可尔因 花岗伟晶岩 ! ! !× 松潘甘孜褶皱系巴颜喀拉褶皱带

四川党坝/ 0矿 花岗伟晶岩 ! 松潘甘孜褶皱系巴颜喀拉褶皱带

河南卢氏南阳山 花岗伟晶岩 × ! 秦岭褶皱系北秦岭褶皱带

福建南平西坑 花岗伟晶岩 × ! 华南褶皱系华夏褶皱带

广东广宁毕陇 花岗伟晶岩 × ! 华南褶皱系云开褶皱带

广东曲江一六 花岗伟晶岩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云南龙陵黄莲沟 花岗伟晶岩 三江褶皱系澜沦江褶皱带

湖南通城断峰山 花岗伟晶岩 !× ! 扬子准地台江汉断坳

内蒙古巴盟三木代庙 花岗伟晶岩 ! 中朝准地台内蒙地轴北缘

湖南道县湘源正冲 云英岩 !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湖南临武香花岭 条纹岩 !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甘肃肃北塔尔沟 石英脉 !• 祁连褶皱系南祁连褶皱带

甘肃肃北红尖兵山 石英脉 !• 天山褶皱系北天山优地槽褶皱带

云南中甸麻花坪 石英脉 !• 三江褶皱系澜沦江褶皱带

广东台山灯心坑 石英脉 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

广东揭阳塘湖山 石英脉 !• 东南沿海褶皱系

福建平和福里石 酸性火山岩 东南沿海褶皱系

浙江青田坦头 酸性火山岩 东南沿海褶皱系

湖北应山广水 浅粒岩 ∞∞ ! ! 扬子准地台江汉断坳

辽宁辽阳生铁岭 混合岩 ∞∞ !ƒ 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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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力西期 ∀ 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得知 ≠∏

矿床的主要成矿期是中元古代 ∀以后几

期矿化表现为原已定位的成矿物质在热动力作用下

的再分配 ∀另一知名稀土矿床是四川冕宁牦牛坪矿

床 具有喜马拉雅期的成矿年龄 ∀碱性岩类型矿床

的多数具有华力西 印支期的成矿年龄 如湖北庙

垭 !陕西黄龙铺 !华阳川 !辽宁赛马 !四川路枯 !茨达 !

太和等 成矿年龄介于 ∗ 之间 ∀中元古

代和华力西 印支期是我国碱性岩类型矿床最重要

的两个成矿期 ∀研究我国碱性侵入岩的形成时代得

知 华力西 印支期也是我国碱性侵入岩重要的成岩

期 ≠∏ ∀

花岗岩类型矿床 包括与花岗岩有空间和成因

联系的云英岩 !石英脉 多见于南邻及其邻区 成矿

年龄几乎全属燕山期 而且绝大多数介于 ∗

之间 ∀在华北 !中南等地区也有燕山期花岗岩类

型矿床产出 ∀云南中甸麻花坪中可能与花岗岩有关

的绿柱石石英脉 其成矿年龄 属喜马拉雅

期 ∀麻花坪矿床大地构造上位于三江褶皱系 处于

喜马拉雅期构造 岩浆活动强烈的地区 ∀

花岗岩常呈复式岩体产出 其中成矿作用也常

是多期次的 ∀成矿岩体常是一个大复式岩体的晚期

成员 ∀江西横峰灵山花岗岩为一面积约 的

环状复式岩体 ∀其中组成岩体主体的早期粗粒似斑

状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 年龄为 第二

期位于岩体边缘的 矿化钠长石黑鳞云母花岗岩

年龄为 与晚期铁锂云母钠长石化花岗

岩有关的含矿石英脉 年龄为 袁忠信

等 ∀湖南茶陵邓阜仙复式岩体的主体岩石为

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年龄 第二期

中粒二云母花岗岩的 ≥ 年龄为 第三期

细粒白云母花岗岩的 年龄为 张宏良

等 ∀第二 !三期岩石有 • 和 !× 矿化 而

且第三期岩石的 !× 矿化最强 ∀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有从太古宙到燕山期的成矿

年龄 但经济意义大的矿床多形成于华力西 印支

期 如新疆阿尔秦 !四川西北 !福建南平 !广东广宁等

地矿床 其成矿年龄介于 ∗ 之间 ∀

中元古代 !华力西 印支期 !燕山期以及喜马拉

雅期是我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的四大重要成矿时

期 ∀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床的轻稀土占全国轻稀土储

量的 以上 储量也极大 ∀中元古代是我国稀

土及 的重要成矿时期 ∀华力西 印支期是内生

! ! !× ! !≤ 矿床成矿的最重要成矿时期 ∀

华力西 印支期作为内生稀有稀土矿床成矿的重要

意义 前人论证的不多 值得今后找矿中注意 ∀燕山

期是花岗岩类型 !× ! 矿的重要成矿时期 ∀这

类矿床数量大 但规模较小 又由于有用矿物粒度较

小 采选成本较高 其重要性稍次 ∀喜马拉雅期矿床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这一地区的稀有稀土地

质找矿工作较弱 随着今后地区开发 可能找到更

多 !更好的喜马拉雅期矿床 ∀

 矿床的空间分布

由表 所列资料及未包括在表内的其他内生稀

有稀土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可知 我国的碱性岩类

型矿床多分布在稳定的地台区 常沿地台区边缘的

深断裂或裂谷分布 ∀这类矿床以 ! ∞∞ 矿床为

主 其中著名的白云鄂博 ! ∞∞ !ƒ 矿床位于内蒙

地轴北缘的裂谷带内 邻近内蒙地轴北缘深断裂 山

东郗山 ∞∞矿床出现在扬子准地台鲁西断隆 位于

著名的郯庐裂谷系内 四川牦牛坪 !茨达 !太和 !路

枯 !大陆槽等 ! ∞∞矿床沿扬子准地台康滇地轴

攀西裂谷带内的安宁河深断裂分布 湖北庙垭 !

∞∞矿床沿扬子准地台北缘的安康 房县深断裂分

布 新疆拜城碱性伟晶岩锆石矿化及瓦吉尔塔格碳

酸岩稀土矿化则沿塔里木地台北缘的深断裂分布 ∀

花岗岩类型稀有稀土矿床在全国各地广泛分

布 但多数集中在华南 尤其是南岭及其邻区 ∀大地

构造上 这类矿床主要见于地槽褶皱带内 多见于华

南褶皱系的赣湘桂粤褶皱带 !华夏褶皱带及云开褶

皱带 ∀一条褶皱带内 相对隆起的背斜区及相对坳

陷的向斜区或断陷盆地内皆有矿化产出 但矿床常

是在该区相对隆起地段出露 ∀如湖南临武尖峰岭 !

癞子岭等 ! !× ! 花岗岩型矿床出现在桂阳 )

临武南北向褶皱带内著名的通天庙弯窿四周 江西

宜春雅山 × ! ! ! 矿床分布在武功山复背斜的

次一级背斜构造内 ∀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绝大多数分布在地槽褶皱带

内 ∀国外一些著名的稀有金属伟晶岩多分布在稳定

的地台区 如加拿大的坦科伟晶岩 南非津巴布韦比

基塔伟晶岩等 ∀我国内蒙古大青山 ) 乌拉山花岗伟

晶岩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是中朝准地台内蒙地轴

以前对其作过不少的找矿和科研工作 发现稀有稀

土金属矿化不强 ∀矿化强的花岗伟晶岩常常分布在

                      矿   床   地   质                  年  



 
 

 

 
 

 
 

 

地槽褶皱带内相对隆起的复背斜区 矿床常赋存在

其中单个背斜的轴部及倾没端 ∀著名的例子有 新

疆阿尔泰科科托海 号脉 它分布在阿尔泰褶皱系

富蕴地背斜的次级背斜倾没端 福建南平西坑伟晶

岩赋存在闽西加里东褶皱带上村复背斜次级背斜的

轴部及翼部 四川康定甲基卡伟晶岩赋存在松潘 )

甘孜褶皱系雅江褶皱带的甲基卡复背斜的轴部 ∀

碱性岩类型矿床多分布在地台等稳定地区 花

岗岩类型和花岗伟晶岩型矿床多分布在地槽褶皱带

等活动地区 ∀其中碱性岩类型矿床的成矿时代主要

在中元古代及华力西 印支期 花岗岩型矿床的成矿

时代主要为燕山期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的成矿时代

主要为华力西 印支期 ∀成矿时代 !大地构造位置及

矿床类型之间的关系 以及决定这些关系的整个地

壳的构造 岩浆活动历史 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

超大型矿床 多独立产出 分布区内未见有其它

的类似矿床 ∀绝大多数稀有稀土矿床常在一个地区

内成群出现 且常以一种类型为主 如南岭花岗岩型

矿床成矿区 !新疆阿尔泰花岗伟晶岩型矿床成矿区 !

川西北花岗伟晶岩型矿床成矿区 !川西碱性岩型矿

床成矿区等 ∀

 三类矿床定向分布实例

在更小范围地区内 同一类型矿床常沿一定方

向展布 受制于一定的构造或岩浆活动 ∀碱性岩类

型矿床的这种分布可以扬子准地台西缘攀西裂谷带

的矿床为例 ∀该区沿安宁河深断裂带 从北向南分

布着木落 !牦牛坪 !里庄 !太和 !大陆槽 !茨达 !路枯 !

攀枝花等碱性岩和碱性花岗岩 ! ∞∞ 矿床 图

∀南北走向的攀西裂谷带及其中的安宁河深断裂

以及伴生的更次一级断裂是区内控制碱性岩类型矿

床成矿的重要构造条件 ∀

花岗岩型矿床通常环绕大岩体边缘分布 这已

为大家熟知 ∀如广东东部七娘坛岩体四周分布着

/ 0 !/ 0 !/ 0 !/ 0等 矿床 ∀江西横峰灵

山岩体边缘分布着黄山 !大岭 !塘里 !松树岗等 !

× 矿床 ∀这里介绍赣南加里东褶皱带内矿床在隐

伏大岩体上部沿一定方向展布的另一种分布型式 ∀

在江西西华山至棕树坑北东向一线分布着西华山 !

荡坪 !木梓园 !大龙山 !漂堂 !棕树坑等以 • 为主 并

盛产 ! ∞∞的矿床 图 ∀沿这一方向 从南西

到北东 各矿床大体呈等距离出现 ∀南西端的西华

图  攀西裂谷碱性岩类型 ∞∞矿床分布略图

据袁忠信等

) 英碱正长岩 !正长岩和碱性花岗岩 ∞∞矿床 ) 正长岩

) 花岗岩 ) 攀西裂谷界线 ) 基底断裂 ) 陆缘海相中生界

分布区 ) 前震旦系古陆分布区 ) 古生界及陆相中生界分布区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 !荡坪矿床属花岗岩型 北东端几个矿床属隐伏花

岗岩体上部的石英脉或石英长石脉型 ∀从南西向北

东 花岗岩的隐伏深度愈来愈大 矿床类型随之变

化 这对了解成矿作用及找矿有很大意义 ∀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也具有沿一定方向排列的分

布特征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常表现为若干伟晶岩脉

聚集的密集区 ∀在新疆阿尔泰伟晶岩区 现在已知

有伟晶岩脉 万余条 聚集在 个以上的密集区

内 密集区大致沿北西西向展布 ∀

闽西北加里东褶皱带内南平地区的花岗伟晶岩

分布在长约 宽约 的一条北北东向带

上 ∀该带从北向南分布着石笋坑 !溪源头 !西坑 !西

芹 !留墩 !秋竹窝 !金龙岩以及下柳园等伟晶岩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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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江西西华山至棕树坑与花岗岩有关的 • ∞∞矿床分布剖面

) 寒武系中上统 ) 燕山期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 石英大脉矿床 ) 石英细脉矿床 ) 隐伏岩体上的矿化标志带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福建南平花岗伟晶岩密集区分布略图

据仇年铭等 年资料 Ο改绘

) 侏罗系 ) 二叠系 ) 震旦系 ) 华力西期黑云母

混合花岗岩及花岗岩 ) 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 ) 复背

斜 ) 复向斜 ) 断层 ) 伟晶岩密集区位置

ƒ  2

∏

ƒ∏ ° √

) ∏ ) ° ) ≥ ) ∂

) ≠ ) ≤ 2

) ≤ )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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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川康定甲基卡矿床不同亚类伟晶岩空间分布

示意图 根据唐国凡等 Ο

) 二云母花岗岩 ) 微斜长石伟晶岩脉 ) 微斜长石 钠长石

伟晶岩脉 ) 钠长石伟晶岩脉 ) 锂辉石伟晶岩脉 ) 锂云母

伟晶岩脉 ) 白云母伟晶岩脉 ) 石英脉 ) 不同亚类界限

) 微斜长石伟晶岩带 ) 微斜长石 钠长石伟晶岩带 ) 钠

长石伟晶岩带 ) 锂辉石伟晶岩带 ∏ ) 锂云母伟晶岩带

ƒ  ≥ ∏2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区 图 伟晶岩脉在 条以上 ∀区内伟晶岩绝

大多数分布在华力西期西芹岩岩体和金龙岩体之间

的震旦系变质岩内 ∀由图 可知 该区震旦系地层

呈北北东向延展 ∀与伟晶岩脉关系最密切的区域褶

皱构造也呈北北东向 ∀区域北北东向展布的混合花

岗岩带及复背斜构造是控制伟晶岩成岩成矿的重要

条件 ∀区域北端的溪源头 !西坑伟晶岩密集区 !

× 矿化最强 它们明显受上村复背斜及其次级褶皱

构造的控制 ∀

  花岗伟晶岩按矿物组合可分出若干亚类 ∀图

示四川康定甲基卡矿床不同亚类伟晶岩沿二云母花

岗岩体接触带的分布状况 ∀其中微斜长石伟晶岩多

分布在花岗岩体的内接触带 ∀自接触带向外 随距

离增大 分别分布着微斜长石 钠长石伟晶岩 !钠长

石伟晶岩 !锂辉石伟晶岩 !锂云母伟晶岩 白云母伟

晶岩分布在距接触带最远处 ∀锂矿化最强的地段在

远离接触带的锂辉石伟晶岩及锂云母伟晶岩内 ∀

 结  论

我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在数量和规模上最

大或最主要的是碱性岩型 !花岗岩型和花岗伟晶岩

型三大类型 ∀

中元古代 !华力西 印支期 !燕山期以及喜马

拉雅期是我国内生稀有稀土矿床最主要的成矿时

期 ∀其中碱性岩型矿床的主要成矿时代是中元古代

和华力西 印支期 花岗岩型矿床的成矿时代主要是

燕山期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的成矿时代主要是华力

西 印支期 ∀

碱性岩型矿床多分布在稳定地台区 常沿

地台边缘的深断裂带分布 ∀花岗岩型矿床主要见于

地槽褶皱带 ∀在局部地段上 赋矿构造主要是相对

隆起的背斜构造 ∀成矿岩体常是花岗岩复式岩体的

晚期侵入体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多分布在地槽褶皱

带内 局部赋矿构造是背斜构造的轴部及倾没端 ∀

在较小范围内 如成矿区内 受制于区域构

造 岩浆活动 同一类型的各个矿床或矿点常沿一定

方向作定向分布 ∀在更小范围 如矿田内 花岗岩型

和花岗伟晶岩型矿床中的各个亚类矿床或矿体 常

沿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显示定向分布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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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出版社 ∗

袁忠信 稀土矿床≈ 见 徐光宪主编 稀土 上 ≈ 北

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

袁忠信 白  鸽 余时美 等 江西灵山花岗岩地质特征及其

成岩成矿作用≈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袁忠信 施泽民 白  鸽 等 四川冕宁牦牛坪稀土矿床≈

北京 地震出版社 ∗

张宏良 孙恭安 黄怀秀 等 邓阜仙复式花岗岩体岩石学 !地

球化学及成矿作用的研究≈ 中国地质科学院宜昌矿产地质研究

所及矿床地质研究所合编 南岭地质矿产文集第二集≈≤ 北京 地

质出版社 ∗

张  敏 袁忠信 内蒙/ 0稀有元素碱性花岗岩氧同位素地

球化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所刊 ∗

张玉泉 谢应雯 等 横断山区花岗岩类地球化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邹天人 张相宸 贾富义 等 论阿尔泰 号伟晶岩脉的成因

≈ 矿床地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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