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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务川一沿河地区萤石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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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务川一沿河地区萤石矿床萤石矿物中气液两相包裹体分为原生和次生两类。其中原 

生包裹体呈弥散状分布，呈四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长条形、扁圆形、月牙形、不规则形等 

多种形态；次生包裹体呈线状分布，呈菱形、六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四边形、三角形、长条 

形、扁圆形等，包裹体大小为4～12 m，以5—7 m为主；气液比为4％～15％，一般为5％。13 

件薄片中获得包裹体均一温度数据共 191个。其中原生包裹体均一温度数据为 86℃～307℃， 

主要集中在 100～140℃；次生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101℃～330cC，多数为 120～230℃。综合研 

究认为研究区内萤石矿主要形成于中低温环境，属中低温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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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务川一沿河地区是贵州萤石矿的主要产地。 

前人 1 7-[41曾对其进行过 1：20万、1：5万区调、矿 

调及沿河县丰水岭等萤石矿 区的勘查工作，总 

结了区域地质概况及局部地区较详细的基础地 

质和矿产地质特征，查明了丰水岭萤石矿的储 

量。但对研究区内除丰水岭外其余矿床(点)的 

地质特征、控矿因素及找矿标志、成矿模式等均 

未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于 2014年参与了务川一 

沿河地区萤石矿整装勘查战略选区工作，重点 

对矿区萤石矿中流体包裹体进行研究，为进一 

步总结其成矿规律、成矿模式和建立研究区找 

矿模型提供依据。 

2 研究区地质矿产概况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上扬子古陆块南部 

被动边缘褶冲带之次级构造单元凤岗滑脱褶皱 

带 。构造形变为 SN、NNE及 NNW蛇形走向的 

褶断组合 (图 1)，褶皱多数对称，核部较翼部舒 

缓，枢纽波状起伏。区内主构造受到近 EW 向力 

偶的作用，局部岩层被强烈挤压，背斜与向斜倾角 

陡至40—70~，甚至发生倒转，褶皱轴线呈“S”形 

弯曲，故有 NNE、NE、NNW等方向的变化。 

区内萤石、重晶石矿与背斜构造有较大关系， 

矿体产于背斜两翼桐梓组、红花园组。发育的主 

要背斜有天山背斜、太坝背斜、纸背 口背斜、土地 

坳背斜及板场背斜；发育 NNE—NE向断裂，少量 

NW 向张性断裂。NE向断裂是萤石、重晶石的导 

矿构造 j，矿液与地下热水在该期断裂构造生成 

时，相伴上升运移。区内NW 向断裂出露零星，但 

NW 向次级构造(节理、裂隙)与萤石矿有密切关 

系，为萤石矿的容矿构造。研究区内萤石矿脉均 

产于 NW 向张性小断裂、张性节理中。 

研究区出露地层由老至新为震旦系灯影组一 

三叠系嘉陵江组，整体为一套海相沉积建造。其 

中寒武系一志留系地层分布最广。研究区容矿地 

层主要为奥陶系红花园组(O h)、桐梓组(O t)， 

其次为寒武一奥陶系毛田组(e Om)。呈带状分布 

于背斜核部，岩石露头完整，顶、底与上下地层界 

线清楚。岩性总体为一套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岩 

沉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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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表示测试无结果 

2-3 包裹体均一温度 3 成矿期次及成矿物质来源探讨 

20件薄片样品中有 13件中获得包裹体均一 

温度数据，共计 191个数据(见表 1)。其中原生 

包裹体测温数据 143个，次生包裹体测温数据 48 

个。在原生包裹体均一温度数据 中，最低温度 

86．4℃、最高 307．4~C，多数为 100℃一 140oC；次 

生包裹体中最低温度 101 oC、最高 330℃，集中为 

120~C～230~C。10件样品获冰点数据 72个，其 

中原生包裹体冰点温度数据 46个 ，最高温度一 

1．9~C、最低温度一21．2~C，一般为一3～5~C；26个 

次生包裹体冰点温度数据 中，最高温度一2．6~C、 

最低温度一l9℃。由均一温度数据图(图 4)中可 

看出，原生包裹体均一温度主要集区位于 IO0~C～ 

140oC，其次是 150~C～170℃，少量大于 200~C，说 

明大部分萤石矿成矿温度属于低温成矿，少部分 

为中温成 矿；次生包裹体均一 温度主要位 于 

100~C一 150oC，其 次是 160~C一 200oC，少量 为 

200~C～330cI=，说明有第二次热液活动充填，少量 

属于中一高温热液成矿，主体仍属于低温热液成 

矿阶段的产物。同时，表 1数据也反映出沿河地 

区的萤石矿成矿温度普遍比务川片区高，即萤石 

矿成矿温度由东向西具有降低趋势。 

均 化温 度 (℃) 

图4 务川一沿河研究区萤石中赋存包裹体均一温度 

与成矿期次直方图 

Fig．4 Histogram of inclusion homogeneous temperature 

and mineralization stage in fluorite in Wuchuan—Yanhe target area 

由萤石矿中的包裹体特征可知，存在原生和 

次生两类包裹体，说明矿床的形成后经历了再次 

热液事件。在野外调查中，萤石矿结构特征较为 

复杂，萤石、重晶石和方解石共伴生，相互胶结、穿 

插(图版 1、2)。室内岩矿鉴定发现萤石呈两世代 

特征，各 自偏集条带状产出(图版 3)。第一世代 

萤石结晶粒度<3．O0 mm～0．10 mm(一般<2．O0 

mm一0．10 mm)，中一细粒级，自形一半 自形，粒状 

变晶；第二世代萤石结晶粒度<1．00 mm，细一显 

微级，自形一半自形，粒状变晶。部分萤石内部包 

裹有 自形板柱状重晶石(图版 4)。同时，也发现 

重晶石呈两世代产出，其中第二世代重晶石呈脉 

状穿插第一世代重晶石和萤石(图版 5、6)。由此 

亦可说明萤石矿的形成经历二个成矿期次。 

3。1 低温萤石成因分析 

一 般认为，高于正常埋藏温度形成的萤石定 

义为中高温萤石，中高温萤石矿产主要受控于基 

底断裂与热液上涌，形成的萤石矿常伴生有重晶 

石；而均一化温度小于或等于桐梓组地质历史过 

程中最大埋藏温度的划分为低温成因萤石，具有 

成矿品位好、矿物单一等特点。同时，低温成因萤 

石为原生萤石溶蚀、运移及再结晶的产物，具有分 

布范围广，成矿条件复杂等特点。 

根据研究区区域地质资料对埋藏史及地温场 

进行恢复表明，桐梓组底部在印支期中三叠世末 

达到最大埋藏深度，约 4 200 m，假设地表温度 

20℃，若根 据该 时期古 地 温梯度 2．90~C／100 

m
L6]

，估算桐梓组最大埋藏温度为 142~C(图 5)， 

反映出研究区中、低温热液进人地层的关键时刻 

是230 Ma～65 Ma，埋深为 4 200 m～2 4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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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溶解、萃取后，通过富集、汇聚成含矿热液，热 

液上涌过程中受上覆湄潭组地层遮挡而停止向上 

运移，随着温度的降低，在桐梓组及红花园组地层 

中北西 向张性裂隙中交代结晶、沉淀、成矿 。 

如沿河地区，TC12、TC26、TC27等，形成原生中高 

温矿床，赋存在萤石 中的包裹体温度普遍高于 

200℃，最高可达 331℃。古陆隆起的形成早期阶 

段，随着基底主断裂的开启，成矿流体活动一般具 

分布范围小，成矿温度高的特点。 

图 5 研究区埋藏史与热史恢复图 

Fig．5 Recovery of burial history and thermal history of the target area 

一 般认为低温萤石矿物质来源于中高温萤石 

的溶解或再次结晶，在印支一燕山期，随着扬子古 

陆的持续抬升，形成了西高东低的构造格局，地层 

发生褶皱变形，并形成 NNE向断裂L8 J。含矿流体 

在构造作用力和地层温压梯度的驱动下沿桐梓 

组、红花园组构造裂隙或者断裂系统向上运移，受 

湄潭组厚层泥页岩的遮挡停止运移，伴随着温度 

和压力的降低，CaF 和 BaSO 结晶、成矿，形成低 

温萤石矿床，一般孑L隙较发育层段为成矿富集区 

(桐梓组、红花园组颗粒碳酸盐岩)，形成的萤石 

包裹体均一温度较低，低温萤石矿分布范围广，为 

研究区内萤石矿床形成的主要阶段_9 J。此阶段 

成矿流体分布范围大，且获得的包裹数量最多也 

说明了该期为成矿流体活动的最高峰。如在务川 

片区，TK01、TK02、TC011等，赋存在萤石中的包 

裹体温度普遍低于 200oC，介于 100～ 150oC之 

间，主要为中一低温热液矿床。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区萤石矿成矿流体温度， 

从沿河一务川呈降低趋势；沿河 NE向大断裂为 

主要控(导)矿构造；务川地区 NE向断裂为次一 

级控(导)矿构造；而全区 NW 向节理、裂隙为主 

要容矿构造。 

4 结论 

(1)务川一沿河萤石矿床流体包裹体主要为 

气液两相包裹体，分原生和次生两类，包裹体形态 

变化大。包裹体大小为 4 Ixm～ 12 Ixm，气液比 

5％左右。均一 温度普遍 低于 200~C，一 般为 

100~C～ 150~C之间，而高于 200~C的包裹体较 

少见 。 

(2)通过对研究区萤石矿包裹体显微测温、 

统计与成因分析，该地区萤石矿形成总体为中一 

低温环境，属中一低温热液矿床。 

(3)研究区萤石矿包裹体均一温度特征表 

明，沿河片区的成矿温度普遍高于务川片区，且中 

温矿床主要集中于沿河片区，而低温矿床主要集 

中于务川片区。 

(4)研究区萤石矿成矿流体主要沿着 NE向 

断裂上涌，最终在桐梓、红花园地层中的NW 向次 

级断裂(节理、裂隙)中形成大小不一的萤石、重 

晶石矿床。 

(5)研究区萤石矿的成矿模式大致为：在中 

三叠世末，上扬子古陆发生隆起，在研究区西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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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了基底断裂及次级断裂时不断溶解、萃取 

不同地层中的 Ca、F、Ba等成矿元素，通过富集、 

汇聚形成含矿热液，热液上涌受上覆湄潭组地层 

遮挡停止运移，伴随着温度的降低，在桐梓组、红 

花园组地层中 NW 向张性裂隙中沉淀或交代结 

晶，并富集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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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Incl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Fluorite Deposit in 

W uchuan-Yanhe Area of Guizhou 

ZHAO Lei，YANG Zhong—qin，HE Yong—zhong，AN Ya—yun，PAN Ying-juan， 

HE Ben，YI Cheng—xing 

(Guizhou Academy ofGeologic Survey，Guiyang 550005，Guizhou，China) 

[Abstract] In fluorite deposit of Wuchuan—Yanhe area，the gas—liquid two—phase inclusion of fluorite is O- 

riginal and secondary．The original inclusion distributed dispersely and had many shapes：tetragonum，circle， 

oval，triangle， elongated， pblateness，crescent and irregular shape， the secondary inclusion distributed 

linearly and rhombus，bexagon，square，circle，oval，tetragonum，triangle，elongated，pblateness and other 

shapes．Th e inclusion size is 4 to 121xm，mainly is 5 to 7 m．The gas liquid ratio is 4％ to 15％ ，normally is 

5％．191 homogeneous temperature data of inclusion are acquired in 13 thin sections．The homogeneous tern- 

perature of original inclusion is 86~C to 307~C ，mainly is 100~C to 140~C．Th e homogeneous temperature of 

secondary inclusion is IOI~C to 330~C，mainly is 120~C to 230~C．Th e research shows the fluorite in this 

form ed in middle—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it’S middle—low temperature geotherm al deposit． 

[Key words] Wuchuan—Yanhe area；Fluorite deposit；Liquid inclusion；Geothermal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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