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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茶山锑钨矿床是广西南丹大厂锡多金属矿田的重要组成部分。萤石是该矿床最主要的脉石矿物之 

一

，其形成与锑、钨矿化密切相关。本文系统研究了该矿床中萤石的微量元素(含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结果 

表明，该矿床萤石样品稀土元素含量变化范围为 4．O3×1O ～77．53×1O一，平均38．72×lO～；其球粒陨石标准化 

模式总体为平坦型，轻重稀土分馏不显著，并具有弱负铈异常(SCe一0．76～O．87)和较强的正铕异常(SEu— 1．48 

～ 2．94)特征。明显不同于大厂锡多金属矿田内的不同类型矿石、围岩及岩浆岩的稀土元素特征(LREE富集型， 

且具明显的负铕异常)。此外，相对于陆壳和桂北地区泥盆系地层元素丰度，萤石中仅 sb、w 等元素有不同程度的 

富集 ；而 Cu、Zn、Co、Ni等元素出现了亏损。综合分析和对比研究认为，茶山矿床与锑钨矿化有关的成矿流体并非 

来源于泥盆纪赋矿围岩，可能是经历了深部循环的外来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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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丹大厂多金属(锡 、铜 、铅、锌 、锑 、钨 、铋、 

铟等)矿 田是我国最重要 的成矿区之一 ，其成矿独具 

特色，表现为规模大 、矿种多、品位高 、元素组合复 

杂、矿化分带清楚、产出特征多样化等(王登红等， 

2004)，国内外地学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成 

果颇多，但在矿床成因的认识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目前主要有岩浆热液(陈毓川等 ，1993)、层控 (或叠 

加改造)(以涂光炽为代表)和海底喷流(同生沉积) 

(韩发等，1989a，1989b，1990)等成因观点，或对层状 

矿体与脉状矿体持不同的成因认识(何海洲，1993； 

罗德宣等 ，1993)等。 

茶山锑钨矿床是大厂矿田的重要组成部分，萤 

石是该矿床主要的脉石矿物之一 ，并与矿石矿物(辉 

锑矿、白钨矿等)密切共生。大量研究表明，萤石的 

微量元素(尤其是稀土元素)特征是示踪各类热液矿 

床成矿流体来源与演化的有效工具 (M611er et a1．， 

1976；许成等，2001；Yuan S D et a1．，2008)。聂爱 

国(1998)曾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对茶山萤石稀土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研究，但由于萤石稀土元 

素含量较低，该法很难获得可靠的低含量(一般<1 

×IO )稀土元素的数据，因此所获结论部分有待商 

榷 。本次研究仍 以茶山矿床 的萤石为研究对象 ，采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MS)对其微量元素 

(含稀土元素)含量进行了测试，并分析了成矿流体 

的特征 ，探讨了大厂矿田内与锑 、钨矿化有关的成矿 

流体的来源。 

1 大厂矿田地质特征概况 

大厂锡多金属矿田位于江南古陆西南缘南丹一 

河池(丹池)多金属成矿带 中段 。矿 田内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均有出露，总厚约 7000余米。 

以泥盆系发育最全 ，为主要赋矿地层 ，岩性 自下而上 

依次为：中泥盆统下部纳标组(D )黑色泥岩、页 

岩 ，在龙头山一带为生物礁灰岩 ；中泥盆统上部罗富 

组(D。z)粉砂岩 、泥岩夹泥质灰岩；上泥盆统下部榴 

江组(D3 z)硅质岩，含钙质结核；上泥盆统中部五指 

山组(D。叫)，底部为宽条带灰岩，向上依次为细条带 

灰岩、“小扁豆”灰岩和“大扁豆”灰岩；上泥盆统上部 

同车江组(D。 )泥灰岩及底部黑色页岩。区内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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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稳定，变化范围仅为 3．52×10 ～5．36×10 ×10一，Ni：20．3×10一；陈毓川等，1993)。 

(平均 4．23×10 )，相当于陆壳元素丰度(1．0 X 

10一；Taylor et a1．，1995)的 3～5倍，但低于桂北地 

区泥盆系地层元素丰度(11．5×10一；陈毓川等， 

1993)。 

Cu和 Zn是大厂矿田内非常重要的成矿元素， 

但在茶山萤石样品中 Cu和 Zn含量仅分别为 3．64 

×10 ～11．0 X 10 (平均 6．59 X 10 )和 5．36 x 

10 ～20．0 X 10 (平均 9．20×10 )，均显著低于 

陆壳元素丰度(Cu：75X 10一，Zn：80×10一；Taylor 

et a1．，1995)和桂北地 区泥盆系地层元素丰度(Cu： 

20．8×10一，Zn：6O．2×10一；陈毓川等，1993)。样 

品中 Co和 Ni含量 分别为 0．806 X 10 ～1．03× 

10 (平均 0．942 X 10 )和 1O．2×10 ～14．7× 

10 (平均 12．08×10 )，同样均明显低于陆壳元 

素丰度 (Co：29 X 10一，Ni：105 X 10一；Taylor et 

a1．，1995)和桂北地区泥盆系地层元素丰度(Co：5．5 

此外，萤石样品中 Ba含量很低，除一件样品 

外，其它样品均低于仪器检测限，这一方面表明萤石 

稀土元素中Eu的正异常与 Ba含量无关，因为若样 

品过高的 Ba含量(>1200 X 10 )往往在 ICP—MS 

测试 中会导致正铕 异常的假象；另一方面也表 明成 

矿流体源 自富含 Ba元素的海相碳酸盐岩(桂北地 

区泥盆系地层 Ba含量为 520×10一；陈毓川等， 

1993)或与其进行了较充分的水一岩相互作用的可能 

性较小 。样 品中 Rb含量为 0．0582X 10 ～37．4× 

1O一 ，平均 5．40×10一；Sr含量 为 28．4×10 ～ 

67．8×10一，平均 4O．94×1O一。由于 Rb含量变化 

范围较宽，致使其 Rb／Sr比值 变化范围亦较宽 

(O．00135～1．22)，但除一件样品外，其它样品的 

Rb／Sr比值均在 0．001～0．1范 围内变化。这一特 

征与含钙矿物的晶体化学结构特征相吻合，即在这 

些矿物(尤其是方解石)的晶格中，Ca的位置能有限 

表 2 广西茶山矿床萤石的微量元素含量(×1O ) 

Table 2 Trace element compositions(×10 )of fluorite from Chashan deposit in Guangxi 

样 品号 Cs_202a CS-202b CS一2O5b CS-206a C 206b CS-206c C 206d CS-207a 

Li 0．362 1．40 3．22 2．93 3．29 0．504 3．77 22．9 

Be 0．230 0．715 0．162 0．635 0．0989 2．01 O．O675 0．265 

Sc 1．19 1．94 1．05 1．63 1．21 2．99 0．810 1．09 

V 0．155 0．0447 1．69 

Cr 6．03 

Co 1．01 0．874 0．991 0．963 0．993 0．870 O．806 1．O3 

Ni 12．1 12．1 11．5 12．8 12．7 14．7 10．2 10．5 

Cu 6．69 3．64 5．35 7．O0 6．09 7．85 11．0 5．12 

Zn 2O．O 5．70 8．91 14．5 5．64 5．36 7．37 6．14 

Ga O．158 0．110 0．311 0．16O 0．134 0．171 0．316 5．57 

Ge 0．0464 0．0702 0．O669 0．0611 0．031O O．O563 0．000439 0．O817 

As 3．98 4．28 4．54 4．32 3．52 5．36 3．90 3．95 

Rb O．O968 0．0582 2．44 0．412 0．855 0．144 1．83 37．4 

Sr 41．8 43．1 28．4 37．2 36．6 41．9 67．8 3O．7 

Zr 0．390 0．192 0．197 0．263 O．297 O．365 0．306 O．241 

Nb 0．0386 0．0429 O．O261 0．0262 0．O218 0．115 0．0287 0．0302 

M o 0．256 O．O219 

Ag 0．0O181 O．126 0．0680 2．21 0．0179 

Cd 0．0258 

Sb 0．545 0．924 8．43 1．18 0．348 1．26 10．0 2．35 

Cs 0．0402 0．0609 0．283 0．0823 0．0916 0．0569 0．214 4．05 

Ba 1．93 

Hf 0．0546 0．I11 0．0569 0．0796 0．0348 0．13O 0．O231 0．0364 

Ta 0．0301 0．0271 0．0245 0．O278 0．0256 0．0616 0．0303 O．O217 

W  0．306 O．514 0．552 13．3 2．25 119 48．1 0．757 

Tl 0．O013O 0．0114 0．00253 0．000835 0．00927 O．148 

Pb O．527 0．228 0．233 O．235 0．188 O．599 2．05 O．224 

Th 0．308 0．700 0．439 0．545 0．215 0．367 O．O38O 0．209 

U 0．0O688 0．O292 0．0148 0．0210 0．0127 0．0767 0．0234 

注：微量元素含量数据均保留三位有效数字；“一”表示低于检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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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shan Sb—W deposit is located in Dachang Sn—polymetallic ore field， Nandan， Guangxi． 

Fluorite is one of major gangue minerals in this deposit，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antimony and 

tungsten minera1ization． Geochemica1 study on trace elements (including rare earth elements，REE) of 

fluorite was carried out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1 REE concentrations of 

fluorite range from 4．03× 10一 to 77．53× 10一。， with an average of 38．72× 1O ． The chondrite— 

normalized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flat．with slight fractionation between LREE and HREE。and 

slightly Ce negative anomaly(aCe一 0．76～ 0．87)and relatively strong Eu positive anomaly(3Eu 一 1．48 

～ 2．9 4)．These features are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E (LREE—rich pattern，with 

obvious negative Eu anomaly)for different types of ores，host rocks and magmatic rocks from Dachang Sn— 

polymetallic ore field．Furthermore。compared with other elementa1 abundance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 and 

Devonian strata in the western Guangxi。the fluorite from Chashan deposit is riched in Sb and W ，and 

depleted in Cu，Zn，Co，Ni，etc．B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e ore—forming fluid closed 

associated with Sb—W mineraIization of Chashan deposit would not be sourced from the Devonian host 

rocks，may be derived dominantly from deep—circled fluids． 

Key words：fluorite；trace element；rare earth element；ore—forming fluid；Chashan Sb—W deposit； 

Dachang Sn—polymetallic ore field in Guang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