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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dumene ore i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chemical, whose origin is rare in China. Heyuan spodumene ore is 
a medium-sized deposit found in Ningdu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and it has been put into prod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yuan spodumene deposit, discusses the genesis and metallo-
genic model, summarizes the indicator of spodumene ore, and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in similar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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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锂辉石矿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在我国产地稀少。赣南河源锂辉石矿是近年在江西省宁都县发现的

一个中型矿床，目前已投入生产。本文系统的总结了河源锂辉石矿的地质特征，探讨了其矿床成因、成矿模式，

并总结了锂辉石矿的找矿标志，为同类矿山的勘查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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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锂辉石(LiAl[Si2O6])是单斜晶系，晶体常呈柱状，

粒状或板状。颜色呈灰白、灰绿、紫色或黄色等，硬

度 6.5~7，密度 3.03~3.22 g/cm3。锂辉石是一种伟晶岩

矿物，多产于花岗伟晶岩中，常与水晶、电气石、绿

柱石等伴生。作为锂化学制品原料，锂辉石被广泛应

用于锂化工、玻璃、陶瓷行业，享有“工业味精”的

美誉。世界上著名的锂辉石产地有美国加州、巴西米 

纳斯吉拉斯、马达加斯加、巴基斯坦、缅甸等，而我

国产地稀少，仅见于新疆、四川、内蒙、江西等地[1-8]。 
赣南河源锂辉石矿是江西省今年来发现的一个

中型矿床，笔者作为负责人，参与了该矿地质勘查的

全过程，目前该矿已完成勘查正式投入生产[5]。本文

在收集整理赣南河源锂辉石矿地质资料的基础上，总

结了其矿产地质特征，探讨了其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式，

并总结了锂辉石的找矿标志，为同类矿山的勘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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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 矿区地质 

矿区处于华南板块武夷隆起中段西缘，鹰潭–安

远北北东向深断裂带东侧，三叠纪富城超单元会同岩

体的北西侧外接触带(见图 1 区域地质图)。 
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纪万源(岩)组一套海底火山–

沉积泥砂质建造；震旦纪洪山组浊流相沉积和复理石

建造，均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低绿片岩相片岩、千枚

岩、片麻岩等。 
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断裂以北北东向压扭性断

裂和北东向韧脆性剪切带为主；裂隙主要发育有北东

向、北西向、近东西向三组，多分布在北东向断裂的

上盘或两侧，其中北东向和近东西向裂隙为区内主要

容矿裂隙。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三叠纪会同岩体主要分布在

矿区南侧，岩性为多斑黑云母钾长花岗岩、中细粒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该岩体外接触带变质岩系中分布有

数十条呈脉状产出的微斜长石花岗伟晶岩、钠长石花

岗伟晶岩等，一般脉长数 10 米~660 米不等，脉宽最

大可达 40 米，最小仅几厘米甚至呈脉线或尖灭，一

般脉宽 8~15 米。其形态多呈脉状、透镜状、具膨大

缩小、分枝复合现象。走向呈北东向，近东西向，倾

向南东或南南西。倾角在 20˚~80˚之间，呈舒缓波状。 
区内蚀变主要为钠长石化、次为云英岩化。 

3. 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锂辉石矿床产于花岗伟晶岩脉的中部或占

据整个脉体，其形态变化与花岗伟晶岩脉形态变化具

有一致性。区内查明了(富)含锂辉石矿体 7 条(见图

2 矿区地质图)，其中主矿体为 Li33 号矿体，资源储量

占总量 67.86%，该矿体主要受一近东西向裂隙组的控

制，呈脉状，具膨大、缩小、分枝现象，含矿脉体与

变质岩界线清晰且舒缓波状(反“S”形，见剖面图 3)。
倾向 165˚~180˚，浅部倾角 20˚~67˚，矿体向西侧伏，侧

伏角 35˚~40˚。矿体长度约 626米，真厚度约 0.88~25.60 
 

 

 
Figure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图 1. 矿区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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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eological map of Heyuan Spodumene Deposit, South Jiangxi Province 

图 2. 赣南河源锂辉石矿区地质图 
 
米，平均真厚度 11.01 米，厚度变化系数为 60.86%，

属稳定类型。最大延深 340 米。 
区内矿石为锂辉石伟晶岩，以花岗伟晶结构和块

状构造为主，主要矿物成分有斜长石(钠长石)、微斜

长石、石英、锂辉石、云母，(微)少量锡石、钽铌铁

矿、绿柱石等稀有金属矿物等。化学成分(平均值)：

SiO2 70.63%、Al2O3 17.53%、Li2O 1.04%、K2O 1.95%、

Na2O 4.10%、P2O5 0.89%、MnO 0.12%、Nb2O5 0.012%、

Ta2O5 0.0044%、Fe2O3 0.2%、FeO 0.45%；Rb、Be、
Cs、Zr、Hf 等稀有元素微量，其中 Li2O 为主要元素、

Nb2O5、Ta2O5、Rb2O 为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伴生元素。 
区内锂辉石矿物经 X 射线分析，具有较典型的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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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ection 4 of NO.Li33 ore of Heyuan Spodumene Deposit, South Jiangxi Province 

图 3. 赣南河源锂辉石矿 Li33矿体 4 线剖面图 
 
锂辉石衍射峰，与石英、长石、白云母属同一矿化阶

段产物。但锂辉石具多次结晶特征，早世代锂辉石呈

长条状，定向排列明显，并均匀分布于矿石中；晚世

代锂辉石晶体粗大，呈宽板状，色泽较白且矿物较纯，

在矿石中分布不均匀，往往出现在矿体的中部；晚期

交代作用形成的锂辉石，分布在交代形成的钠长石集

合体中，粒径较细，为 0.1~0.4 mm，少量以长柱状、

蠕虫状、毛发状，沿锂辉石晶体边缘或裂隙交代先期

形成的锂辉石，也有结晶较细(0.5 mm±)以集合体形式

存在的锂辉石，细晶锂辉石集合体中含有约 20%的石

英和长石。 

4. 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式 

震旦纪洪山组角岩化变质岩围岩具稀有金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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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高背景值，含 Li 0.0095~0.0237%、Ta2O5 0.0004~ 
0.0005%、Nb2O5 0.005~0.0068%、BeO 0.001%、Rb 
0.0135~0.0204%，并含电气石、红柱石、锆石、磷灰

石等矿物相对较多，为成矿作用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 
河源锂辉石矿床南侧的三叠纪会同花岗岩体出

露面积近 250 km2，是该地区的主要酸性岩浆侵入体，

围绕该岩体 0~4 Km 的角岩化范围内分布有近千条花

岗伟晶岩脉，目前发现的河源(即本矿)、冷井、里坑、

西港锂辉石矿床，主要分布于三叠纪会同花岗岩体北

西侧突出部位，倾伏侧外接触带 0.5~2 千米范围内的

花岗伟晶岩脉密集区内，说明三叠纪会同黑云母花岗

岩体是本地区稀有金属伟晶岩的成矿母岩，为控矿的

直接因素。 
区内各含稀有金属伟晶岩脉均赋存于北东向断

裂、裂隙中，各导(容)岩、导(容)岩矿断裂、裂隙具有

分支复合、膨大缩小、尖灭再现、侧列等现象普遍，

具明显的张扭性特征，构造线方向与岩体侵入接触界

线方向一致，推测可能为岩浆上侵过程中形成的张扭

性断裂、裂隙，之后被伟晶岩浆充填，而形成北东向

展布的伟晶岩群。因此，北东向断裂、裂隙是控制区

内含矿伟晶岩体的重要构造因素。 
矿床成因应属花岗质–伟晶岩期气化高温热液

矿床。其形成机理： 
伴随燕山早期的造山运动，区内富含稀有金属元

素的会同岩体在上侵过程中，不断侵吞沿途的富含稀

有金属元素的变质岩，使岩浆中的挥发组分和稀有金

属元素进一步增加，随着岩浆的结晶分异作用和气运

作用，富含挥发组分及稀有金属化合物流体不断聚集

到“岩浆室”顶部，形成富含挥发分熔体、射气的硅

酸盐熔融体(伟晶岩浆)，由于下部岩浆的不断上拱和

挥发组分的不断增加，压力不断升高，围岩在高压下

产生张(扭)性断裂、裂隙，伟晶岩浆以气液的形式脱

离母岩充填于震旦纪洪山组变质岩的各种封闭裂隙

空间中，在持续高温高压下缓慢结晶而成。 
在不同结晶阶段，随着成岩成矿温度递减，可以

形成不同的伟晶岩，有序的以母岩为中心形成伟晶岩

的分带现象(见表 1)：早期温度高，伟晶岩浆富钾，形

成微斜长石伟晶岩等简单伟晶岩；中期温度降低，钾

减少，钠相对增加，在富含稀有金属矿化剂的碱性溶

液作用下，形成富钠(长石)和稀有元素的复杂伟晶岩；

至晚期，由于早中期碱金属元素的析出，残留 SiO2

过饱和形成石英脉。见示意图 4a。 
伟晶岩浆在不断通过挥发组分增加而升压和以

气液的形式脱离母岩充填于围岩裂隙中而释压，形成

伟晶岩浆的间歇性脉动，从而在伟晶岩内部形成对称

分带现象(见表 2)，即：围岩裂隙早期被富钾伟晶岩浆

充填形成微斜长石伟晶岩，与围岩产生钠化、钾化、

云英岩化蚀变，具有铌、钽、铍、锡矿化；由于伟晶

岩浆的间歇性脉动，之后再次沿该裂隙充填富钠(长石)
和稀有元素的复杂伟晶岩浆，并对早期的微斜长石伟

晶岩进行交代，产生钠化、硅化等蚀变，具有锂、铌、

钽矿化，形成多世代充填结晶型锂辉石矿物和交代型

锂辉石矿物；至晚期，残留的过饱和 SiO2 沿该裂隙

充填于复杂伟晶岩脉中心，对其产生硅化蚀变，形成

块状石英伟晶岩或石英核。见示意图 4b。 
表 2显示锂矿化位于脉体中部，主要在④⑤⑥带；

铌矿化以脉体边部为主，主要在①②③带，次为④⑤

⑥带；钽矿化位于脉体边部向中部过渡部位，主要在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table of pegmatite vein outer part 
表 1. 伟晶岩脉外部分带特征表 

伟晶岩类型 带号 主要岩性 结构构造 与母岩距离
(Km) 主要矿物 副矿物及矿化特征 形成温度(℃) 

简单伟晶岩脉 I 带 微斜长石型伟晶岩 花岗伟晶结构、文象

结构，块状构造 
0~0.5 微斜长石、石英、 

云母 以电气石多为特征 650~750 

复杂伟晶岩脉 

II 带 微斜长石钠长石 
型伟晶岩 

花岗伟晶结构， 
块状构造 

0.5~1 
微斜长石、钠长石、

锂辉石、石英、 
云母 

富含 Nb、Ta、Be，局部富含 
Li、 Rb、Cs、Sn、Zr、 

Hf、U、REE，少电气石、 
550~650 

III 带 钠长石型伟晶岩 花岗伟晶结构， 
块状构造 

1~2 钠长石、锂辉石、 
石英、云母 

富含 Li、Nb、Ta、Be、Rb、 
Cs、Sn、Zr、Hf、U、 

REE，少电气石 
<550 

石英脉 IV 带 石英脉 隐(微)晶质结构， 
块状构造 

>2  以石英为主，少量萤石、云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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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hemical evolution models with rare metal granitic pegmatites 

图 4. 含稀有金属花岗伟晶岩的化学演化模式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table of pegmatite vein inner part 
表 2. 伟晶岩脉内部分带特征表 

伟晶岩类型 带名 主要岩性 亚带 主要矿物 交代蚀变作用 矿化特征 

简单伟晶岩脉 边缘带 富含云母微斜长石

花岗伟晶岩 

①糖粒状或细粒状 
钠长石带 钠长石、石英、白云母 钠化 铌、铍矿化 

②块状微斜长石带 微斜长石、石英、云母 钾化 铌弱矿化 

③石英–白云母带 石英、白云母 云英岩化 铌、钽、铍、锡矿化 

复杂伟晶岩脉 中间带 (微斜长石)钠长石花

岗伟晶岩 

④微斜长石–钠长石 
–锂辉石带 

微斜长石、钠长石、 
锂辉石、石英、云母 钠化、硅化 锂矿化、次为铌、 

钽矿化 

⑤(叶)钠长石–锂辉石带 (叶)钠长石、锂辉石、 
石英、云母 钠化、硅化 锂矿化、次为铌、 

钽矿化 

石英脉 内带 石英花岗伟晶岩 
⑥石英–锂辉石带 石英、锂辉石 硅化 锂矿化、次为铌矿化 

⑦块状石英核心带 石英  偶见萤石矿化 

 

③带，次为④⑤带；铍矿化以脉体边部为主，主要在

①③带。铌钽矿化与锂矿化呈反消长关系，铌矿化与

钽矿化略具呈反消长关系。锂矿化与铷、铯、铍矿化

略具正相关关系。 

5. 找矿标志 

根据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的成矿模式及伟晶岩

的分带性，其找矿标志主要有： 
1) 首先在富稀有金属元素的地区。由于 Li 为活

跃元素，易迁移流失，因此需通过稳定的比重大的共

伴生元素 Nb、Ta、Sn 异常套合进行含矿伟晶岩定位。 
2) 燕山早期铝过饱和–正常成份类型花岗岩体

(尤其是会同岩体)倾伏侧外接触带 0.5~2 千米范围以

内。 
3) 富钠花岗伟晶岩脉集聚区(即 II、III 带)。 
4) 花岗伟晶岩体规模大，脉体厚度大于 5 米以上，

且厚度愈大则成矿愈好；脉体内分带性愈明显愈好，

且中间带愈发育愈好。 
5) 应注意绝大部分花岗伟晶岩脉具有侧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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