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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是有的放矢
,

讲究实效
,

既获得了必要的水文地质查料
,

又节省了工作量
。

又

钻孔水文地质观测规程
,

在人们头脑当中
,

已握形成一种固有的
“

框框
” 。

这些
“

框框
”

是异常顽固的
,

不握过彻底的思想革命和技术革命是打不倒的
。

首先我侧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

打破这些 “

框框
” ,

然后才

能在总拮握墩的基础上
,

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路子来
。

当然
,

我俐靓打破
“ 框框

” ,

是否定规程 中不合理的部份
,

井不是否定一切 我侧还要保留和学习规程 中

合理部份
。

由于我们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工作翘甜
,

认藏水平也有限
,

所提周题不尽完美
,

萧同志伊,批郭指正
。

徐 大 宽 陈 实 在 周 斌 巫 金裕

试 渝某 碳 酸锰 矿 床 的 成 矿 特 点

和 富集 规 律及 其 成 因

徐 熊 飞

某碳酸锰矿床
,

袒郭价后
,

已肯定为具有一定规

模之低磷
、

低硅
、

自熔性等特点的碳酸锰矿床
。

为今

后找寻和释价同类矿床提供参考查料
,

贰就孩矿床的

成矿特点和富集规律及其成因
,

作初步探豺
。

一
、

矿区地质特征概述

矿区位于江南古陆之中南椽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

有 下奥陶杭的灰黑色条带状泥砂质板状页岩 中奥

陶抗的黑色炭质页岩
,

灰色粘土百岩夹含锰灰岩和碳

酸锰矿 上奥陶就的青灰色
、

灰黑色硅质真岩夹黑色

真岩 下志留扰的黑色真岩
、

砂页岩
。

矿区发育着一

系列的近于东西向褶歇构造
。

矿体斌存于 中奥陶杭中下部的黑色炭质百岩与灰

色粘土真岩之简
。

它是 由 一 个小层
,

多至 十 多个

小层的薄层碳酸锰矿和极薄之黑色真岩互层所粗成的

豆黄状矿体
,

局部呈透镜状
。

矿体一般为一层
,

只有

矿区中部有两层
,

局部有三层
,

但仍以下层矿为主
。

矿体厚度变化较大
,

最薄仅 。 米
,

最 厚达 米
,

一般为 。 一 米
,

且以矿区中部为最厚
。

根据矿石的不同拮 构 构 造 和 含 锰 量
,

可分 为

下列五种不同类型 肉征色
、

浅杠 色
、

灰 杠色

薄层状碳酸锰矿石 灰黑色
、

灰色致 密块 状含

锰灰岩 灰黑色
、

灰色似鲡状含锰灰岩

灰黑色砾状含锰灰岩 灰黑色致密块 状含 锰硅

质岩
。

上述五种类型
,

仅前一种具有工业价植
。

根据全区几十个工程 中矿石品位查料
,

碳酸锰矿

石一般含锰 一
,

含二氧 化硅 左右
,

含氧

化钙 左右
,

含磷 每 锰含磷
,

数和硫均很低
。

据 个样品爵算三氧化二绍加二氧化

硅加氧化钙加氧化镁的比值
,

平均值为
。

因 此
,

蔽区碳酸锰矿石质量较好
,

属低磷
、

低硅
、

井具 自熔

性等特点之碳酸锰矿石
。

二
、

成矿特点和富集规律

一 含锰岩系的岩性和层序特征

根据全区含锰岩系的对比
,

自下而上的岩性层序

为

黑色炭质真岩 以炭泥质为主
,

富含黄跌

矿精核和星点
,

井富含笔石
。

它假整合于下奥陶抗之

上
。

黑白条带状真岩 以泥质为主
,

炭质
、

钙

质次之
。

条带竟度为 一 厘米
。

富含 黄铁 矿和笔

石
、

三叶虫及少量腕足类
。

黑色百岩 以泥质为主
,

炭质次之
。

富含

黄铁矿和笔石
、

三叶虫及少量头足类
。

灰黑色似鲡状合锰灰岩 以方解石为主
,

锰方解石和菱锰矿次之
,

并含少量黄数矿
、

黄铜矿
、

方拓矿和肉辫矿
。

鲡粒是由胭粒锰方解石和方解石集

合体或石英粒为核心
,

外面 由一层黑色锰质泥质物所

包围
,

构成似腼状拮构
。

粒径 一 毫米
。

黑色真岩 岩性同第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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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肉耗
、

浅征或灰杠色磺酸锰矿与极薄

黑色直岩互层
。

前者单层厚 一 厘米 后者单层厚

一般 厘米左右
。

岩性特征见后

黑色页岩 岩性同第 层
。

灰黑色似鲡状含锰灰岩 岩性同第

层
。

产少量腕足类
。

灰色厚层粘土页岩 以粘土质为主
,

在底

部富含介形类和三叶虫
。

上述层序井非到处都依次出砚
,

有 时 有 尖 灭现

象
。

但矿区 中部从第 层开始重复出现两次
,

构

成两个明显的沉积韵律 图
。

三 组矿相的特点及其分布规律

据全区矿体同一层位 第 层 的锰矿相的

相变特点
,

可分为下列四个锰矿相

碳酸锰矿相 一般为肉杠
、

浅 杠 或 灰 杠

层层层 住状图图 元 素 含 量
一

海侵侵 沉积积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韵律律
〕〕

门 气 夕夕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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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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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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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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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砚
,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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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

仁仁仁三二二 二二三三三三三

、 、 、 、 、

一黑色夏岩 一黑 白条带状

真岩
、 、 、

一似鲡状合锰灰岩
、

一
碳酸锰矿

、

一粘土真岩
。

图 矿区中部含锰岩系
、 、

滨滨滨滨 海海 带带 寻七七
之之之 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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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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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簿鬓鬓鬓璐璐 口
区区习 画

一一

丈、、、、、

国国 团
、、

一一一一一

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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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弓袱袱袱 匕

,

币二卜刊刊刊

比比比比二琴告声声「翻目洲洲洲
‘二交会会

纂纂
牌、戈戈

孙
,,

厂二」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

馨馨馨
性性

斗
、 、、

价价黔黔
口口口口

」

匕产

—
一一一

广广广广 —爪爪爪爪牙二又叮二二二

一一
仁仁仁 、 二二二二 一一门门门门

、

含量变化及沉积韵律示意图

一两层碳酸猛矿相区 一一层碳酸猛矿相区 一
含锰灰岩相区 一砾状合锰灰岩相区 一含锰硅

质岩相区 一含锰岩系等厚修 一矿相界雄
。

图 某矿区中奥陶世矿相古地理示惫图

二 矿区古地理特点

据矿区含锰岩系等厚换图来看
,

矿区在中奥陶世

有三个明显的洼地 图
、 。

以矿区中部 的 洼地

最深
,

井在东
、

南
、

西三面均有海底隆起所围
。

税明

当时海底地形不很平整
,

其中部可能为当 时 局 限 海

盆
巾
的中心

。

海平面

毒毒

棒蒸蘸黯蘸蘸
图 一 矿区中奥陶世平行海岸旅古地

理 面雄想图

滨海带

海盆中心

匡日 巫 肚月
、

座翌〕 巨弓 匡墓 巨三三

一粘土百岩 一锰矿体 一含锰灰岩 一砾状含锰灰岩 一黑白条带状百岩 一黑色真岩 一中奥陶世古海基底

图 一
、

一 矿区中奥陶世垂直海岸柱古地理割面臆想图

指底板黑色真岩增厚 一 米范围不 大而言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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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色
,

以隐晶质菱锰矿为主
,

锰方解石为次
,

及少量的

石英
、

方解石
、

粘土矿物和黄敛矿星点
。

具致密块状

和条带状构造
。

为矿区的主要工业矿体
。

含锰灰岩相 一般为灰黑
、

灰色
,

以隐晶

质的锰方解石和方解石为主
,

菱锰矿
、

白云石和石英

为次
,

以及含少量的粘土矿物和星散状黄铁矿
。

具致

密块状构造
。

一般无工业价植
。

砾状含锰灰岩相 为灰黑 色
,

具 砾 状 粘

构
。

砾石大小不等
,

砾径一般为 一 厘 米
,

具 次

圆状
。

砾石成分均为含锰灰岩或石灰岩
,

界技明显
。

就其特征
,

系由海浪侵触作用所形成的原 地 同 生 砾

岩
。

无工业价值
。

含锰硅质岩相 为灰黑色
,

以隐晶质石髓

为主
,

石英为次
,

及少量方解石和锰方解石
。

为致密

块状
,

微显条带状构造
。

无工业价值
。

上述四种矿相
,

在矿区具有分带现象
。

由北而南

依次为 砾状含锰灰岩相或含锰硅质岩相 含锰灰岩

相 , 碳酸锰矿相 , 含锰灰岩相 图
。

桔合 古地 理

来看
,

碳酸锰矿相集中于局限海盆的中心 含锰灰岩

相 环布于碳酸锰矿相的四周 砾状含锰灰岩相和合

锰硅质岩相分布于古陆边椽的滨海地带 图
。

四 矿体中锰与二氧化硅
、

氧化钙的合量变化

特点
。

从矿体合锰等植袋图 图 来看
,

锰的含量在

局限海盆中心为最高
,

并向四周逐渐降低
。

因此它与

含锰岩系等厚技基本上相吻合
。

就锰与二氧化硅
、

氧

化钙的含量变化来看
,

它佣是互为消长
。

因此二氧化

硅和氧化钙在局限海盆中心含量低
,

而向滨海带有逐

渐增高的趋势 图
。

陆源区

图 矿体主要元案含最变化曲格图

‘‘

产产产

丁二二二头
、、 、、、

吸吸吸只
。

交交
火火

九九九子子子子飞飞飞飞
”

卜卜飞飞
洲洲洲‘斤斤 巍巍巍它它它它奋奋奋奋

尸尸尸尸产一 子一一一一

皿皿盗荔荔
洲尸一 入入

恻恻国国鑫鬓荔桑桑 浦浦浦浦
’’’

飞
’

戈戈黔黔
介介介乡乡乡

五 含锰岩系的厚度和岩相的变化特点

含氰岩系的厚度以局限海盆的中心为最厚
,

而向

海盆的边绿或海底隆起 或称水下岛屿 及滨海地带

逐渐变薄
。

其岩相的变化与厚度的变化 有 一 定的 关

系
。

当含锰岩系厚度大时
,

在黑色百岩中含炭和硫均

高
,

井以泥质为主
,

而含砂质
、

硅质很低 在粘土真

岩中含砂质也很少 矿体为碳酸锰矿相
。

但含锰岩系

厚度薄时
,

则黑色夏岩和粘土直岩中的砂质和硅质的

含量增多
,

矿体为含锰灰岩相
。

特别在海底隆起和滨

海地带
,

在矿体中的黑色真岩夹层常相变为黑色硅质

真岩
。

粽合上述儿点成矿特点来看
,

敲区锰矿床的富集

规律是

锰的富集与合锰岩系的厚度一般成正比关

系 图
、 。

锰的富集与黑色真岩具有密 切 的 依 存关

系
。

不仅常与矿体下部的黑色页岩的厚度成正比 图
,

而且也与矿体中成互层的黑色页岩成正比
。

锰的富集受当时的古海底地形控制
。

所以

它常富集于局限海盆的中心
。

锰的富集与当时地壳振摄运动具有一定联

号孔

形 号孔
竺

丰、

图 某矿区矿体含锰等值枉图

曰 昌 口
·

曰
圈 目 目 了 自

一砂真岩 一黑色页岩 一粘土真岩 一锰矿

体 一合锰灰岩 一板状真岩 一硅质真岩

一黑白条带状真岩

图 号却探桂剧面示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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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图
。

它常富集于振遏运动比较频繁的 时 候
,

且在下降运动比救占优势的地段
。

如矿区中部有两个

沉积韵律
,

而矿体中黑色真岩的夹层也多
,

则其矿体

厚且富 其他地段只有一个沉积韵律
,

矿体中黑色页

岩夹层也少
,

其矿体薄且食
,

即使矿体厚
,

但具质

量仍较差
。

珊料梁兰

手下降 丰上升 一 分层晃图
。

匆 中奥陶世矿区地壳升降运动曲柱示惫图

三
、

关于矿床的成矿规律和成因的探讨

一 矿床的成矿规律和成因

从含锰岩系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以及碳酸锰矿

出现的位置来看
,

敲区早奥陶世未曾有过短期的风化

侵蚀作用
,

为后来海水中提供了一定的锰质来源
。

锰

矿是生于中奥陶 世海浸初期的侵触面之上
。

从含锰岩系的岩性序列变化规律来看
,

它代表着

一个比较完整的由海浸至海退的一个沉积旋延 矿体

上下主要为悬浮沉积
,

矿休本身为悬浮沉积和化学沉

积交替
,

靓明碳酸锰矿是在悬浮沉积和化学沉积交替

时生成的 矿体下部主要为泥炭质页岩
,

水平层理发

育
,

分选性高
,

靓明是在触积平衡状态下形成的
,

沉
‘

积速度比较援慢
,

但矿体上部为厚层的粘土真岩
,

不

具层理
,

戏明沉积速度比较快
,

而矿体的形成是在沉

积速度由慢至快的翰折点上 矿体下部和矿体 中均有

黑色炭质百岩
,

税明矿体是在富含有机质的条件下形

成的
。

从含锰岩系中的生物相和含硫量的变化来看
,

矿

体下部为笔石相
,

矿体上部为介壳相
,

而矿体本身则

为笔石介壳混合相 硫的含量 白下而上 是 由 高 而低

图
。

靓明当时介质是 由还原性趋向 氧化 性的
,

而矿体 出现在过渡带上三 也靓明成矿肘的介质是由

微酸性向微碱性过渡的
,

矿体是出现在过渡的临界面

上 也靓明矿体是在古气候比较潮湿温暖的条件下生

成的
。

从矿体的上下各有一层似鲡状枯构的合锰灰岩和

矿体中有砾状拮构来看
,

这是代表水下侵触作用的现

象
。

靓明在生成矿体时及其前后均伴随着水动力条件

的变革
。

以上所述含锰岩系自下而上的变化规律
,

是靓明

形成含猛岩系过程中的各项物理化学条件变化规律的

桔果
。

从矿区古地理位置和特点以及矿相分 布 规 律 来

看
,

锰矿是生于中奥陶世古陆边椽浅海的局限海盆中
,

拜在海盆周围有海底隆起
,

靓明这些隆起对锰质起着

一定的阻挡作用
,

从而促使锰矿生于局 限 海 盆 的中
产已

、。

因此
,

莎区锰矿床是在早奥陶世末
,

袒过短暂风

化侵触作用
,

后为中奥陶世初期的海浸所淹没
,

从而

停积了由陆源区搬运而来的陆源风化物质
。

由于当时

温湿气候的影响
,

使沉积 中富含大量的有机质
。

陆源

物质在有机质的影响下
,

进行着海解作用
。

权据海水

中氧化还原界面上下的地球化学性质的不同
,

界面以

下由于水介质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和
,

将陆源物

质中的锰 质析出而生成 三 而界面以上 由于水介质

中含有大量的
,

又使析出的 很快 棘变成为
、 。

当海水中的 〔 。

达到过

鲍和时
,

就沉淀生成碳酸锰矿
。

由于振 嫩运 动 的 影

响
,

使氧化还原的界面不断发生改变
,

从而形成碳酸

锰矿和黑色真岩成互层 出砚
。

因此
,

融类锰矿床属浅

海相黑色真岩
、

碳酸盐岩
、

枯土页岩沉积建造型的碳

酸锰矿床
。

二 有关成因的儿个简题的甜输

根据蔽区锰矿床的成矿规律特点
,

对于有关锰矿

成因的几个固题
,

与已往某些学者所砚的有所不同
。

关于融区原生氧化锰矿是否存在的阴履

据别捷赫金研究沉积锰矿的沉积规律是
,

垂道海

岸钱依次沉积氧化锰矿 碳酸锰矿
。

可是根据蔽区的

古地理特点和矿相分布规律
,

并未发砚这种沉积规律

性
,

接近海岸找的井不是氧化锰矿
,

而是砾状含锰灰

岩相或含锰硅质岩相
。

锰仍以低价的碳酸 盐 形 式 存

在
,

而不是以高价的氧化物形式出现
。

根据对古气候

的研究查料来看
,

认为时代愈老
,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愈多
。

因此
,

在接近海岸地区没有形成氧化锰矿

的原因
,

可能由于当时大气 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大于氧

之故 其次可能在成岩过程 中
,

由于有机质的影响
,

使原来的四价锰还原为二价锰
。

关于锰质在地表水中搬运的方式阴题

关于这个周题
,

过去一般认为是以胶体溶液形式

搬运的
。

但据 童豪富一九三二年的材料
,

锰在地

表水中的搬运距离一般不大于 叹
,

最多亦不超过

叹乡 卡洛一九五八年研究认为
,

铁在地表水中

的主要搬运形式系以悬浮碎屑及粘土吸附为主 以及

格拉哥列娃一九五九年 对现代河水分析查料
,

铁
、

锰在地表水中搬运形式主要也都是悬浮态的
,

而

非溶液的
。

今就鼓区猛矿床的成矿特点和富集规律
,

锰矿与黑色页岩紧密共生
,

拜与下部黑色页岩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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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比
,

以及在矿体中常成互层出现
,

互层层次多
,

矿石质量好
,

互层层次少
,

矿石质量差等事实看来
,

这可能与锰的搬运形式是以悬浮或吸附形式有一定联

系
。

从而使陆源风化物在水盆介质物理化学的变化过

程 中得到充分的海解作用沉淀而形成矿体
。

关于猛质的来源简题

核区锰矿的锰质
,

可能大部分来 自于矿区北部江

南古陆上之震旦系中的含锰岩石
,

以悬浮碎屑和粘土

吸附形式被地表水搬运入海 在海水介质物理化学条

件变革的影响下
,

得到充分的海解和沉淀而形成
。

四关于今后找矿评价工作的几点惫见
、

通过对蔽区碳酸锰矿床的成矿特点和富集规律研

究的桔果
,

我们认为在今后对于鼓类锰矿床的找矿静

价工作中
,

应注意下列几个因素
,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
。

一 含锰岩系的厚度
。

凡是厚度大的地段
,

常

为富矿
,

而厚度小的地段
,

常为贫矿
。

二 含锰岩系的岩相变化
。

凡是黑色页岩中的

炭泥质成分和黄敛矿的含量多
,

粘土直岩 中 的 砂质

少
,

常是富矿分布的地段 凡是黑色页岩相变为硅质

夏岩时
,

具常为食矿
。

三 矿体下部黑色直岩的厚度变化
。

一般黑色

页岩厚的地段
,

常是富矿分布的地段
。

四 含锰岩系中的沉积韵律
。

凡是多韵律的地

段
,

常为富矿
,

而单韵律 常为食矿
。

五 矿体中矿层和黑色真岩的互层层数
。

凡是

层数越多
,

矿体富且厚
。

六 矿体的形态
。

凡是矿体呈断植的透镜体
,

一般为食矿
,

并且常是靠近古陆边徐的滨海地带
。

七 矿相类型的特征
。

凡是肉杠色
、

浅杠色薄

层块状的矿石
,

常为富矿
,

颜色越杠
、

越富 凡是灰

黑色或灰色的矿石
,

常为贫矿
。

凡是具有砾状或似鲡

状拮构的矿石
,

常为贫矿或含锰灰岩
,

拜且常分布于

滨海带或水下岛屿的地段 凡是桔构致密而韧
、

质钝

的含锰灰岩
,

常分布于较碳酸锰矿相为深的地段
。

以上所述有关找矿部价工作时应注 意 的 几个 因

素
,

必须相互教扯
,

粽合分析研究矿区的古地理
,

特

别是对于出露地表露头的沉积部位 即古地理位置

的分析
。

因为沉积矿床常因后期构造变动和风化剥触

程度不同的影响
,

使出露于地表的露头
,

常是不同的

沉积部位
。

因此地表好的
,

其深部不一定也好 地表
不好

,

其深部也不一定不好
。

必须通过祥栩地研究古

地理特点
,

分析露头相当的沉积部位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根据鼓区的特点
,

富矿常分布于局 限 海 盆 的中

心
,

因此必须研究局限海盆的位置
、

范围
,

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

本文查料除笔者亲 自观察收集外
,

大部份系我分

队集体劳动的成果
,

只是笔者将其粽合分析后
,

提出

一点看法而已
。

维于查料尚嫌不足
,

笔者水平所限
,

错漏在所难免
,

敬希鸽者批静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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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路土矿床之地质特征及成因探对

张 庆 麟

绍土矿床的成因存在爵多不同的假魏
,

作者通过

对冀南绍土矿床的野外地质研究
,

倾向于后生作用成

矿的晃解
,

今将鼓区矿床之基本地质特征
,

概略介貂

如下

冀南铝土矿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山西台背斜与

河淮台向料的过渡带
。

区内主要分布有下古生界的塞

武系
、

奥附系
,

上古生界的石炭系
、

二迭系
、

及新生

界的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
。

所有这些地层均可与华北

各地之地层相互对比
。

本区之铝土矿也像华北其他著

名始土矿区一样
,

产于中奥陶系局家沟灰岩之侵触面

上
,

属中石炭系之本溪就
,

即所稍之 层绍土矿
。

现以某矿区之地层为代表
,

由下而上筒要描述如

下

一 中奥陶系揭家沟灰岩 多黝蓝色之致密块

状隐晶质灰岩
。

时或含有白色或黄色花杖
。

氧化钙含

量通常达到 以上
。

顶部别常有一层整黄色泥质灰

岩
。

又在其古风化面上常兑有黄褐色之铁质粘土
,

为

献质并具可塑性
,

呈不规剧分布
,

通常停积在小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