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林林排林林林排挑林髯排林林林林挑排髯林林林髯解排林林挑挑林林挑髯挑林林挑林
林 髯

羹 广西锰矿‘。地质特征和找矿方 向 羹
林 排
髯林排林林髯髯挑挑林林林林排 冶金地质 队 林挑挑莽林林林排排髯琳林挑林

广西锰矿分布广泛
,

储量丰富
。

解放以

来
,

许多单位进行过大量普查勘探工作
,

取

得了较大成绩
,

积累了不少资料
。

在这个基

础上
,

结合我们的一些粗浅认识
,

现对广西

锰矿的成矿地质特征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

并

对矿床成因及找矿方向进行初步讨论
。

一
、

锰矿层位及含矿岩系

一 与锰矿有关的地层

本区 自上元古界至新生界地层 均 有 出

露
,

其中与沉积锰矿及其氧化次生矿床有关

的地层
,

全由沉积岩组成
。

现列与锰矿层有

关的地层如表
。

表 说明
,

本区前泥盆系为一套巨厚沉

积的复理式韵律明显的海相砂页岩建造
。

在

泥 盆 纪 至三迭纪有一个较大的海侵沉积旋

回
。

其中
,

中
、

下泥盆统为滨海相碎屑岩 ,

上泥盆统一 石炭统为浅海一滨海 相碳 酸盐

夹硅质
、

碳质
、

泥砂质沉积 属 于 海 进时

期
。

中
、

上石炭统浅海相碳酸盐沉积显著
,

为海进全盛时期
。

从下二迭统开始
,

碳酸盐

岩中夹有硅质
、

碳质岩 下三迭统至中三迭

统
,

在碳酸盐岩中泥砂质夹层增多
,

至三迭世

晚期转为泻湖相沉积 属于海退时期
。

侏罗

纪至第三纪为一套泻湖相陆相碎屑岩建造
。

二 性矿赋存层位

主要是榴江组
,

占本区总储量

的大部分 , 其次是岩关
、

大塘阶
,

如

包括预测储量应 占第二位 第三 是 孤 峰 组
、幼 , 第 四 是中

、

上三迭统平 而 关 群
, 第五是下侏罗统西湾群

。

此

外
,

在陡山陀组 。 也见有锰 矿点分布
。

榴江组
、

岩关一大塘阶
、

孤峰组是广西

主要含锰层位
。

三 含矿岩系的甚本特征

本区的沉积锰矿与一定的沉积岩相有着

密切的关系
。

锰矿层在地层剖面中有其特定

的位置 以及特有的含矿建造和含矿岩系
。

兹

以区内几个主要成矿时代的重要矿区为例
,

摘要列述如下

上泥盆统抽江组含矿岩系创面 以桂西 南 某

矿区为例

下石炭统岩关阶
。

一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一 、

上泥盆统榴江组 —含矿岩系

含硅质及泥质硅 质 灰岩
· · · · · · · ·

⋯ ⋯ 米

钙质泥岩夹硅质灰岩
、

泥质灰岩
、

碳质泥

岩及碳质硅 质 灰岩
,

含 锰 质
· · · · · · · · ·

⋯ ⋯ 、 米

硅质灰岩夹钙质泥岩
,

夹锰质岩层
,

局部

次生富集可成氧化锰矿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锰矿层

薄层条带状碳酸锰矿层
,

顶部含黄铁 矿
”

‘

”
‘

”“ ”
‘

”
’ ‘

”
‘ · ‘ · ·

⋯。 “ 米

万 含锰硅质泥岩或泥质 灰 岩
· ·

⋯ 。 、 。米

碳酸锰矿层 矿石构造上部 为鲡状
、

扁 任

状
,

中部为块状
,

下部为豆状
、

鲡状
、

条带状
’

“ ”
’ ‘ ’

“
’ ‘ ’

“
’

“
‘ ’

“
’

⋯ 、 米

硅质灰岩夹泥质灰岩
、

钙质泥岩及页岩
,

含

少量 锰 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碳酸锰矿层 呈条带状
、

鲡状等构造
’ ‘ ’ ‘

“ ”“
‘ ’

“ ”
·

⋯“ 。

‘ 米

上部泥质灰岩
、

钙 质 页 岩夹二层含锰泥

岩
、

页岩 下部硅质岩
、

硅质泥岩
、

页岩
” ”

’

“
‘

“
’

“
’ ‘

”
· · ·

⋯ ⋯ 、 米

一整 合一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灰岩
。

下石炭统大墉阶含矿岩系剖面 以桂北 某

坛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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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系系系 统 群 阶 组 主 要 岩 性 简 述述 厚 度度 接 触 关 系系 地壳运动动 主要分布布
米 地 区区

侏侏罗系系上
、

下下下 砾岩
、

砾状砂岩
、

砂岩
、

泥岩及少量量 一 一一 不整合 、 印支支 桂东南
、、

统统统统统 砂质页岩
·

部分地区来有凝灰岩
,

上
、、、

一平行不整合合 东吴吴 桂东等等
下下下下下部常有煤层

,

局邵有锰矿层层层 一 平行不整合
一一

司司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不整合 一

、、

云南少

⋯⋯⋯⋯⋯⋯⋯

一一
, 目

口 , ,,

上统统统 粉砂岩
、

细砂岩夹页岩
、

泥岩
,

局部部 一 平行不整合合

⋯
海西西 桂西

、

桂桂
有有有有有泥灰岩岩岩 一整 合 或 一一 淮南 一 南

、

桂中中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行不整合合 幕 等等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统统统 泥岩

、

页岩
、

细砂岩夹泥灰岩
、

凝灰岩 一 一或 整 合
““ 柳江

一一汤公小小小小 中下部含碳酸锰矿层层层 一平行不整合合 加 里 东东东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整 合

下下下统统统 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泥岩
、

页 岩 为为 一 一
一

不整合一
、、、、

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 局部来瞬灰岌
一 平行不整合一一一一

上上上统统 合 山 组组 灰岩
、

白云岩夹泥岩 下部含铝土矿矿 一 上
、

中
、

下统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及及及及及煤系系系 间为平 行 不 整整整 桂东北

、、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下统与下板板板 桂中
、

桂桂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统统 茅 口 阶阶 翼毒霏赢馨

地区为硅质岩
、、

一 溪群为平行不整整整 东南
、

桂桂
达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

靡蔓毒寻聋白去若二百丙下部否否否否否否否否 合或整合合合 西南等等

栖栖栖栖 玻 阶阶阶 一

石石炭系系 上统统统 灰岩或夹有白云岩岩 一
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中

、

桂桂
中中中统统统 上部为黄龙灰岩夹白云岩 下部为大大 一 北

、

桂南南
埔埔埔埔埔白云岩岩岩岩岩 等等

下下下统统 大 塘 阶阶 灰岩夹硅质岩 上部有煤层
、

碳酸锰锰
,

一

矿矿矿矿矿及菱铁矿结核核核核核核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关 阶阶 灰岩
、

烂石灰岩来硅 质 岩 局 部部 匀一

泥泥盆系系系系 靖西 有基性喷发岩岩岩岩岩岩

上上上统统统 灰岩
,

部分为扁豆灰粗 硅质页岩尽尽 一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砂页 岩
,

为 王 笑 曾 锰 层 位位位位位 桂中
、

桂桂
中中中统统统 榴江组 东北

、

桂桂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北
、

桂桂
东东东东东东东 岗 岭 阶阶 灰岩

、

泥灰岩
、

泥岩
、

碳质页岩及少且且 一 南
、

桂东东
下下下统统 郁 江 阶阶 白云岩 南零星分分

泥泥泥泥泥岩
、

页岩或灰岩
、

泥灰岩夹砂岩 布布
含含含含含赤铁矿层 栓北

那那那那 高 岭 组组 砂页岩或泥岩
、

砂岩 局部 夹 泥 灰灰 一

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莲 花 山 组组 岩
,

含磷或菱铁矿层层层层层 桂东南南
志志留系系系系 砂岩

、

砾岩及少鱼页岩岩岩岩岩岩

细细细细细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页岩
,

局部部 一

夹夹夹夹夹灰岩 或砰 岩
·

上 邵 有 菱 铁 矿矿矿矿矿 桂东南南
钦州地区 〕〕〕〕〕〕

奥奥陶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长石石英砂岩
、

细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 一

局局局局局部夹灰岩
、

硅质页岩 中部见有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
锰锰锰锰锰菱铁矿 桂东南 桂东

、

桂桂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及桂南南寒寒武系系水口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长石石英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 局部部 一

边边边边溪组与清溪组组夹硅质岩
、

细砂岩或灰岩 局部含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
铁铁铁铁铁矿层或磁铁矿层层层层层 桂北北

屁屁且系系 上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硅质岩夹页岩及白云岩
、

碳质页岩及及 一

中中中统统统 少盘白云岩
,

局部含 磷 及 锰 矿 层层层层层层
下下下统统统 陡山佗组

冰冰冰冰冰水一 滨海沉积含砾砂 岩
、

泥 岩
、、、、、、

千千千千千枚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钙质砂岩
、、、、、、

千千千千千枚岩含赤铁矿层 富禄组

冰冰冰冰冰水一滨海沉积含砾长石石英砂岩
、、、、、、

千千千千千枚岩等等等等等等

中石炭统大埔组白云质灰岩

一整 合一

下石炭统大塘阶 含矿岩系

含造石结核厚 层灰 岩
· · · · · · · · ·

⋯ ⋯ 、 米

含锰灰岩夹缝石透镜状碳酸锰 ⋯ ⋯ 、 米

薄层灰岩夹硅质扁豆体
· · · · · · · · · · · · , · ·

⋯ 米

含锰灰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锰矿层 中厚层含锰灰岩夹碳酸锰矿层

四层
,

单层厚度为 、 米
”

’ ‘

”
‘ ’ ‘ ’ ‘ ·

“ 土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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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灰岩与迷石灰岩互层 常可过 渡 为 碳

质 页 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砂质页岩夹硅质页岩
· · · · · · · · · · · · · · ·

⋯ ⋯ 米

深灰
、

灰黑色 灰 岩
· · · · · · · · · · · · · · · · · · ·

一 米

一整 合一

下石炭统岩关阶 砂质页岩及硅质页岩

下二迭统孤峰组含矿系创面

矿为例

上二迭统龙潭阶 上部为页岩
,

以桂东北某锰

中部页岩夹长

石砂岩并有煤线
,

下部页岩
· · · · · · , · · · · · · · ·

⋯ ⋯ 米

—不整合 —下二迭统孤峰组 —含矿系岩
· · · · · · · · ·

⋯ ⋯ 米
。

硅质页岩
,

底部常有碳质页岩
。

。

页岩夹灰岩透镜体
。

。

页岩
、

粉砂岩夹含锰灰岩
、

含锰页岩
。

一整 合一

下二迭统楼霞阶 灰岩夹隧石结核及 条带
,

底

部有一层豆状铁质砂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沪沪

提提提
未一

毕生洲聋
、、

·

、 ‘‘

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窦
、、、、、

鬓聋聋聋聋聋聋聋聋聋乞乞、镇鑫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荔 聋决书薪成成一 尸尸尸尸卜卜卜卜卜卜气 人
一

, 一 下 一 南
叶 、

⋯⋯⋯⋯
孟孟孟

,,, 上 , 习 一二
一 勺一上 」」 , , 几 母 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绎,

场林尝尝‘‘‘ 日 二
‘ 一‘ , 确 了 ‘气 ,

丫 一甲一‘ , , 褪褪褪褪
二 ‘ 人 二二 一

一

卜 一‘二 一 刁刁曰 宁
,,

冲 了 卜卜
又生之华 幸上绿绿 升 才工 知

一

翔翔工 井牢车车车

戴戴
碑碑 、 日日

二
, 二 ’

‘一丫一‘州尸 卜 十 ‘ 月 月月一

下万辛干井 扛扛扛扛二二
「

二
,

二
门门门门门

沐沐车 拿上牛生半冲冲牛二二犷厂丰, 或 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葺东苏饱 班班班班

⋯⋯⋯
弓弓弓弓弓

夕夕 卜了竺 , 一 甲 一了 ,, , ‘

二 竺竺竺竺 二 月口 ,

—一一百 卫 丫 , 产自 ,,,

拭拭细娜峥湘象类宝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

一
, ‘

门门门门

⋯幸幸工斗 元丫 ””

仗

从上述剖面可

以看出
,

本区各主

要成矿时代锰矿的

含矿岩系有很多一

致的地方 锰矿一

般沉积富集在海进

岩序的中
、

下部 ,

含矿岩系常独 白代

表一个低次序的沉

积旋回 , 位于碎屑

沉积岩与化学沉积

岩相的过渡带
,

与

硅质灰岩及硅质岩

建造相伴生 , 含矿

岩系中常有碳质页

岩
、

碳质泥岩
,

而且

常作为锰矿层或含

锰岩层 的顶底板
。

盯《大中小型研郎

口

二
、

锰矿生成

条件

一 古地理环境

加里东运动以

后
,

广西进入了一

个重要的 造 海 时

期
,

形成了广阔的广

西海盆
,

相应地在

泥盆纪到三迭纪出

现
一

’一次较大的海

仪拍乙积旋回 丧
。

在晚泥盆 世
,

旱石

炭世及早二迭 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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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早石艇翩胡断介肺圈‘即

斗产 丫一

一 、
‘

、

训乍

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于公一舟‘毛毛一一 、、 、、

携携
攀叁了了戴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
·

尹
,,,,,,

一 二达 , 卜今一一 刁一丫

玉玉乙址喇 艺艺
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
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丙丙丙丙丙丙丙子几 一丫二

干
二二二

,,,,,,,

一 ,,尸 气砚一 「 月月月

一一一一一一

二
、、

奏奏奏奏奏奏攀刽一一
立立立立立二二找习 钾, 一耳

,

工 ‘一匕 ,

南南南南
」 一

二

沪沪 , ,,,,,,,,,,,,,,,,,,,,,,

、、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

、、、、、、、、、、、、、、、、、、、、、、、

孤孤
‘

一护钾薪勺利利

⋯⋯洲牛二二

只一二一竺二巴 」阳

平 面 圈 圈 例 音 面 圈 圈 佃 」

迭世晚期主要分布

在钦州陆棚
、

柳州

陆棚
、

平乐海峡和

全州海峡
。

在晚期泥盆世

和早石炭世
,

广西

海盆的浅 海 区 宽
广

,

稳定的陆缘潜
丘与陆棚区的含锰

建造为硅质灰岩或
硅质岩

,

多形成沉

积碳酸锰矿床
。

在

早二迭世晚期
,

海

盆浅海区变窄
,

主

要分布在陆棚与海
峡区的含锰建造则
以硅质岩为主

,

未

发现有较大的原生

矿床
,

但可以为形

成次生锰矿创造有

利条件
。

本区的上古生

界主要锰矿层位
,

似有自南西向北东

升高的趋向
。

二 与构造

体系的关系

本区发育着东

西向复杂构造带
、

华夏系一新华夏系

和广西山字型等构

造体系
。

它们的发

生和发展
,

在时间

‘山心赣抓那醚姑墨恩恩夔曰、姗卿椰。羹
‘“翻加

夔
塞瑟”都银 ‘

一

。
鬓剩

霆垦
犷融抓训戊

一 “一

切 昏攀
黔洲

’

吧肋础含
螂

,
‘ 一

“
一“司

遥复
任‘习“娜 妾习

,盯 大中小里 ,

石翎曰日乙臼‘自‘法‘‘汤‘卜臼 亩肠曰砚口 巨习‘曰肠亩‘奋‘ ‘‘ ‘‘ 舀 ‘‘‘二二 “二盆

期
,

本区的北部为江南古陆
,

东南部为云开

山地
,

西南部为越北古陆
,

因而广西海盆处

于半封闭状态
。

从图 可 以看出
,

这儿个

时期的锰矿主要沉积富集在广西海盆的陆椽

浅海潜丘
、

陆枷上
,

其次是浅海海脊和海峡

区
。

晚泥盆世主要分布在泅城岭潜丘
、

柳州

潜丘
、

大明山潜丘和玉林陆棚 , 早石炭世锰

矿主要分布在丹池潜丘和大明山海脊 , 早二

和空间上控制了沉积建造以及与其相伴生的

外生矿产的分布
。

控制锰矿分布的各时代的

陆椽浅海潜丘
、

陆棚
、

海脊
、

海峡的展布
,

常受成生过程中的东西复杂构造带及呈多字

型展布的华夏系所控制
。

例如 晚泥盆世的洒城岭潜丘
、

大明山

潜丘及早石炭世的大明山海脊
,

大致沿东西

方向断续分布
,

属于东西构造带中的初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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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产

沙公

部隆起地带 , 早石

获遥苗再冠落豆赤
大致作东西方向分

布
,

但在其西段
,

逐

渐转向北西
,

呈一

狭长的弧形带状
,

反映着东西复杂构

造带与广西山字型

西翼复合形迹
。

晚泥盆世的柳

州潜丘
、

玉林陆棚

及早二迭世晚期的

钦州陆棚
、

柳州陆

棚
,

呈北东或北北

东向的多 字 型 展

布
,

与华夏系有着

密切的潜在联系
。

其中柳州潜丘及陆

栩南段呈 北 北 东

向
,

北段有向北东

偏转的趋势
,

看来

与广西山字型或南

北向构造的复合有

关
。

早二迭世的平

乐海峡
,

大致作东

西向分布
,

和东西

向复杂构造带与弧

顶朝西的桂林弧型

南翼的复合部位相

吻合
。

总之
,

本区东

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拳
窦墓 爹
幸幸幸幸亡 二事件户户

月月拜生干干干
吐 ,,

份份份份一于一‘ , 二 二二

吧吧石一一【一一‘ , 乙乙
一一甲 , ,,

,,

井匕牛牛军丘不卫二 丫牛井工牛牛口二牛三七烤 州州名名 」 ‘ 卫

二二
二二少少呀‘二 尸 一尸

一

一
丫

一一井二 仁 共二亡丰二万万

赶 一干 产 之之宁
‘

甲 一 州尸一一 下下

一一
一 二一于 月 山干二 一

卜丢五五尸厂 勺 军贯二育育
七七 甘二二 ‘ ,

一 十一‘丫习

一
二‘ ,, 砰 升 习

一 一 补补

子子 干 , , 一“ 一忙一州卜占 介一 斗 一丫 二 , ,,

亡霉

一
产气咨二 书二二

囊囊纯蟾鑫鑫鑫
七丁 二丰 二书 阅二 书书

一一一一、闷 芬干 二二

宁宁宁 节 一 , , 丫一一 不〔斗 一 一‘勺召召, 二 宁 创
“ 、二

三三三三井三 , 二二友二袄下斗 一 厂厂

蒙蒙黔 鲤鲤鲤 至至男男男擎茸续几几几
一

一
,

一一
性‘ 一 一一 、

一卞 甲 翻

瑞瑞二亡 气斌二工二二

年辛车获 卜奋母母

不二二

, 沙 一一
,

月月月月 碑 尸尸
一 夕夕

西复杂构造带隆起带的外侧及华夏 系 沉 降

带
,

是沉积锰矿的重要场所
,

锰矿床分布受

成生过程中的东西复杂构造带局部隆起和呈

多字型展布的北东向华夏系潜丘
、

陆棚等控

制
。

三 表生成矿作用

沉积碳酸锰矿床和含锰岩系经过长期的

风化作用
,

这是形成残积 锰帽
、

淋积和

堆积矿床的根本条件
。

在表生成矿作用过程

中
,

构造
、

地貌和气候条件影响很大
。

向斜

或开阔背斜两翼
、

构造断裂发育的地 区
,

有
利于保存矿体或形成残积

、

淋积矿床 , 剥蚀

中低山丘陵地区的平缓山包和山坡
,

有利形

成堆积
、

淋积矿床 , 覆盖层薄
、

含矿层倾向

和 山坡一致的
,

有利形成深度较大的锰帽矿

床 桂东南
、

桂南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也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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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久

生锰矿的主要分布区
,

区内年降雨量最大的

华荣山一带 , 在海拔 米的中高山也形成了

深度较大的淋积矿床 , 地处亚热带
,

湿热气

候是使风化矿床 占全区锰矿储量近一半的重

要原因
。

三
、

本区主要矿床类型及伴生有

益组分

一 锰矿的矿床类型

按成因可分浅海沉积型矿床及与沉积矿

床或含锰岩系有关的风化矿床 , 按工业类型

可分浅海沉积锰矿床
、

锰帽硬锰矿一软锰矿

矿床
、

锰帽偏锰酸矿矿床
、

淋积氧化锰矿床

及堆积氧化锰矿床五类
。

各类矿床的主要地

质特征见表
。

二 矿石中钻
、

镶伴生组分的分布特

点及其综合利用价值

各类矿床中普遍含钻
、

镍等元素
。

据初

步研究
,

钻
、

镍与浅海相硅质胶体溶液的沉

积有密切关系
,

在钙质沉积区则显著降低
。

钻
、

镍的富集可能是和锰的胶体溶液的吸附

有关
,

因此
,

产出于氧化锰中 从 时 代 上

衰
一寻

’

床
’

募童一 一
’ ’

一 万 一一 , 一一产一一片一一一下 , 一一一

成因类型 工业类型
含矿层及成矿作用 产 状 及 形 态 主要矿物 品位 拓 矿石结构构造 规模及评价

沉 积

碳 酸 锰

矿 床

榴江组
,

岩关
、

大塘阶浅海潜丘沉

积
。

多富集在海进

旋回的中下部
,

碎

屑沉积与化学沉积

的过渡带

产于硅质灰岩
、

泥质灰岩及夹隧

石条带的薄层灰

岩中 呈层状及

透镜状

菱 铁 矿

钙羡锰矿

锰方解石

一

一

一

微层状
、

条带

状
、

致密块状
、

显微粒状等
一

大型
、

中型

占全区总储

量 以上
,

主要为冶金

锰

浅海沉积矿床

锰 帽

软 锰 矿

硬 锰 矿

矿 床

沉积碳酸锰矿床经

第四纪氧化残积富

集

产于碳酸锰矿体

之地表或浅部的

氧化带 呈层状
、

透镜状

硬 锰 矿

软 锰 矿

一

一

一

一口

网格状
、

块状
、

胶扒
、

薄片状

等

中
、

小型
,

占总储量

左右 大都为

优质富锰

可作化工
、

电池用锰

锰 帽

偏锰酸矿

矿 床

“

松软锰
”

偏锰酸矿 一

一

同 上 同 上 一 遵

一

松软块状
、

疏

松土状
,

夹少

量软锰矿块及

矿粉

大
、

中型

占尝
、

储量

左右 为冶

金锰

淋 积

氧 化 锰

矿 床

碳酸锰矿床及含锰

岩系经次生淋滤富

集

皇脉状
、

团块状
、

零星块状
,

产于

原岩风化层及第

四系松散层中
,

矿体形态不规则

硬 锰 矿

软 锰 矿

褐 铁 矿

一

一

一

一

致密块状
、

胶

状
、

片状
、

不规

则块状
、

粉砂

状
、

结核状等

中
、

小型
,

主 要 为 化

工
、

电池锰

床

堆 积

氧 化 锰
一
侧 王长

各时代含锰层经风

化残余堆积 锰帽

及淋积习斗夫经破碎

堆积

产于第四系松散

层中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续状
,

形态不规则
,

矿

石块度大小不一

硬 锰 矿

软 锰 矿 一

铁 矿 宜 一

一

致密块状
、

不

规则块状
、

胶

状
、

碎屑状
、

结核状等

大
、

中
、

小
型

,

与尝储
量 左 右

一用为冶金
锰 少址铁
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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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含锰层位越新的硅质岩建造中 含 量 较

高
,

在其次生氧化锰中富集
,

特别富集于钾

硬锰矿矿石中
。

据 目前初步查明
,

钻
、

镍主

要赋存在孤峰组和西湾群次生锰矿中
,

预测

规模较大
,

经探索性试验
,

可为工业利用
。

四
、

对矿床成因的初步讨论

加里东运动使广西进入一个隆起的剥蚀

期
,

经历了
一

长期的风化
、

剥蚀和堆积阶段
。

加里东运动以后
,

广西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

造海时期
,

在江南古陆
、

越北古陆和云开山

地之间
,

形成一半封闭的海盆
,

大量的风化

壳为海盆提供了包拈锰矿在内的丰富的物质

来源
。

这是在泥盆纪到三迭纪沉积旋回中形

成本区最重要的锰矿床的主要因素之一
。

锰是在氧化条件下稳定
、

还原条件下活

动的元素
,

在其由于风化
、

剥蚀作用而脱离

母岩之后
,

在地表条件下不大可能呈溶液状

态进行远距离搬运
,

而只能以恳浮状为主被

地表径流带入海盆的陆椽地带
。

在这个阶段

中
,

由于机械掺合作用的参与
,

锰多趋向分

散
,

不易富集成有意义的矿床
。

但是
,

这 些
·

陆源物质在常温常压下
,

在太阳的光和热以

及生物等影响下
,

可逐步被风化形成陆源风

化壳和衫乙积 风 化

壳
。

所以陆源风化

壳及沉积风化壳的

存在
,

是形成锰矿

床的一个关键的潜

在因素
。

再根据本

区沉积锰矿或含锰

岩系主要为化学沉

积的碳酸锰和胶体

沉积的含锰硅质岩

来看
,

在成矿前必

然要有一个转化过

程
。

从木区锰矿主

要沉积在陆椽浅海

潜丘
、

陆棚上
,

富

集于海进 岩 序 的

中
、

下部
,

位
几

碎

网沉积岩相和化学

沉彩乏岩相的过渡带

上
,

各成矿时代的

含矿岩系常独 自代
表一个沉积旋回

,

以及矿层常以富含

有机质的 碳 质 页

为点在
、

碳质泥岩竹
、

底板 等 特

看
,

可以认为
,

在

氧化条件下形成的

岩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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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风化壳和沉积风化壳
,

在海侵初期逐渐

为海水所淹没
,

使海底成了缺氧的 还 原 环

境
,

在有机质菌解及低温高压的物理化学条

件下
,

锰质被大量溶解
,

为海水所吸取
,

并

逐步富集在海盆底水中
。

经过积累和富集
,

可使锰质在底水中达到很高的浓度
。

这些含

有很高浓度锰质的底水
,

由于盆地中海流机
理的变化

,

常向海盆的浅部运移
,

在浅海海

盆中硅质
、

碳质岩相广泛分布 的 潜 丘
、

海

脊
、

陆棚或海峡区域淀积
,

形成有意义的碳

酸锰矿床或含锰岩系
。

这些锰矿床或含锰岩

系
,

在其由于地壳运动而上升
、

暴露地表以

后
,

遭受长期的风化
,

可进‘ 步富集形成更

有现实意义的次生矿床
。

五
、

成矿区划分及找矿方向

由于本区沉积锰矿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层

位和含矿岩系
,

并受成生过程中的东西复杂
构造带局部隆起和呈多字型展布的华夏系北

东向潜丘
、

陆棚等控制
,

因而具有明显的成

带性和区域性
,

规模较大的沉积碳酸锰矿床

及广泛分布的含锰岩系
,

是形成次生氧化锰

矿床的一个先决条件
。

因 此 含 锰 层位
、

岩

相
、

古地理及氧化富集条件是今后普查找矿

的重要依据
。

根据现有资料
,

本区沉积锰矿

可大致划分为六个成矿区域或成矿带
,

作为

今后的找矿方 向 图
。

南丹一宜山成矿带 位于东西构造带

北隆起带南侧
、

早石炭世丹池潜丘上
,

是区

内重要的
、

有远景的沉积碳酸锰及氧化锰成

矿区
。

桂南成矿区 位于东西构造带南隆起

带的西段
,

德保山字型东翼反射弧内湾
,

分

布范围与晚泥盆世和中上三迭世洒城岭潜丘

相吻合
,

是区内最重要的沉积碳酸锰矿床及

氧化锰矿床的成矿区
。

‘ 桂中成矿区 位于东西构造带南
、

北

隆起带间的沉降带中
,

广西山字型与南北向

构造带的复合地带
,

晚泥盆世柳州潜丘及早

二迭世晚期柳州 陆棚上
。

未发现较大的原生

矿床
,

是次生锰矿分布的重要地区
。

桂东南成矿带 位于呈北东向展布的

华夏系钦州一平南凹陷带内
,

分布范围与晚

泥盆世玉林陆棚
、

早二迭世晚期钦州陆棚吻

合
,

是区内重要的次生氧化锰成矿带
。

大明山西侧成矿区 位于东西构造带

南隆起带中段与广西山字型前弧西翼南端的

复合地带
,

含锰岩系的分布范围与晚泥盆世

大明山潜丘
、

早石炭世大明山海脊相吻合
。

未发现较大的原生矿床
,

但含锰岩系风化后

可形成次生矿床
。

荔浦一平乐成矿带 位于东西构造带

与桂林弧复合沉降带中
,

分布范围与早二迭

世晚期平乐海峡相吻合
。

原生锰矿 意 义 不

大
,

但可形成工业意义较大的次生锰矿床
。

六
、

结 语

一 在时间分布上
,

广西沉积锰矿大

致可划分为震旦纪到奥陶纪
、

泥盆纪到三迭

纪
、

侏罗纪等三个成矿周期
。

其中以泥盆纪

到三迭纪成矿周期为最重要
,

并以晚泥盆世

榴江组
、

早石炭世 岩关
、

大塘阶
、

早二迭世晚期 孤峰组 为主
。

二 在空间分布上
,

锰矿的形成受区

内成生过程中的东西构造带
、

广西山字型和

呈多字型展布的华夏系等初期构造所控制的

陆椽潜丘
、

陆棚上
,

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成

带性
,

含锰层位似有自南向北
、

从西向东升

高的趋向
。

三 锰矿一般沉积富集在海进沉积岩序
的中

、

下部
,

碎屑沉积岩相和化学玩积岩相的

过渡带 , 含矿岩系常独 自代表一个低序次的

沉积旋回
。

锰矿层产于硅质灰岩和硅质岩建

造中
,

常以碳质页岩
、

碳质泥岩作为顶底板
。

四 锰矿床按成因可分为沉积矿床和

风化矿床两大类 按工业利用可分为沉积碳

酸锰矿床
,

锰帽硬锰矿
、

软锰矿矿床
,

锰帽

偏锰酸矿矿床
,

淋积氧化锰矿床
,

堆积氧化

锰矿床等五个类型
。

其中以沉积碳酸锰矿床

储量最大 , 残积
、

淋积和堆积的风化矿床氧

化锰矿石是 目前的主要开采对象 化工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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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山东某铁矿 故旅合舰面圈

据山东冶勘二队资料

一第四系和第三系沉积 一 一石碳二迭系砂

页岩 一中奥陶统灰岩 乙一 闪长岩 色卜一闪长珊岩
一矽卡岩 一铁矿体

与接触面呈或大或小的角度相交时
,

矿体易

产于外带 如福建某矿
,

破碎带 福建另一

矿
,

断裂 湖北某矿
,

两组断裂交汇处 , 湖

北另一矿
,

层间裂隙等
。

而当断裂
、

破碎

角砾岩带沿接触面发育
,

表现为复 合 构 造

时
,

则矿体 , 般产于正接触带及其附近 如

湖北某铁矿
、

江苏某矿等
。

若侵入体呈复杂的岩枝
,

且多层

穿入并包裸围岩时
,

矿化多富集于伸入侵入

体的呈舌状的灰岩中 火成岩凹部
,

此时

也应注意寻找产于内接触带中的矿体及岩体

内隐伏的围岩残留体中的矿体 如 山 西 某

矿
、

安徽某矿等
。

当岩体呈复杂的似层状多层侵入

时
,

不但应注意寻找与上部岩体上接触带有

关的矿体
,

还应注意寻找下部岩体上接触带

的矿体
,

以及内接触带中的矿体 如河北某

矿
、

山西某矿
、

山东某矿等
,

图
。

巨玉目 , 翘到 包刃 段哑弓 度亘丑 ‘ 匡习
· 巨五〕

田 河北某矿田岩体扭创面困
一中奥陶统第三组灰岩 一 中奥陶统第二组灰岩 一中奥陶统第一 组灰岩
一下寒武统鲡状灰岩 一燕山期闪长岩类岩石 一钻孔

一下奥陶统白云质灰岩

这份材料
,

是我们近几年向勘探队和矿

山同志学习和收集的部分资料的初步体会
,

很不成熟
,

错误之处一定不少
。

上述几方面

的认识
,

是彼此相关和具有内部规律的
。

在

找矿工作中
,

必须综合分析
,

过分地
、

孤立

地强调某一标志
,

都是片面的
。

但是
,

各种

标志在不同地 区所体现的重要性又必有主次

之分
,

因此
,

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
,

以便

在多种标志中找出其主导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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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锰主要富集在锰帽硬锰矿
、

软锰矿矿床

和淋积氧化锰矿床中 , 各类矿床中 普 遍 含

钻
、

镍等元素
,

特别是在孤峰组
、

西湾群含锰

硅质岩有关的风化矿床中
,

富集在锉硬锰矿

中
,

含量较高
,

有综合利用价值
。

五 沉积锰矿床的成因
,

初步认为是

在海盆中陆源风化壳和沉积风化壳被溶解
,

锰质为海水所吸取
,

并逐步积累
、

富集在海

盆底水中
,

向海盆地的浅部运移
,

当其达到

很高的浓度时沉积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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