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 义 龙 潭 组 底 部

锰 矿
、

铁矿沉积 相变 与成矿条 件分析

及其对找矿工 作 的指 导意 义

贵州冶金地质三 队地质科

遵义地区是沉积锰矿
、

铁矿
、

硫矿比较

丰富的地区
,

但长期以来其工业远景和地质

规律不清
。

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指引下
,

我们对区内锰
、

铁
、

硫矿床赋存的规律
,

做

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
。

通过几年的实践
,

对

龙潭组底 部锰
、

铁
、

硫矿
一

产分布和相变规律

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

并发现

所谓 “ 孤立 ” 的数十个锰
、

铁
、

硫矿

点之间
,

系 由粘土沉积紧密联系
,

形成一个

整体 ,

。

具有明显的沉积相分带现象 ,

发现菱铁矿矿体在本区龙潭组底部的

存在
。

因布情况见图
。

·

刃 含矿岩系的岩性和层序特征 区内含

矿龙潭组地层岩性复杂
,

变化 大
,

构 造 发

育
,

一般 由 个煤层组成
,

间夹硅质岩
、

灰岩及泥灰岩
,

砂岩及粉砂岩
、

绿泥石岩
、

泥岩及粘土等
。

总 的来讲
,

是被煤层隔开的

硅质
、

钙质
、

泥质
、

铁质和锰 质 的 交 互沉

积
,

并伴有少量碎屑沉积
。

龙潭组中有数个

含矿层位
。

主要含矿层位于龙潭组底部
,

其

含矿剖面大致是

厚
。

、 米

厚
。

、 米

厚
。 。

米

一
、

地质简况

灰岩或砂页岩夹灰岩

粘土或炭质页岩 有的具黄铁矿层

煤层

粘土 页岩或泥岩 厚
。

、
。

米

。

地质背景 本区位于古生代 “ 黔中隆

起 ” 的北缘
。

地层出露比较完全
,

除泥盆一

石炭系缺失外
,

从震旦系至侏 罗 系 均 较发

育
。

构造 以北北东向的褶曲 为 主
,

断 裂次

之
。

区内主要矿产计 有 锰
、

铁
、

硫
、

磷
、

煤等
。

特别 是 所 谓 “ 遵 义 锰 矿 ” 层 位 稳

定
,

品位好
,

储量大
,

分布较为集中
。

已知

矿体
,

长数十至数千米
,

宽数十至上千米
,

厚度一般
。

、 米
,

最厚达
。

米
。

其分

锰矿层或相变为粘土
、

黄铁矿或铁 矿层

怕土质页岩

厚
。 。

米

厚
。 。

米

·

⋯
, · ·

”
·

⋯⋯
‘ ·

⋯ ⋯假整 合
· · · · · · · · · · · · ·

“
· · ·

⋯⋯

自泥塘硅质层或阳新 灰岩

上述含矿层 的层序
,

区 内 各 处基 本一

致
,

有时底板页岩有尖灭现象
。

。

原生矿石分类及特征 根据矿种
、

矿

石结构
、

构造和主金属含量
,

对矿石类型的

划分见表
。



表 叫

矿矿 石 类 型型 主 要 矿 物 成 分分 结 构 构 造 特 征征 主 要 金属量

原原原 碳酸盐锰矿石石 主 要 为深 灰色及玫瑰 色 的菱菱 结构为致密状
、

球粒状
、

星星 一般含 刁、、

生生生生 锰矿
,

其次为青色菱锰矿和灰灰 点状
、

缅 状等 , 以块状构造为为 ,

高者达

锰锰锰锰 色菱锰矿 ,, 主 ,
或呈薄层状状状

矿矿矿矿 主 要共生矿物有软锰矿
、

水水水水

石石石石 锰矿
、

锰方解 石
、

菱铁矿
、

黄黄黄黄

铁铁铁铁矿
、

粘土 等等等等

含含含锰 粘土矿 石石 由灰 白色粘土 及 分散 的菱锰锰 致密块状 , 粒状等等 勺

矿矿矿矿 粒组 成
,

常见金属矿物有黄黄黄黄

铁铁铁铁矿
、

菱锰矿等 , 其它共生矿矿矿矿

物物物物与碳酸盐锰矿类同同同同

菱菱菱铁质 菱锰矿 石石 主 要 特征是菱锰矿有菱铁矿矿 以晒 状
、

粒状结构为主主 、

又 称铁锰矿石 并存存存 、

含含含 锰 灰 岩岩 主要锰 矿物为锰方解石石 致密块状状
。

、
一一一一一一 般

。

、

含含含 锰 硅 质 岩岩 锰 矿物与缝石互 层层 致密块状状 。 一般 、

菱菱菱菱菱 绿泥石质 菱菱 主 要 由菱铁矿
、 ‘绿泥 石

、

粘粘 致密块状
、

翻状
, 少数为微微 、

,,

原原原 铁铁 铁矿 石石 土 矿物
、

菱锰 矿 等组成
, 通常常 一细粒状结构构 有的 , 、

较较

生生生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这 种铁矿石又 以 菱铁矿及 绿泥泥泥 高 , 目前选冶困难难
铁铁铁 矿矿 含锰菱铁矿石石 石 占绝对优势势势势

矿矿矿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泥质菱铁矿石石石石石

菱菱菱铁矿
、

绿泥 石 质质 菱铁矿
、

绿泥 石石 以腼 状
、

显 微麟片状纪构构 七 己

铁铁铁矿 石 或称 菱铁铁铁 为主主主

矿矿矿及绿泥 石混合矿矿矿矿矿

石石石

绿绿绿泥 石 铁矿石石 主 要 由铁绿泥 石 鲡
。

绿泥 石石 具明显 的微幼片状和特征 的的 士士

和和和和瞬绿泥 石 及粘土矿物组 成
,,

似腼状结构构构

局局局局 部含 黄铁矿及 菱铁矿矿矿矿

沉沉沉 黄 铁 矿 矿 石石 主 要矿 勿为黄铁矿
,

局 部为为 通常黄铁矿 为 自形立 力体状状 、
积积积积 白铁拍 ,

偶 含菱铁矿或菱锰矿矿 或星 点状分 布于 枯 土矿 物 中中中
硫硫硫硫硫硫硫
铁铁铁铁铁铁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

, 叨日

其中仅碳酸盐锰矿
、

黄铁矿具有工业价

值
。

局 部菱铁矿及绿泥石铁矿
,

经次生富化

后具一定工业意义
。

二
、

沉积相及其分区

本区锰矿
、

铁矿
、

硫矿在一定条件下
,

互相依存
,

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

有一定规

律性
。

在地史上
,

龙潭期本区为海陆交替相

的近海含煤盆地
,

以粘土沉积为主
。

随着不

同地段沉积环境的变化
,

层位 相 当 的 锰
、

铁
、

硫矿具相变分区
,

在不同的相区内局部

富集形成工业矿床 体
。

根据锰矿
、

铁矿受相变规律的控制这个



特点
,

结合含矿岩系的含矿性
、

岩石
、

矿石

类型
、

组合及其相互关系
,

初步划分为三个

成矿 区
,

八个相带
。

与成矿的关系 图

其相带特征
、

分布及其
、 、

见表
。

卜脚

表

勺侧

沉沉积分区区 岩 矿 相 类 型型 演变方 向向 主 要 特 征征 含 矿 性性 分 布 范 围围
及及及及关系系系系系

锰锰锰 粘土一碳酸盐盐盐盐
。

较深水域 沉积 工业矿体主 要斌 仔仔 分布 于遵义 的东部
,,

矿矿矿 锰矿相相相相
。

主要为原生二 价锰锰 在枯土一碳酸盐矿和和 比 较幸 染
, 以们司钾 毛

““

沉沉沉 含锰粘土岩相相相相 矿物
,

如美锰 矿
、、

中 , 原生矿石为菱锰锰 及和 尚场矿区 为 中心 ,,

积积积 粘土一含锰 灰矿相相相相 锰方解石等 ,, 矿
,

有时夹粘土 及黄黄 向北
、

西
、

东三个方方

区区区 或灰岩相相相相 值较 高 , 氧化化 铁 矿
。。

向变弟 , 至 田 沟
、

松松

枯枯枯土一含锰 硅质岩相相相相 电位较小 ,, 相 带 延 伸 方 向向 林
、

枫 厅
、

刀 把水一一

或或或硅质岩相相相相
。

含铁 量的 一 与矿矿 线 以 外 便 无 锰 矿显显

体体体体体体体 长轴方 向一致
。。

露
。。

粘粘粘 粘 土岩相相 这种相区区 水体封闭或半封闭闭 硫铁矿主要有上
、、

分布广泛
,

特 别足足

土土土 粘土一黄铁矿相相 分布广
,, 地带 ,, 下两 层 , 下矿层为白白 在遵义北部

。。

、、、、
为锰

、

铁铁 主要沉积矿物为粘粘 铁矿层
,

黄铁矿呈星星星

黄黄黄黄 沉积相区区 土 高岭石类 或粘粘 玫状
、

结核状
、

团块块块

铁铁铁铁 的相变体体 土
、

黄铁矿 ,, 状 分布于 灰 白色粘上上上

矿矿矿矿矿 值高
,

载 化 电电 岩 中 相当于锰
、

铁铁铁

沉沉沉沉沉 位小 ,, 含矿部位
,

上 矿层层层

积积积积积
。

无锰 矿
、

铁 矿 显显 为 黑矿层 , 黄铁矿夹夹夹

区区区区区 示
。。

于 黑 色炭 质 页 岩 中中中

在猛及 铁 沉 积 区区区

缺缺缺缺缺缺
。。。

铁铁铁 粘土一菱铁矿相相 个个
。

近岸浅水至较深水水 原生矿石 以绿泥 石石 主 要分布在遵义西西
矿矿矿 粘土一绿泥石铁铁

⋯⋯⋯⋯
域沉积 ,, 铁矿

、

菱铁矿为主 ,, 部至 金沙一带
, 以老老

沉沉沉 矿相相相相 主要铁的自生矿物物 属高铝贫铁矿
,

有的的 木孔后坝一线为佳
。。

积积积积积积 是铁绿泥石和菱铁铁 经 次生富化作用后
,,,

区区区区区区 矿 , 具豆缅状结构 ,, 有工业 意义
。

相带延延延

屯 值 较 小
,

氧 化化 伸方 向 一

电电电电电电位较高 ,, 与矿体 长 轴 方 向一一一
。

有锰显璐 , 含皿一一 致
。。。

般般般般般般 、
。。。。

上述沉积相类型及演化
,

由于条件的变

化而复杂化
,

有着明显的过渡性
。

同时并非

到处依次出现
,

如和尚场锰矿区仅发育粘土

碳酸盐锰矿相 , 锰质粘土岩相 , 粘土
、

黄铁

矿相
。

三
、

成矿条件分析

含矿岩系的形成过程
,

成矿古地理特征

及其物理化学条件如下
。

岩石矿物成分
、

结构及 “ 相 ” 特征的

分析表明
,

当时水下地形不平整
,

总的趋势

是东部及北部较高
,

为锰矿沉积区 西部较

低
,

主要为铁矿沉积区 , 西北部可能为当时

局 限海盆半封闭或封闭较深水域
,

为硫矿主

要沉积 区
。

含矿岩系厚度及其分布关系大致是

当含矿岩系厚 、 米时
,

有锰矿富集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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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几
·

叫

叫

图 遵义龙潭组底部铁锰硫矿产分布及相变规律示意图

一粘 土一茎性矿相 , 一粘土一碳酸锰矿相 , 一枯土一绿泥石 欲矿相 , 一锰

质粘王
、

锰质 灰 六
、

锰社 吸岩 或灰岩
、

硅质岩和 , 一粘十 岩相 , 一枯土 黄铁矿

相 , 了 一 硫合 区 界线 , 几一 锰含 区界 线 , 一铁含 区 界线 , 一相区 界 线

图 木孔铁矿区矿

相柱状对比图

一脚植层 ,

一灰岩

一硅质灰岩

一煤层 ,

石一硅质岩 ,

一砚质 页岩 ,

下一恤质硅质岩 ,

一含黄铁矿枯土岩 ,

一爹铁矿 ,

一姆泥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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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团汉锰矿区矿相分带示意图

一矿体露头 , 一实测及 推测 断层 和编号 , 一见含锰 粘土 钻孔 , 一见锰 矿

钻孔 , 一碳敌盐锰矿相 , 一含锰枯土相 , 一粘土相 , 一见枯上钻孔



含矿岩系厚 、 米时
,

与铁矿分布有一致

的情况 , 当含矿岩系小时
,

往往为无矿粘土

或黄铁矿层
。

锰矿或铁矿与粘土组成的韵律

结构越复杂
,

含矿岩系厚度就越大
。

反映介质 值的指示矿物之出 现 顺

序说明
,

成矿介质由酸性向碱性过渡
,

锰矿

出现在弱碱性环境中 , 菱铁矿出现在中性环

境
。

。

从含矿岩系的含硫量来看
,

与锰矿赋

存部位基本 相 当 的 含 硫 量 区 界 是
。

、
。

多
,

说明锰矿是在还原环境中 , 与铁矿赋

存部位基本一致的含硫量区界 、
。

、

声
,

说明介质条件由弱氧化性演变 为 还

原环境
。

菱铁矿则出现在过渡的弱还原环境

中
,

绿泥石铁矿出现在过渡的 弱 氧 化 环境

中
。

。

从铁矿
、

锰矿中普遍具有原生沉积缅

状
、

豆状 以及球粒状结构来看
,

反映了这部

分水域为浅水沉积
,

水动力活动较强烈
。

。

锰矿
、

铁矿生成于含煤地层中
,

说明

成矿时富有机质
,

是在气候温暖潮湿的条件

下形成
。

从含矿剖面可知
,

铁矿
、

锰矿形成于

海浸一海退演变过程 中 , 其底部为一长期侵

蚀面
,

代表了一个区域性上 升运动
。

由于锰
、

铁的习性相似
,

往往共生
,

且有明显 过渡性
。

据全区统计锰矿沉积区含

铁最在 、 多
,

铁矿沉积区含锰量在
。

、

万
,

并有多种过渡类型矿石
,

如菱铁质菱

锰矿
、

含锰菱铁矿等等
。

综上所述
,

本区锰矿
、

铁矿是丫个典型

的海相沉积矿床
,

其产生与沉积相相变
、

古

地理及 物理化学条件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

四
、

相变规律在找矿勘探

中的应用

本区锰矿
、

铁矿相变及 成 矿 条 件研究

的目的在于了解其与工业矿体产出的关系
,

从而利于在矿体可能赋存的相带布设找矿勘

探工程
,

提高找矿工作的准确性和预见性
。

。

在普查评价中
,

运用相变规律
,

综合

考虑其他因素
,

从矿床显露的某些部位
,

可

预测深部矿体赋存部位
,

或“ 贫中找富 ”。

依据

后坝
、

新站铁矿区含矿部位有粘土一绿泥石

铁矿相 , 粘土一菱铁矿相 , 粘土一黄铁矿相

的相变关系
,

对木孔铁矿区进行了评价
。

钻

探结果
,

第一孔就见了质量较好的菱铁矿
。

其后
,

在追索深部矿体过程中
,

施工了五个

深钻
,

均打在粘土一黄铁矿相内
。

主要矿体

应赋存在上述两个矿相带接触处的粘土一菱

铁矿相内 见图
。

结合含矿层等厚线来

看
,

菱铁矿主要集中于 、 米 线 内
。

据

此
,

年我们把设计钻孔移向有利部位
,

施工了八个钻孔
,

均 见 到 这 种 类 型 的菱

铁矿
。

。

运用相变规律
,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

对矿床勘探和追索深部矿体起到了显著的指

导作用
。

如团溪和尚场锰矿区经勘探实践
,

得出了锰矿富集特征和分布规律的认识 碳

酸盐锰矿相
,

属 猛矿富集相带 , 含锰粘土岩

相
,

属锰分散沉积局部富集的相带 , 粘土岩

相
,

属含黄铁矿粘土岩
,

无锰矿沉积相带 图
。

基于上述相带划分和认识
,

施工了 个

钻孔
,

其中 个钻孔见矿
,

见矿率达 多
。

从而
,

加快了勘探速度
,

扩大了储量远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