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曰甲

气

和翩点矛一气

,

砚片 傀性犷 交代候菱锰矿 燕色细

位
,

并与棍 石 灰色 互为文代

矿区内黄铁矿分布普遍
,

含 量 稳 定
,

主要是沉积成因
。

主矿层中

硫
、

铁含量自东而西逐渐减少 , 这与硫锰矿交

代黄铁矿有关
,

也是硫锰矿硫的来源之一 ,

岩浆侵人及接触交代阶段所带来的硫是主要

来源
。

据中南矿冶学院爆裂法测温结果
,

硫

锰矿的形成温度为中偏高温
。

抓片 硫住矿交代黄铁矿 玲
,

并与住闪石

人 互为交代

总之
,

本锰矿床原为
“

湘潭式
”

锰矿床
,

由于东部伪山岩体侵入的影响
,

发生接触交
代作用

,

形成了一个新的锰矿成因类型 —硫锰碳酸锰矿床 —沉积变质矿床
。

同时硫
锰矿床的存在

,

促进了矿床的氧化作用 ,

使
矿区内形成了质量较好

、

规模较大的氧化锰

矿床
。

斗 南 式一过 渡 型 矿 相一富 锰 矿

玉 文 忻

攀

、
卜

川司夕
、

合

斗南锰矿为一质量兼优的工业锰矿床
。

目前国内海相沉积锰矿床矿石相多为单一碳

酸锰矿棍
’

本矿床为原生氧化锰与原生碳酸

锰混生的过渡型矿相
。

这里说的所谓过渡型

矿相的概念
,

不仅包含沉积成因
,

也包括受

变质成因的含义
。

’

笔者把产于中三迭统法郎组中的锰矿床

哲名为 “斗南式 , 锰矿
。

兹以斗 南 锰 矿 为

例
,

叙述如下
。

矿床基本特征
。

住矿成矿时期及层位

本矿床含锰地层时代为中三迭世

晚期 拉丁尼克期 ①含锰岩系产于上三

迭统乌格组碎屑岩之下
,

中三迭统个旧组石

灰岩之上
,

它与上下两组间均有一沉积间断
面存在

份 , ②含锰岩系中盛产办鳃类化石
,

经西南地质研究所鉴定 , 以南姆氏鱼鳞蛤一
温根海神蛤组合为代表

,

较重要的尚有印度
鱼鳞蛤等

,

与贵州关岭县南法郎村附近的法
郎组中所产化石相似

,

故本地含锰岩系沿用

法郎组一名
。

含锰岩系由灰质粉砂岩
、

灰质泥

岩夹灰质细砂岩及石灰岩透镜体组成
,

厚度
近 米

。

岩系中有两个含 锰层位 , 下含锰
层 下含矿韵律 位于法郎组下部 , 上含锰
层 上含矿韵律 产于法郎组中部

。

两者相
距约 米

。

含矿韵律剖面综述

上含矿韵律 厚 米
。

岩性序列
,

由上而下是
。灰色灰泥质粉砂岩夹薄至厚层状石灰岩

、

碎月灰岩

通位体
,

含星 点状黄铁矿
,

厚 米
。

法郎组与个 日组间的间断面是杏其区城性
,

尚待工

作枪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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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卜

渝

沐

妙

灰色砂质灰岩
、

碎润灰岩或角陈状灰岩
,

厚 。

米
。

锰矿层
,

厚。 米

灰色灰泥粉砂岩
,

时 夹碎 屑 灰岩及砂 质灰岩透倪

体
,

尽 米
。

⑨主矿层
,

厚 米
。

⑧灰色灰泥质粉砂岩夹碎屑灰岩
,

常见 星点状
、

结核

状黄铁矿
,

厚 米
。

⑦锰矿层 多为复矿层 , 厚。 米

⑧灰色灰泥质 粉砂岩夹灰岩薄层
,

厚 石 米
。

⑥妞矿层 , 厚 。 米
。

④灰色灰泥质 粉砂岩夹薄层灰岩
、

碎屑灰岩
,

厚

米
。

③锰矿层 , 厚 。 米
。

②灰色灰泥质 粉砂岩夹薄 一厚层状碎屑灰岩
、

角砾 状

次岩
,

俩夹锰矿小 透镜体
,

共厚 米

①浅灰色灰质细较石英砂岩 , 时夹泥质 粉砂岩
,

厚

声 米
。

下含矿韵津 厚 米
,

岩性序

歹 自上而下是
⑩灰色 石 灰岩

,

厚 米
。

锰矿层
,

厚 米
。

灰色灰泥质粉砂岩
,

中下部常夹一薄层紫红色含住

灰岩 , 厚 米
。

⑩锰矿 层
,
厚 。 米

。

灰色灰质粉砂质泥岩
,

厚 米
。

灰色角砾状碎屑灰岩
,

砾径 。 一 厘米
,

辱

米
。

灰色灰 泥质粉砂岩
,

下部常央 深灰色灰岩
,

厚

米

盆矿层或含锰灰岩
,

厚。 。 米
。

。灰色灰岩
,

时夹灰泥质粉砂岩及 灰质粉砂 质泥岩
,

厚 米
。

⑩锰矿 层
,

常夹有一 层 〕 。 米 厚的 灰质 泥岩
,

全厚 米
。

⑨紫红 上部 及 灰绿 色 下 部 泥质 灰岩
,

厚 米
。

⑧暗紫 红色角砾状石英 粉砂质碎屑灰岩
,

灰质角砾顺

层呈申珠状排列
,

厚 米
。

⑦灰绿色泥质灰岩
,

厚 米
。

⑥紫红色含锰灰岩
, 厚 米

。

⑧灰色场状泥灰岩
,

厚 。 。 米
。

④主矿层
,

常夹一 层 米厚的紫红色角砾状灰

岩
, 全厚 米

。

⑧灰色泥灰岩
,

厚 。 米
。

②锰矿 层
,

厚。 。 米
。

①紫红色疙瘩状灰岩井 ,

含大量分布杂乱的 浅灰色灰

岩角砾
。

为 下含矿韵律底 部标志层
。

厚 米
。

由上述综合剖面可见
,

上
、 一

斤含矿韵津

均属海浸韵律
,

岩性组合自下至上粒度基本
上是由粗到细

。

岩性由灰质石英细砂岩或疙

瘩状灰岩向灰泥质粉 沙岩
、

灰质粉砂质泥岩

夹碳酸盐岩石的过渡层中就有锰矿层产出
。

上含矿韵律中共六层矿
,

以第 ⑨层最稳

指 同生角砾状灰岩
,

砾径约 厘米
,

铁泥质胶结
,

下闻
。

定
,

为主矿层
,

其上下围岩均为灰色灰泥质
粉砂岩

,

顶板具微细水平层理
,

底板具斜层

理 直接顶底板常为碎屑灰岩
,

尖灭显 片
。

下含矿韵津亦产六层矿
,

第 ④层为
二

矿

层
,

直按顶板为灰色厕状泥仄 岩
,

甚 为 标

准
,

可作为矿层对比标志 直按底板常为灰

色灰质泥岩 或泥灰岩
。

地质构造及矿层埋藏条件

矿区为一轴向北东
、

向北东倾伏的复式

向斜构造
。

北翼岩层平缓
。

倾角
。

左右
,

南翼急倾
、

浅部直立甚至倒转
。

向斜核部出

露三迭系上统鸟格组
,

两翼依次出呢三迭系

中统法郎组及个旧组
。

区内断层构造发育
,

以大致平行于向斜轴的高角度正断层
、

冲断

层规模最大
,

次为北西向 与 匕 匕东 门平移正

断层
‘

已们对矿层均有不同程 度 的 切 割破

坏
,

断距 一 米不等
。

矿层与围岩产状一致
。

矿休主要呈吸状
,

亦有呈层状透镜体产出的 , 矿层厚度多在

米左右
,

偶见不 可采点出现
,

矿层结构简单
。

,

矿
,

石特征
矿 石 自然类型 可分为原生灰质矿

石和表生氧化矿石两大类
,

再按矿石结构构

造特征进一步细分
,

见表
。

矿石矿物组成及其结 构构造的主要特点

如下

①表生氧化矿石 以硬锰犷为主
,

呈腼

状
,

鲡径一般为 吧米
,

次为软锰 矿
、

偏锰酸矿
,

脉石矿物有水云母粘土
、

石莱砂屑及铁泥质物
。

常具块状及条
‘

侍状构

造
。

锰含量一般为 左右 土状矿含锰低
。 。

碱度均低于
, 属 酸性矿

石
。

②原生灰质气化物矿石 以 褐 锰 矿 为

主
,

具微粒变品及变鲡状结 构
,

也 见 ’鲡

状结构
。

鲡核为碳酸盐屑
,

亦有生物碎码
,

偶见石英碎屑 , 鲡 体同心层由褐锰矿组成
,

或褐锰矿与菱锰钙矿交替组成
,

或褐锰矿与

碳酸盐交替出现 , 同心层多为 圈
。

缅

粒呈扁球形及球形
。

鲡径 。 毫米 , 大

者 毫米
。

鲡间胶结物为方解石
、

白云

石
,

也有褐锰矿
。

褐锰矿呈微粒变晶者
,

粒

度一般在 一 毫米
。

次量 的锰 矿物

有菱锰钙矿
,

粒度 一 毫米
,

具鲡

状
、

豆状结构
。

菱锰钙匆
‘’

多数与变鲡状褐锰

矿互成条带状产出或与褐锰矿成 小田公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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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构成捅粒
,

也见有呈单矿物集合体者
。

还

有少量水锰矿及锰方解石
。

脉石矿物主要为

方解石及不等量的石英
、

自生钠长石及粘土

矿物 , 少量和微王乙自电气石
、

错 石
、

绿 泥

石
、

黑云母
、

黄铁矿等
。

矿石除主要具致密

块状
、

条带状构造外
,

缝合线构造较常见
。

矿石含锰一般为
,

碱度一般为
。

,

属中性及碱性矿石
。

③原生碳酸盐矿石 常与揭锰矿矿石构

成条带状灰质氧化锰矿
。

以菱锰钙矿为主
,

呈微晶粒状
,

鲡
、

豆状结构
。

矿石时含微量

揭锰矿尘点或缅粒
。

非锰矿物 主 要 是 方解

石
,

次量的白云石及不等量的石英屑
、

自生

钠长石
、

海绿石
、

电气石
、

白认石
、

黄铁矿

等组成
。

矿石具块状及缝合线构造
。

此类矿

石系指含锰量大于 而言
,

含锰量在

时
,

称为含锰灰岩或含锰碎屑灰岩
,

属

表外矿石
。

本类矿石含锰
,

一般
,

碱度为 。 ,

属中一碱性矿石
。

、

主要矿物特征 锰矿石中工业锰矿

物按主次顺序为褐锰矿
、

菱锰 钙 矿
、

水 锰

矿
、

锰方解石等 , 表生氧化锰矿石中以硬锰

矿最主要
。

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
、

石英
、

白

云石 , 还有不等量的自生钠长石
、

水云母
、

绿泥石
、

黑云母
、

白云母
、

黄铁矿等
。

主要矿物特征如下

①褐锰矿 为本矿区主要工业锰矿物
,

显微变晶粒状
,

显半 自形一自 形 晶
,

粒 度
。

一
。

毫米
,

一 般 在 毫

米
。

与瓦房子第三个褐锰矿的 光分 析结果

斗南锰矿矿石 自然类型表 表

矿 石 名一百一一
大 类 —一 —

一

——

—
一巴一 一一

竺 ⋯
月

竺 一 工一

表生氧化矿石

块状载化锰矿石

条带 状 载 化 锰
矿石

灰质载化

物 矿 石

土状氧化锰矿石

块状 灰质氧化锰
矿石

条带状灰质氧化
锰矿 石

谈成盐矿石 碳酸盐锰矿 石

致密缅状硬锰矿

条带状含粘士质
一硬锰矿

土状软锰矿

致密变 缅状 褐锰
矿

条带状 含锰碎屑
灰岩 或碳酸锰

一缅状 揭锰矿

缅状菱锰钙矿

表及下文中所引用镜下资料
,

系取自云南省地质局 实

脸室
、

本队实脸室及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有关岩矿鉴定

报告

比较
,

证实与标准揭锰矿相一致
。

斗南褐锰矿两个单矿物化学分析
,

平均

化学成分
, ,

一 , , ,

,

前 两项 为 计算

值
。

平均含
。

②水锰矿 为原生矿石中 的 少 量 锰矿

物
。

呈微晶粒状
,

粒度一般 。 毫

米
,

最大 毫米
。

单矿物 光分 析证明与

标准水锰矿吻合
。

③菱锰钙矿 为区内次要 的 工 业 锰矿

物
。

呈微晶粒状 ,
粒度。 毫米

。

④硬锰矿 均分布在表生氧化矿石中
。

一般为隐晶状
,

部份呈微晶状 , 前者反射率

略低
。

微晶状的多在硬锰矿鲡粒的中部
,

明

显的交代中部的碳酸盐 或呈微细脉状充填

于鲡粒的裂纹中
。

⑤方解石 为主 要 脉 石 之 一
。 。 ”

,

茜素红染成深玫瑰 红色
。

产于缅状

褐锰矿石中的为结晶状
,

粒度不等 , 在含锰

碎屑灰岩 贫矿条带 及夹石中者
,

则呈碎

屑状及胶结充填状
。

⑥石英
、

玉髓 为主要脉石矿物
。

碎屑

粒度 毫米
,

一般为 毫米
。

多分布于碳酸锰矿条带中 在变缅状褐锰矿

条带中较少
。

⑦白云石 主要分布于条带状矿石中
,

与方解石伴生
,

含量 仅 百 分 之 几
。 。“

,

茜素红不染色
。

矿石 的工业类型及主要用途 本

矿床各类矿石均以含锰为主
,

铁含量低 一
般

,

锰铁比高 均大 于
,

含 磷

甚微 每 锰含磷
,

故

应属锰矿石
。

试验表明
,

原生的自熔一碱性富锰矿石

可作炼锰铁原料 , 表生氧化富矿石可作化工

及冶金用锰
。

过渡型矿带特征及富矿

展布特点

过渡型矿相的概念 所 谓矿石相
,

是
指在相同沉积物理化学条件下生成的

,

并在

矿层中分布相近的金属矿物组合
。

所谓过渡型矿相 或混合型相
,

系指

原生氧化锰与原生碳酸锰混合在一起的沉积

矿石组合
。

本区过渡型矿相
,

其组成矿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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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月、,

婴为褐锰矿
,

次为菱锰钙矿及 少 量 的 水锰

矿
。

一般认为
,

受变质沉积含锰岩系中的褐

锰矿是原生沉积的锰氧化物经变质作用的产

物
,

本文将揭锰矿视为原生氧化锰
。

本文所

说过渡型矿相有两重含义
,

一是指矿石先是

沉积的 , 另一是指沉积期后又经受轻微变质

使原生氧化锰矿石增富
。

至于原生碳酸锰经

轻微变质作用
,

只表现为重结晶作用
,

并未

改变其锰矿物成分
。

过渡型矿相带的特征 据已有勘探资

料
,

区内主矿层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平行的

矿石相带
,

一为过渡型矿相带
,

另一为含锰

灰岩一碳酸盐锰矿 表外矿石 相带
。

过渡型矿 相 带的主要特征

①主矿层矿石沿纵
、

横向均由致密变鲡

状褐锰矿
、

条带状含锰碎屑 灰 岩 或 碳 酸

锰 一鲡状褐锰矿及鲡状菱锰钙矿 或含锰

灰岩 互变 或混生 构成连续的矿层
,

矿

层中夹石时有尖灭再现 图
、 。

经初
步统计

,

上述三种原生矿石 不包括含锰低

于 的含锰灰岩 在主矿层中的厚度比
,

依次为
。

可见 过渡型矿 相的矿

石组成以原生灰质氧化物矿石为主
,

碳酸锰

矿石次之
,

两者之比为
。

②致密变鲡状褐锰矿石以褐锰矿为主
,

有少量水锰矿及不等量的菱锰钙矿
。

鲡状菱

锰钙矿石主要由菱锰钙矿组成
。

条带状锰碎

来

屑灰岩 或碳酸锰 一鲡状褐锰矿石由褐锰

矿
,

少量水锰矿 与菱锰钙矿互 成 条 带 所组

成 , 条带宽 厘米
。

③菱锰钙矿常与褐锰矿交替组成鲡状或

变鲡状的同心层
。

褐锰矿 氧化锰 与菱锰

钙矿 碳酸锰 也是紧密混生的
。

含锰灰岩一碳酸盐锰 矿 表外矿

石 相 带 由菱锰矿为主的碳酸锰矿石 含

锰 和含锰灰岩 含锰 一 环 组

成
。

但单工程所见以含锰灰岩为多 , 仅个别

工程见碳酸锰矿石
,

但厚度小于。 米
,

不

可采
。

故实属表外矿石相带
。

原 生富矿展布特点 根据本区原生矿

石的锰含量和碱度特点
,

工业部门确定含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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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为 级富矿 , 含锰 的为 级

富矿 , 含锰 的为 级富矿
。

富矿经焙

烧后含锰量可提高 左右
,

原生富矿是较

理想的中碱性富锰矿石
。

占全区原生富锰矿

石大部分
。

原生富锰矿经 个钻孔控制
,

分布范围

与过渡型矿相带大休吻合 见图
。

此外
,

从图 可见
,

号断层以东原生

富锰矿展布方向与矿层总的走向间约有
“

的交角
,

换言之
,

过渡型矿相带具有侧伏延

深的特点
。

据此
,

可进一步布钻控制原生富

矿深部边界
,

并可向东追索以继续扩大该矿

段的远景
。

锰矿形成条件初析

古地理环境 中三迭世拉丁尼克期锰

矿在滇东南分布
,

以斗南
、

白显两区最集中
。

锰矿分布与当时地壳运动及岩相古地理条件

关系密切
。

如图 所示
,

锰矿多分布于古陆边缘一

定范围的半封闭海盆及海底隆起的边缘浅海
地区

。

说明隆起与凹陷的过渡带对锰矿沉积

, 火

古陆 匹亚困等厚线 巨三困岩相界线

大
、

中
、

小型矿床 点 【至困海浸海遇 方向

锰质来游 臣 〕富锰矿找矿预测伏

一 一灰质粉砂岩泥岩相 。一 、 一 自云岩灰岩相 、

一 一泥岩灰岩相 , 卜一 泥岩硅质岩灰岩相
。 一 一灰岩泥岩相 , 。一 一灰质砂岩泥岩相

一滨海浅滩

图 滇东南中三迭世晚期 拉丁尼克期 沉积
岩相古地理及锰矿预测简图

据 李队资料
,

吟有修改

的控制作用
。

中三迭世安尼锡克末期本区地

壳曾有短暂上升遭受剥蚀
,

海水一度南退
。

随后在拉丁尼克早期
,

地壳复又下降
,

气候
温暖而潮湿

,

海水由西南人侵
,

于是在个旧

海盆
、

开远海隆
、

滇桂黔浅海等区
,

同时沉

积了法郎组的含锰岩系
。

在拉丁尼克期
,

个旧海盆中有灰岩泥岩
相及白云岩灰岩相

,

滇桂黔浅海区则有灰质
粉砂岩泥岩相

、

泥岩硅质岩灰岩相及灰岩泥

岩相
。

锰矿 产于 白云岩灰岩相中 以白显为

代表 及灰质粉砂岩泥岩相中 以斗南为代

表
。

锰矿分布明显受岩相古地理环境的控

制
。

斗南矿区含锰岩系中锰矿层常与灰质粉
砂泥岩

、

灰泥质粉砂岩相伴产出 , 保存有完
瓣的办鳃类和菊石类化石 , 岩层中小型斜层

理
、

透镜层理
、

微细层理交替 出现 , 矿石常

见条带状
、

缝合线构造及腼状结构 , 矿层顶

面时有水下冲蚀的痕迹
。

这些特征均说明锰
矿是形成于浅海环境

,

含锰岩系属浅海沉积

相
。

斗南矿区含锰岩系岩性组合及矿石组分

特点说明
,

锰的沉积是在中性一弱碱性的水

介质中进行的
。

块状灰质原生矿石呈缅状
、

豆状结构
,

主要是锰的氧化物 ,

说明它是在

氧化介质条件下的胶体沉积 , 缅状菱锰钙矿

则是在还原介质中的胶体沉积 , 条带状灰质

氧化矿石是在氧化还原交替变化的条件下的

胶体沉积
。

这些都说明在浅海盆地自边缘至

底部
,

锰矿沉积时
,

因地壳振荡运动和氧化

一还原界面交替频繁
,

遂生成了氧化物锰矿

与碳酸锰矿的混生
,

形成过渡型矿相带 ,

在

靠近海盆沉积中心一侧
,

由于海水较深
,

氧
不足

,

有机质分解二氧化碳和硫化氧
,

在锰

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则形成了含锰灰岩一碳

酸盐锰矿相带
,

其特点是含少量黄铁矿星点

和小透镜体
。

斗南矿区矿层居法郎组含锰岩系的中
、

下部
,

距矿下沉积间断面较远
,

最大达

米 一般间距多在几十米
,

很少超过百米
,

这可能与本区锰矿沉积位置离越北古陆边缘

稍远有关
。

沉积间断及随后的海浸仍可认为

是锰矿沉积的控制条件之一
。

从图 看
,

斗南矿区成矿物质推测来自

越北古陆 ①越北古陆由角闪片麻岩
、

花岗

片麻岩
、

黑云母片岩等组成
,

较一般沉积岩

— 一



富含锰质
,

且古陆上有较多的中泥盆统东岗
岭组中夹锰线硅质层出露 , ②矿区外围有分

布广泛的上二迭系峨眉 山玄武岩
,

它也可能

是锰质来源之一
。

受变质富化作用 沉积的锰矿受到弱

轻微 和中等变质作用时
,

锰 灼 氧 化物

软锰矿
、

硬锰矿
、

水锰矿等 经还原和脱

水向褐锰矿
、

黑锰矿转化使矿石锰含量得到

提高
。

一般认为褐锰矿是原生锰的氧化物经变

质作用的产物
,

也就是说褐锰矿是属受变质
矿物

。

本区褐锰矿晶粒细小
,

见 少 量 水锰

矿 ,

而未见锰的硅酸盐矿物
。

据 此 初步分

析
,

矿床成因似属沉积受轻微变质矿床
。

表生改造富集作用 矿石 由于遭受表

生改造作用进一步增富
。

矿区地处亚热带
,

当地地形
、

地质构造和矿石物质组成以及地

下水面的情况等因素的综合控制
,

本矿床表

生氧化带有下面几个特点
侵蚀速度低于氧化速度

,

得以使

矿层氧化带保存下来 , 同时矿石中各种锰矿

物均向硬锰矿转化
。

化学风化略大于物理风化作用 ,

得以使原生矿石灰质淋失
,

相对提高了锰的

含量 ,

一般锰含量 左右
,

最高达
。

氧化带深度一般为 米
,

最

深达 米
。

氧化带与过渡型 矿相带 之界线

经少量工程揭露两者分界清晰
,

不存在半氧

化带
。

·

氧化带中矿石特征
,

已如上述
。

找矿标志和成矿预测

锰矿露头自然是最好的找矿标志
,

其
次是锰矿转石及锰分散晕

。

在法郎组中若发

现块状硬锰矿或黑
、

紫色相间的条带状含粘

土质一硬锰矿露头时
,

其深部极可能为过渡
型锰矿相

。

同时应注意
,

地表露头呈褐黑色

锰质土或土状氧化锰矿
,

其深部也可能变为

过渡型锰矿相
,

这已为本区勘探所证明 见

图
。

矿层直接项瓜板的灰色灰质泥岩
、

灰

质粉砂岩或泥质灰岩中常见紫红色铁泥质包

裹体或小透镜体
,

可作为间接找矿标志
。

勘探证明
,

法郎组下含锰层底 饭的紫

红色疙瘩状灰岩厚度大的地段 其上的下含

锰层中常赋存工业锰矿层
,

而 匕含锰层则不

发育
。

当疙瘩状灰岩相变为紫色泥质网坟状

灰岩时
,

则对应其上的下含锰层不含矿
,

而

上含锰层则有工业锰矿层产出
。

根据滇东南拉丁尼 克期 、‘了池理 见图

推测
,

寻找中三迭世斗南式锰矿要在元

阳一金平以东
,

建水一开远一 西 畴 以 南
,

南
、

东至国境线的广大地区内进行
。

通过对

斗南富锰矿床形成条件的初步分析
,

笔者认

为在滇东南找寻本类富锰矿
,

似应围绕越北

古陆的有关范围内
,

重点对中三迭世法郎组

含锰地层进行深入研究
,

从其沉积岩相及古

地理环境的分析着眼
, ‘

由已知锰矿点人手 ,

运用前述含锰层岩性组合特征
,

找矿标志及

矿石相带特点
,

有望找到斗南式过渡型矿相

富锰矿
。

在滇桂黔浅海区和开远海隆区的泥岩硅

质灰岩相及滇桂黔浅海区的灰岩泥 奄别们中
,

虽然已发现若干锰矿点
,

据已 仃资料多为含

锰灰岩
,

锰含量达不到工业要求
,

口前可哲

不考虑在该两岩相区找 子富锰矿
。

综上所述
,

’

本文强调了斗南锰劲
“

床成矿

的特殊性对找矿的意义
,

但对成矿的共性方

面亦应注意
,

以免各执一偏
。

含硫化 矿 的人工合成岩石

的复 电胆 率测量

观浏的含硫化矿 合成的 反应是

硫化物与脉 石的综合反应
。

研究了各

种脉石衡质的复电阻率特征
, 以及这

些脉石物质与硫化矿物的综合反应
。

用波特兰水泥和千净的石英砂作

脉石物质
。

对它们进行了 电阻率谱侧
,

结果表明有强的
、

沮并不稳定的

内在极化反应
。

研究的一个 目的是鉴

定某一种脉石矿物电性是否稳定
,

是

惰性的还是不极化的 使用合成岩石

进行研究 ,

材料费用低
, 制作花 费的

时间也少
。

详细地研究了黄铁矿和黄

铜矿的谱反应
。

注 意到过去研究工

作中所见到的硫化物种类及其颖粒大

小都对谱反应有形响
。

这两种参数对

谱的影响
, 在 合成的岩 石上也都有表

现
。

将合成岩石 与天 然岩石样品 以及

野 外实地测量 所得的复 电阻率谱加 以

对 比 , 认为在野 外使用复电阻率法区

分不同的硫化矿物是 可能的
。

摘 自欧美 年助探地球物理 年

会部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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