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床形成于确控泻湖形成以后燕发浓缩阶

段
,

矿层斌存的岩相常表现为灰岩相过渡为白云

岩岩相中
。

矿层产出部位在层礁之上 。一 米垂

距内
。

礁间洼地由于地形低凹
,

接受矿汁及两侧

斑体排气 伽
、 之 较多

,

常常聚集了较大

的透镜状矿体 图
。

断裂构造带控制后 生热水
、

地 下水改

造矿依
据沉积地质环境分析及生物数学地质对礁

撅成矿物质
、

供应量的推测
,

认为

四马桥礁控泻湖在已勘探的后江桥矿区以外寻找

同类型矿床远景规模不大
,

其中以矿区以南的大

坪岭一老屋地一带稍好
。

作者在理于夕卜工作期间得到湖南省地质局

队大力支持
,

文成之后又承该队罗仲文
、

陆延廷
、

谢福俊等工程师提了细致意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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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种新锰矿类型

—
陕西省宁强县黎家营锰矿

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职工大学 杨可法

黎家营锰矿是陕西省最早探明的一个中型锰

矿
。

矿床位于南秦岭东西向巨型复杂构造带和龙

门山北东向复杂构造带的斜接部位
。

区内出落的

展旦系勉略群地层有以下特点

地层两分性明显
。

中上展旦系断头崖组为

一套碳酸岩
、

碎屑岩
、

砾岩沉积
,

为一完整的沉

积旋回
。

内含磷矿和锰矿
。

变质轻微
。

以不含火

山岩为特征
。

厚 一 米
。

中下展旦系郭家

沟组为一套由海底火山岩间陆源碎屑沉积岩和片丐

镁质碳酸岩组成的火山沉积岩
。

见多期多种岩浆

活动
,

产多种矿产
,

黎家营锰矿产于其中
。

岩石

变质稍深
。

厚了 一 米
这两组地层系交角不整合接触

。

该不整合面

暂命名为
“勉 略运动

, 。

中下展旦系 地层中基性一酸性海底火山喷

发岩系 细碧一角斑岩系 大面积出陈 基性熔

岩枕状构造发育
。

岩石均受低一一

中级变质
。

基性一超基性岩侵入体经常与细碧一角斑

岩系密切影随
。

侵入岩包括辉长岩
、

辉长辉绿岩
、

强蛇纹石化辉橄岩
、

橄榄岩及纯橄榄岩
、

角砾状蛇

纹岩等
。

基性一超基性岩体具带状分布特征
。

内

已找到大型镍 钻 矿床和热液变质磁铁矿床
。

蛇纹岩体 闪长岩体及斜长花岗岩体经常

伴生
,

侵入于细碧一角斑岩和碳酸岩系中
。

有人把

这样的侵入体和围岩组合称为特殊的岩石组合
。

其中已找到大中型铁镍钻矿
。

故认为这种岩石组

合是铁镍钻矿床的综合找矿 标志
。

这 组岩石

中镁铁系列蛇纹岩体和钙碱系列闪长岩
、

斜长花

岗岩体共生最为特征
。

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具富

钠贫钾的特点
。

岩浆活动具多旋回性
、

复杂性
。

火山爆发

一喷滋阶段主要是在中下展旦纪地槽下沉阶段
,

喷发顺序是从基性岩到酸性岩
。

岩浆侵入活动和

与其有关的成矿作用发生在地槽回返以后的断褶

期
。

超基性岩侵入年代为 一 百万年
,

属加

里东一海西旋回
。

闪长岩一斜长花岗岩侵入年代

为 一 百万年
。

属印支一燕山旋回
。

碳酸岩层常与火山岩层
、

沉积岩层交互成



层产出
,

其间间断一接触面对多种矿产形成具明

显的控制作用
。

这些矿产常形成于间断一接触面

上部碳酸岩层一侧
。

黎家营锰矿就是其中一例
。

黎家营锰矿产于双水磨一巩家河倒转背斜东

班
。

矿区为一倒转单斜层
。

地层走向
,

倾向

一
,

倾角 一 ,

矿区内断层发育
,

节

理
、

裂隙常成群出现
。

含锰岩系由三个火山喷发沉积韵律层构成
。

每个韵律层自下而上包括基性火山岩 雌岩及火

山碎屑岩
、

碎屑岩 粘土质岩石
,

偶夹凝灰质

岩石
、

碳酸岩
。

锰 铁 矿产在第二韵律层中
,

岩性自下而上为

钠长绢云绿泥片岩层
,

原岩为细碧岩
,

具

变余斑状结构
、

变余杏仁结构
。

厚 米
。

含锰层划分为三小层

钙质板岩
、

千枚岩
,

夹锰矿
、

赤铁矿

扁豆体及含锰硅质灰岩
。

厚 一 米
。

锰矿层 下部为块状锰矿
,

上部为条

带状锰矿
。

厚 一 米
。

条孟硅质灰岩 近锰矿处为条带状含

锰硅质灰岩
,

其上为紫色中厚层含锰硅质灰岩
,

含锰
,

一般
,

厚 米
。

绢云母千枚岩
、

紫色板岩
。

厚 米
区内出露的岩浆岩有脉状蛇纹岩

、

辉长辉绿

岩一石英辉绿岩岩脉及少量钠长斑岩脉
,

规模均

较小
,

对矿体无破坏作用
。

迄今已发现的七个锰矿体
,

均整合于上述含

锰岩系中
。

含锰硅质灰岩对矿体形态和空间位置

有明显控制作用
。

矿体厚度变化与含锰硅质灰岩

厚度呈正消长关系
。

主 号 矿体呈似层状
,

长度大于 米
,

厚度 米
,

平均 米
,

延深大于 米
。

矿体走向
“ ,

倾向
,

倾角
。

矿体两端均见侧伙
,

侧伏角 一 。

矿石结构以半自形一 他形细粒结构为主
,

次

为碎屑结构
。

块状和条带状矿石见于深部 斑杂

状
、

粉末状矿石出现子地表
。

矿石属于氧化锰贫矿类型
,

可细分为揭锰矿

主要类型
,

见于深部
、

软锰 硬锰 矿 所

见不多
,

见于地表或浅部 和软锰 硬锰 褐锰

矿 为过渡类型 三类
。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褐锰矿
,

其次是软锰矿
、

硬锰矿
、

菱锰矿
、

水锰矿和极少量菱铁矿
、

赤铁

矿等
。

脉石矿物有方解石
、

石英
、

其次是锰方解

石
、

锰闪石
、

奥长石
、

重晶石
、

黑云母
、

绿泥石
、

石榴石
、

帘石类
、

闪石类
、

辉石类等
。

矿石化学分析结果 为 一 巧 一

平均
, 一 ,

众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

烧失

量 一 。

矿石中 夕
, 一 ,

二 一 ,

平均
。

钠
、

钙较富
,

铝

钾较贫
。

矿石低磷迄未发现磷矿 物
。

与 众

呈正消长关系
。

下面谈谈对矿床成因的几点认识

矿床形成在中下震旦纪优地槽凹陷带内
,

赋存在地槽拗陷期火山喷发一沉积岩系中
。

与锰

矿形成关系最密切的岩石是细碧岩一硅质岩一锰
矿一碳酸岩

。

沉柳旬断面对锰矿形成有控制作用
。

尔孟岩序是海侵岩序
,

属浅海相火山一沉

积岩序
,

具多韵律性是其特征
。

每一韵律以基性

火山喷发开始
,

至正常沉积告终
。

锰
、

铁质源 自

火山一沉积作用
。

成矿过程中相对稳定沉积环境

对矿床形成起过一定作用
。

影响成矿主要元素是

卜
· 一 。

褐锰矿体与赤铁矿体伴生
,

能说明锰矿沉

积时为氧气充足浅水氧化环境
。

矿体产出具一定层位
。

矿体产状随地层产

状变化而变化
。

矿体呈层状
。

条带状锰矿与含锰

硅质灰岩中硅质条带平行产出
,

显示了锰矿床的

沉积特点
。

组成含锰岩序地层均受轻微或中度变质
。

组成矿石的金属矿物揭锰矿就是一种变质矿物
。

脉石矿物有的就是变质的火山碎屑
,

有的则是变

质过程中生成的
。

由此可见
,

锰矿床历经了变质

作用
。



据上述分析
,

认为该锰矿属于火山一沉积一 一锰矿月淡酸盐建适
。

矿床为橄孟矿与赤铁矿组

变质矿床
。

此类矿床的成矿时代为中下震旦纪
,

合
,

并非单
一
书孟矿

。

矿石类型属低磷块状或条带

生成于优地槽不断下陷的浅海拗陷环境
,

并伴有 状褐锰矿
。

多次火山喷发一沉移哟氧化环氮 含矿岩序为火 本文是集体劳动成果
,

文中资料多数引自西

山喷发 , 沉积的海侵岩序
。

控矿地层是细碧岩一 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

含锰硅质碳酸岩层
。

近矿围岩是细碧岩‘ 硅质岩

一
今

一
近年世界锡矿的产梢情况

世界主要侣矿产地集中在东南亚
、

非洲和拉丁美洲

的赤道地带
。

年西方世界的锡产量
,

加上从中国愉出

的拐
,

总共为
,

吨
。

其中马来西亚的产量为
,

峨 。

吨精锡 表
。

该年每吨锡的价格平均为
,

器英镑
,

年 月达
,

英镑 吨
。

近年世界各国的 产盆 单位 吨 表

澳大 利 亚

玻 利 维 亚
印度尼西亚
马 来 西 亚

秦 国
巴 西
西 班 牙
英 国
英 国
尼 日 利 亚

,

,

,

,

,

,

。

。

。

,

,

、

。

,

,

。

。

,

砚

,

,

吸
,

,

,

。

年

,

,

,

,

世界总产
, 。 ,

不包括中国
、

苏联
、

东林

世界各国的怪 摘费 单位
月

吨 衰

年

澳大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国书度利本国国界拿大世加法西印愈日英美全

不包括中国
、

苏联
、

东撼

大部州瀚消费在北美
、

欧洲和 日本
,

很少有几个产

锡国是锡的重要消费国
。

因此
,

在产锡国和消费国之间

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

目前世界锡年消耗量大约为

万吨
。

自 年初以来
,

产里在上升
,

世界市场锡的价格

在下肤 美国在抛出其战略储备
,

对世界锡的供求形势

造成 了成协 表
。

李志仲译 自 尽
,

从
,

一
今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