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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较丰富的锰矿资源

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
。

湘
、

桂
、

川
、

澳
、

黔等省拥有近

的储 北方除辽 宁和新组

外
,

尚未发现大型矿床
。

中国锰矿

的这种分布格局是与我国地质发展史紧密相关的
,

现

仅就我国锰矿床的类型
、

控矿因素及矿床成因进行粗

浅的探讨
。

我国锰矿的成因类型

国内外对锰矿成因类型的划分有着不同的方案

大体有两种 一是按成矿作用分类 例如别杰赫琴分

为内生矿床
、

外生矿床 风化矿床
、

变质生成矿床

和沉积矿床 二是按沉积柑条件和含矿沉积物的类型

来划分
,

例如苏联的拉赫受诺夫等人提出的地台滨海

三角洲砂质一泥质
、

粉砂质尼科波尔型锰矿床
,

地台

滨海钙质一白云质和泥质一长石质红色锰矿相康洛哥

型锰矿床等等
。

最近
,

博彻特提出了一个包括十种类

型的分类
。

笔者的原则是按形成锰矿的主要地质作用

来分类 因为成矿作用本身就包括了物质来源
,

形成

环境和形成过程等方面
,

再进一步细分则显得过于繁

杂
,

依此原则可将我国锰矿划分成以下六种成因类型
。

沉 积矿床 是我国锰矿床的主要成因类型
,

以海相沉积为主
,

从上元古界到中生界都有发育 如

瓦房子
、

高燕
、

湘潭
、

民乐
、

大塘坡
、

下雷
、

斗南
、

白显等矿床
。

湖相锰矿虽有发现
,

但矿床则少见
。

喷发一沉积矿床 指那些生成作用与海底火

山喷气或热液有关的矿床
,

围岩是一套海相火山一沉

积岩系
,

如陕西宁强黎家营
、

新报莫托沙拉等锰矿床
。

风化矿床 古老含锰地层在第四纪风化过程

中形成的锰矿床
,

如广西木圭
、

二塘
、

荔浦
,

湖南零

陵东乡桥等
。

沉积受变质矿床 原来的沉积或喷发一沉积

锰矿床受到区域变质作用而形成的锰矿床
,

世界上一

些主要产锰国家差不多都以此种类型为主 我国则极

少见
。

还有一种中生代酸性侵入岩侵入 到 含锰 地 层

中
,

使之受热变质而部分地改造了原来的矿床
,

例如

湖南棠甘山锰矿
,

这与前者是完全不同的
。

热液改造矿床 在我国较少发育
,

典型的如

湖南郴州玛瑙山锰矿 现在人们仍然把它归到岩浆热

液期后矿床
,

笔者却认为它是泥盆纪含锰地层受热液

改造而形成尔摊孟矿床
。

海洋中的锰结核

日尸日床口,﹄矿﹃﹁小曰质民‘地

沉积锰矿床的控制因素

沉积锰矿床受几种关键性的地质作用控制 主要

是时代一地层制控
、

岩相一建造控制 其次是构造
、

岩浆岩控制
。

时代一地层对锰矿的控制 地球地质历史的

发展是不可逆的 因此各个地质时代中形成的锰矿也

各具特色 显示出时代一地层对沉积锰矿有着强烈的

控制作用
。

世界上的主要成锰时期是元古代和第三

纪 而我国则是震旦纪和中
、

上古生代
,

第三纪更是

少见
。

健旦纪是主要成锰时期之一
,

储量约占我国锰矿

总量的 锰矿主要产于扬子准地台的南沱冰积层

之 下
,

莲沱砂岩之 上
,

以湘潭
、

民乐为代表 规模

大
,

矿床点多
、

品位低
。

以前人们把中元古界长城系

和蓟县系的锰矿归为北方震 旦系锰矿
,

如瓦房子锰矿
,

虽地质年代相差甚远
,

仍然归属 于这一时代的锰矿



奥陶纪虽然是我国地史上最大的海侧寸期
,

但生

成锰矿很少
,

只在南方有几处中小型优质锰矿床
,

如

湖南挑江响涛源
、

四川汉源轿顶山等
。

,

泥盆纪是我国第二大成锰期
,

已知储 约占
,

几乎遍及湘
、

桂两省 著名的广西大新下雷
、

桂平木

圭等矿床都与中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含锰地层有关
,

矿

床规模巨大
。

石炭纪所形成的锰矿不多
,

除了天山摺皱带的喷

发一沉积锰矿床外
,

还有新级昭苏
、

广西宜山等与碳

酸盐岩有关的矿床
,

以及江西乐华与硅质灰岩有关的

锰矿床
。

二叠纪也是重要的成锰时期
,

储量约占
。

由

于中国大陆地质历史的发展
,

锰矿都集中地发育在南

方海相沉积层中
。

与煤系地层共生的遵义铜罗井锰矿
、

与广海沉积硅质岩共生的新邵锰矿等
,

遍及湘
、

黔
、

桂三省
,

桂阳
、

东乡桥
、

荔浦等锰矿都是由含锰质硅

质岩风化而成
,

虽然硅质岩含锰低
,

但经受强烈的次

生氧化富集后而产生的锰矿床
,

点多量大是惊人的
。

三叠纪是我国比较重要的成锰时期
,

储量虽然不

多
,

但我国唯一的大型低磷
、

低铁原生氧化锰矿床就

产在这一层位中 云南砚山斗南
。

从三叠纪起
,

我

国东部海侵范围大大缩小
,

西南海槽日益扩大
,

因此

西南地区中生代找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

第四纪同样是重要的成锰时期
,

风化矿床遍及南

北
,

大多数放电锰都形成于此期
,

特别是江南红土化

发育地区
,

风化矿床最为发育
。

综上所述
,

我国锰矿形成时期主要为中晚元古

代
,

古生代和中生代也占较大比例
,

似乎每隔 一

亿年左右就有一次较大规棋的成锰作用
。

随着中国

大陆海域的 日趋缩小 各个地质时期形成锰矿的中心

在不断迁移
,

成锰范围越来越集中
,

从后期形成锰矿

的饭上看
,

锰质来源还是相当丰富的
。

目前
,

我国锰

矿与世界锰矿相比
,

在老地层中找矿值得注意
,

湘西

南板澳群中变质锰矿已有些线索
,

但一直没有引起地

质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

岩相一建造的控制作用 一般地说
,

岩相是

指沉积环境
,

建造则是形成于一定沉积环境中的岩石

共生组合
。

锰矿层出现在一些不同的岩石组合中和形

成于特定的沉积环境里
,

赋存在一定的构造部位 反

映出岩相一建造对锰矿的形成和分布有看明显的控制

作用
。

我国锰矿出现在以下几种主要建造中

炭质泥岩建造 绝大多数发育在展旦系

中
,

为一套深灰一黑色的炭质页岩夹粉砂岩
、

钙质岩

等
,

厚度 一 米 含炭质达到 一 ,

甚 至

在菱锰矿饼中发育沥青质的小结核 主要是泥质岩

几乎没有砂岩和硅质岩 有时在展旦系下统两冰积层

之间发育 有时在其上 图 泥质岩主要发育水

平纹层理
,

几乎没有不规则层理
,

其厚度对锰矿层有

北 性悠妙 引 樱塑 旦芝 案甘山 , , 翻谭

纂葬二礴
四 昭 因 冬

。哪 图 南方雇旦燕锰矿地层柱状图

一展 旦系下统南沱冰破岩组砂砾岩 一屁 旦系下统莲沱组含锰黑色页岩系及锰矿层 一展旦系下统莲

沱组冰康砂岩 一元古界板溪群砂质板岩系

正相关关系 锰矿层由原生菱锰矿石组成
,

往往为磷 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含锰岩系由一套粉

高铁低贫锰的矿石
,

难以为工业利用
。

在 一 砂一泥质岩所组成
,

可在多种环境中生成
,

因此又可

之间
、

丈 的大型矿床常常成群出现
,

分三个亚建造 肝色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灰色粉砂

如湘潭
、

民乐
、

大塘坡
、

大屋
、

杨立掌
、

古城
、

高燕 一 泥质岩建造和与煤系共生的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

等锰矿床相对比较集中
。

建造的形成环境可能是古岛 ①肝色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是在强烈氧化环境中

链附近的深水停滞盆地
。

形成的一套以棕色为主的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泥质岩夹 一 层锰矿层
,

这些岩石普迫含较高的
, 虽然厚度在 米左右

,

却能稳定地延

伸几十公里、 具有许多浅水生成的复杂层理
,

变化很

快
。

当岩石发生明显相变时
,

矿石也随之变化甚至尖

灭
,

当岩系由棕色调转变成灰色调时
,

钙质岩石增

多
,

矿石由氧化相变为还原相 氧化锰矿变为碳酸锰

矿七 矿石以原生氧化锰为主
,

碳酸锰矿石次之
。

矿石

呈结核状
、

饼状和不规则饼状
,

磷低铁高 。

左右
,

这种建造的典型矿床是瓦房子锰矿
。

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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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止日 中元古代称江陆旅海中锰矿分布图

〔据河北第一普查队

一古陆 一沉积物等厚线 一长城系锰矿床 点 一酮县系锰矿床 点

形成的地质环境是地台沉降带的中心部位
,

海域中心 低铁自熔性优质矿石的云南砚山斗南大型锰矿床 就

的袱酸盐台地之上 图
。

产于这种建造内
。

建造的沉积环境是碳酸盐台地上的

②灰色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是一套厚度大于 浅海

米以上
、

几乎没有砂岩夹层的灰色粉砂一泥质岩系
,

③与煤系共生的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是一套海相

岩层厚度大
,

矿层层数多
,

岩性变化频繁
,

一般发育 含锰的粉砂一枯土岩系与上夜陆相沼泽煤系共生
,

厚

有薄层灰岩地段同时也夹有含锰灰岩及锰矿层 泥岩 度约 米
,

赋矿地层在建造底部
,

矿层薄而稳定
,

除

多具水平纹层理及标志浅水环境的层面构造 矿石矿 粉砂一粘土层外
,

还夹有煤线
、

硅质层和锰矿层
,

厚

物主要是具有缅状
、

豆状和纹层状构造的褐锰矿等原 米 矿石为低磷高铁
、

硫的碳酸锰矿
。

建造形

生氧化锰
,

胶结物常常是含锰的碳酸盐和方解石等
,

成的环境是西南二叠海边缘早期碳酸盐岩台地上 这

因此是由氧化变为还原条件下的产物
。

我国唯一低磷 一套海陆交替相沉积物在区域上发生明显相变
,

自东



至西由遵义的枯土碳酸锰矿相
、

枯土硅质岩相和边部

的粘土菱铁矿相 至威信
,

一带则变为枯上黄铁矿相并

开始有凝灰岩
,

至最西部维西一带则出现大量火山岩

而使大片玄武岩代替了粉砂一粘土质沉积物 并伴随

着 自东至 西的 碳酸锰 , 碳酸铁 硫 化 铁

的带状递变 图
。

姆色 片岩化攀性火山岩 康澳古陆及陆缘沉积区

图 黔西北
,

湖泊沼泽相 海陆交互相

川南
、 ,

淇西陆像枯土建造分带图

据 孟 样 化

硅质岩建造 锰矿与硅质岩或含硅质较高

的泥质岩
、

泥灰岩和灰岩等共生
,

进一步可划分成碳

酸盐平台顶部拗陷中的硅质岩建造及广海硅质岩建

造
。

前者以大新下雷锰矿 为代表
,

其特 气是含矿系底
‘

部为礁滩相的巨厚层状东岗岭白云质矢岩 含矿岩系

为一套灰一深灰色硅质灰岩
、

钙质泥岩
、

硅质岩夹锰

矿层等
,

在无矿地段相变为较单纯的犷云质灰岩
。

岩

系厚 一 米 发育微细水平层理 原生碳酸锰矿

石含铁
、

磷中等 具鲡状
、

豆状构造 矿层厚度 一

米 层位稳定
,

矿体规模巨大
。

形成环境是在碳酸盐

台地顶部的深水洼地或是一个北东向的封闭小盆地

图
。

后者在我国南方湘桂两省下二叠统孤峰组中
一,州

田
,

田 曰 图 田 曰 昌
图 诵

‘

西远陆源砚胶盐建造岩相分带

据 孟 丰羊化

一花斑状灰岩 一晰状灰岩 一块

状灰岩 各一扁任状灰岩 一缝含线状 自云 岩
、

白云 质灰 宕 一含锰 条带泥 宕
、

碳酸锰矿 一

硅质灰 岩
、

硅质典岩
、

硅质兴

“ 泛发育
,

以零陵东乡侨锰矿 区中的原生含锰层为

代表 其特点是灰一 青灰色硅质岩夹硅质灰岩
、

泥质

岩等总厚不超过 帅米 硅质岩纹 层理 发育及含有放

射虫和海绵骨针
,

而其他层理构造少见
。

许等华教授

认为这是二叠纪的广海典型沉积物
,

因此在广大地区

内岩性稳定
,

厚度变化小 代表了水体较深的浅海环

境
。

上覆地层龙潭组为含硅质结核的杂色页岩
。

含矿

岩系中有 一 层含锰硅质灰岩和含锰硅质页岩
,

间

夹含锰约 一 的贫锰碳酸盐岩小透镜体
,

经次生

氧化富集作用形成含
, , ,

等元 素较高

的矿石
。

上述两种硅质建造显然都是形成在远离占陆

的深水成锰盆地中
。

破酸盐岩建造 含矿岩系是夹在一套碎屑

岩几乎不发育的巨厚碳酸盐岩系中
,

主要岩石组合有

两种
,

一种是蒸发泻湖相沉积的白云岩
,

除含矿岩系

下伏是厚层白云岩外
,

岩系中亦夹有白云岩薄层 另

一种是正常浅海沉彩哟灰岩 夹在它们中间的含矿岩

系则由泥灰岩
、

泥质岩
、

含锰灰岩等组成
,

有的出现

在建造的中下部及底部
,

有的则出现在顶部
,

前者代

表着海 劲约开始
,

像新疆昭苏锰矿床 矿石为低碑低

铁碱性自熔性矿石
,

后者代表着海侵的尾声 例如建

水白显锰矿床
,

矿床规模大
,

矿石含磷高
,

据此这种

建造又可划分成产在碳酸盐岩顶部或者底部两种亚建

造
,

它们生成的环境可能是处于长期侵蚀夷平的古陆

外缘碳酸盐台地或因断裂而隆起于海洋中间的碳酸盐

台地上
。

总之
,

这种建造中的含锰岩系和锰矿层厚度

小 延伸稳定 原生矿石以碳酸锰矿石为主
,

随着含

锰岩系中粉砂质岩石增多 也刽妇现原生氧化锰石
。

基性 火山 岩一沉积岩建造 是一套下部为

海相基性喷发岩一细碧岩系
,

或者是以基性为主发育

少量中酸性的喷发岩
,

中部夹不厚的断续含锰岩系
,

上



边缘拗陷
。

次级构造控制矿体的形态及分布
,

对于下

雷
、

瓦房子
、

斗南
、

响涛源
、

东乡桥
、

昭苏
、

轿顶山

等锰矿床的平缓复式向斜
,

可被认为是向斜构造控矿
。

对于轴部已被剥蚀而呈背斜式的铜罗井
、

龙头锰矿
,

它

们的锰矿盆地中心已不易辨认
。

在找矿当中构造控矿

是值得注意的
,

例如湘潭锰矿通过深部勘探查明是一

夕
砂痴耀

脚娜磁

玛月山

翻口翻团马诫

部为厚层白云岩所覆盖的岩系
。

可见
,

总趋势是强烈

火山喷发期逐渐减弱以至消失
,

代之以稳定的碳酸盐

岩等沉积岩
。

由泥质岩
、

泥灰岩和薄层灰岩组成的含

锰岩系几乎不见砂岩
,

但仍有火山岩夹层
,

并组成几

个小的喷发一沉积旋回
,

它们也遵循火山岩在下
、

沉

积岩在上的规律
。

锰矿层往往斌存在上部的沉积岩层

中
,

含低磷低铁的氧化锰矿石常与硅质灰岩关系密切
,

少量含铁高的矿石是由于在含矿层中出现含锰赤铁矿

磁铁矿 的缘故
。

陕西黎家营锰矿床的矿体层数多
,

厚度大而不稳定
,

单个矿体仅延伸几百米或者更小
,

围

岩由于受轻度变质而成为绿片岩相岩石
,

这种特征是

这类建造中矿床的普遍特点
,

因此矿床以中
、

小型为

主
,

在我国尚未见大型矿床
。

建造是在优地槽褶皱带

晚期山间拗陷或边缘拗陷中形成的
。

碧石 建造 由各种鲜艳色彩的碧玉岩
、

基性

火山岩
、

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等组成含锰岩系
,

其中

碧玉呈致密隐晶质结构
,

发育放射虫硅质岩多层
。

建造

厚度大 米 和矿带延伸长 公里
。

锰矿常伴生在硅质层和火山岩层中
,

矿体多层发育
,

呈

带状延伸较远
,

但矿体长不过 一 米
。

氧化铁
、

锰矿层常互层或为混合的铁锰矿石层
,

但都是含磷很

低的酸性矿石
。

建造一般处于优地槽褶皱带中部的早

期拗陷带内
。

构造对沉积锰矿的控制 沉积盆地的分布从

一开始就受构造单元的分布格局所控制
,

对锰矿的形

成和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一级构造单元控制不同成

因类型锰矿的分布 在地台区
,

除老地层中的变质锰

矿外
,

主要是盖层或边缘盖层中的沉积锰矿
,

这些锰

矿几乎都与正常沉积物共生
,

矿层薄而稳定
,

矿层层

数少而延伸远
,

矿石贫锰而规模大等等 在地槽区
,

以喷发 , 沉积型锰矿床为主
,

其特点同地台区锰矿床

相反 介乎二者之间的地洼区可见到锰矿层和少量火

山岩层夹在厚层沉积岩篆中
,

例如长江中下游石炭系

锰矿床就是如此 同时与多金属矿伴生
。

次级构造控制锰矿产出的沉积盆地 在地台区锰

矿分布在水下隆起或古岛 链 的外围 沉积盆地的

分布则受古基底构造断裂控制 图
。

对于碳酸盐台

地
、

浅海碳酸盐台地上的拗陷盆地
、

古陆边缘
、

浅海

碳酸盐台地礁滩相内侧停滞盆地等 也都受次级构造

控制 在地槽区有早期拗陷带和中
、

晚期山间拗陷及

南宁

角 砂 ,,,
森

沙
图 湘桂泥盆纪

、

二怪纪 含锰 盆地分 布图

一泥盆纪含锰盆地 一二怪纪 含锰盆

地 一古隆起 一壳断裂

轴部深陷的箱状向斜 并非单斜矿层
,

因此矿床远景

可观
。

当然
,

大的区域性断裂在初期不仅控制了沉积

盆地
,

同时也为海底热卤水和火山喷气
、

岩浆喷溢等

提供通道 从而控制了矿带的分布
。

岩桨岩控制 对某些矿床来说
,

如喷发一沉

积
、

热液改造
、

接触变质以及部分海相沉积锰矿床
,

岩浆岩都有一定控制作用
。

以玛瑙山锰矿床为例
,

过

去一直把它归结为与花岗岩有关的岩浆期后热液矿床
。

笔者认为它是酸性岩浆岩改造了泥盆系棋梓桥组含锰

白云质灰岩而形成的交代矿床
。

综上所述
,

沉积和与沉积有关的锰矿床是受 上述

各种因素控制的
,

在不同地区几种因素有主次之分
,

互

相协同
,

使我国锰矿床成为现在这种格局
。

成因探讨

对我国主要的锰矿床类型一一沉积锰矿床成因的

流行看法几乎都是浅海一滨海沉积
、

沿古大陆边缘分



布
,

而锰质来搏于古陆等等
,

这种陆源成矿说占了统

治地位
。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相反比较多数的锰矿床

带 受海底古断裂系统的控制而与远源海底火山作

用和热卤水喷滋作用有某些直接或间接关系
,

即使浅

水形成的锰矿床也都分布在距岸较远的粉砂一泥质建

造中
,

而不能把与滨海相海绿石砂岩共生的尼科波尔

型锰矿同我国锰矿进行简单类比
。

所谓陆撅锰矿是由于河水挑带大量锰
,

一入海口

就因 一 值突变而迅速在距古海岸不远处堆积

而成的
,

锰矿以一定等距围绕古陆分布
。

事实远非如

此 如果说远离海岸的含锰沉积层是河水所携带的锰

质被带到大洋中与洋底所提供的锰质混合
,

那末陆源

成矿说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华南二益系孤峰组的锰

矿
、

华南瓜旦系南沱组的锰矿
、

广西泥盆系榴江组的

锰矿 均沿着水下隆起链 实际是沿古海底大断裂

裂
、

古岛链分布 而与古陆无关 图
。

所谓江南

古陆实际上是一些古岛及水下隆起
,

因此围绕着
“

江南

古陆
”

分布的锰矿床与古陆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

瓦

房子锰矿在燕辽沉降带内 与蓟县和琢鹿县的一系列

锰矿床都在其沉降带中心 见图
,

过去以 为锰矿

也被人们认为是由越北古陆 马关古陆 提供锰 质

的
,

但笔者认为人们所设想的古陆可能不存在
,

至少

一些新的岩相古地理图没有它的位 图
。

即使这

块古陆是存在的也不过是由下古生界未变质沉积岩所

组成的陆地而已
,

其中只有泥盆系可能有贫锰层存在
,

但无论从厚度还是从 上作为三 纪锰矿的矿派层都

是微不足道的
。

雄雄雄图 西南地区中三且世岩相古地班圈

据关士聪等

困 困 皿 回
‘

口 口
图 广西晚泥盆世沉积相与锰矿关 系示意图

据关士聪等

一陆 一陆地边缘相区 一开阔台

地相带 一潜丘 一凹摘台地相带 一锰

矿点

与内蒙地轴有关
,

其实锰矿床的分布并不在古陆边缘
。

从瓦房子锰矿床的氧化矿石相在南部
,

碳酸盐矿石相

在北部
,

与内蒙古陆所提供的沉积物崖老相分带相反
,

可 见锰质并非都来源于古陆
。

滇东南斗南
、

白显锰矿

一开阔台地相 一半闭塞合地相带

一闭塞台地相带
‘

一抽盆相区 一抽盆

相区中高能相带 一确 一滩、

卜海俊

方向 一陆地边缘相区和古剥蚀区 一台

地边缘相区 一火山岩分布区 论一海城沉

积厚度线

综上所述
,

我国的一些沉积锰矿床并不是简单地

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
“
围绕古大陆分布

,

锰质来裸于

古陆
”

相反
,

锰矿的分布均在沉积的中心地带 而

锰来源是也多方面的
,

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来 自

海
、

洋底的基性火山活动
。

遵义锰矿的区撼性水平分

带现象 图
,

充分说明锰质可能由西部玄武岩喷

发而带来
。

现代海底锰结核的研究表明
,

锰质的来探

与海底基性火山喷发密切相关
,

瓦房子
、

大塘坡
、

案

甘山
、

小茶园等锰矿床的矿饼群可能就是古代海底锰

结核的
“

遗迹
”

这些由原生氧化锰和碳酸锰组成的

矿石
,

其中成分比较复杂
,

有的含
,

较高
,

例

如 东乡桥
、

轿顶山锰矿石含钻 一 ,

镶

一 ,

说明它们同现代海底锰结核的成分

有相似之处
。

笔者推断
,

海底提供锰质的作用大约有

三种情况 ①海底大量滋出的炽热玄武岩流在海水作



用下
,

使硅酸盐分解而释放出 ’十并进入到海水中
,

因此海水深处能富集
’十

②海底基性岩浆沿火山

口喷发或沿断裂滋出含
’
的多金属燕汽或热水

③沿海底大断裂系统喷滋出的与深部隐伏岩浆源 库

有关的含矿热卤水携带大 的
’ , , ,

及有色金属
, ,

等进入海水中
。

根据现代

海洋地质学的研究 在大洋中脊裂谷附近或红海式大

裂谷中
,

在转换断层或海底大断裂的交叉处
,

在岛弧

型火山岩区及弧后盆地的大断裂中
,

都有可能出现这

种热卤水
,

温度 一 ℃
,

有大量的
’十 , ’ ,

, , ‘ , 一

等溶解在卤水中
,

在环

境适当时
’十 , ’十 , 十

很快呈硫化物沉 淀

在喷滋口附近
, ’十 , 十

等进入到海水中
,

不均匀

地分布在不同地区
。

这些富锰 铁 的海水形成沉积

锰矿床其机理有二
,

一是就地沉积
,

现代海底氧化锰

结核大部分是由这种作用形成的
。

二是洋流
,

它把锰

质带到另外适宜环境下沉淀
,

富 ’十 , ’十

海水被

上升洋流带到古陆岸边
、

广海中岛屿链
、

水下隆起周

围的洼地
、

碳酸盐台地顶部或边部的洼地等 有 利地

区
,

由于
,

值的沉积环境的改变
,

使锰质随同

沉积物缓慢地沉积并形成锰矿层
。

当然这种环境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
,

因而各地锰矿有各自的特征和相带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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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部地质情报网新组建大会在天津召开

年 月 日
,

冶金部地质情报网在天

津地质研究院召开了新组建大会
。

冶金部情报总所
、

冶金系统各地质勘探公司
、

有关科研院所和地质院

校
、

武警黄金部队地质系统等 个单位的 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制订情报网章程
、

组建情

报网机构 讨论情报网活动内容和确定 那年的工

作计划
。

该情报网是在冶金部地质局和冶金部情报总所

领导下的
,

冶金地质系统
、

武替黄金部队地质系统
、

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各郊门之 沟通地质科技

信息
、

开展调查研究
、

进行咨询服务等工作的情报

组织
。

情报网贯彻冶金地质找矿方针
,

围绕各自专业

的生产
、

科研和教学工作斋要
,

积极地传递科技信

息
,

推广先进经验
,

交流科研成果
,

开拓技术市场

为冶金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服务
。

与会代表一致同愈部情报总所任命天津地质研

究院为网长单位
。

经过充分协商
,

推选第一冶金地

质勘探公司
、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中南冶金地

质劫探公司
、

物探公司和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为副

网长单位
。

冶金部地质情报网下设五个专业情报站
。

会议

选出的各专业情报站站长和副站长单位是

一
、

地质岩矿站 站长单位 西南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 副站长单位 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和华东
、

中南
、

山东
、

福建四个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

二
、

物化探站 站长单位 物探公司、 副站长

单位 中南冶金 队
、

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
。

三
、

勘探技术站 站长单位 第一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探矿研究所 副站长单位 华东
、

西南冶金

地质勘探公司
。

四
、

水文地质站 站长单位 中甫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 副站长单位 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五
、

洲 , 绘图站 站长单位 第一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侧绘队 副站长单位 首钢地质勘探公 司
、

哈尔滨冶金侧量专科学校
。

与会代表一致建议出版具有本网特色的网刊
,

以利于冶金地质情报交流
。

会议决定向成员单位征收少量的网费
,

以弥补

情报活动经费之不足
。

为便于地质科技情报的横向交流
,

欢迎外系统

同行单位参加冶金部情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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