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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映交界的大巴山地区
,

是已知锰矿床比较集中

和进一步找丫韵有利地带
。

在长逾 公里的狭长地

带
,

已探明大型矿床 个
,

中型矿床 个
,

小型矿床

和矿点多蜘 部分矿床
、

矿点已经开采利用
,

巴山锰

矿带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捅勺锰矿资源基地

区域地质概况

巴日描矿带位于大巴山坳陷摺皱带
,

为两个一级

构造单 创均衔接部位 东侧以大巴山大断裂将其与南

秦岭下古生界摺皱带切开 西侧以镇巴大断裂与扬子

准地台两个次一级构造单元相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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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层

矿带地层区划属扬子地层区大巴山分风 下震旦

统以角度不整合段于前震旦系不同层位之上 本区未

出璐健旦纪以确撇构造层
,

自震旦系至三登系均有 出

露
。

中生代晚期以后的地层几乎全部缺失
。

除中生代

有一些陆相碎屑建造及河湖札耽积夕卜 其余地层均为

台缘滨海 浅海相碎屑岩 碳酸盐岩建选 现仅把震

旦系地层略述于底
下襄旦统南沱组 为该区出贡的最老

地层
,

相当于峡东的莲沱砂粉且和南沱冰硕岩组
,

为

一套陆源碎屑岩至火山碎屑岩沉积
。

日那以灰绿色
、

紫红色长石石英砂岩为乞 夹少量灰绿色页岩
、

砂质

页岩及浅灰色凝灰质含砾砂卷 上部为灰绿
、

黄灰色

凝灰质砂泥质砾岩
,

凝灰质砂岩夹凝灰质页岩
,

构成

几个韵律恳 从 膝吐南
,

火山碎屑物逐渐增多
,

厚度

增大
,

孩粒变粗
。

沉积厚度 一 米
,

到城 口一带

达 米
。

上震旦统 包括陡山沱组材丁联且
。

、

陡山沱组 为碎屑岩经泥质岩至嵘
配酷盆岩的沉积

。

下部为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
,

有时夹

长石石英砂岩
、

炭质页岩
,

鲜且成月屯等厚互层
。

中部

为灰绿色粉砂质页岩或书渺卷 上部为紫红
、

灰绿色

灰质页称 白云质页岩夹锰矿层澎孟磷矿层
,

顶部常

有泥质灰岩
、

硅质灰岩
、

含隧石结核或条带灰岩等
。

该层厚 一 米
,

大体为南薄 匕乳 不同地习岁】地

层厚度和岩性变化较大
,

中部及 上部层位往往缺失
。

在不同矿区又根据具体情况划分出不同的岩性凡
灯麟且 与下伏删丢为连续沉机

下部为条带状硅质灰 岩夹白云质灰卷 泥质灰岩及灰

质页暮 上部以浅灰
、

灰色含隧石结核及健石条带的

硅瓦 白云质灰岩
,

或硅 质白云岩为主夹砂质灰岩及

角砾状灰卷 厚度 一 米 司上一带这汗未
二

、

构造

本区在晋宁运动以无岁 】历史时期为相对稳定的地

台发展阶段
,

整个上元古界到古生界主要由陆屑建造
碳酸盐岩建造和含煤

、

铝土质
、

铁质建造等组威 岩



相变化小
,

厚度不大
,

变质轻微
,

火成活动微弧 受

印支运动影响
,

地层由北东向南西推覆
,

褶皱断裂极

为发育
。

摺皱呈绷犬分布
,

紧密而细长
,

脊线起伏并

向南东倾伏
,

轴面向北东倾斜 中部地段发生倒转
。

不同产状和衫翩勺次级褶皱及小褶曲极为发豫 沿摺

皱轴部常发育与轴面平行的逆断层
,

构扇去不乙式断层

瓜 整个构造带呈狭长的弧形向四川地台凸出
,

并受

地台轮廓的控桃

主要锰矿床介绍

矿带分三个矿田
,

自北而南为 水晶坪矿田
、

屈

家山矿 田和城口矿队 本文只介绍具代表性的屈家山

倾 田的屈家日摇矿床和麻柳坝锰磷矿床
,

以及城口矿

田的高燕锰矿未
一

、

屈家山矿田

该矿田长 涂公里
,

彭勺 公里
,

陡山护怪且因区

域性褶皱断裂在横向上出露三条含矿怅 匹滞未发现

工业矿体
,

中带有屈家山
、

石堡山和栗二列哑攀孟矿床

东带有麻杉肉
、

田坝等锰磷矿床
。

屈家山锰矿床

为新近结束勘探工们哟一个中型矿床
,

也是全矿

带规模较大
、

质量最好的典型矿未
地层构造

矿区仅出露震旦系及零星的第四 系
。

上震 彩充下

部陡山沱组含锰岩系岩性如下

交 第一岩性段条带状 页岩 灰黑色贞

岩与浅灰色招渺岩或招扭乡质页岩相间组成条带
,

条带

宽 一 厘米 局部夹炭质页岩
。

底部夹少数硅质岩
,

顶部常有数层 一 米厚的海绿石石英砂岩
。

层厚

一 米
,

由南东向北西有变薄趋抓 整合于下伏岩

层之上
。

②第二岩性段粉砂质页岩 灰绿 暗

灰色
,

恻犬
,

单层厚。 一 米 局部变为石英粉砂

卷 底部有时有海绿石石英砂暮 层厚 一 米
,

平

均约 米
。

③第三岩性段灰质页岩夹锰矿层

下钙质页岩层 紫红色
,

局部为淡红
、

灰绿色
,

致密板状
,

层理厚《 一 米
,

靠上部有时出现少量

菱锰矿条依 层厚 一 米 般 一 米
锰矿层 与上下岩层为迅速过渡关系

,

由肉红
、

蔷薇色菱锰矿条带与酱紫色
、

猪肝色含锰灰质页岩
、

紫红色页岩之互层组成
,

矿层厚一般为 米
,

最

廓 米
上钙质页岩层 以灰

、

灰绿色为主
,

少数为紫红

色
。

含钙质更高
。

单层厚 一 米
,

层理不清
,

顶

部有时有泥质灰岩和健石灰卷 层厚 一 米
矿区位于松树坝一紫黄背余健北东翼 南西冀被

断裂切割
,

故矿区总的 构脚衫态为一走向北北西 向

北东倒转
、

倾向南西的复杂单斜层
。

矿区由几个更次

绍的背向释且成
。

强厥的挤压作用
,

在柔性较弓细均页

岩中形成了一系列等斜倾伏摺曲和少数走向逆断层
,

并伴随有小规模的横断层 在刚性较强的白云质灰质

及凝灰质砂岩中
,

构澎衫变则以急倾余倒转走向断层

为主
,

岩层界线及断面平直
矿床特征

对体形态
、

闪犬及规模 锰矿赋存于陡山沱组

上部
,

呈层状
,

层位稳 定
。

锰 矿由肉红色
、

苗薇色的

条带状
、

透镜状或薄层状 菱锰矿集合体与舒孟灰质页

岩呈疏密不等的条带所组成 菱锰矿条带一般草〕 一

厘米
,

呈层状时为 厘米
,

最厚十几厘米 矿层

中部券孟矿条带较厚且密
,

上下两侧及边缘部分则层

稀而陈 矿层厚度较稳定
,

一般 一 米
,

最廓 未
矿体洲犬随褶皱而变 形成较紧密的摺曲

。 ’

次级

褶曲常呈雁行状有规律地斜列
,

褶曲轴面一般相即五

六十米 褶绷王影响矿体
,

以 一 的斜纲句北北西

侧仇 断裂河使矿体局部缺失或重父
。

形态虽然复杂

但规律性强
,

各剖面间均可对应 图 ’ 。

根据矿体在地表出露的位置秘移态
,

划分为七个

矿体
,

其规模
、

品位如表
。

②矿石性质 矿石主要由菱锰矿和泥质物 水云

毋 高岭石等 组成
,

券孟矿相对含量过倒一定比例

时构成锰矿条带
。

次要的碳配挂胶锰矿物有锰方解石
、

锰白云石
。

氧化锰矿物有褐锰矿
、

扔孟矿
、

硬锰矿等

局部地段有方锰矶 次要脉石矿物有方解石
、

石英
长石及少量绿泥称 白云母

、

叶弱丝文石等
。

矿石结构主要为微案妇尼质结构
、

微晶质结构
、

含

图 一 图 及表
,

表 均引 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映西省萦阳县洲家山锰矿床详细勘探报 告》
,

年
。



米

圈 五号矿体分布形态示 愈图

碎周的徽晶质结构
,

以及胶体结拟 龟裂纹结构等
。

矿石构造主要为条带状构选 其次有不规贝嵘带状一

扁豆状构称 块状构造及脉状 , 网脉状构选
矿石七种主要元素及氧化物的含量波动范围如

表
。

该区矿石化学组分较均匀
,

锰含量基本为正态分

布
,

平均为中等品位 图
。

锰品位变化系数小于
,

主矿体讥号变化系数为
。

锰品位大于 , 、

的富矿石约占
。

有害杂质磷
、

硫含量均很佩 铁

含量低而稳定
,

锰铁比大于
。

酸性造渣组份
,

特别

是 含 高
, 一 ,

、
。

矿石中伴生有益组份均很低 无综合利用价底
另外

,

从作图和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

硅与锰大体呈反

消长关系
,

但离散度较大 图
。

磷与锰的含量没有

明孙勺相关关系
,

在不大的范围内波动 图
。

铁
、

铝
、

钙
、

镁分布基本均匀
,

而与锰的贫富无关 图
。

该区氧化带很浅
,

全氧化者距地表 米以内
,

半

氧化者一般不超过 米
,

大部分原生私 酗孟矿直裸地

表
,

因此矿石的自然类型可视为单一的原生碳酸锰矿

石
。

其工业类型为低磷低铁硅质碳醚孟贫矿瓦
麻柳坝住磷矿床 ②

地层构造

上震旦统陡山沱组含矿岩系
,

分为两个呈散段
,

第二段又分为两

①第一岩性段 邹为不等粒石英砂岩

夹紫红色粉砂质页暮 上部环等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

襄

矿矿体号号 长 度 米 厚 度 米 控制最大延 策策 锰 平均品位位

米
。勺

控控控翻长度度 地表出耳长长 最 小小 最 大大 平 均均均均

《
。

砚
。

。 。

。

《

。

讥讥讥讥
。

姐姐姐姐
。

襄

组组分含
, 】 烧失

故故 动 范
。 。

,,

一一 般 含
。

平平 均 含
。 。 。 。 。 ,

②映西省绝质局七队 映西省萦阳县麻柳坝确锰矿床评价劫探报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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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肠

,

图 锰和礴含 , 相关图

书砂质页岩
,

未 习成
,

厚度大孔 米
②第二岩性段 其中

,

为粉砂质页

岩夹瑕渺岩
、

泥灰岩及灰岩透镜体 上部夹含炭瑕渺
质贞岩

、

含炭粉砂岩
,

普遍含黄铁矿条带和团块
,

顶

部为炭质页岩
,

其中常有炭质粉砂岩透镜体 顶部常

有菱钡镁石 测境体 卿 一 未 孟为白云质页

岩夹中薄一 薄层状白云岩
,

底部夹厚 一 彩孟矿

两层
,

邹夹厚 一 米条带状磷块岩
,

为区内

锰磷含矿层
。

厚 一 未
区内褶皱多为紧密的线状褶皱

,

秘戈与区域断裂

近于 叫于
,

主要有银红沟背斜
,

桃园沟背斜和啊家湾

向斜
,

矿体被次级褶皱复杂化
,

形成一系列倾伏背抓
矿区主要断裂多为褶皱后的 断裂

,

且多沿褶皱轴部

分佩
矿床特征

田矿体形态
、

产状及规模 该矿床锰与磷主矿体

产于 卜震旦统陡山沱组第二岩性段粉砂质页容 炭质

图 锰和 全铁含 相关图

页岩与白云质页岩的界线她 产于 白云质页岩下部的

锰磷矿层为次要矿层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层位稳

定
,

延伸范围广
,

走向长 公里
。

矿区构造复杂
,

摺

皱发育
,

使矿层多次重复出现
,

产歌多犯 根据矿区

构造把矿床划分为三个矿段
,

地表出礴 个锰矿体
主要矿体协 一 米厂 刁投 一 米

,

厚

米
,

一般 米左右
,

最厚 米
②枯

、

磷斌存关系 该矿床锰与磷紧密共生
,

锰

在下
,

磷在上
,

形影相依
,

中间只有 多厘米的白云

质页岩相隔
。

除主矿层与次矿层外 在其下部
,

即

含炭粉砂质页岩中有小的锰矿透镜体 在

白云质页岩澎】中
、

上部产有刁哟礴矿进镜体
。

在锰矿

嘴帕勺夹层中常见硅质磷块岩条带
,

锰矿层沿走向可过

渡为含锰白云岩或含磷白云岩 , 。

磷矿层由白云质碑块岩或硅质礴块岩与白云质页

岩的条带组成 磷矿条带 一 厘米
,

最厚 厦米
,

夹层厚 一 厘米 夹层中往往有锰质混染
,

矿层厚



米
,

最脚 米
锰礴的沉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叠置现象

,

总的

过程是以锰开始 〔麟告纬
⑧括矿石的性赓 主要原生矿物为锰白云石

、

菱

锰矿
、

锰方解孔 近地表有硬锰矿
、

车灯孟矿澎孟的氢

氧化标 磷主要为细微质点的胶磷矿及少量晶质磷灰

孔 结构主要为球攀彭庆结拟 微彬占构
。

构造为层状
、

块状和网格状构选
化学成分见表

。

与 呈明显反消长关系
,

与 基本为正相关关系
,

而 与 则在

不同矿体表现不同
,

有正相关关系
,

也有反消长关瓜
矿石自然类型以原生碳甜孟矿为主

,

有少量次生

氧 匕孟矿石
,

氧 匕呆度 。一 米 工业类型为高磷低

钳丐质贫锰矶
三

、

城口括俐盯田
“

城口矿田位于巴山锰丫带东南徽 境内
,

祥勺

公里
,

宽 一 公里
,

包括高燕
、

大渡溪
、

紫 廿旁

三个锰矿床及几个磷矿点
。

襄

成成 分分

含含
, 、

。

、
。

艺艺
。 。

地层构造

①下姚旦统南沱组 底部为一套以陆源

碎属为主夹少皿火山碎屑的棍合碎屑岩
,

以灰绿色
萦红色含砾凝灰质砂岩为屯 层状构造不明显

,

厚度

大于 未 上部为灰绿色 萦红色中厚层至厚层细一

中粒亚长石砂岩
,

层瑙青楚
,

厚 一 米
②上展旦统 陡山沱组

,

下段

为深灰色灰质页岩夹灰绿色长石砂岩或石

英砂暮 底部们夹泥质白云岩或含锰白云岩透镜体
。

心

到段 以黑色炭质页岩
、

深灰色页岩为主夹

粉砂质页岩
、

细砂岩等
。

顶部为锰碑矿层
。

澎且地层

晌。 未 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脸
灯麟且

,

中
、

下段为中厚层含硅质条

带
、

团块的白云岩夹薄层灰岩
,

上部有一层厚约 一

米的粘土质页岩 上段为一套黑色含钒
、

炭的硅质

岩夹白云岩透镜体
。

顶部与寒武系之间有明五创约侵蚀

面
,

呈假整合接触
。

矿区构造与屈家山矿田类似
,

往往呈复杂的向斜

褶皱
,

次级褶曲发育并大致平行
,

弧形弯曲
。

断层有

两组
,

一组为走向断层
,

另一组为横向断层
。

矿层的分布及特征

锰磷层斌存于陡山沱组顶部
,

呈层状
、

彻寻状及

少数透镜状产出
。

锰磷矿层共生时
,

常呈明显的反消

长关系
。

高森 紫儿螃两矿区为单一锰矿层
,

厚一般

勿四 川地质局二 五队 四川省城 口 县高燕锰矿区初步

翻探地质报告 年
。

为 米
,

比较稳定 大渡溪矿区则为锰磷矿层

间互产出
,

矿层总厚约 一 米
,

其中锰矿层厚约

一 米 自大渡溪往西北
,

锰矿层逐渐变薄
,

锰

矿层底部和顶部纹状泥质白云岩中夹不稳定的磷矿条

带
,

并逐渐增多
,

至明月一带
,

锰矿层已不复有之
。

高燕住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地质概况 高燕孟矿为经过初勘的大型

锰矿床
。

锰矿层分布于孙家坝复向斜的两算 南西冀

出落叔 米
,

」陈翼出露协 米
,

常因断层重复

出璐或断先根据矿层产出的构造栩正和总的连续性
,

全矿区分为
、 、 、

抑 个矿段
,

其中 矿段

规模最大
,

构造亦相对简轧
矿段全公治 米

,

出露标高 一 米
,

控

制延深 米
,

由四个不完拗勺向斜组忘 矿层分五
下两层

,

刁寻为主矿层
,

由菱锰矿夹少量页掣且成
,

厚 一 米
,

最大厚脚 米
,

下层为次矿层
,

主要是炭质页岩夹券孟矿条带
,

厚度变化大 一

湘
,

最勒 未
矿石特征 主要矿石矿物为菱锰矿

、

锰白云

石
,

其次有锰方解石
、

褐锰矿等
。

脉石矿物有硅质 石

英 玉称 蛋白石
、

枯上矿标 炭质等
。

结构有球位 自形半 自形晶
、

显微球牡卜讨电形案袱
结梅构造主要为层状

、

显微层状以及透镜状构造朱
矿石的化学成分见表

。

年作半工业试验时采用的原生矿石化学成分

如表
。

锰矿品位一般与矿层厚度呈反相关关系
,

而磷与



斑

矿矿 层层 主 矿 层层 次 矿 层层
‘

组组 分分

含含含 最 高高 《 弓、 《乍 、

址址址 最 低低
。 。

平 均均 咬
。

仁

襄

成成 分分 之之 ,,

含含量 肠肠
。

】
。

弓 李李 《 〔 吸川

矿层厚度为正相关关系
,

与 含量呈反消长

关系
。

锰矿石含磷一般较高
,

且分布不均匀
。

成因类型可分为次生氧嘴件孟矿石和原生碳酗孟矿

孔 原生矿石又分为球粒块状锰矿石
、

致密块状锰矿

石和条纹一条 州猛矿石
。

氧化矿石占总储量的
。

矿石工业类型属高磷低铁碳酗孟贫矿石
,

碱度 士 ,

为半自熔性矿孔

成 矿 条 件

早震巨世时期
,

该区及秦岭地槽发生强躁哟火山

活动
,

扬 子准地台北部边绷内大巴山坳陷带在肠攀象海

的环境下沉积了南沱组巨厚的陆源碎屑到沉积火山碎

屑岩及其各种过渡型的岩层
。

据西安地质学院师里扫的

工作 在该组 上部层位发现有滴石
,

可以 认为
,

澎几

地层内包括部分冰海沉机 受澄江运动影响
,

在南沱

组分布范围内
,

由 卜带状沉岸炸用
,

形成了一个多湾

的大巴山海峡
。

其根据是大巴山断裂以东大片出露的

南沱组之上直接沉积 了灯最丝且
,

北部地段甚至被寒武

系直接超像 这说明晚震且世早期
,

那里应为剥触区
,

也即是陡山沱黝勺障壁岛
。

这时
,

整个南方进入了一

个间冰熟
由于蒯氏深浅及沉陷速 如勺不均匀性

,

以及所处

构造部下剑约不同
,

造成水动力条件
、

介质性质
、

沉积

教呻护类及其厚度等都表现出差异 性
。

在勃采而且稳定

下杭的半封闭的海湾地带
,

沉积了反映水动力较马勃
泥质粉砂岩

、

灰质泥岩到泥质灰岩的地层
。

那些锰质

来源丰富
、

又存在有利于聚集的介质条件的地段
,

往

往形成舒孟层位
,

或构成工业矿体
。

而其他地段
,

主

要为陆源碎屑到泥岩的沉机 在缺失灰质贞岩或白云

质贞岩的地段则没有矿化或矿化很弱
。

对成矿有利的沉积单元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 即

城口一带
、

屈家山一带和水晶坪一带 叮称为三个矿

田
。

在每个矿田里 , 条件也不尽相同
,

因而形成了各

个不同类型的独立矿床和中拍哟无矿地段
。

锰的沉移提在海侵层序的下 中部 碎屑泥质岩

向碳醚盆岩过渡阶段形 翻勺
。

以凝胶状态沉名哟锰的

氢绷七物经成岩阶段的碳酸盐化而生成碳陇孟矿
。

主

要矿石矿物有券孟矿
、

锰白云石
、

锰方解石等
。

氧化

锰有扔孟矿
,

硬锰矿等
。

该矿带一些主要矿床的矿石

相带序列不全
,

缺失原生氧俗孟矿石相带和棍合矿石

相带
。

在这些矿床的几乎所有矿体沿走向或倾向都是

以原生矿石的变薄变贫而过渡到 撼岩 只是在现代的

近地表处才有少量次生氧化锰矿石
。

在水脚平矿田的

一些矿床
、

矿点见有原生的氧化锰呈结核状
、

条带状

产出
,

因其不穿透层理 叮以认为是同生一成岩期产

梅 局部可以贬明后生作用卜解量形成的氧化锰矿成脉

状产出
,

但不切穿层面 矿石相带序列是否齐全 主

要取决于沉积盆地的古地理位锐以及构造条件
。

锰质的来源是大巴山海峡两岸广泛出翻泊勺下震

统南沱组火山碎屑岩
,

以及秦岭地脚
‘

泛存在的耀岭

河解中基性澎氏火山岩系
。

西安地质宁烷

脾工作认为 在陡山畜衫且锰矿层以 下的删公中有

凝灰 耐子在
,

所以晚震丝世早期该区 梢
,

火山活动余

波
,

这也是锰质岁】来源之一
。

该团孟矿的形志 与地质发展的历史 即时控
、

构造部位
、

古地理环境
、

物质来添 介质条件以及古

气币殉的变迁等诸多因素有关
。

造成锰质布翎以长彬聪定

浓集并在介质条件改变时迅速沉机 或浓集与沉积交



替进行 形成条带状矿石 的有利环境
,

就是半封闭

的海清地带
。

锰或锰磷矿层在陡山沱组中赋存部位似乎有自北

向南由低升高之趋势
,

可能是海峡在夷平的过程中自

北向南推进的结果
该区矿床为典型的层状海相沉移碳酸锰矿床

。

在

水动力较弱的习澎玉原到弱氧化条件下形田田家山式的

海相泥质岩型低磷锰矿床 在更为滞流的弓蜀违原条件

下贝哪成麻柳坝式的海相泥质一碳酸盐岩型高磷锰矿

床
。

四川高燕等矿床则介于两者之 间
。

工业利用情况

巴 藏矿带和目前国内总的锰 矿利用情况类似
,

即除 部分优质锰矿便于利用外 还有相当大一部分

为难利用的矿石
,

主要问题是矿贫
、

难选
、

磷高 该

矿带一些主要矿床先后作过可选性试验
,

甚至同一矿

床在不同的地质工作阶段报丈几次选矿试验
。

四川高

燕
、

映西麻柳闻离碑锰矿曾作过脱磷试验
。

以屈家山为 切哟侧礴低铁硅质碳酸盐贫锰矿石

用单一 强盛选流程可取得较好效果
。

年采用干

扭式强盛选流程可将 为 的原矿富集到
,

回收匆
。

目前民采的经验证明
,

该

矿床大部分矿石可以手选
,

可大大减少机械选习的工

作盆 以麻柳叨为化友的高磷贫锰矿石用单一机械选

矿流程效果较差
,

啤曾作过干式强磁选
,

可将

为 的原矿富勇卑明
,

焙烧后 达
,

经 的硫酸或盐酸浸洗后 可达
,

降到

以下 虽然达至喂高品位和脱磷的 目的
,

但要

全面衡且经济效益

啤对城口高燕高磷低铁贫锰矿进行了高炉一

电炉二步法半工 业试验
,

用 为
,

为

。。

的原矿进行高炉冶炼
,

获含 。 ,

的富锰渣
,

锰回收率为 氏。

脱磷率
,

该富锰渣低磷
、

低忱 部圭
,

最适值生产锰

硅合金 用 。 三 相 热 电护 生产
” 、 ”

锰

硅合金
,

回收率分别为 几。、

, 旦、
,

电耗 ‘,

度 吨和 度 吨
。

达到国内一般生产水平
。

陕西安康铁合匆
一

啤以来
,

使用 即

三相热 电炉以属 家山矿石为主生产锰铁合金和硅锰

合金
,

经济效益良好
。

入炉矿石品位在 以上
,

冶炼

锰铁回收率为 一 ”。 ,

单位电耗 一 度
,

冶炼硅锰合金回收率加 一 。

电娜 一 赓

结 束 语

巴山活矿带分布范围较广
,

已有成型矿床
,

并有

进一步找矿的前景
,

特别是有象屈家山那样的优质锰

矿
,

在工业利用方面有其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目前锰

矿资源现状
,

加速在该地区寻找优质锰矿是非常必要

的
,

找到新的资源基地 扩大矿床远景也是完全可能

的
。

对高磷锰习哟利用进行调查
、

改进工艺
,

提高效

益也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

,

有许多地质单位在矿带进行 了大量的

地质工作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翔 资料
,

取得了明显

的找矿效果
,

但研究工作较少
。

寻找新的有利地段
,

进一步扩大矿床远景都缺乏理论指导
。

因此
,

通过对

区域地质构造和震旦系岩相古地理的研究
,

结合典型

矿床的深入解剖
,

查明各矿田
、

矿床的沉积环境
,

成

矿条件
,

建立巴 描矿带的成淘
‘

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

根据成矿模式结合后期构造变动
,

预侧找矿有利地

段
,

提出矿床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依据
,

将是今后地质

工佃勺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