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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国已探明的锰矿资抓储盆巳居世界第三位
。

但贫矿多
,

富矿少 破
目映孟矿石多

,

暇化锰矿石少 年产 满足不了冶金工业发展的需要
。

作者

从五个方面提出 了对今后加强锰矿的找矿工作的认识
。

一
、

大力寻找富矿
。

找小而富的矿
,

积少成多
。

注愈次生权化畜矿 如古风化壳矿床
、

断裂交

叉处和古岩溶中的矿床
、

厚大次生权化矿体的核心或底部 原生沉积富矿

热液改造的脉状矿床
。

二
、

坚持找暇化矿
。

找粉砂一
目

泥质建造和喷发一沉

积建造中的权化锰矿
、

断裂交 叉 和箱状隆 起轴部的次生暇化矿体和北方

新生代以前的古风化矿床
。

三
、

注愈新的含矿层位
。

如 元古代
、

白里纪和

第三纪地层中的锰矿层
。

四
、

运用 岩相和 古 构造分析方法
,

找隐伏矿
。

五
、

加强我国北方的找矿工作
,

克服锰矿分布的不平衡
,

指出 了北方找锰

的方向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锰矿资源有了较大幅

序哟增长 目前探明储量已居世界第三位
,

仅次

于南非和苏联
。

现在
,

年产锰矿石数百万吨
,

对

冶金工业的发展
,

起了一定作用
。

但是
,

我国现有的锰矿资源中
,

贫矿多
,

富

矿少 碳醚孟矿石多
,

氧化锰矿石少
。

在大量的

碳醚孟贫矿石中
,

有的含磷
、

含铁偏高
,

锰铁比

近于或小于
,

有的含铅
、

锌
、

硫等杂质多
。

对

于这类矿石
,

或暂时无法利用
,

长期闲置
,

或选

矿流程复杂
,

成本高
。

十分可惜的是
,

有些矿石

质量好的大
、

中型矿床
,

因地处边远
,

交通困难
,

或因缺水
、

缺电
,

难以建设
。

在区域分布上
,

我

国的锰矿主要集中在南方桂
、

湘
、

黔滇四省 区
,

拥有储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

而我国的钢铁工业基

地多位于北方
,

需南锰北运
,

加重了铁路运输的

负担
。

以上种荆青况
,

显示了我国锰矿资源供不

应求
。

从钢铁工业生产的现状和建设的前景来看
,

又创孟矿石的要求还会增长
,

供求差足目壬会加大
。

我

玄她质工作者应该看到这种形势的严峻性
,

进一

步加弓引盆矿的地质找矿工作
,

更好地为钢铁工业

生产建设服务 为此
,

本人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注

意的问题

大力开展找富矿的工作

众所周知
,

富矿较之贫矿的工艺性能要优越

得多
,

冶金企业的同志称其为
“

细粮
” 。

我 ’地质

工作者则应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 “细粮
” 。

几十年

的探采实践表明
,

我国有相当多的中小型富锰矿

床
,

特别是小型矿床
。

实行
“

小矿放开
,

政策后
,

地方群采这些小矿
,

积少成多
,

不但可以富民
,

而且可以使小矿发挥作用
。

我们应诊权寸小而富的

锰矿进一步加强找矿评价工作
。

有的小型矿床
,

经过工作可以发展成中型矿床 而开采一个中型

富矿会比一个大型贫矿有利得多
。

根据我国的地质特征
,

找富锰矿应注意以下

几种类型

次生叙化锰矿床 这类矿床中常有部分

高质量的富锰矿瓦 例如
,

福建庙前
、

兰桥等锰

矿
,

拥有近百万吨的氧化锰富矿石
,

品位达 一

。

云南建水白显平台锰矿床
,

主要是次生氧

化锰矿石
,

其中部分富矿可达中型规模
,

含锰
。

在次生氧化矿石中
,

可能出现富锰矿的情况

是 ①古老的风化矿床
。

如福建庙前 号矿体
,

几乎全由隐钾锰矿组成
,

规模可达数十万吨
,

矿



石致密坚硬
,

品位相当高
。

实地考察表明
,

第三

纪 白要纪 红色砂
、

砾岩层底部产有这种氧

化锰矿的角砾和砾石
,

富矿应是在以后的地质历

史中逐渐脱水富化的结果
。

②断裂交叉处或古岩

溶发育地段的次生氧化锰矿体 一般规模较大
,

质地较纯
,

品位较高
,

如福建兰桥 号矿体 辽

宁兰家沟锰矿系古岩溶洞穴式次生氧化锰矿床
,

矿石品位 一 原地质工作仅获储量 仙屯
,

实际开采矿石已达 多万吨
,

可算中型富矿
。

③

厚大的次生氧化锰矿体核心或底部
,

往往有较富

的矿石产出
。

原生 沉积富锰矿层 如云南鹤庆小天井

锰矿
,

产于上三叠统松桂组粉砂一泥质建造中
,

原生菱锰矿矿石平均品位为
,

矿层平均厚

脚 米
,

已控制长嘟 米
,

加上新发现的 号

矿体
,

储量已达中型富矿规樵 研究表明
,

该矿

床形成于陆缘浅海槽形局限洼地中
,

洼地呈东西

向展布
,

含矿地层向西延伸
。

从古地理环境分析
,

虽然局限海盆呈东西向
,

但含矿盆地总的分布与

南北向构造带一致
,

有可能沿南北向找到类似的

含锰盆地 又如
,

四川汉源轿顶山系产于中奥陶

世地层 中与含钻
、

锰 页岩
、

泥灰岩共生的菱锰矿

矿层
,

亦构成了中型富锰矿床
,

平均品位
。

该矿床的形成环境是碳酸盐 台地上的小娜自盆

地
,

大致呈南北向断续分布
。

最近
,

西南冶金地质

勘探公司在其附近找到了一个新的富锰矿床
。

热液改造形成的脉状
、

似脉状
、

不规则状

锰矿床 这类矿床常出现在含锰碳醚互地层附近

或上夜地层中
,

甚至火山岩岩层中
。

一般矿体规

模较大
,

矿石质纯
,

品位富
。

过去只注意沉彩性
由勺大型锰矿床

,

而忽略了这种小而富的锰矿的

找矶 如燕辽沉降带内含锰灰岩
、

白云岩分布较

广
,

已知锰矿点较多
,

有些已在开采
,

生成这种

小富矿的可能性较大
。

因此
,

应适当地进行地质

工作
,

扩大其规模
,

指导正确开采
,

有望找至吐几

十万吨规移拍勺矿床
。

坚持找氧化矿

氧化锰矿较之碳酸盐锰矿易采易选易利用
,

生产过程简单
,

生产成本较低
,

是 目前冶金工业

利用的主要锰矿类型
。

因此
,

应当把氧化锰矿的

找矿放在优先地位
。

但是
,

经过几 十年的开采
,

把本来就不多的氧化锰矿石已开采得所剩不多
,

因此给人以找氧化锰矿希望不大的印象
。

甚至于

眼皮底下的氧化锰矿也不屑施工勘探
,

非要向深

部探寻原生碳酸锰矿层不可
,

如果找不到原生矿

这个矿点即遭否定
,

这种认识应该改变了
。

我们

并不否认碳醚孟矿的重要性
,

只是不可轻视氧化

锰矿的找矿
、

评价和勘探工作
。

实践表明
,

我国

现在生产的锰矿中
,

民采的氧化矿石占 仇石以上
。

解吉近十年来找矿的新发现
,

特别是采矿中

的新发现
,

使我犷树氧化锰矿的赋存条件有了新

的认识
。

这对我们今后找矿是有指译意义的
。

我国不仅有原生氧化锰矿形成和赋存的条

件
,

而且可构成大型矿床
,

某些地区有进一步找

矿的必要
。

我国含锰岩系有五大建造
,

形成于不

同的地质环境中
,

即①炭质泥岩建造
、

②粉砂一

泥质岩建造
、

③碳醋左岩建造
、

④硅质岩建造和

⑤喷发一沉积岩建造 其中②
、

⑤两个建造以产

氧化锰矿为主
。

瓦房子和斗南两个大型锰矿产于

粉砂一泥质岩建造中
。

陕西黎家营中型锰矿产于

喷发
一
一沉彩猪建造中

,

也是以氧化锰矿石为主
,

主要是褐锰矿
。

祁连地槽褶皱带前缘的一系列锰

矿床
,

如甘肃默夹口等矿床亦是氧化锰富矿
。

这

充分说明
,

在我国形成原生氧化锰矿床的条件是

具备的
,

关键是要找到有利的构造环瑰 一般来

说
,

沉移物原生氧化锰矿出现在海水很浅的氧化

环境中
,

多在极缓倾斜的滨海大陆坡上
,

也可出

现在广海中海丘顶部 瓦房子 沉积相中
。

只要

有丰富的物质来源
,

随着海底地形的变化
,

就可

出现不同的含锰相
。

分析
、

追索区域上岩相和建

造的变化
,

就有可能找到原生氧化锰矿层
。

我国已知有几个锰矿床具明显的相变 瓦房

子韵氧化锰矿石和碳醚孟矿石均构成大型规摸
新卿召苏锰矿床也有原生氧化相出现 斗南矿床

外围
,

发现不少碳甜孟矿石相点
,

只是与斗南矿

区的相变关系尚不清楚
,

需进一步分析和追索
。

今后似应少寸粉砂一泥质岩含锰建造的岩相变化给

予足够的注意
,

对喷发一沉积建造中的氧化锰矿

相亦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次生氧化锰矿不只限于过去总结的锰帽
、

堆积和淋滤三种类型
,

也不只限于原生含锰层上

却存】风化壳
,

还可以迁移聚集
。

锰在红土化过程中
,

可以溶解进入地下水
,

特别是含锰灰岩更易溶解
。

富锰的地下水沿断裂

可以迁移较大的距高 离开原生含锰层
,

而在断

裂 岩溶和其他有利部位沉淀成氧化锰矿体 它

们可以出现在下伏地层中
,

甚至延深达数百米
福建大田建爱矿区

,

矿体在缓倾斜的逆掩断层中
,

延深遨 米 广东梅县宝坑
、

银屎等地
,

次生氧

化锰矿体沿陡倾断裂延伸
,

规楼勃丈较大 福建兰

桥 号矿体也是这样
。

总之
,

不要认为红土风化壳不深
,

次生矿就

不深
,

而要沿断裂向深处找矶 其他的有利构造

胡立亦可孕育大的矿体
,

如云南建水平台锰矿原

生锰矿层厚仅 一 米
,

因褶皱成箱状隆起
,

顶

部复向斜由多个小拗曲组成
,

薄矿层在小褶曲轴

部力嗯
,

氧化积聚成大透镜状矿体
,

年提交

储量不到 万吨
,

年冶金 勘探队做补充

勘探
,

几年内储量增长了 一 倍
。

过去习惯上认为我国北方的气候不适于红

土化发育
,

因而难于形成和找到次生氧化锰矿
。

其实不然 象甘肃北山一宁夏
、

内蒙一兴安海西

褶皱带的广大地区
,

自古生代 以后
,

长期处于风

化录触状态
,

气候变迁很大
,

其中的某个时期有

可能发育红土化作用
,

从而形成较大的次生氧化

锰矿体
据作者观察

,

内蒙索伦山超基性岩体
,

强烈

风化作用形蒯草达几十米的菱镁矿层
,

比内地的

岩体风化强烈得多
。

如此强烈的化学风化作用
,

对含锰地层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

该岩体东边

公里处的西力庙锰矿
,

钻探证实其氧化深度达

米 沿倾斜 尚未尖 灭
,

这种氧化锰矿体亦值得

注意
。

注意新的含矿层位

我国已知的锰矿主要是产于古生代地层中的

海相沉积矿床
,

而世界上的大型锰矿主要形成于

元古代和第三纪
。

怎样认识国内夕哒种成锰时代

的差异卿 笔者认为
,

一方面
,

固然要重视我国

的实际情况
,

总结自己的成矿规像 另一方面
,

也要参考和吸取国夕哟经验
,

启示我们寻找新的

含矿层位
。

我国地域辽阔
,

地质构造单元多
,

地

质历史复杂
,

全球性的地质事件
,

不可能不在我

国留下它们的印迹
,

有的只是强弱
、

大小
、

多寡

不同而已
。

第三纪时我国东部早已上升为陆地
,

不

可能有海相锰矿沉机 可是元古代 不包括震旦

纪 地层还是发育的
。

南方的板溪群
、

昆阳群
,

北方的津沱群
、

辽河群
,

以及西北的元古代地层

都是值得注意的
。

在这方面
,

已知有若干较好的

线索
,

如湖南城步一带板溪群上部地层就有锰

矿层
,

在厚约 一 米的粉砂一泥质岩系中
,

锰

矿层与围岩呈薄层互层状
,

锰矿条带厚数至数十

厘米
,

厚者可达 米多
,

含锰层位稳定
,

延伸几

近百公里
,

次生氧化锰矿体局部发育
。

正在开采

的大坳头
、

铁道界矿区断续延长 公里以上
,

年

产矿石近万吨
,

含锰品位为 一 以上
,

但一

直未做矿床评价工作
。

沿此往北
,

到邵阳
、

芷江

一带
,

都有这种含锰地层出现
,

长期未引起注意
。

此外
,

黑龙江北岸
,

苏联有一个锰铁矿床
,

含锰
· ,

估计储量在一千万吨以 上
,

称为小兴安

矿床
,

认为是元古代地层
。

这套地层呈南北向延

伸
,

应越过黑龙江进入我国境内鹤岗一带
,

但下

落一直不明
。

总之
,

元古代地层在我国相当发育
,

含锰地层和锰矿化点也早有发现
,

现在是引起重

视的时候了
。

从岩相分析入手
,

结合构造分析
,

正确评价地表露头
,

寻找隐伏

矿层
,

扩大矿区远景

我国已知的锰矿点不少
,

其中民采的矿点也

相当多
。

过去的找矿勘探工作
,

多从评价露头开

娘 对矿化好的大露头注意得多
,

而对地表矿化

不好或露头小的矿化点未予重视
。

象其他金属矿

床一样
,

现在
,

锰矿床也转入了寻找半隐伏
、

隐

伏矿床的时代
。

仅看地表矿化的大小
、

好坏来评

价矿床远远不够了
。

寻找锰矿床同样需从已知的

矿化现象入手
,

尽量投入一些物
、

化探综合手段
,

寻找埋藏不太深的矿层
,

当然
,

最根本的工作还

是分析成矿地质条件
,

从岩相的变化上找到有利



成矿的岩相和建选 这里有两重意思 一是在矿

区内进行岩相分析
,

找含矿地层组加享蜘香于成

矿的部位
,

向深部找矶 二是区域上的岩相古地

理分析
,

把接近的小矿点群统一在一个范围里考

虑
,

寻找有利的成矿环瑰 这种范围一般较大
,

可达数百
、

数千
、

甚至上万平方公里
。

如大巴山

锰矿带
,

是秦岭以南著名的锰矿带
,

上震旦统陡

山沱组南北向延展 多公里
,

赋存有稳定的锰矿

恳 在区域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相变 南端以城口

高燕为代表
,

在黑色炭质页岩中有高磷的锰矿层
,

规模虽大
,

但无法利用
。

往北
,

直至麻柳
,

该黑

色高确含锰层仍然存在
,

在它的西边数公里
,

几

乎同一层位上
,

沿倾向黑色页岩变成了紫色粉砂

一泥质岩组
。

锰矿层在这里变成了集卜 灰绿色
,

显幼冽了较氧化的环境
,

含磷量减少至。
。

这就是紫阳屈家山低磷中型锰矿床
。

这种相变规

律
,

对找矿有利
,

应予重视和追索 特别是从二

者沿走向变化交接处开始
,

向北找低磷的紫色含

锰岩组
。

屈家山在此交接处之北
,

还应向南开展

找矿工作
。

作岩相分析
,

特别是区域岩相分籽汹时候
,

要同时进行构造分梳 过去的沉积学研究
,

多注

重海水的升降
,

海陆的变迁
,

而忽略了古构造
,

特别是海底大断裂构造对沉积环境卜一 成矿盆地

分布的影咏 如广西泥盆纪
、

二叠纪的锰矿
,

湖

南的二叠纪锰矿
,

含矿盆地的分布都受北东向和

北东东向的断裂控机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

此外
,

在矿区评价和找矿时
,

对现在的构造
,

特别是褶皱构造的分析
,

亦应注意
。

如湘潭锰矿
,

矿层长而稳定
,

过去一直当作向北倾斜的单斜层
,

近几年矿山地质队在采矿坑道中发现矿层向 湾
曲

,

进一步用钻探追索
,

证实它只是 助一个较

大型复向斜的南翼
,

从而使矿区远景有了进一步

扩大
。

克服锰矿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

在我国北方加强找矿工作

为减少南锰北运
,

减轻运输负担
,

应加强北

方的找锰工作
。

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
,

我国北方

是有寻找锰矿前提的
。

北方元古代地层出露

较广 瓦房子式
、

蓟县式
、

兰家沟式锰矿均

产于燕辽沉降带
。

在这一广大地区内
,

含锰地层
、

锰矿化点分布较多
。

喷发一沉彩健造的含锰

性值得重视
,

这对形成氧化锰矿
、

富矿有利
。

我

国北方的地槽褶皱带分布较多
。

北方有可能

出现较大的次生氧化锰矿床
。

已知的小型锰

矿床和矿点较多
,

但开展评价工作甚少
。

凡此种

种
,

为在我国北方开展找锰矿的工作提供了条件
。

加 一

奋

月 刀 ,
,

窟夕 ,

一 托

,

一

一 , 一 几

卜

, · , 一 ·

因
·

, 一 飞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