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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锰矿庙前矿区矿床成因初探

罗 力 生

连城县 犷 产资源 管理委 员会

福建连城锰矿以前认为是风化淋滤型矿床
。

, 年初
,

在 号矿

段发现原生锰矿石
,

多数作者认为是沉积变质改造成因
。

笔者以矿体

赋存状态
、

控矿构造
、

锰质来源屯 岩浆活动和同位素组成特征资料为

基础
,

认为是热液交代充填型矿床
。

关键词 福建省 , 锰矿床成因 , 热液型

·

连城锰矿是我国当前生产低磷低铁富锰矿石和

优质电池锰粉的主要矿山之一
。

过去一般认为
,

该

区锰矿是风化淋积型矿床
。

年初
,

在庙前矿区

号矿段发现了原生矿石
,

·

至此
,

许多人认为该区

锰矿属于沉积变质改造成因 ①②⑧。

笔者近年参加了

号矿段的勘探工作
,

在综合了该矿段实际资料的

基础上
,

认为该矿床属于热液充填交代型矿床
。

代表
,

对矿床地质特征简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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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永梅凹陷带之次级构造 三明一上杭

隆起带西北与明溪一长汀凹陷带东南的交接部位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上泥盆统南靖群
,

下石炭统林

地组
、

中石炭统黄龙组
、

上石炭统船山组
,

下二叠

统栖霞组
、

文笔山组和加福组
,

上二益统翠屏山组

和上侏罗统南园组
。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
,

有北西向
、

东西向
、

北

东向和近南北向等四组
。

区 内火成活动频繁
,

可见大显花岗斑岩
、

石英

斑岩
、

石英闪长岩和辉绿岩等
,

外围珠地
、

砂里等

地还有大面积花岗岩出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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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图 庙前锰矿区地质略图
据连城锰矿地测科资料简化

一第四系 , 一上侏罗统南园组 , 。

一上二

叠统翠屏山组 , 一下兰必统加福组 , ,

一下

二叠统文笔山组 乙一下石炭统林地组 , 。 。

一

下泥盆统南靖山群 , , 犷一燕山期花岗岩 ,

一锰矿体及矿段号 , 一断层和推测断层 ,

一岩层产状

矿床地质特征

根据矿
一

体的分布
,

矿区可分为 个矿段
,

号

矿段由原生矿和氧化矿组成
,

其余矿段全是氧化矿

组成的
。

各矿段矿体多沿断裂带或其交 汇 部 位 产

出
,

明显受构造控剐 图
。

下面以 号矿段为

①

质来源 ,

②

年
。

③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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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陈华才等 ,

福建沉积菱锰矿的发现兼谈载化锰锰

福 建省连城锰矿四号矿点成因探讨
,

卫 自强等
,

连城锰矿地 质 特 征 及 找 矿 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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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狱存状态 号矿段地表出露地层为

下石炭统林地组砂岩
、

粉砂岩
、

砾岩
、

泥岩等
,

钻

孔中见船山组灰岩
。

地表和钻孔中均见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和辉绿份岩
。

矿段内锰矿体赋存于构造角砾岩中
,

受两组断

裂破碎角砾岩带制约
。

矿体顶
、

底板岩 性 均 较 复

杂
,

可为砂岩
、

砾岩
、

泥岩或灰岩
。

矿体多呈囊

状
、

不规则状
、

透镜状或脉状 图

状
、

角砾状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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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庙前 号矿段综合剖面图

一林地组砂砾岩 , 一破碎角砾岩 , 一断层 ,

一矿体

控矿构造 矿段内断裂构造主要有 组

组走向近南北
,

倾向东
,

倾角
。 ,

断续延伸

米
,

宽约 米
,

属张扭性
。

组走向北西
,

倾向北东
,

倾角
,

断续长 米
,

宽约

米
,

亦属张扭性 , 亦属北西向张 扭 性 断 裂
。

、为 一 组 近东西向断裂
,

倾向南
,

倾角
。 ,

属压扭性
。

上述断裂中
、

两组是控制矿

体的主要构造
。

断裂带内为砂岩
、

石英岩
、

泥岩
、

砾岩
、

灰岩
、

石英斑岩
、

花岗斑岩和辉绿岩等角砾

充填
,

角砾大小不一
,

混杂分布
。

矿石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 矿石可分为原

生矿和械化矿两大类型
。

原生矿石 由菱锰矿
、

硫锰矿和蔷薇 辉 石 等 组

成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
、

方解石
、

白云石等
,

次

要矿物有硅灰石
、

符山石
,

石榴石
、

透辉石以及黄

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硫锑银矿和绿泥

石
、

纲云母
、

叶腊石
、

重晶石
、

尖晶石
、

绿帘石

等
。

矿石结构主要有粒状
、

柱状
、

纤状变晶
、

板柱

状
、

交代残余状等
,

地表可见碎屑状
、

鲡 状 等 结

构
。

常见的构造有块状
、

环带状
、

浸染状
、

斑杂

图 矿石构造紊描图

注一环带状 , 召一浸染状 , 斑杂状 , 刀一条带

状 , 刃一角砾状 , 一菱锰矿和落薇辉石 , 一硫

锰矿 , 一石英岩 , 一泥质蚀变岩

氧化矿石主要由软锰矿和硬锰矿组成
,

含少量

黑钨矿
、

水锰矿和偏锰酸矿等
,

为原生矿石氧化而

成
。

矿石一般具块状或粉末状构造
,

也 有 角 砾 状

者
。

围岩蚀变 主要有硅化
、

碳酸盐化
、

绢云

母化
、

绿泥石化
、

黄铁矿化和滑石化等
。

近矿围岩

蚀变主要是前 种
。

矿 床 成 因

成矿物质来源

锰质来源 庙前矿区各地层锰元素的含

岩石中锰平均含 表

地 层 岩 性
样数 锰豁穿 地壳中平均

含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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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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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高出地壳同类岩石平均含量的数至数十倍 表
,

表明本区各沉积岩层是锰质的主要来源
。

硫源 矿石中主要硫化物硫同位素 ,

值变化范围为 一 编
,

平均值为 编
,

极差 编 图
,

接近陨石硫
,

具有岩浆热液型

矿床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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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麟 岩浆热液型矿床

庙前 号矿段

今

护嗦丫

图 矿石硫同位素组成

氧
、

碳同位素组成 矿床中 菱 锰 矿 的
” 值较高

,

为 阶
,

且很稳定

表
。

据 测 温 和 菱 锰矿一水分馏方程计算
,

片
。为 编

。

该值在变质水

编
、

原始岩浆水 千 编 和原

生水 一 。 范围内 , , 。

成矿溶液的水

可能具有多源性质
,

而主要来源于原始岩浆水和受

岩浆热驱动的浅成渗流水 变质水
。

菱锰矿的
’

值为 一 一 编
,

低于

初生碳 一 一 编
,

和海相碳酸盐中的

碳同位素组成 均值为
,

而 高于花岗岩中的碳

同位素 一 编
。

由此可见
,

本矿床的碳具有

沉积地层和岩浆热液混合源的特征
。

,

成矿温度 矿床中各主要矿物的爆裂法测

温结果 表 表明
,

矿床的形成温度属于中高一

中低温
。 ‘

其中硫锰矿有两个温度值
,

地下的温度值

高于地表的温度
,

显示含矿热液沿断裂带由深部向

上运移
。

菱锰矿峨
、

碳同位素组成 表

样号 矿物
氧同位素组成

’

矿物 ’“ , ① 形成温度
, ℃②

碳同位素组成

’

一

一

一

一

一

菱锰矿

菱锰矿

菱锰矿

菱锰矿

菱锰矿

。

。

。

。

。

‘

平衡水 昔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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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一
。

一
。

一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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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福建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②据福州大学
,

爆裂法测定 , ③计算值
,

据
’

等 , 。

利用矿石中共存矿物对的硫同位素成分差值
,

根据尾原和克劳斯 的公式 矿物才物

—二 一

计算的硫同位素平衡 温 度 为 矿

采用方程 友锰矿一水 二 “ · 一 ’一

气液包裹体测温结果 裹

温度值
, ℃ 备 注

,

也说明了成矿温度为中高一中低温
。

成矿地质作用

沉积作用 庙前矿区所处的闽西南地区
。

自加里东运动后
,

地槽封闭
,

转向地台沉积
。

从晚

泥盆世开始
,

海水自西南方向人侵 , 直 至 早 二 叠

世
,

本区为一向西南开 口 的海湾
,

北东
、

北西和东

南方向为古陆
,

供应了碎屑物质和锰质
。

锰质在沉

积盆地中经成岩一后生阶段沉积富集
,

局部可形成

贫锰矿层
。

这为该区锰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

基础
。

构造作用 根据区测资料
,

本 区 自 海

黄铁犷

黄铁矿

硫锰矿

硫锰矿

方铅矿

荔薇辉石

菱锰矿

孔
,

米

地表露头

西一印支期 准
‘

地槽回返
,

强烈的构造运动在区

内形成了一系列的断裂构造
,

又经燕山期构造运动

的叠加和改造
,

形成了导矿和容矿构造
,

为矿区锰

矿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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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桨作用和成矿热液的形成 燕山运动

在本区除产生断裂外
,

并有广泛的岩浆活动
,

是促

进锰矿成矿的一个正要因素
。

克 里勒等人曾

指出
十

的品体场稳定能等于
,

在争夺八面

休瑟格位我时处于不利地位
,

因而在残余融熔体中

比较富集
。

据资料
,

木区大面积出露的花岗岩为地

壳硅铝层重熔的产物
。

可以设想
,

含锰较高的岩层

垂熔成岩浆时
,

锰受到充分分馏
,

富集于晚期热液

中
。

当岩浆从深部上升到浅部时
,

附近围岩中的水

受热气化或变热上升
,

水含量相对减少
,

与未变热

岩石中的水产生不平衡
。

冷水的溶解度低
,

向岩体

方向运移过程中不断淋溶围岩中的矿质
,

并与晚期

岩浆热液汇合形成富含矿质的热液
。

矿床的形成作用 上述成矿热液沿断裂

带向上运移
,

与化学性质活泼的灰岩等角砾发生交

代作用
。

首先在高温条件下形成硅酸盐矿物组合
,

随着温度的降低和 和 等矿化剂的作用
,

接

着形成了大最的硫锰矿
、

菱锰矿等
。

交代作用主要

在断裂带中进行
。

这里是低压空间
,

温度下降快

在富含碳酸盐和硫化物的环境中
,

一部分锰质随交

代作用而沉淀
。

他们或胶结碎屑岩角砾
,

或充填于

岩石裂隙形成脉状矿体
。

这些交代
、

充填作用之后
,

残余热液被 所

饱和
,

使先形成之硅酸盐矿物变得不稳定
,

并发生

分解
,

形成石英和碳酸盐组合
。

如蔷薇辉石形成菱

锰矿和石英
,

硅灰石形成方解石和石英
。

表生风化作用 在表生阶段原生矿石遒

到较为强烈的风化
,

形成了硬锰矿
、

软锰矿等氧化

矿石
。

木区的 个矿段中
,

除 号矿段保留有原生

矿石外
,

其余矿段均为氧化矿石
,

显示了本区表生

风化作用的强烈程度
。

这种作用使锰质进一步富集

使矿石品位得到了提高
。

矿床成因 根据矿体赋存状态和矿物组合

特征等因素
,

建立了矿区成矿作用概念模型 图
。

林控矿特征
、

锰质来源
、

岩浆作用和硫
、

碳同

位素特征分析
,

认为本矿床应属热液充填交代型矿

床
。

后期表生作用对锰质的富集起了重要的作用
。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期热液液液 原生矿体体
重熔型型型型型型

富富锰地层层层 花岗岩岩岩岩岩岩

沉沉积盆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锰锰质雷集集集 困岩岩岩 成矿热液液

氧氧氧氧氧氧氧氧氧氧氧氧化矿体体基基底地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风风化剥蚀蚀蚀蚀蚀蚀蚀蚀

图 庙前锰矿区成矿作用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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