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桥锰矿区域地质背景及火山岩

下伏叙化锰矿床成因探讨

陈华才

福建省连城住犷

文中介绍了连城锰矿兰桥矿区的地层分布特征
,

在本区 划 分出栖

艘组地层
。

讨论了含锰层位和中生代风化环境等区域地质 背 景
。

认为

本区氧化锰矿床是风化成因
。

关盆词 福建连城兰桥锰矿 , 混杂松散层 , 形成时代 , 风化矿床

兰桥矿区的氧化锰矿含锰高
、

质量好
,

是我矿重点采区
。

矿床主要赋存于火山岩下

伏混杂松散层中
。

本文所提出 的 混 杂 松散

层
,

是指不整合地覆盖于基岩 之
,

以火 山

岩为盖层
,

未固结
,

具松散土状一角砾状构

造
,

由岩石碎屑
、

氧化锰矿石碎屑
、

氧化锰

矿物集合体
、

粘土等混杂组成 的 粘 土 碎屑

层
。

关于该矿床的成因
,

曾有断层破碎带淋

逮矿床
、

第四纪风化矿床
、

锰帽矿床等不同

观点
。

笔者认为
,

矿床成因的解决
,

需从研

究区域地质背景人手
,

关 键 是 “ 混 杂 松散

层 ” 的归 属
。

区域地质背景

】 矿区主要地层

矿区位于永梅凹陷庙前向斜核部
,

其西

南约 为庙前矿区
。

受区内断 层 影

响
, 地层走向近南北

,

倾向东 图
。

主要地层由老至新为

下石炭统林地组 一 滨海一陆相

碎屑 岩沉积
。

含刀 。。 户 夕 等

植物化石
,

含锰
。

上部铁锰质

砂岩风化后含锰约
,

白云质灰岩 透 镜体

含 猛 左右
,

凤化后含锰可达
。

厚数

百
。

与上班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

中上石 炭统黄龙一船 山 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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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兰桥矿区区城地质璐口
,

一上侏罗统南园组 , ,

一下二盈 统 文笔山

组 , 一下二圣统栖吸组 , 一 ,

一中上石炭

统黄龙一船山组 、一 一下石炭统林地组 , 一

氧化锰矿体 与围岩的接触关系有两种 整合接

触用实线圈出 , 不盛合接触用实 线 加点圈出 ,

勺一辉绿岩 , 一断层 , 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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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

上段为尸

口 带
,

下段 为 带
,

底 部 尚

有一小段 白云质灰岩
、

硅 质 白 云 岩
、

白云

岩
,

未见遨类化石
,

可能属黄龙组
。

尸 “

二 , 带 之 “ 一
。上亚带 与上覆硅质岩之间普遍有数

厚的含锰粘土层
,

含锰一般
,

者构成氧化锰矿透镜体
,

如图 中的 ④
一

号矿

体
。

向下过渡为含锰约 的灰 岩
。

底 部个

别含锰
,

局部风化后构成含锰约

的粘土
。

总厚度达
。

下二受统栖 霍组 ,

上 段 为 硅质

岩
,

下段以硅质岩为主
,

夹粘土
、

灰岩透镜

体和泥岩
。

一般含锰
,

粘土小透

镜体含锰可达
。

总厚度约
。

与其

他地区比较
,

栖霞组 的邀类化石带在此基本

存在
。

庙前矿区下段以灰岩为主
,

本区则以

硅质岩为主
,

两者艇类化 石 相 似
,

层
一

位相

当
。

与上覆地层为整合接触
。

下 二受统 文笔 山 组 , 为海相 泥

页岩
、

粉砂岩沉积
。

底部含硅 泥 质 结 核
,

偶见铁锰质结核
。

含 。 。 。 。。 带 的典

型分 子 。夕 、 、

夕。 。 等菊石
,

含锰
,

结核可达
。

厚度约
。

在矿区外围
,

文 笔 山组之上尚整合有加

福组 海陆交互相煤系 地层
、

翠 屏山

组 陆相地层
、

大隆组 和溪

口组 海相地层
,

偶有安仁组

泻湖相地层等连续沉积
。

总体为从碎屑岩到

化学岩
,

再到碎屑岩
,

是一次较大 的海侵海

退沉积旋回
。

这些地层还分别 被 文 宾 山组
、

梨 山组
, 、

漳平组 局 限

的陆相地层不整合覆盖
。

上休 罗统南 园组 按岩性分上
、

下两段
。 一

段以中性火 山熔岩为主
,

局部夹

流纹岩
、

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

粉砂岩 上

段以酸性火山熔岩为主
,

夹火山碎屑岩
,

与

下段呈喷发不整合
。

两段总厚度达
。

中生代风化古地班环境

早三叠 世后
,

闽西南大部分地壳抬升成

陆地
,

有些地区为河湖招泽沉积
,

有些为
·

麓沟谷堆积 盆地变迁频繁
,

各地不一
,

多

出现沉积间断 有些地区为风化侵蚀区
。

进

入晚侏 罗世燕山运动
,

造成岩层强烈破碎
,

加强 了风化作 用
,

出现了大规模火山喷发
。

喷发间歇期火山岩又遭受风化浸蚀
,

并有河

湖沉积或山麓沟谷堆积
。

本区从 早三叠世至晚侏罗世仅存在南园

组火山岩
,

显然一度是风化浸蚀环境
,

更是

闽西南此期风化侵蚀最强烈 的地区之一
,

甚

至晚侏罗 迁后也一再是风化侵蚀环境
。

含锰层位

过去认为
,

本区含锰 层位有林 地 组 上

部
、

林地组与黄龙组过渡带
、

船山组上段
、

栖霞组和文笔山组底部等
。 一

但研究表明
,

林

地组上之假整合面
,

在本区和邻区 并不存

在古风化壳产物
。

栖嫂组硅质岩中含锰粘土

透镜体小而不稳定 , 含锰变化大
,

含量也不

高
。

以往一直认为
,

一

全部硅质岩为栖破组上

段
,

其下之含锰粘土层和部分灰岩为栖破组

下段
,

有些研究者将此含锰粘土层与省外茅

口阶或当冲组含锰层位对比
,

是不妥的
。

本区文笔山组菊石
,

相当于茅口阶下部

带
,

亦即 当冲组 或 孤峰

组之 “ , 带
,

其底部 铁 锰 结核

相当于它们底部含锰层位 邻省广东文笔 山

组底部有菱锰矿饼
,

但 本区未成矿
。

另外
,

多数原岩含锰 不高
,

只有上述含锰粘土层含

锰较高而且稳定
,

可形成氧化锰透镜体
。

此

含锰粘 上层残留有碳酸盐岩碎屑
,

向下过渡

为含锰灰岩
,

局部可 见风化后成粘土
、

氧化

锰矿物和褐铁矿等
。

该层应是泥质或非泥质

含锰碳酸盐岩风化的产物
。

在风化环境中
,

、

等溶失
, 、 、

等和 粘 土矿

物残留沉积下来
,

形成含锰粘土层
。

含锰枯
土层 之上的硅质岩中盛 产尸 时 , 。

“ ” “ , ” ” 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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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 等
,

已是栖盆组下段分子
。

含锰粘土层之下灰岩

中盛 产 户 , 。 ,

夕 “ , ‘ , ,’

尺 , 田

犷 ” 川 ‘ ‘ , 。

口 , “ 川

二 ‘, ‘ 夕 等
,

已是船山组上段分子
。

两者艇类化石是连续

过渡的
。

假若本区栖艘组下段尚有灰岩
,

厚

度应不大
。

根据含锰粘土层呈面状分布千一定岩性

和层位之间
,

与上 下层呈过渡关系等分析
,

本区主要含锰层位
,

即含锰粘土层
,

原岩层

位应是船山组上段或界于船山组与栖霞组之

间
。

这个层位
,

与庙前矿区四号点碳酸锰层

位相当
。

栖霞组与船山组为整合接触 图
、

。

火山岩下伏氧化锰矿床成因探讨

浪杂松傲层和妞化住矿床的段存状

态
混杂松散层含矿或不含矿

。

含矿者中之

氧化锰矿分布于 断层东盘近侧
。

与上覆火

、》

注 兰柳矿区 一 ,

彼胜关爪实洲创 , 口

①厚层状灰黑
、

灰色泥晶一徽晶生物灰岩
,

含催石灰岩
。

下部为白色砂屑傲晶灰岩
,

富含盗类化石
,

为粉山组上段 , ②浊积岩 , 由灰白
、

灰黑色钙硅质岩
、

砂岩
、

泥岩 , 构成递进层序 , ⑧含锰层 , 由揭

红
、

灰
、

黑色枯土
、

暇化锰
、

褐铁矿组成 , 局部构成矿体 , ④粘土一硅质岩 , 粘土呈锈红
、

黄白等杂

色 , 硅质岩呈灰白色
,

具砾状构造 , 碎块与枯土混杂 , 含班类化石 , ⑥灰黑
、

灰色厚层块状硅质岩
、

角砾状硅质岩 , 夹薄层含泥质硅质岩
,

具纹层理和条带
,

富含班类化石
,

属栖液组下部

山岩一样
,

赎存于东采场至北采场 “ 船形 ”

仙地 以球场为中 心 见 图
,

中 部 厚度

大
,

向周边部变薄并抬升
,

埋藏变浅 火山

岩盖层剥蚀后直接出露地表
。

松散层随基岩

起伏
。

受基岩等高线变化控制
,

一般起处该

层薄
,

矿体也薄
,

含锰低 伏处该层厚
,

矿

体也厚
,

含锰高
。

该层中氧化锰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不规则囊状
、

条带状 等
,

并 有 分枝复 合现

象
。

在纵向上
,

多段 出现 , 矿体 厚 度 变 化

大
,

由数十“ 至数十
。

含锰量在

之间
。

在平面上
,

突然尖灭
,

突然再现
,

间

断处可见含锰粘土碎屑过渡
。

在凹地中心和西侧
,

基岩为林地组石英

砾岩
、

砂岩
、

泥岩等或数 至数 厚的黄龙

组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向东侧船山组碳酸

盐岩过渡为栖霞组硅质岩
、

文 笔 山 组 泥岩

等
,

其相应混杂松散层则不含矿
。

向北侧为

船山组不同层位的碳酸盐岩
,

向南侧为黄龙

一船山组碳酸盐岩或风化石英正长岩
、

辉绿

岩
。

因此
,

混杂松散层沿基岩走向和倾向横

跨了不同时代不同岩性的地层
,

接触面为不



欢夕

竹之日之

整合面
。

食矿松散层的地层层序如下

上侏罗统

南园组
。 , 厚数 至

一
喷发不整合

一
含矿混杂松散层 , 厚数 至数十

—
不整合

一
般山组及以下各地层 , 局部为石 英 正 长 岩

、

辉绿岩

等
。

浪杂松散层的性质和归属

含矿混杂松散层的成分复杂
,

具松散土

状角砾状构造
。

矿石碎屑为块状或粉末状氧

化锰
。

岩石碎屑为林地组石英砾岩
、

砂岩和

泥岩
,

栖霞组硅质岩
、

凝灰熔岩
、

流纹质角

砾岩屑晶屑熔结凝灰岩
、

流 纹 岩
、

石 英 岩

等
。

局部为辉绿岩
、

石英正长岩
,

底部见较

多的碳酸盐岩等岩块
、

角 砾
。

碎 屑 大 小不

一
,

形态呈圆至次棱角状
。

也有数 厚的单

岩性段
,

相当多的碎屑大 大 超过
,

不少碎屑磨回度极好
,

有些碎屑是盖层所没

有的
,

表明不是盖层的塌积 物
。

需 强 调 指

出
,

氧化锰多呈碎屑
,

集中或分散混杂于岩

石碎屑中
,

是同期的产物
。

它们是含锰层与

其围岩剥蚀或溶蚀堆积 淋积
,

或是含锰层

下部碳酸盐岩受溶蚀 垮塌而成
。

南园组火山岩覆盖于断层之上
,

盖层形

成前本区曾一度暴露地表
。

不少氧化锰矿体

位于混杂松散层上部
,

与火山岩盖层接触处

可见烘烤冷凝边
,

亦说明矿体 形 成 早 于盖

层
。

经 岩矿鉴定
,

氧化锰矿石由钾硬锰矿
、

软锰矿
、

恩苏塔矿
、

偏锰酸矿
、

铅硬锰矿
、

黑锌锰矿等组成
,

还残 留有 水 锰 矿
、

褐锰

矿
、

重晶石
、

石最等变质矿物
。

由物质组成
、

火 山岩烘烤
、

侵人热变质

等表明
,

氧化锰矿石可早于盖层形成
。

盖层

与基岩之间
,

因风化侵蚀
,

缺 失 大 部 分地

层
,

风化物在凹地 中聚积
。

由混杂松层层中火山岩碎屑的成分和结

构来看
,

物质是由长林组至南园组提供的
。

火山岩盖层形成之后
,

起着保护作用
。

在溶液流动的作用下
,

使混杂松散层中之锰

质发生溶解
、

淋积
,

锰质愈加集中
,

碳酸盐

岩类基岩和碎屑继续溶解
,

岩溶继续发育
,

使一部分碳酸盐岩
、

硅质岩
、

氧化锰
、

火山

岩碎块等一起崩塌堆积
,

泥岩发生水解
,

成

为风化或半风化的粘 土
,

形 成了 混 杂松散

层
。

应当指出
,

船形凹地是沿 断层发展起

来的剥蚀一溶蚀 喀斯特 复合山谷地貌
,

而且 ,断层带附近氧化锰淋池作用会更发育

举 ‘

医
即 饭乏

一

「入
一 卜

淡
改丫又

圈 兰桥矿区 一
尸

地质创面圈

钻孔岩性 人一轻掀碎裂斑状黑云 母花岗 岩 孔

深 。
。 , 一石英砂岩

、

钙质粉砂岩

夹泥岩
、

石英砾岩 , 属林地 组 卜

一泥晶
、

微晶灰岩
,

结晶灰岩 , 底部 为 白云质

灰岩 ,

含班类化石 ,

属般山组下段一黄 龙组 冬

初 , 一泥晶
、

微晶灰岩 , 属船山 组 上段
。 , 一锰枯 土 层

’ 。 。 卜

一硅质岩夹粘土 层 一硅 质

灰岩 , 富含班类化石 , 属 栖 , 组 底 部
。

, 一硅质 岩 ,
。

一断 层 兔

砾岩



一些 图 、 北采场富氧化锰矿体应是原含

锰层位或矿体受断层
、

溶蚀作用等叠加 、 引

起变形破碎
、

岩溶垮塌
、

锰质 淋 积 更 加集

中
。

因其形态仍较完整
,

部 分 保 留 层位特

征 , 与原层位联系起来考虑
。

近断层处有的

矿体也可能完全由淋池作用形成
,

后又被火

山岩班盖
。

混杂松散层中的富氧化锰矿体矿石
,

由

于氧化时间长
,

氧化率高
,

品位富
,

放电性

好
,

其中也有部分贫矿
。

据江苏冶金研究所

的资料
,

含锰 达到贫矿标准的混杂松散

层中 , 氧化锰矿物占
,

石英
、

蛋白石
、

玉位等硅质矿物占
,

长石
、

高岭土
、

绢

云母等硅唆盐矿物占
,

方解石 , 祸铁

矿
,

黄铁矿 万
。

·

粒径 甲价的氧化锰碎

屑占全部氧化锰 的一半
。

经重一磁法选矿
,

矿石品位大幅度提高
。

随着棍杂松散层向东抬升
,

可见其与般

山组含锰层呈过渡 关 系 图
。

除 侵 入岩

外
, 混杂松散层的基岩必须是船山组及其以

下的地层才能成矿
。

这都表明
,

主要含锰层

位含锰较高
,

它们的风化作用导致成矿
。

结 论

本区晚古生代由碎屑岩到化学岩再

到碎屑岩
,

是一次较大的海侵海 退 沉 积 旋

一二

加 必
户

飞、

、 、、

饭
‘ “

‘

’、

一
、 、、 , 一

、 、 、 一一

一 、 、、

田 翻 园
兰桥住矿区皿抖抽探坟创可

,

一上侏罗统南园组火山岩 , 、
一下二盈统文笔山组泥岩 , 、

一栖谧组硅质岩 ,

一上石炭统船山组灰岩 , 一混杂松散层 , 勺一辉绿岩 , 一含锰层位 含锰枯土或

筑化 锰 矿体 , 一氧化锰矿体 乡‘ , 一基岩等高线 单位

回
。

当时本区化学岩本身及其与碎屑岩过渡

带中锰质有所富集
。

特别是船山组上段
,

为

锰质再次加富奠定 了物质基础
。

本区中生代曾一度是流动溶液强烈

作用的风化环境
,

由于断裂构造发育
,

更加
‘

强 了风化程度
,

形成了剥蚀一溶蚀联合作用

的山谷地貌
。

风化作用达到 主 要含 锰 层位

时
,

谷地接受 了风化产物的聚集
。

后来
,

火

山岩的覆盖起了保护作用
,

故 得以成矿
。

本区混杂松散层主要是南园组火山

岩盖层形成之前的风化产物
,

其中的氧化锰

矿床基本是同期产生的
。

故认为本矿床属于

中生代风化矿床 盖层形成后的溶蚀作用作

为次生盛加因素
。

本矿床具有层状分布的特点
,

可作为单

独一层看待
。

把这类矿床作为一个新成因类

型提出来讨论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因为本区

及邻区乃至闽西南中生代风化侵蚀区
、

上侏

罗统火山岩覆盖面积不少
,

在主要含锰层位

附近有火山岩覆盖或曾覆盖的地区
,

寻找构

造和侵蚀强烈的谷地或山前凹地
,

可能找到

这类氧化锰矿床
。

找矿在东采场至北采场火



山岩覆盖地段开展钻探工 作
,

见矿 效 果 较

好
,

预计可获数十万吨工业储量
。

此类矿床中的贫矿
,

易于利用
,

其

中含银
、

铅
、

锌较高
,

应
一

予重视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福州大学地矿系
,

件祖寅
、

陈文彬 施亦松
、

余绮丽老 ’沛和福

建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的帮助
,

我矿范小贞
、

林爱建请绘附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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