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鹤庆锰矿床成因探讨

杨兴裕

西 南有色地质 队

鹤庆西部
,

锰矿床分布广泛
,

主要有 种成因类 型
。

即 轻 变 质沉

积锰矿
、

沉积锰矿和风化锰矿
。

本文对这 类锅矿成因作了分析
。

关趣词 锰矿床 成因类型

地质概述

, 地层

区内分布地层主要为三叠纪松桂组和北

衙组
,

其地层岩性列如表
。

构造

本区为盐源冒地槽之西南端
。

鹤庆之东

属康滇地轴
,

是滇中中台陷西缘的一部分
。

鹤庆之西为兰坪一思茅台缘坳陷
。

近东西向

的汝南哨断裂贯穿全区 图
,

该 逆 断层

长约
,

其中有玄武岩 喷 发
,

并将该区

分为南北两部分
。

北部地层上升
,

松桂组含

锰岩系剥蚀
,

南部地层下降
,

松桂组得以保

存
。

矿区内次级断裂发育
,

可分为早期近东

西向
,

晚期南北向两组
。

区内小天井矿区为一向斜构造
,

矿体主

要分布于轴部附近 图 上
,

武 君 山与猴

子坡两矿区为单斜构造 图 下
,

成 矿 后

的断裂对它们破坏不大
。

火成岩

矿区之北
,

玄武岩呈条带状分布
,

君武

鹤庆锰矿区域地层简表 表

地 层 时 代 性

上亚层 卜 黄绿色泥岩
、

粉砂岩夹泥灰岩及白云质灰岩透镜体 , 含动植物化石

中亚层 卜

段 下亚层 毛 卜

下段
,

上段 叭

灰白色厚层状灰岩 ,

夹黄绿色薄层泥岩
、

黄褐色泥灰岩 , 底部为薄层白

云质灰岩及隧石条带 ,
有生物碎屑

黄绿龟季岩
、

页岩
,

夹灰岩透镜休
、

灰岩角砾及粉砂岩
,

最顶部在小天

井
、

武君山
、

猴子坡等地为含矿层 , 厚度

灰白色细一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 夹泥岩
、

炭质 泥岩 及煤线
,

厚度

浅灰色厚层状灰岩
、

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 , 含六射 珊瑚 和层 孔虫 等化

石 , 厚度

上三叠统松桂组

下段
, 深灰色泥灰岩 , 夹灰岩

、

页岩及砂岩 , 厚度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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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紫红色泥岩夹砂岩 , 底部为黄绿色玄式质砾岩及泥岩 , 厚度

北衙组中三叠统

下三叠统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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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鹤庆锰矿区域地质略图
,

一黄绿色泥岩夹灰岩透镜体 。
一灰白色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泥岩及煤线 ,

护一浅灰色灰岩及 白云岩 , ’
一深灰色泥质灰岩 , 一紫红色泥岩夹砂岩 , 月

一灰绿色玄武岩 , 一灰岩 漂砾 , 一地质界线 , 一断 层 , 一向斜 , 一背斜

鹰鹰鹰全二
’

贬

国
,

目 国 困
‘

口
“

困
。

团
、

图 小天井锰犷 线 上 与猴子坡锰矿 线 下 部面图

声彭一 一灰绿色泥岩夹灰岩透镜体 卜 一灰白色灰 岩 , 卜 一黄 绿 色 泥

岩 ,
‘

一灰岩夹白云岩 漂砾 , 一泥岩 一灰岩 一浮土 , 一钻孑 ,

卜地

层界线 一菱锰矿 , 一断层

山之东见少量玄武岩及泥岩夹层
。

玄武岩是

三叠纪产物
。

矿床成因

鹤庆至剑川锰矿化带
,

东西长约
,

南北宽
。

区带内矿点较多
,

其成因

主要可分为 种类型
。

轻变质沉积锰矿

主要有小天井
、

猴子坡
、

武君山等锰矿

床
。

目前有人认为是热液矿床
,

也有人认为

是沉积矿床
。

笔者认为属后者
,

但有轻度变

质
。

其依据如下



矿体产于灰岩 与 泥 岩 之过渡带

上
,

呈层状和似层状
,

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见图
、 。

矿体顶板常为薄层隧石条带

及薄层灰岩条带
,

底 部 为 泥 岩
。

层位较稳

定
。

矿体及 上盘灰岩中
,

普遍有含锰

生物碎屑 介形虫
、

有孔虫
、

小塔虫等
,

表明成矿与生物活动
、

生化作 用 有 某 种联

系
。

灰岩中鲡 粒 发 育
,

粒 度
,

圆形
,

一般为 个同 心 圈
,

最

多可达 圈
。

鲡壁 为泥晶方 解 石及软锰矿
,

鲡心为硅质及菱锰矿
。

灰岩普遍含有锰硅质藻屑
,

主要

为硅藻 呈圆形
,

由玉髓组成
,

圆壁有菱锰

矿 和钙藻 由微晶方解石组成
,

圆心被软

锰矿充填
,

有时 可见藻类碎屑分布于菱锰

矿中
,

形成了藻类富锰矿
。

由以上可见
,

矿床应属于沉积成因
。

但

经镜下鉴定及 光分析发现
,

软锰矿中有褐

锰矿 呈鲡粒状结构
,

晶粒细小
,

与水锰矿

共生 和黑锰矿 呈片 状
、

粒 状
,

与 硬 锰

矿
、

钾硬锰矿共生
。

一般认为
,

褐锰矿
、

黑锰矿是原生锰氧化物变质的产物
,

据此认

为矿床似属受轻微变质的沉积矿床
。

苏联阿

瓦利安尼提 出 “ 大而有工业价值的受变质

矿床发生在沉积锰矿的地方
,

如 果 变 质 轻

微
,

由变质 使得原生锰矿物脱水和重结晶
,

从而就地形成 无 水 矿 物 —褐锰矿和黑锰

矿
,

较之氢氧化物就更加富含锰 ” 。

由此看

来
,

小天井
、

武君山
、

猴 子坡等锰矿床之所

以价值大
,

品位富
,

与轻变 质 作 用 关系很

大
。

,

沉积锰矿

资料表明
,

鹤庆 周 围 诸 县 剑平
、

大

理
、

金江街
、

丽江等 都有第 四纪 冰 川 活

动
,

即所谓大理冰期和丽江冰期
。

唯鹤庆未

见这类报道
。

但据笔者数次填图发现
,

在汝

南哨断裂之南的 灰岩中
,

常 见 压 坑
、

冰川擦痕和凹蚀面等
。

这并非 万区测报

告中所说的推覆构造 —飞来峰
,

而是第四

纪冰川造成的灰岩漂砾
,

属丽江冰期
。

灰岩

漂砾一般分布于海拔
,

直 接覆

盖于松桂组地 层 之 上
。

漂 砾 大 小 由

士 士 ,

大 者 以 上
。

最

大灰岩漂砾分布在黄峰山至大著一带
。

灰岩

中有锰矿赋存
,

但成因争论较大
。

大理州地

质局认为黄峰山锰矿为热液 矿 床
,

地质

队有人认为是淋滤矿床
。

笔者提出原生沉积

矿床
,

其依据是

黄峰山矿体围岩有两种产状 一

为矿体上下盘围岩皆为 灰 岩 图 上
,

一

为上盘为灰岩
,

下盘为 泥 岩 图 下
。

两

者矿体与围岩产状大体一致
,

受后期改造的

性质与程度也相似
。

轰

图 黄峰山锰矿横剖面图
示两种产状

,
图例同图

苏联马加克扬认为 “ 在地表碳

酸锰受到氧化
,

这种氧化矿石有时外表好象

原生氧化矿石
,

而区别在受到氧化作用 因而

矿石呈现为疏松结构 ” 。

镜下鉴定
,

软锰矿

普遍呈致密块状构造
。

一般为中等硬度
,

少

量为高硬度
。

具非均质性
,

磨光面差
。

有时

见他形粒状磁铁矿
,

或呈残留斑点状分布于

褐铁矿中
,

呈粒状
、

带状分布的黄铁矿
。

锰方解石多呈带状
,

少量呈 自形

至半 自形晶体
。

菱锰矿和软锰矿多沿方解石

晶间节理分布
,

部分呈不规则产出
。

矿体中生物碎屑分布普遍
,

主要
‘

有六射珊瑚
、

层孔虫等
,

共边部常有铁锰碳

召万



呈薄膜状
,

内部由菱锰矿充填
。

软锰矿中有部分结晶较好的黝锰

矿
。

硬锰矿呈他形粒状
,

部分脱水成软锰矿
。

硬锰矿可呈残留斑块或斑点赋存 于 软 锰 矿

中
。

矿体中裂隙发育
,

羽状断裂分布

普遍
,

主要是成矿时的构造
。

有时灰岩中可

见 宽的软锰矿细脉
,

是天水 淋 滤 充

填而成
。

风化锰矿床

有淋滤型和堆积型两种
。

琳滤型锰矿 分布于 丫口
、

大陡

坡一带 见图
。

矿体赋存于 与 沉积锰矿

是同一冰川漂砾灰岩 中
。

有两个亚类型 ①

锰矿床经风化作用
,

在氧化带中锰质淋滤
,

而富集于围岩裂隙和构造带中
。

②矿区气候

温湿
,

雨量较多
,

风化剥蚀强烈
,

地表水活

跃
。

灰岩中锰质和锰土发育
,

二价锰离子形

成锰的重碳酸盐
,

溶解度较高
,

被地表水淋

滤
,

并带 到低洼处或裂隙
、

构造带中聚积沉

淀
。

矿体一般长 几 十 至 余
,

厚
,

品位
, ,

。

矿石含铁量高
,

只 能 作

冶金锰
。

堆积型锰矿床 系沉积锰矿风化

破坏后沿坡堆积而成
,

主要分布于第四纪粘

土中
。

如小夭井 号矿体山麓堆积
,

花 椒 警

沟谷堆积等
。

矿体与山坡基本一致
,

多呈层

状或透镜状
,

矿 体 厚 度
,

长

多
。

品位 较 富
, ,

因分布规律性差
,

当地农 民 称 之 为 “ 鸡窝

矿 ” 。

每个矿体一般可采数十
、

数百
,

乃至

数千吨
。

由于矿石富
,

埋藏浅
,

水文地质条

件简单
,

矿体虽不规则但适合于露天民采
,

故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上述 种成因矿床中
,

以轻 变 质沉积锰

矿工业价值较大
,

现将其特点简述如下

小夭井
、

武君山
、

猴 子 坡 个锰

矿点除主矿体赋存于泥岩 与 灰 岩 的 接触处

外
,

在下盘
, 一 ,

灰岩与上盘
, , 一 ’

泥岩的

过渡层中也有次要锰矿体 产 出 图
。

小

天井最厚者达
,

长 多
。

猴 子 坡

最厚 达 见图 下
,

长 多
。

武 君

山尚未揭露
,

深部也可能有这一矿层
。

据多元素分析 表
,

个矿点

锰矿物均为氧化锰
、

氢氧化锰
,

含量较高
,

有害元素较低
,

,

属酸性高锰低磷氧化锰矿石类

型
。

小天井属低铁型
,

探针分析各种锰矿物

三个矿点矿石的多元素分析 写 表

妥飞下祠下下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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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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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夭井锰矿纵剖面图

一软 锰 矿 , 一菱 锰矿 一钻 孔 某他 图例同图

加



中几乎没有铁
。

据 只
、

连续 放电
,

平

均 分钟
,

最高达 分钟
,

属于优质放电锰

矿石
。

而猴子坡和武君 山含铁高
,

探针分析

锰矿物中有均匀或不均匀分布的铁
,

为冶金

富锰矿石
。

小天井主矿
‘

体上盘围岩有薄层缝

石和灰岩条带
,

地表和深部都有
。

这与国内

外大多数锰矿围岩一致
,

说明化学沉积的灰

岩
、

硅质条带的围岩与锰矿成因有关
。

但猴

子坡和武君山目前尚未发现硅质条带
,

是否

可能在深部出现
,

有待证实
。

在小天井采场和钻孔的软锰矿或

菱锰矿富厚矿体中都见有泥岩或灰岩夹层
,

厚 猴 子坡有灰岩夹层
,

武君 山 有泥

岩夹层
。

猴子坡主矿体下盘泥岩 仅 厚 一
,

有的直接与砂岩接触
,

但小 天 井 与武

君 山矿体下盘泥岩厚达
,

说明泥岩 沉积

时猴子坡地势较高
,

小天井地势较低
。

由于

盆地中泥岩沉积厚薄的不同
,

显示小天井有

利于锰矿沉积
。

区域内
,

锰矿物质来源有多种而

且丰富
。

鹤庆县以东及程海断裂西侧
,

有大

片海西期基性火山岩系
,

含锰 ,

县此丽江有海西期基性一超基性岩系
,

含锰
,

二叠纪玄武岩系含锰
。

另外
,

康滇古陆西侧永胜一带
,

有

加里东期和海西期岩浆活动
,

岩浆岩中含锰
,

特别是昆阳群中的铁矿层含

锰较富
,

一般
。

所 有 这 些 岩

石
,

经风化
、

分解
,

形成胶体溶液
,

搬运到

古陆西侧海湾地带的鹤庆一剑川一带
,

形成

近东西向分布的一系列软锰矿和 菱 锰 矿 建

造
。

小天井
、

武君山
、

猴子 坡 个 地

区的沉积环境和岩性大致相似
,

矿体走向
、

倾向和倾角亦近似
,

说明印支期沉积的锰矿

为同一时期的产物
。

同时
,

个矿 体 大致呈

等间距分布
,

由此推测
,

猴子坡 往 北 西 西

向
,

小天井往南东东向等间距处可找到相同

的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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