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扬子准地台西缘富锰矿的几个问题

彭 张 翔

西 南有色地质劫查局三一 队

鹤庆锰矿是目前我国独一无二的中型富锰矿
。

本文 以此为 例
,

探

讨了富锰矿的成矿条件及找矿前景
。

指出
,

同生构 造在这类 矿床形成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以及在滇西沿扬子准地台西缘寻找富 锰矿的 可能

性
。

关 饲 富锰矿 , 鹤庆锰矿 , 成矿条件 , 找矿前景

富锰矿的大地构造环境

鹤庆锰矿位于扬子准地台的西缘
,

西近

滨西三江地槽
,

地处这两大构造单元的过渡

地带 图
,

其异相交接部位对成矿作用是

颇为有利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矿区北面有南

岭纬向构造体系西支的一组近东西向的断裂

通过
,

以汝南哨断层为代表
,

具有长期活动

的特点
,

沿线断续充填有喜山期玄武岩脉
。

在此断层线的南边
,

展布着 自猴子坡起
,

经

花椒等
、

武君山至小天井等矿点
,

构成一条

近东西向的长约 的成矿带
,

表明近东西

构造有一定的控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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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锰矿的含矿建造

鹤庆锰矿区的地层为上三叠统松桂组
,

分上
、

下两段 下段 , ’ 为 一套 滨海

沼泽相煤系地层
,

含 和 。

等 化 石
,

厚 据 刘 红 军
,

。

上段 是以灰色泥岩为主的

浅色岩系
,

下部夹厚层灰岩
,

已见厚度大于
。

该组上
、

下两段地层呈整合 接触
,

构

成黑白分明的 “ 双层双色煤泥 ” 建造
。

其中

松桂组上段 为含矿岩系
,

主 矿体

层 赋存在该岩系的底部
,

恰位于深色岩

系向浅色岩系转变过渡部位
。

这里的过渡
、

转化
,

标志着岩相
、

古地理
、

古气候等条件

发生 了一 系列的变化
,

且变化后的沉积环境

较稳定
,

特别有利于成矿作用
。

这种独特的

含矿建造
,

在我国尚不多见
。

团
,

因
日 价庆性矿在区城构造中的位

一澳西三江地摺 , 一扬子准地台 ,

一矿区北面的东西向断裂 , 一鹤庆锰矿

富锰矿的含矿层序

鹤庆锰矿含矿岩系的下伏岩层为灰黑色

含碳质泥岩 夹薄一中厚层状砂岩
,

后者有

时形成厚达 以上的含砾砂岩透镜体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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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空 庆性矿 小天井 含矿岩系层序圈

尼科波尔住矿层位的理想柱状

据 比 等
,

矿体 层 赋存在浅色含矿岩系的下部
,

其

下盘围岩以浅色泥岩为主
,

有时相变为灰岩

和砾灰岩 矿层底板有时出现紫色泥岩及其

漂砾
,

表明成矿前期水下地形高低不平及沉

积物的剧烈相变
。

主矿体 层 的上盘围岩

大部分为薄层状的硅钙质互层 在矿体西段

相变为砾灰岩
。

主矿层及硅钙质 层的 南边

与之接触的是厚愈 的灰岩
,

其岩 性较均

匀
,

内含生物碎屑
。

主矿层之上 约 见一

贫薄的小矿体
,

其余为灰色泥岩夹薄层灰岩
、

含砾泥岩和砾灰岩
。

这套浅色的含矿岩系因

岩性一岩相变化大
,

在勘查范围内未见一个

岩性稳定的标准层
。

该矿含矿岩 系的垂直层

序 图 与乌克兰地盾南缘的尼科波尔特

大型锰矿的层序 图 相似
,

我们把它暂

名为 “ 单碳 ” 型层序
。

这种层序反映了当一

种不利于成矿的沉积环境转变为有利的成矿

环境之后
,

且较长期地保持稳定状态
,

是形

成富锰矿的必要条件
。

我国含锰岩系的岩 类组 合及 岩性 系列

据叶连俊
,

自下而上是

石英砂岩 , 线理状黄铁矿质黑色页岩 ,

板状白云质页岩 , 锰矿层 , 黑色碳质泥岩 ,

含锰灰岩
一

, 白云岩或硅质灰岩 有时为硅质

岩
。

因为黑色含碳质层在锰矿层的下部和上

部重复出现
,

我们把这种层序暂名为
“
多碳

”

型层序
。

这种层序反映沉积环境不太稳定
,

在较短时间内沉积 及成矿 条件发生变化
,

导致矿质分散
,

不利于形成富锰矿
。

我国的

大多数锰矿不富
,

与形成于这种 “ 多碳 ” 型

的沉积环境有一定关系
。

富锰矿的地球化学环境

该矿含矿岩系的下伏煤系地层中普遍含

有黄铁矿散点 或结核
,

无锰矿化现象 而

在其上部的浅色含矿岩系不含 或罕见 黄

铁矿
。

更特殊的是
,

含矿层的底板部分地段

出现紫色泥岩及其角砾
,

这些明显的沉积相

标志表明
,

成矿前的强还原环境 有 利 于 铁



质沉淀
,

而锰质则趋向于分散状态 只有在

转变为弱氧化
、

碱性环境之后
,

才有利于 锰

的高度富集
。

同时
,

由岩性一岩相柄萄志可以

看出
,

成矿前的古气候 条件 是温 暖潮 涅型

形成煤系地层
,

而成矿期的 古气 候条件

是干操半千操型 形成浅色岩层及部分紫色

岩石
。

这种古气候条件的转变
,

影响水介质

的性质
,

对成矿作用是有利的
。

据区测资料分析
,

在浅色岩系下部的厚

层灰岩形成之前
,

所在部位曾经是一个近似

圆形的滨海沼泽 图
,

晚三叠世发生海侵
,

海水掩没 了这片沼泽
,

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局

限海盆
。

厚层灰岩是海侵早期阶段的产物
。

局限海盆北东边与浅海相通
,

在猴子坡一小

天井一带水下地形不平
,

有一些北西西向的

擂形洼地
。

由于这一带是局限海盆边缘
,

邻

近妆南哨断裂
,

沿此断裂断续有含锰喷气发

生
,

所形成的海底热液就近聚集在洼地内
,

·

构成不同规模的矿体
。

田
闷庆县

、之

田 价庆性矿西南的周限海盆示愈日

一下三盛统 , 山一中三亚统北衙组 ,

,

一上三盛统松桂组 , 一上三盈统中

离组 , 如一二盛系玄武岩 , 日
。
一喜山期玄

武岩 , 断裂 , 一局限海盆轮廓 , 一锰

矿床 点

生物活动参与成矿作用

在鹤庆锰矿主矿体 层 内及上
、

下盘

围岩
,

偏光显微镜下均可见多种生物化石
,

表明生物活动曾参与成矿作用
。

已有资料表

明
,

成矿时期的大量生物不但在生存时级取

锰质有利于成矿
,

而且在死亡后造成还原条

件亦有利于锰的富集作用
。

同生构造与富锰矿

富锰矿的形成
,

不 仅需 要有 丰富 的锰

源
,

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聚矿场所
。

两者缺

一不可
。

前已提及
,

在鹤庆锰矿北面有一组

近东西向断层 图 中只绘出了 和
,

尤其是 汝南哨断层 对该矿床的形成有

重大作用和影响

首先
,

因 和 的活动
,

使其邻近的南

边形成一个不对称的小天井向斜
,

其轴长约
,

呈北西西向展布
,

轴部地层平缓
,

两

翼地层则北陡南缓
,

这标志着由于同生断层

和 的上升运动
,

在其南边形成一个

水下斜坡
,

局部改变了 水下 地形 及沉 积条

件
,

致使岩性一岩相在短距离内发生骤变

松桂组上段
, , ,

下部的厚层灰岩在

。范围内趋向 尖灭
,

被 含碳 质泥 岩所 代替

图
,

这种变化在浅海相地层中罕见的
。

同时
,

由于 和 的活动所 形成的 水下地

形差异
,

于斜坡底部形成 了一个狭窄的槽形

洼地
,

这就为富锰矿的聚集提供了一个有利

的场所
。

其次
,

富锰矿的物质来源
,

如果仅靠二

叠系玄武岩风化物中的锰质搬运到海洋后
,

再经 同生作用富集是不够的
。

我国已有实例

证明
,

这样形成的浅海相锰矿不富 平均品

位 左 右
,

不 可 能 形 成 的

富锰 矿 鹤 庆锰 矿 原 生矿 单样 品位 高达
,

坑 穿 号样
。

显然
,

该 富

据 日 年 月份资料
,

该矿 坑 穿见 矿真厚达
,

平均品位



圈 鹤庆锰矿 号部面

岩性一岩相变化示愈图

” 一上三立统松桂组 , 一灰岩 , 一泥岩 ,

一砾灰岩 , 一矿体 , 一含碳质泥岩

锰的形成
,

有其特殊的物质来源
。

这来源就

是沿着同生构造发生的海底含锰喷气
。

据研

究
,

本矿外围武君山一猴子坡一带的 “ 玄武

质
‘

砾
’

底部的锰矿层应以 火山碎屑本身为锰

质来源
,

这一点可以从锰矿石的物质组份上

反映出来
。

矿石中有较多的蛇纹石
,

矿石组

份 中 达
,

值 为

正常沉积的下 矿 层 中 氧 化 锰 含 仅
,

值 为
,

这 种 现象

可能与矿石中含有基性火 山物质 有关 ” 刘

红军
, 。

由于海底含锰喷气
,

在同生断裂附近形

成含矿热液 迅即生成的矿物微粒被海流及

重 力作用运移到就近的槽形洼地内淀积
,

这

样就产生与众 不同的 矿物组 合 早 期高温

℃士 高浓度的热液形成以黑锰矿为

主的粒状集合体
,

淀积在矿层的下部
,

中
、

后期因为温度和浓度的降低
,

形 成 大 量 的

菱锰矿粒状集合体 成矿温度 ℃
,

淀

积在矿层的中上部 这期间由于硅质参与成

矿作用
,

形成薄层及 纹 层 状 的 蜡 硅 锰 矿

〔 。 。 。 ,

成矿温 度 ℃〕
,

淀 积 在矿 层的 中上 部
,

少 量的 片水 锰矿
· ,

又称羚锰矿
,

成矿温 度较低
℃

,

形成时间较晚
,

呈片状集合体夹于

上部矿层中
,

还有少量的水黑锰矿
,

则是黑

锰矿蚀变后的产物
。

这样形成的矿层
,

中下

部矿石呈致密块状
,

品位很高 而 当矿层中

出现条带状的蜡硅锰矿时
,

品位开始降低
。

据资料介绍
,

册硅锰矿常产于火山岩型锰矿

床 中
,

而在本矿床中大量 出现
,

显然与其特

殊的成因有关
。

海底含锰喷气活动发
‘

胜在海底基性火山

活动之后
,

与本矿床成矿阶段的时间顺序相

吻合
。

我们在松 桂组下 段
‘

’ ’
顶 部煤

系地层中发现有零星的 玄武 凝灰 质砂 岩团

块
,

经 光 谱分 析
,

含 , , ,

, ,

这三种 元素的 含量 比矿

区内其他岩石中的含量要高出好几倍
。

这表

明在成矿前期
,

矿区外围就有海底火山活动

的迹象
。

顺便指出
,

由于同生构造的活动
,

破坏

了浅海相环境的稳定性
,

以及沉积物的均匀

性
,

致使岩性一岩相变化很大
,

且在其中夹

杂有外来的大小不等的
“

砂岩球
” 。

据分析
,

这些 “ 砂岩球 ” 的原岩是 由于同生构造的活

动而被破坏
,

并顺着水下斜坡滑动到下面的

岩层中
,

后者经风 化剥蚀后
,

一个个 “ 砂岩

球 ” 使孤零零地暴露在泥岩之中
,

这种景观

在正常浅海相地层中是难以见到的
。

关干滇西富锰矿的找矿前景

分析上述富锰矿的成矿条件
,

大地构造

环境
、

含矿建造及 同生构造三者是主要的控

矿因素
。

锰矿和大部分金属矿床一样
,

在空

间上是沿着大地构造单元戊地质体的边滋
,

即异相交接带分布的
,

时间上是主不同地质

引自 《云南省鹤庆锰矿小天井矿体工艺矿 物学研

究 》,

昆明冶金研究所
,

年 月
。



时期或成犷作用的早期或晚期形成的 孙启

祯
,

的
。

有利于富锰矿形成的
“

双层双色

祺泥 ” 建造
,

是多种地质作用的综合表现
。

同生构造的巨大作用、不仅是局部造成有利

的聚矿场所
,

更主要的是
,

它能提供丰富的

矿源
,

这是形成富锰矿 必不 可少 的物 质基

础
。

滇西地质构造复杂
,

成矿条件优越
。

除

鹤庆外
,

目前已在丽江
、

维西
、

腾冲等地发

现一批矿化点
,

其中以丽江古都塘锰矿最佳
,

成矿条件与鹤庆锰旷相似
,

附近有矿化点
,

具有一定远景
,

可惜因多种原因
,

地表普查

之后未进行深部评价
。

其他 的锰矿点
,

有的

已民采
,

有的贝, 刚刚普查发现不久
,

需加强

地质工作
,

以肯定其价值
。

从 目前掌握的资

料来看
,

沿着扬子准地台的西缘
,

等河一洱

海深断裂的南东边 该断层延伸到四川境内
,

参见图
,

具有形成富锰矿的成矿条件
,

是

今后找矿值得重视的远景区带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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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地质学会第二届矿床专业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鞍山市召开

冶金地质学会第二届矿宋专业学术委员会成立

盛第一次会议
,

于 月 日在鞍山市召开
。

参加本次

会议的委员有周世泰
、

王可南
、

王永基
、

黄佳展
、

封焕然
、

杜劲光
、

白洪生
、

林镇泰
、

陈荣顺
、

韩建范
、

梁厚锋
、

黄永磋
、

李同聚 陈奎山代
、

谢坤一 王

西华代
。

冶金地质学会理事长关广岳教授和 秘 书

长马文念出席了会议
,

并讲了话
。

在鞍的冶金地质

学会理事刘立民和鞍山市地质学会副理事长郑宝鼎

应邀参加了会议
。

东北地勘局党委书记张晓光
、

副

局长侯传东到会表示祝贺
。

会议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了周世泰
、

王永基
、

黄

佳展三名同志为正
、

副主任
,

聘任王可南为顾问
,

封

焕然为秘书
。

周世泰主任提出了本届委员会今后四

年的工作方针和每年的学术活动安排意见 , 要继承

上一届学术委员会的精神
,

为推动冶金地质矿床学

术活动而努力 , 要紧密围绕冶金地质当前和今后的

中心任务开展学术活动
。

会议期间
,

山东地勘局陈荣顺委员
、

第一 地勘

局白洪生委员分别作了 “ 山东掖县招远金矿地质特

征 ” , “ 冀东及张宣地区金矿地质特征 ”学术报告 , 司

时还组织 了“ 千山花岗岩体与地貌 ” , “ 东鞍山
、

齐

大山铁矿 ” 和 “ 海城镁矿 ” 野外实地考察
。

会议于 月 日闭幕
。

与会委员一致 表 示
,

要

继承上届学术委员会的优良作风
,

把本届矿床
二

爹术

委员会办成务实的
,

与冶金地质工作息息相关的
,

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学术团体
。

〔封焕然 供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