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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地 质 勘 探 信 息 之 窗

年代我国富锰矿的新进展

年代我国发现的富锰矿有 种类型
,

即海相

沉积型
、

沉积变质型和风化型
。

后者又可进一步分

为古代风化型和现代风化型两个亚类
。

海相沉积型锰矿
,

近几年在云南
、

四月均有发

现
。

滇西小天井矿床
,

矿层平均厚
,

平均品

位 写
,

个别块矿含锰高达 纬以 上
,

矿床规

模中型
。

四川新发现的大瓦山锰矿
,

位于康滇地轴

北东侧
,

产于距轿顶山南东 处上奥陶 统 五 峰

组内
,

矿石的工业类型多属低磷
、

低铁
、

低硅的富

锰矿石
。

沉积变质型锰矿有 年发现的庙前矿区 号

矿段
。

经勘探揭露
,

矿体赋存于上石炭统船山组上

部的一套由碎屑岩变为泥质灰岩的海进程序中
。

由

于受后期热液变质影响
,

矿石除碳酸锰矿石外
,

还有

碳酸锰一硫锰矿矿石
。

后者含有一定数量的蔷薇辉

石
,

并伴生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等硫化物
。

现代风化矿床是指由各种成因类型的锰矿床或

含锰岩系
,

出露地表
,

经风化淋积作用
,

使之在氧

化带或第四系红层中富集而形成的矿床
。

细分为锰

帽型
、

淋滤型和堆积型 , 是目前富锰矿中发现最多

的一种类型
。

锰帽型有东湘桥 一部分
、

城步
、

兰水
、

石桥铺大田 , 淋滤型有庙前
、

六合
、

下洞
、

群

峰
、

半边月 , 堆积型有靖西
、

银山
、

铜山岭
、

高塘等
。

古代风化矿床指矿体赋存于风化剥蚀面上
,

系

淋滤堆积而成
,

常被后期岩石覆盖
。

典型矿床为兰

桥锰矿
。

该矿床形成于中生代古风化壳上
。

矿石矿

物有软锰矿
、

钾硬锰矿
、

铅硬锰矿
、

恩苏塔矿
、

偏

锰酸矿
、

黑锌锰矿等
。

南园组火山岩覆盖在矿床之

上
,

起 了保护作用
。

分析 年代我国富锰矿勘查的经验表明
,

发现

的矿床均以中
、

小型规模为主
,

未找到大而富的锰

矿床
。

因此
,

寻找优质富锰矿仍是地质工作者的重

要任务
。

在找矿中值得注
日

意的问题是

① 岩相古地理研究
。

沉积型富锰矿
,

形成的

环境和富集条件都比较特殊
,

根据含锰地层
、

生物

群
、

锰矿物及古构造特点
,

编制锰矿沉积当时
、

当

地的岩相古地理图和成矿模式
,

了解锰矿沉积环境

和分布规律
,

指导找矿
。

② 重视风化型锰矿的评勘工作
。

据有关料资

介绍
,

国外富锰矿以氧化矿为主体
。

我冈风化型富锰

矿床特点是分布广泛
,

质址好
,

是一种很有找矿前

景的类型
。

找矿时应重视两点 一是以现代风化型

锰矿床为找矿标志
,

寻找原生富锰矿
。

连城锰矿以

往地质工作者认为该区锰矿属于 “ 淋积 ” 型
,

规模

小
,

深部不可能存在原生矿
,

无扩大储量的希望
。

年矿山地质人员调查时发现
,

这种 “ 淋积 ” 矿

床实际上是沉积和沉积改造矿床的氧化带
。

通过两

年工作
,

不仅扩大了浅部氧化锰远景
,

而且还在深

部探明了一定规模原生富矿
。

二是加强古代风化锰

矿床研究
。

在我国锰矿床中
,

古风化型锰矿除兰桥

外
,

还有后江桥
、

连州 虽然其品位低
,

但有学术

意义
。

后江桥铁锰矿
,

是 一个多成因矿 床
,

原生

矿经沉积加改造作用
,

地壳上升
,

最后形成原地风

化型矿床
。

从探明的储量看 , 它仅次于下雷
、

瓦房

子
、

遵义
、

民乐
,

居大型矿床中第 位
。

连州风化

型铁锰矿床
,

矿体产于由寒武至奥陶系构成的州皱

基底与白至系红层的不整合接触面上
,

其分布面积

达
。

可见古风化型锰矿有规模大
、

分布范围

广等特点
。

据近二年文献报道
,

兰桥矿区从东采场

至北采场火山岩覆盖地区开展钻探
,

见矿效果好
,

获得了一定工业储量
。

从区域上看
,

本区及邻区乃

至闽西南一带
,

广泛发育有中生代风化浸蚀区
,

上

侏罗统火山岩覆盖面积不少
, 是子找这类宫锰矿床

的有望地段
。

中南冶金地质研 究所 祝寿泉

石油成矿理论对滇西找寻锡

矿床的启示

“六五妙期间
,

我系与西南有色地质勘探公司共

同承担了国家科委的攻关项目 一 一 滇西锡矿带成矿

远景研究
。

从大量的地质 挤实巾得出这样一个比较

统一的认识
,

即滇西锡矿床的形成经历 了类似石油

成矿的地质作用
,

原始分散的锡在漫长的地质作用

过程中
,

经历 了变质
、

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
、

爪熔

混染及岩浆分异等作用
,

使锡元素从基底岩系 旧

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