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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将我国含锰建造分为炭质泥岩建造
、

粉砂一泥 质 岩建造
、

硅

质岩建造
、

碳酸盐岩建造
、

喷发一沉积建造和湖相沉积建造
。

介 绍 了

各建造的特征和形成环境
。

认为它们可形成于多种沉积区
,

而非单一的

陆缘滨海环境 , 其物质来源也是复杂多样的
。

关 润 锰矿床 , 建造分析 , 成矿环境

含锰建造类型

所谓含锰建造
,

是指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里
,

一

定的沉积环境中
,

形成的连续的岩石共生组合
,

其

间夹有工业括矿层和含锰沉积物
。

它是大地构造单

元中某一构造旋回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

据此
,

将我

国的含锰建造分为如下几类
。

炭质泥岩建造 ,

。

粉砂一泥质岩建造
,

又分为棕色粉砂一泥

质岩亚建造和灰色粉砂一泥质岩亚建造 ,

硅质岩建造
,

可分为泥质一硅质岩亚建造

和钙质一泥质一硅质岩亚建造 ,

碳酸盐岩建造
, 又分为底部碳酸盐岩亚建

造
、

顶部碳酸盐岩亚建造和硼一锰碳 酸盐 岩 亚 建

造 ,

喷发一沉积建造
,

可分为基性火山一沉积

亚建造
、

碧玉亚建造和中酸性火山一沉积亚建造 ,

。

湖相沉积建造
。

各建造的特征及形成环境

炭段砚岩 造

该建造是目前我国已探明锰矿储 最 多 的 一

个建造
。

产于该建造中的巳知大型锰矿床有湘潭
、

民乐
、

大塘坡
、

扬立掌
、

大屋
、

古城等
,

还有中型

矿床多处
,

总储 达 亿 以上
。

集中分布于湘黔川

三角地带
,

并仍有较大的找矿前景
。

炭质泥岩建造

的主要特征是

①以泥质岩石为主
,

几乎没有细碎屑岩
,

可含

少 粉砂质泥岩
。

个别矿区见极薄的硅质岩层和白

云岩层
,

厚度不过
。

②整个建 造 均含炭质
,

含量
,

个别高

达
。

整个岩层呈黑色
,

锰矿层亦不例外
,

是其显著特点
。

③水平层理及弱水动力条件形成的沉积构造发

育
。

未见交错层理
。

④仅分布于我国南方展旦系下部
,

介于南沱组

上下两冰破砂砾岩层之间
,

以哪湘黔三省为主
。

其

形成时代和层位稳定
,

许多矿床层位可以对比
。

向

北
,

在秦岭南侧
,

川北城口 高燕至陕南萦阳屈家山

一带
,

该建造迁移到南沱冰破层之上
,

出现在上震

旦世地层中
。

⑥在湖南花垣民乐矿床中
,

泥质岩层见有 火

山灰小夹层
,

石英
、

钠长石和钾长石品屑 , 以及少

玻屑
。

后者粒度
。

菱锰矿 层中亦见有

上述物质
,

反映了当时存在海底火山喷发作用
。

⑥本建造厚度比较稳定
,

一 般
。

湘

潭
、

棠甘山一带炭质泥岩建造 厚
。

在 “ 江

南古陆 ” 西侧
,

炭质泥岩之上搜盖有一层灰一灰绿

色的板状页岩
,

两者形成条件相近
,

被划人此建造

中
,

使厚度显著增大
,

如花垣民 乐 厚
,

松桃

大塘坡厚
,

杨立 掌 厚
。

实际其中

炭质泥岩厚仅数十
。

随着灰色泥岩的增厚
,

下伏

冰破砂砾岩层渐趋尖灭
。

⑦建造中所夹锰矿层全由原生 碳 酸 锰 矿石组

成
,

细粒致密
,

具条带状和纹层状构造
。

一般具两

层矿
。

上矿层为块状
。

下矿层与泥质 岩 呈 微 条带

状
,

矿层薄而稳定
,

随地层 褶 皱 而 摺皱
,

在数百

范围内可以对比 , 厚
。

含锰品位不高
。

⑧矿石属低铁高磷贫锰碳 酸 盐型
,

含
,

一般
,

工业 利用较难
。

大塘坡矿体呈透镜状
,

透镜体大小为 、



至 、
。

各透镜休 间 距为
。

棠

甘山和小茶园锰矿的透镜休较大
。

值得指出
,

大塘

坡菱锰矿矿石中有含沥青的缝石结核
,

大小为
,

呈圆至椭回状
。

结核中间 为黑色沥青
,

外包

薄层白色健石 厚
。

有结核 的矿石较富
,

含
。 名

⑨一些矿床的菱锰矿矿石中常见较多的蓝绿藻

化石
。

近年研究花垣民乐矿层及其顶
、

底板泥岩中

有海绵骨针
、

放射虫等深水浮游生物化石
,

显示其

形成深度较大
。

锰矿层产于黑色炭质泥岩中
,

形成于封闭一半

封闭的还原盆地里
。

这种盆地是远离海岸的较深水

盆地
,

成矿是沿海底断裂溢出的热水溶液
,

与海底

火山作用有关
。

其依据是

①炭质泥岩建造形成于古岛或水下隆起附近
,

距古陆较远
。

所谓 “ 江南古陆 ” 的边缘远在更西的

四川
、

贵州境内
。

②富锰页岩层具良好的纹层理
。

这种层理具有

一 一 和 一 一 鲍马层序
。

③火山物质和火山灰呈小夹层产于矿层中
。

④矿石中 含量 较 高
,

且见

有重晶石细脉
,

集中于个别单层中
。

⑤矿层中伴生的黄铁矿同位素 值较高
, 夕 , 为

,

显示典型的热液沉淀特征
。

⑥矿石矿物包裹体测温有 两 种结果
,

一为
。 ,

另一为
,

均显示低温热水沉积

的特征
。

粉砂一泥质岩趁造

含锰建造由一套粉砂岩
、

粉砂泥质岩
、

枯土岩

组成
,

间夹白云岩
、

含锰灰岩等薄层
。

由于生成环

境的不同
,

按颜色可分为

棕色粉砂一泥质岩亚建造 以辽宁瓦房

子为代表
。

这是我国第二大锰矿床
。

该建造的特征

是

①整个岩系呈紫棕色
,

似铁染
,

含量高
,

显示氧化环境下形成
。

②建造主要由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和泥质岩组

成
,

间夹少量钙质页岩和硅质岩薄层
。

下部常见一

层细砂岩和钙质细砂砾岩
,

厚
。

自下而上
,

沉积规律由粗到细
。

全岩 系 厚
。

在 数百
,

范围内分布稳定
。

③在区域上
,

该建造发育于厚大的晨旦系雾迷

山组褪石灰岩和白云质灰岩之上
,

往上又是一套灰

岩
。

显示产于巨大海俊旋回的顶部
。

④整个岩系均含锰
,

近矿层处含 更

高
,

含 可 达 沁
。

常见含 的紫

红色岩石与含 的紫黑色岩石相间 成 层
。

这是本

建造的突出特点
。

⑤层理以波状为主
,

常见波痕等浅水标志
。

⑥矿层和岩性沿走向和倾向 均 呈 有 规律的相

变
。

在南矿区
,

矿石以原生氧化锰矿石
、

水锰矿为

主
,

硬锰矿次之
。

岩性为粉砂泥质岩夹少 钙质岩
、

硅质岩
,

底部有的细砂岩
、

钙质岩和砾岩
。

颜色为

紫红色和棕色
。

层理以波状为主
。

在北矿区 , 矿石

为原生碳酸锰
、

菱锰矿和锰方解 石
。

岩 性 钙 质增

多
,

细砂岩减少
。

颜色 为 灰 黑 一黄白色
。

层理平

直
。

⑦矿体有 层
。

主矿层是中矿层和下矿层
。

厚
,

长
,

层距
。

以原生 氧化锰

矿石为主
,

分布于南矿区
,

由水锰矿组成
,

硬锰矿

次之
,

常见鲡状构造
。

矿石常呈饼状产出
,

长 、
,

厚
。

矿体中含饼率为
。

线
。

⑧矿石 属 低 磷
、

高 铁
、

氧 化 锰
。

含

写
, ,

为
。

碳 酸锰矿

石含
,

含 更高些
。

从已掌 握的 资料分

析
,

该建造形成于较浅的海水中
。

因为 ①陆源碎

屑较多 ②波痕
、

透镜状层理等浅水
、

动力较强的

沉积构造发育 , ③ 污染 了整个 岩组
,

显示了

氧化环境 , ④豆状
、

鲡状构造的氧化锰矿物为主
。

从古地理分析
,

它们可能属海槽中的隆起一海丘顶

部的沉积物
。

灰色粉砂一泥质岩亚建造 见于云南砚

山斗南锰矿
,

建造的特征是

①为一套灰色
、

厚大的含锰粉砂一泥质岩系
,

厚

度
。

以泥质粉砂岩为主
,

泥 岩 次 之
,

间夹

少量薄层灰岩和紫色含锰灰岩
。

②锰矿层与泥质粉砂岩互层
, 组成一系列由粗

到细的小韵律层
。

锰矿多达 层
,

沿走向不稳定
,

表明古沉积盆地变化较快
。

③整个岩系呈假整合覆于厚大的白云质灰岩之

上
。

向上渐变为粗碎屑岩系
,

居于一个大海侵旋回

的中部
。

④主要岩层具细水平层理
,

且平直稳定
。

比紫

色建造形成的水体要深
,

水动力条件较弱
。

⑤是我国唯一的大型原生氧化锰矿床
,

主要矿

石矿物为褐锰矿
,

水锰矿少
。

矿石低铁
、

低碑
、



低硅
、

高钙徽 属优质原生斌化贫锰矿石
。

常见场

软
、

板幼状加核形石构造孟有时氧化锰“豆拉”被紫

红色钙趁锰矿胶结
,

并相变为含锰灰岩
。

有人归之

为过渡型矿 石
。

矿 石 含
, ,

为
。

研究表明
,

该建造应形成于边缘海的潮

问坪一陆架泥沉积环境
,

即滨海环境
。

其理由是

。以陆源细碎屑为主 , ②水平纹层和低角度交错层

发育
,

见波状一透镜状复合层理
、

包卷层理和递变

层理等 , ③夹有内碎屑灰岩 , ④浅水生物在灰岩夹

层中大久聚集 , ⑤常见设鲡状
、

豆状构造
。

矿石矿

物组成以热水沉积的褐钻犷为主
,

具标准化稀土分

倪模式
,

直谈 低
,

甚

至达
。

这些表明
,

本建造是热水 沉 积物
,

可

能是滨海盆地沿断裂溢出的热水沉积锰矿
。

硅砚岩趁遭

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锰矿层与以硅质岩为主或

含硅相当高的泥质岩
、

泥灰岩
、

灰岩等岩系共生
。

还不包括明显与火山岩系共生的硅质岩建造
。

硅质
岩建造可分两个亚建造

。

,

钙质一泥质一硅质岩亚 建速 以广西大

新下雷锰矿为代表
,

其特征是

①含锰硅质岩建造连续沉积于巨厚的白云质灰

岩顶部
,

属一次巨大海侵旋回的高潮时期
。

②以硅质灰岩为主
,

夹薄层泥质岩
、

泥质灰岩

和硅质岩
。

属上泥盆统五指山组
,

总厚数十至数百
。

呈北东向条带状分布
,

在 区域上为一北东向的

断陷盆地
。

③在矿区以南的那坡一带
,

岩系中出现较多的

火山岩 粗面斑岩
、

玄武岩及其 凝 灰岩
,

在坡荷

地区火山岩中含 可达
。

、
,

显 示 建造

形成期有火山喷发作用参与
,

并提供锰质
。

④近年研究发现
,

含锰地层中产有竹节石
、

菊

石
、

介形虫
、

颗石藻等化石
,

表明是深水相环境
。

⑤建造中有 层锰矿
,

各厚
,

间 距

左右
。

矿石呈细拉结构
,

具微层状
、

条带状
、

腼状

和豆状构造
,

但鲡核不是陆屑
。

‘

⑥原生碳酸锰矿石以菱锰 矿 为 主
,

有 钙菱锰

矿
、

锰方解石等
。

矿层下部
,

含锰硅酸盐矿物 —
苗薇辉石

、

含锰辉石和阳起 石
、

锰 蛇 纹 石
、

锰帘

石
、

锰榴石
,

以及绿泥石
、

白云母
、

黑云母
、

赤铁

矿
、

磁铁矿等大蚤出现 , 细拉结构
,

微层条带状
、

豆颇状构造
,

与菱锰矿层相间产出
。

后生改造的脉

状
、

团块状
、

粗晶等很少见
,

表明大部分是同生沉

积形成的
。

⑦次生氧化锰矿沿层发育于地表及浅部 , 有钾

硬锰矿
、

硬锰矿
、

软锰矿和恩苏塔矿等
。

呈块伏
、

土状
、

孔洞状
,

胶状
、

条带状和网格状等构造
。

矿

石质量较好
,

储量近 万
。

原生矿石平均 占

、 肠
,

晓 、
, 乡石

,

纬 还含较高的
、 、 、 、

和 等
, , 。

次生氧化矿石含
。

下雷锰矿是我国日前最大的锰矿床
。

属于此建

造的还有遵义
、

木圭等锰矿
。

遵 义锰矿储垦巨大
,

原生菱锰矿与泥质岩互层
,

产于下二叠统茅口 组白

泥塘层的薄层硅质灰岩夹硅质 岩层 之上
。

建 造 厚
,

矿 层 厚
,

含 肠左右
,

、 ,

低磷高铁
。

往上经过一个假 整 合面为龙潭

煤系授盖
。

近年研究证明
,

硅质层中常见深水的硅

质放射虫
、

海绵骨针化石
,

形成环境应是台地上较

深水的沉积断陷带
。

不同的是未见火山岩和含锰硅

酸盐矿物
。

短暂的间断后
,

即为沼泽煤系覆盖
,

显

示形成环境的强烈变化
。

泥质一硅 质岩亚 建速 分布于湘西南
、

桂东北一带的下二 统含锰层系中
,

以湖南零陵东

湘桥锰矿为代表
。

还有平乐
、

二塘
、

思荣等矿床
。

其特征是

①原生含锰地层以硅质层为主
,

夹多量泥质岩

和少量薄层硅质灰岩
、

硅质含锰灰岩和贫碳酸锰矿

层
。

被称为当冲组地层
。

自下而上可分为 段 硅

质岩段
,

厚 , 含锰硅质灰岩段夹薄层贫碳酸锰

矿及页岩
,

厚 , 含锰页岩
、

硅质岩段
,

夹

含锰钙质泥岩
,

厚
。

②地层总厚度只有 左右
,

但分 布 相 当 稳

定
。

岩层薄
,

发育平细纹层理 , 显示静水沉积
。

③硅质层中常见海绵骨针
、

放射虫等化石
。

研

究表明是一套广海沉积层
。

某些硅质层被证明是形

成于碳酸盐补偿面以下
。

④原生含锰硅质灰岩和含 锰硅 质岩
,

厚
,

含
,

不能直接利用
。

有开采价值

的是其氧化矿床
,

主要是红土层中的锰结核
,

主要

由钾硬锰矿组成
,

其次是片状风化的硬锰矿
。

结核

状矿石含
、

中 等
,

含 高
,

含 写
。

伴生 反 ,

石
。

总之
,

钙质一泥质一硅质岩亚建造
,

是在古台

地上沿断裂发育的深水台沟相沉积
。

而泥质一硅质



岩亚建造形成的环境比前者深一些
。

比 较 特 殊 的

是
,

下雷锰犷与古海底火山作用沿古断裂溢出的热

卤水沉积有关
,

而非一般的正常海水沉积
。

碳映盐岩盆造

已知有新强昭苏
,

云南建水白显
、

芦寨
,

广西

宜山龙头
,

甘肃昭东玉石山等锰矿床
。

该建造是不

厚的含锰岩系夹于巨厚的碳酸盐岩层系里
。

总的特

征是

含锰建造几乎全是碳酸盐岩
,

没有或极

少有陆源碎屑沉积物
。

属滨海一浅海相沉积
,

靠近

礁滩相
,

形成环境较浅
,

未见深水碳酸盐岩系共生

矿层的报道
。

岩性主要是薄层泥晶灰岩
,

少量内碎屑

灰岩
,

层理平直
。

含矿系由泥质岩
,

泥灰岩
,

灰岩

和含锰灰岩等组成
,

厚 、
,

夹于巨厚的碳酸

盐岩系中
。

建水锰矿产于礁滩相顶部内侧
,

昭苏锰

矿产于礁滩相底部
。

因而
,

其赋存部位有二

①巨厚碳酸盐岩系顶部
,

相当于海侵旋回的后期 ,

②在碳酸盐岩系的底部
,

相 当于梅侵序列的开始
。

整个碳酸盐岩岩性组合可分两种 一种

是以白云岩为主
,

如建水白显锰矿 , 一种是以灰岩

为主 , 如昭苏
,

龙头锰矿
。

矿石以碳酸锰 为主
,

、 层
,

厚 仅 数

米
。

由于小区域有相变
,

在昭苏锰矿出现砂砾岩等

陆探碎屑时
,

有规模不大的原生氧化锰矿产出
。

在

建水芦寨矿区 ,

随着泥质岩的增多
,

出现原生氧化

矿与碳酸锰矿的混合型矿石
。

原生碳酸锰矿石
,

与

灰岩共生的昭苏和龙头锰矿
,

均为贫矿
,

含锰

土
,

但含
、

均很低
,

属自 熔 性 矿石
,

工业

意义较好
。

与白云岩共生的芦寨
、

白显锰矿等亦为

贫矿
,

含 低而 稍高
,

质量逊于前者
。

在碳酸盐岩建造中
,

我国还有一个独特的含锰

建造 一 砌锰碳酸盐亚建造
,

因其含有锰的硼酸盐

矿物而得名
,

分布在河北省东北部
。

它的形成环境

和产出状态都有一定的特点
,

虽然工业意义不大
,

却值得深人研究
,

该亚建造的特征是

产出的构造位置是燕山沉降带山海关隆

起带西段
,

斌矿层为展旦系高于庄组 段
,

层位稳

定
,

呈东西向延伸达
,

高 于 庄组为厚大

的白云岩系
,

故划归碳酸盐岩的一个亚建造
。

含矿地层是一套粉砂岩
、

页岩
、

白云岩

组成的 御整旋回
,

厚约
。

矿层产于 近底部
,

组

成岩石为黑灰色薄层含锰粉砂岩夹合括粉砂白云质
页岩

,

向上变为页岩夹粉砂岩和含锰粉砂质白云岩二

矿体呈扁豆状
,

产于两个层位中
,

两层

间距
。

扁豆体 长数至
,

厚 、
,

最厚
。

扁豆体间隔 余
,

断 续 分 布
,

但长

距离内又相当稳定
。

矿石矿物为锰方翻石
、

菱锰矿
。

锰方诩

石 , ,

荞 为无水抓硼酸锰
,

呈灰 白带黄

绿色粗晶校状集合体
,

具变颇状和变豆状构造
。

矿

物粒径
。

这是一种罕 见 的 矿物
,

但

在矿区含量却达 以上
。

菱锰矿亦 皇 粗 晶 集合

体
。

另有少且锰方解石
。

其池矿物还有铁白云石
,

沿层理分布或呈星点状的黄铁矿常见
。

原生矿体为贫矿
。

含
,

, 含 高
,

中等
。

附近还有一 些 更贫的团块

和扁 豆 体
,

含 ”
,

、
。

可 利

用
。

在氧化带中转变为 硬 锰矿
,

品位达 线以

上
,

高者达
。

但氧化深度仅数至 多
。

顺便指出
,

在南京栖谧山
、

湖北 阳 新 银 山等

地
,

产有一种原生含锰灰岩
,

夹于厚大的碳酸盐岩

岩系中
,

氧化后次生富集形成工业矿床
。

这种含锰

灰岩
,

在我国东部较常见
,

可归之为碳酸盐岩建造

的一个亚建造
。

其特征是

大地构造位置在准地台的台向斜区 ,

有

人称为地台活化区
。

以扬子江中
、

下游褶皱带为典

型
。

厚大的碳酸盐岩岩系
,

一般由薄至中厚

层状的灰色灰岩组成 , 多为生物灰岩
,

但非礁相
。

时代属中
、

上古生界
。

原生含锰灰岩皇薄至中厚层状
,

灰色
,

含
,

多产于碳酸盐岩 岩 系的中
、

上部
。

含锰灰岩中常伴生有铅锌硫化物
,

可构成铅锌矿床

或沿倾斜相变为铅锌矿床
。

锰
、

铅
、

锌等多金属常

共生
。

次生氧化矿具有工业意义
。

矿石由钾硬

锰矿
、

软锰矿等组成
,

常伴生有铅锌 等 的 氧 化矿

物
。

矿石含
, , ,

含
、

不高
。

这类锰矿均属小型 ,

有的可被后期热液改造
,

类似热液矿床
。

总之
,

碳酸盐岩建造是发育于浅海相中的沉积

物
,

除硼锰亚建造外
,

都形成于班滩相附近
。

喷发一沉积 造



这里指的是与大 喷发岩有关的狭义的非典型

的喷发一沉积建造
。

我国目前已知产于该建造中的

盆矿不多
,

规模也不大
,

但矿石质 较好
,

有一定

开采价值
。

该建造一般产于优地槽褶皱带内
。

根据

傲存部位和岩性组合
,

可划分为 个亚建造
。

基性喻岌一沉积 亚 建连 以陕西宁强黎

家曹挂矿为代表
,

产于基性火山岩 与 沉 积 岩系上

部
。

签性火山岩系厚大
,

在剖面中居主要地位
,

在

层位上属展旦系碧口群上亚群郭家沟组黎家营段上

部
。

该建造的特点是

①这种含锰建造由基性火山岩与沉积岩组成
,

总厚度巨大 以上
。

基性火山岩 为 细 碧质

熔岩及碎属岩
, 沉积岩为粘土岩与硅质碳酸盐岩 ,

沉积岩由下往上逐渐增多
,

但厚度不及全建造的
。

建造由一系列火山喷发岩 , 枯土岩 , 碳酸盐岩的

小旋回组成
,

建造本身也形成一个大旋回
。

再往上

为厚大的硅质白云岩所砚盖
。

锰矿层形成于靠近建

造顶部的沉积岩层中
,

即沉积于强烈的细碧岩喷发

之后
。

②岩系呈灰至灰绿色
,

受轻变质
,

由钠长绢云

绿泥千枚岩 细碧岩
、

绢云午枚岩
、

钙质板岩 粘

土岩
、

硅质灰岩等组成
,

夹紫色板岩 和 紫色含锰

硅质灰岩薄层
。

⑧含锰层为千枚岩
、

板岩
、

硅质灰岩夹褐锰矿

层
,

厚 “数十
。

除火山碎屑岩外
,

无陆源碎屑

岩
。

④该建造出现于优地摘褶皱带中部
,

远离古海

岸
,

见不到陆源物质的影响
。

⑤揭锰矿为主要的矿石矿物
,

形成贫的原生氧

化挂矿床
,

高硅
、

低铁
、

低碑
。

含
,

。

厚近 的一层矿延长 以上
,

延深

、
,

向深部转变为少 的碳酸盐矿石
。

属于此类的还有甘肃三峡 口 等矿床
,

唯其矿石

成分复杂
,

含
、

伪
、

等元素较多
。

碧玉建透 这是一种与海底 火 山 活 动

密切相关的硅质建造
,

与前述的硅质 建 造 明 显不

同
。

它主要斌存于厚大的火山岩系中
,

各种颜色的

碧石层与海相基性火山岩互层
,

夹部 分 陆 源 碎屑

岩
。

锰铁矿层即产于其中
。

典型矿床如新孤莫托动

拉和四川平武一带的矿床
。

总的特征是

①喷发岩一沉积岩层系 往往 是 基 性火山岩在

下
,

沉积岩系在上
。

沉积岩以细砂岩
、

碧玉和硅质

岩为主
。

由一系列喷发一沉积旋回组成
。

最后被灰

岩反盖
。

②锰
、

铁共生子同一矿床中
。

赤铁矿层在上
,

锰矿层在下
。

也有两者出现于同一矿层中的
。

锰
、

铁矿层出现的部位
,

是基性喷发活动较弱
,

以沉积

为主的洼地
。

因而
,

地层剖面中以沉积岩为主
。

③建造中硅质层发育
,

与粉 砂 岩
、

细 砂 岩互

层
。

碧玉岩以紫红色为主
,

由硅质
、

玉髓
、

放射虫

组成
,

呈不规则状产于硅质层中
,

并与铁
、

锰矿层

关系密切
。

整个岩系呈红揭色
。

④锰矿层由菱锰矿
、

褐锰矿
、

赤铁矿
、

碧玉和

含铁锰砂岩等组成薄的条带 状 互 层
。

矿石品位低

含
,

呈多层产出
,

规模不大
,

延长不

稳 ,

常有重晶石伴生
。

⑤矿石含铁高
、

碑低
,

含 硫 化 物 较多
,

含硫
。 , , 。 、

在矿

石中呈反比
,

值与矿石贫富呈正相关
, 、

含最与 正相关
。

矿石含 士 。

中酸性喻发一沉积建遗

与中酸性喷发岩夹沉积岩系伴生的锰矿属于此

建造
。

以内竣古四子王旗西里庙锰矿床为代表
,

其

特点是

①下二盈统厚大的火山碎屑岩系呈灰绿一浅红

揭色
,

主要为安山及流纹质的凝 灰 岩
、

凝 灰 砂岩

等
。

在其中
、

上部夹一层厚度 的硅质 灰岩和

灰岩
,

呈薄层状
,

黄
、

粉红或灰色
,

其中有扁豆状含

锰碳酸盐岩夹层
,

厚
。

②工业矿石是次生氧化锰
,

由硬锰矿
、

软锰矿

和少量水锰矿组成
,

品位 较 富
。

矿层呈

陡倾斜
,

氧化锰矿石沿层 产出
,

厚 、
,

长数十

至
,

延深

③含锰喷发一沉积岩系位于优地槽褶皱带中
,

褶皱强烈
,

但变质不强
,

是在古生代喷发作用末期

形成的
。

属于这种建造的还有一些小矿床
,

如内蒙古乌

中旗东加干等锰矿床
。

喷发一沉积建造均出现在地槽区
,

是海底火山

作用的产物是勿庸置疑的
。

按板块构造观点看
,

应

是大洋中火山岛弧中的产物
。

基性喷发建造形成于

火山岩系的下部
,

碧石建造居中
,

中一酸性喷发一

沉积建造形成于上部
。

锰矿沉积环境示意见图
、 。

‘ 湖相沉积班造

这个建造在我国极不发育
,

几乎不形成 工 业矿



东湘桥式
下

一﹃
湘潭式

瓦房子式
斗南式白显式遵义式

圈 锰矿沉积环境示愈田

被动式大陆边缘
,

地台型

团 锰矿沉积环境示意口

岛弧型
,

地槽型

床
。

但作为建造的一个类型
,

仍应列出
。

如内蒙古

武川一带的第三纪红色砂岩下部所夹的豆状
、

结核

状氧化锰矿
,

个别品位可达 肠 ,

被认为是典型的

陆相湖成锰矿床‘

结 语

综上所述
,

我国各含锰建造及其沉积环境有多

种
。

各种沉积区出现于古海洋中
,

而并非象过去总

结的单一出现于大陆边缘滨海环境里
。

某些类型的

矿床也不是在正常海水沉积物
,

而是与断裂有关的

海底喷溢热卤水的产 勿
,

物质来源也是多样的
。

概括起来
,

我医锰矿的形成环境有如下几种

古陆边缘盆地 这是发育在陆棚上的锰矿

沉积小盆地 相当于滨海泻湖和开阔的洼地
,

基本

上沿古陆边缘分布
,

水深可以不同
。

属于这类盆地

的有 ①碳酸盐台地上的小盆地
,

如昭苏
,

白显
、

龙头等
。

不同的是
,

昭苏锰矿形成陆棚基底上
,

碳

酸盐 台地形成之初 , 建水白显等则形成在碳酸盐台

地顶部的垅陷小盆地里
。

②陆源碎屑沉积小盆地
,

如斗南锰矿等
。

含锰粉砂一泥质岩建造出现在离古

陆较远的大陆棚上 ,

形成深度比前者稍大 ,

有些则

在浪基面之下
。

海域中的古岛链
、

海脊和其他水下隆起附

近的小盆地 如湘黔一带的江南古岛链附近的一系

列沉积小盆地
。

炭质泥岩建造即形成于其中
,

距古

大陆相当远
,

海水较深
。

盆地的分布受古海底断裂

控制
。

海域中基底断裂隆起的碳酸盐平台顶部

在这些相对较高的平台上
,

形成水域 较 浅 的 小洼

地
,

可构成含锰粉砂一泥质岩建造中的锰矿床
。

如

辽宁瓦房子
。

广海中深断裂旁侧的洼地或海沟 有两种

情况
。

一种是大陆棚浅海受断裂控制的海沟
、

洼地

等
。

水体较深
,

沉积了钙质一泥质一硅质岩建造中

下转第 页



不混 熔相一一较贫成矿元素
、

挥发份的硅酸

盐相和较富成矿元素
、

挥发份的 似 云 英 岩

相
。

鸟怠岭岩体中锡分布的强烈不均性
,

暗

示 了液态分异的萌芽可能在鸟惠岭岩体阶段

已经出现
。

似云英岩相熔浆进一 步 聚 集 演

化 , 形成宫
、 、 、 、

等 的 矿

浆
,

在岩浆活动末期侵入
,

即形成 一 一

云英斑岩型矿体
。

锡 钨云英岩一石英脉

型矿体
,

形成于云英斑岩型矿体之后
,

并更

富亲气液元素
、 、

等
,

较贫亲残

余岩浆元素
、 、

等
,

个 样的

成矿温度平均为 ℃
,

是富锡稀有金属矿

浆演化到气液阶段的产物
。

绘上所述
,

并和小岩株有关 锡 矿 床 比

较
,

可得出如下认识

产于岩基内部的锡矿床与产于小岩

株顶部及其内外接触带的锡矿床
,

都是 型

含锡花岗质岩浆演化到末期阶段的产物
,

和

残余岩浆及与之有关的蚀变密切相关
。

残余岩浆可有 种定位方式 的大

岩基的突出部位 ②定位于围岩中的独立小

岩体 ③定位于岩基内部的 小 岩 体 体中

体
,

早 阶段凝固的同源花岗岩作为围岩
。

因此
,

产于岩基内部的锡矿床
、

与小岩株有

关的锡矿床在成因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

不能

忽视岩基内部的找矿工作
。

注意在含锡岩基的外围
,

找可能隐

伏的与小岩株有关的锡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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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锰矿床
。

如大新下雷
、

遵义等锰矿
。

另一种是陆 沉积建造和类型较多
,

而变质矿床和喷发沉积建造

棚向斜坡转变处
,

水体更深
,

也是受断裂控制的一 较少
。

我国锰矿的形成环境多种多样
,

而非简单的

系列洼地
,

沉积了泥质一硅质岩建造中的锰矿床
。 “ 陆缘浅海 , 。

事实上
,

从浅海到深海
,

从陆缘到

如东湘桥
、

平乐
、

二塘等锰矿床
。

深海都有
。

锰矿的物质来源
,

既有陆源也有海底喷

喷发一沉积建造 已如前述和图
。

溢热卤水供给
,

还有正常海水沉积的
。

可见物质来源

总之
,

我国的锰矿以形成于上元古界
、

中上古 具复杂性
。

与国外锰矿床相比
,

无论是形成时代
、

生界和下中生界者为主
。

主要是沉积锰矿床
。

锰的 沉积建造和形成环境
,

都有诸多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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