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锰矿的远景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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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有 色地质勘 查局 队
·

湘潭

湘潭锰矿是一个沉积碳酸锰矿床
,

是我国主要的大型锰矿之一
。

矿

体底板为线理状黑色页岩
,

顶板为叶片状黑色页岩
,

属下震旦统
。

矿区

受仙女山背斜控制
,

该背斜又为众多的次级断裂切割
,

破坏了矿体的完

整性
。

通过构造
、

岩相分析
,

将矿体垂向上分为若干台阶
,

认为仍有较

大远景
。

关妞饲 湘潭锰矿 , 碳酸锰矿床 构造岩相分析 , 成矿远景

湘潭锰矿是我国主要的 大 型 锰 矿床之

一 发现于 年
,

次年开采过 地 表 氧 化

矿
。

年发现碳酸锰矿
。

之后
,

进行 了大

量地质勘探工作
,

年开采
。

目前已发展

成有 多个锰产品的采选冶大型联合企业
。

为延 长矿山寿命
,

进一步扩大矿区远景
,

作

如下探讨
。

区域地质

矿区位于扬子陆台东南缘 中段
,

矿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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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山背斜控制
,

赎存于元古界下震旦统莲

沱组上部含矿黑色页岩段内
。

区内矿段分鹤

岭
、

水井
、

桑树坳
、

乌田
、

梁山桥
、

炭家仑
、

白衣庵二棠华
、

莲花山
、

花桥等
。

经过 多

年的找矿评价
,

仅鹤岭区 冷水冲一青山一

黄丰寺一石冲 连续地段形成较好的矿体
,

其他地段未发现较好的矿体
。

这是由于
,

湘

潭锰矿具有特殊的成矿地质条件
。

即海湾的

封闭条件
、

锰质来源充分
、

有水下隆起等
。

除鹤岭区外
,

其他地区均不具此条件
,

只形

成贫锰矿带
,

甚至相变为含锰灰岩或含锰硅

质岩
。

区内褶皱
、

断裂构造很发育
,

有的甚至

倒转
。

断裂主要为与第一期褶皱同方向的一

些断层
,

其后是北西向的
、

错断褶皱的一系

列断层
,

最后为位于矿区近东西向的逆掩断

层
,

把老地层推覆到侏罗系之上
。

中间有一

段被上 白里统不整合覆盖
,

成为上 白奎统下

的隐伏断层
。

矿体总体上受仙女山背斜控制
。

仙女山

背斜在西南端走向为北东向
,

中间转为近东

西向
,

东北端再转为北东向 图
。

整个背

斜被后期的一系列北北东向
、

北西向断层所

错断
。

背斜两端上翘
,

形成船形褶皱
。

当中

可能被一北西向断层分开
,

形成南北两个系

统 南部系统 由西北翼的周家湾一炭家仑和

东南翼的白衣庵矿区组成 北部系统 由冷水

冲背向斜
、

青山一黄丰寺一石冲单斜
、

乌田

向斜
、

桑树坳和水井向斜中 的几个 矿 段 组

成 南东冀的棠华区矿体被错断 后又为上白

里统斑盖
,

个别钻孔达 多 尚未控 制 到

含矿岩系
。

矿床地质

矿床为沉积碳酸锰矿床
,

赋存于下震旦

统含矿黑色页岩下部中间
。

底板为线理状黑

色页岩
,

顶板为叶片状黑色页岩
。

主矿体为

一层
,

层位稳定
,

产状与围岩一致
。

矿体与

黑色页岩的厚度成正相关
。

黑色页岩厚度

时
,

矿体厚度 一般在 以上
,

反之则
。

矿体厚度的变化受构造变动影响

摺皱核部厚度大
,

翼部变薄
,

甚至断失
。

主

要为条带状矿石
,

原生矿石外表呈钢灰色
、

灰黑色不显条带的致密块体 常被误认为致

密块状矿石
,

受氧化后即可看出宽窄不一
、

黑
、

灰
、

白色相间
,

疏密程度不同
,

与层理

平行的条带
。

其次为碎裂状矿石
,

系受构造

影响所致
,

仍具条带状特征
。

含锰旷物为菱

锰矿
、

锰方解石及少量钙菱锰矿
。

矿石品位

一般在 以上
。

总体上
,

矿石由北向南
、

由浅到深有变贫的趋势
,

但贫化不大
。

如青

山段 线 平均品 位 为
,

石

冲段 线 平均品位为
,

贫化

率为
。

黄丰寺段 线 浅部平均

品位为
,

深部评价区 线 为
,

贫化率为
。

矿床的产状
、

形态特征

鹤岭区 冷水冲一 山一黄丰寺一石冲

各矿段

这是湘潭锰矿的主要矿体所在
,

矿体连

续
,

为仙女山背斜北端西北翼中的一个单斜
,

实际上 单斜中仍有次级背
、

向斜
。

冷水冲和

石冲两端向上翘起
,

中间黄丰寺向下沉降
,

形成船形褶皱
。

主体走向北东
,

矿床 由东北

向西南厚度逐渐变薄
,

品位逐渐降低 由地

表向深部也有类似变化
,

但变化幅度不大

未出现小于可采厚度和表外矿石
,

更未相变

为含锰灰岩或硅质岩
。

勘探过程中出现的厚

度小
、

品位低
,

甚至无矿乃构造影响所致
。

矿区北缘有 一近东西 向的逆掩断层
,

把

南部的板溪群和含矿系等老地层推覆到侏罗

系之上
,

造成部分矿体缺失
。

该断层是前 白

圣纪形成的
,

所以 白至系出露 处 是 隐 伏断

层
,

有钻孔证实
。

从剖面上看
,

整个单斜层形成两个阶梯

图
。

第一阶梯的平台部分和陡坎部分已

基本勘探完
,

陡坎部分矿柱被拉得很薄
,

甚

至拉断而成无矿段
。

第二阶梯的平台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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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呈阶梯状 线 示愈圈

黄丰寺段亦已评价
,

但陡坎部分经两个 多

的钻孔只控制到含矿岩系
,

未打到矿体

估计矿体可能在 一 的深部
。

至于是

否有第三阶梯
,

则是更远将来的课题
。

矿床远景估价

, 冷水冲矿段

是一个北东向的小向斜
。

它的西北是紧

密背斜
,

深部呈单斜向西北延伸
,

局部有平

卧和倒转现象
。

在东北端 线以北
,

含矿系

逆掩到侏罗系之上而被剥蚀掉
,

线以南才

有矿体存在
,

厚度和 品位都较稳定
。

山矿段

浅部第一阶梯平台部分已勘探完
,

陡坎

部分下部未控制
。

第二阶 梯 平台 部分评 价

中
,

线 深 部 发 现长 一
,

宽

板溪群上拱的弯状隐伏构造窗
,

把这一带平台部分矿体错失掉
。

在此打了

个钻孔
,

只有 孔见矿
。

青山段第二阶梯陡

坎部分被逆掩断层推覆掉了
,

因此有人对整

个地段找矿作 了否定性评价
。

但我认为
,

在

线长 范围内
,

应与黄丰寺矿段

一样
,

也是第二阶梯的乎台部分 ,
应有矿体

存在
。

基于此认识
,

该段矿体比黄丰寺稍宽

稍短
,

估计储量可达中型规模
。

黄丰寺矿段

指 线间 范围内
。

浅部第一

阶梯平台部分由于剥蚀
,

仅余残留部分
。

在

勘探过程中
,

陡坎下部控制不够
,

第二阶梯

平台部分虽已提交评价报告
,

控制不够
,

使

获得的 级储量仅 占 级储量的
。

原认为沉积尖灭的不见矿钻孔
,

实际上均为

正断层错断所致
。

从煤勘 队和矿山 目前掌

握的资料看
,

其深部尚有工业矿体存在
,

而

且规模相当乐观
。

根据上述认识
,

只要增加

工程是完全可以求得 级以上储量的
。

对于第二阶梯 陡 坎 部 分
,

由于深度
,

只控制到含矿岩系而未打到矿体
,

实

际上也可扩大远景
。

石冲矿段

是鹤岭船形褶皱西南端翘起的部位
,

其

中也有些小的起伏
。

这里表现的阶梯应与黄

丰寺的第二阶梯相连 上部第一阶梯可能被

剥蚀掉了
,

勘探矿体是第二阶梯平台部分上

部的矿体
,

平台部分下部和陡坎部分 尚未进

行工作
。

在 线 长 范围内
,

根据

各线最后一个钻孔的情况
,

不是厚度小
、

品

位低
,

就是无矿
,

似乎向深部有 变 贫 的 趋

势
。

但 线 孔深部
,

比上述各线最后钻

孔还要深
,

却见厚 的 矿 体
,

锰 品 位
,

可能有断层 因素的影响
。

估 计 锰

品位 以上的矿石还是存在的
,

埋藏深度

小
,

因此需要对这部分开展工作
,

所增储量

可达 中型
。

, 山一黄丰寺矿段

指 线间
,

长
。

根据 目前掌

握的资料
,

第二阶梯陡坎部分是存在的
,

线 孔 停在黑色页 岩 里
,

线

孔 见到黑色页岩
,

均未达到矿体
。

平

均在 深度有可能见到陡 坎 部分

的矿体
。

按 的斜深估计
,

远景亦



可达中型规模
。

当然
,

这部分储 量 埋 藏 太

深
,

只能以后再考虑
。

对外口几个矿区的认识

经过对原始沉积盆地 的 恢 复 来看
,

水

井
、

桑树坳和乌田矿段属盆地边缘
,

主要是

贫矿体
,

仅有小块中富矿
,

在近期内不具实

际意义
。

炭家仑属盆地更远的边缘
,

已相变

为含钙质的硅质岩了
。

白衣庵含锰品位低
。

棠

华是仙女山背斜中与鹤岭翼遥相呼应的另一

冀
,

是以后可进行探索的地区
,

但 由于 白至

系班盖
,

埋深在 以下
,

现实意义不大
。

如果仙女山背斜的中心
,

在沉积时就出露地

表或是水下隆起带
,

那么
,

遥相呼应的另一

冀就不一定存在富矿 了
。

因为隆起带另 一边

的物质来源
、

沉积环境等因 素 与鹤 岭翼不

同
,

成矿的可能性 特 别 是 富 矿 就会减

小
。

结 论

本文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鹤岭地区不

存在沉积间断
,

即碳酸锰矿在该区小范围内

未相变成含锰灰岩或硅质岩
。

对黄丰寺矿段深部评价的成功
,

主

要是提出湘潭锰矿深部远景是大的
,

可达原

有储量 倍左右
。

这对湘潭锰矿长期稳定发

展是有现实意义的
。

这仅是个人的看法
,

提

出来供讨论
,

有待于今后评勘工作证实
。

由于湘潭锰矿破矿构造很复杂
,

这

种构造又多
,

给地质勘探和矿山开采都带来

了不利的影响
。

黄丰寺矿段评价钻孔见矿孔

率只有
,

而青山矿段见矿率更低 只有
。

因此
,

在不见矿钻孔中最好是打分

支定向孔
,

以研究断层发育情况和提高见矿

率
。

这在湘潭锰矿是至关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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