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堆积锰矿

地质特征
、

成矿机理和富集规律

罗灿辉

湖南有色地质勘探 队
·

湘潭市

本文介绍了东湘桥堆积氧化锰矿矿床地质特征
,

同时综 合了 湖南

其他堆积氧化锰矿 特别是富矿 的控矿条件
,

祈能有助于寻 找更 多

的氧化锰富矿
,

为冶金部门提供更多的精料
。

实践证明
,

运 用这些 富

集规律寻找新的堆积氧化锰富矿是可行的
,

可 以 收 到 事半功 倍的效

果
。

关键词 堆积氧化锰矿床 富集规律
,

湖南省

湖南省堆积氧化锰矿资源丰富
。

据不完

全统计
,

全省 已有 多个县发现这类锰矿
,

其中以零陵
、

郴州
、

井西 白治州
、

衡阳
、

邵

阳等地区分布较多
。

多 数 矿点 没有 勘探资

料 就是 已投人工作量的矿点
,

勘探程度也

较差
,

且贫矿多于富矿
,

含
、

偏高
。

至

年代末
,

全省已拥有县 以上锰矿 个
,

乡

镇锰矿近 个
,

群采小锰矿点 难以 统计

锰矿石年产量居全国第二
。

乡镇锰矿和群采

锰矿产量占全省产量的 以上
。

由于堆积锰矿大部分缺乏地 质资料
,

采

富丢贫现象严重
。

据不完全统计
,

集体采矿

资源损失率达
,

而个体采矿资源损

失率高达
。

除少数国营矿山有洗选

设施外
,

群采小矿只能 用水洗脱泥
、

手选废

石
。

因此
,

全省 出厂矿石平均 含 大 于

的 只占产量的约一半
。

目前亚需加强堆积氧

化锰矿地质条件和富集规律的研究
,

积极寻

找天然富锰矿资源
,

中和已采 出的贫矿石
,

以提高商品矿石的质量
。

矿床地质特征

地层

以东湘 侨为例
,

详见下表
。

构造

本区为一向斜盆地
,

长
,

宽
,

轴 向
“ ,

核心由龙潭组组成
。

矿 区的

次一级褶皱构成复式向
、

背斜
。

断层较发育
,

以横断层为主
,

一般晚于走向断层 逆掩断

层走 向北北东
,

倾向西
,

可见部分栖破灰岩

掩盖于孤峰组之上
。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 类型 湖南省次生氧化锰犷

按其成因可分为淋积锰矿和堆积锰矿两种
。

前者形态复杂
,

矿体不稳定
,

规模小
,

不具

工业意义
。

本文只介绍堆积氧化锰矿
。

堆积氧化 锰矿 块状锰矿石主要

赋存于第四系棕红色或灰黑色亚粘土

中
,

偶尔可见有工业意义的锰矿石
,

厚度
,

多分布在潜水面以上
。

因地形切割
,

含矿层 —棕红色 含矿亚

粘土在平面上常呈不规贝的小矿块
,

展布 于

向斜两翼及扬起外端的平缓山脊
、

山坡和山

麓
,

呈环带状断续分布
。

产状严格受地形
、

地貌控制
。

一般是平缓的山坡
、

山麓矿石较

富厚
,

陡坡无矿
,

而为硅质岩或硅质页岩碎

块所取代
。

白上而下为尖棱一次棱的块状锰矿石 ,



东湘桥堆积叙化锰矿地层裹

统 厚 度 性 貌号代

棕黑或棕灰色亚砂土
,

含球粒状氧化锰与杂

色岩尼碎块

第四系

⋯卡⋯·‘ ⋯
。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万
⋯冬⋯共止一

一

牛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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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丘陵山地或丘丘

陵陵低地地

坡坡 脚脚

︸口廿一潭︸龙
乐平统

二盈系
孤峰组

山 坡

阳新统

山 脊

栖陵组 脊
、

山坡

山坡
、

低洼
、

岩溶

⋯
一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中上统 壶天群 ,

石炭系
梓门桥组

棕褐
、

褐灰白色亚砂粘土
,

夹岩屑碎块
,
偶

见氧化锰

棕红
、

灰黑色亚粘土
,

柔软
、

具可塑性
,
富

含堆积氧化锰矿
,

为本区主要矿层

褐灰
、

棕红色坡积亚粘土夹岩屑碎块
,

含少

显氧化锰矿石
内、产、尸、尸、尹、产 、 、产、产、尹、产、产、产、六、州、 、户、户、户 、产、尸、尹、尹、尸‘户目 , “ 、 、 、产、产‘产、产 、产、两‘产

上部砂页岩互层
,

下部含饼状结核体的杂色

页岩
,

底部夹有约 。 劣质无烟煤

上部灰黑色中一薄层含锰灰岩 , 含瓣鳃类化

石 , 中部黑色薄层硅质页岩夹黑色 条 带 状 隧

石 , 下部钙质页岩夹碳酸锰矿
,

地表风化后呈

黑色
“

片状锰
” ,

含锰 。
百

上部含锰灰岩夹碳酸 锰扁 豆体
,

含 锰
, 中部含锰灰岩夹含锰页岩

,

含 锰
, 下部砖红色含铁锰硅质灰岩

,

含锰

上部含锰硅质岩 下部黑色薄层缝石夹层间

页岩

上部为含团块状结核 的 炭 质 页岩
,

中部夹灰

黑色沥 青质灰岩
, 富含珊瑚及腕足类化石

,

下

部灰黑色灰岩

灰白色 白云质灰岩
,

中
、

厚层状
,

局部夹层

间页岩

灰一灰黑色中
、

厚层灰岩与泥质灰岩
,

上部

夹钙质页岩

上部为页岩夹粘土页岩 , 中部炭质页岩夹劣

质无烟煤两层厚。 一
,

常呈透镜体 , 底部

黄色石英砂岩及页岩

山坡
、

岩溶

下 统

汉水组 山 坡

口 口 圈 曰 口
图 堆积妞化锰矿剖面图

瞿土厚度

一第四系 , 一探井 , 一锰矿层 , 一夹层 , 一土层

半浑圆状锰矿石夹球粒状锰矿石
,

块度 由粗 变细
,

品位由优变劣
。

至底部岩屑层
,

虽有



块状锰矿石
,

但因掺 入大量岩屑
,

品位逐渐

变低
。

粗土一般不厚
,

剥离比 覆土厚比矿

层厚 图
。

仅局部见有 夹 层
,

因

开采时无法悬空
,

计算储量时单独剥除
,

无

实际意义
。

矿石 类型 由于堆积部位和迁移

距离的差异
,

按堆积氧化锰矿石外观形态可

分为球粒状锰矿石和块状锰矿石
。

①球粒状锰矿石 常分布于表层
,

有时

也与块状矿石伴生
,

外形浑圆
。

硬度小
,

条

痕为暗黑色
,

粒径 以 的居多
,

呈同

心圆状
,

核心多由铁质
、

粘土矿物及硅质组

成
。

胶状
、

土状结构
,

皮壳状构造
。

主要矿

物为硬锰矿
、

软锰矿
,

少量水锰矿
、

恩苏矿

及褐铁矿等
。

矿石品位低 , 不具工业价值
。

②块状锰矿石 黑褐色
、

钢灰色
,

半金

属光泽
。

主要矿物是硬锰矿
,

次为软锰矿和

极少量的恩苏矿
。

胶状
、

环带状
、

凝胶状和

微粒状结构
,

团块状
、

致密块状构造
。

由于

运移距离不同
,

矿石呈棱角状
、

次棱角状乃

至半浑圆状 由于风化和淋滤程度不同
,

常

可 见到网格状
、

假 角砾 状
、

碎 屑 状
、

葡萄

状
、

肾状
、

蜂窝状及 皮壳 状等 多种 次生构

造
。

根据块度大小
,

分为块状矿石

和碎粒状矿石 两种 前者为主要

工业矿石
,

后者一般需经选矿后方可利用
。

含矿率

图 矿厚
、

含 率相关图

一矿厚变化曲线 , 一含矿率变化曲线 , 一探矿

工程 浅井
、

探柏 位置

③矿石主要组份及变化 块状矿石

经水洗脱泥
,

手选废石后
,

可获精矿
。

废石量与矿石的粒级大小呈反 比
,

矿石品位

最高可达
,

最低 为
。

含量与粒

级呈正比
,

与 含量呈反比 图 , 含

每
,

左右
。

矿层厚度不甚稳定
,

由 不等
,

一般为
,

含矿率为 左右
,

二者基本

上呈反相关 图
。

仇

图
、

相关曲线图

一 变化曲线 , 一 变化曲线 , 一探 矿工

程 浅井
、

探槽 位置

锰矿形成机理初析

锰矿的形成是各种地质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

包括原岩的物质成分
、

气候
、

地貌
、

水文及地质构造等
。

在湿润 炎热
、

生物茂盛

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地表 水 及 地下 水丰

富
,

生物旺盛
,

各种酸类含量高
,

化学反应

强烈
,

使含锰岩石 含锰灰岩或页岩 中的

锰可呈胶体溶液 含水氧化锰胶体 向下渗

透
。

遇到裂隙发育的脆 性 岩石 硅 质 岩

时
,

含锰溶液便沿裂隙充填富集
。

其形态因

裂隙的大小而异
,

常呈似层状
、

树枝状或其

他不规则的透镜状产出
。

这种矿床的矿石矿

物多以硬锰矿为全
,

隐 晶质 结构
,

块状构

造
。

矿体无例外地赋存于硅质岩的节理
、

裂

隙中
。

矿石品位虽富
,

但矿化体形态极不规

则
,

又无固定层位
,

一般不具工业意义
。

这

种矿床人们常称之为淋积锰矿床 见于来限

五里亭
、

孙家岭等地
。

风化作用继续进行
,

原先形成的淋积锰



矿床
,

旧的化学平衡被破坏
,

随着附近含锰

岩石再次遭受风化作 用而被崩解破碎
,

有的

在原地堆积
,

有的沿山坡并掺和一些粘土或

亚粘土
,

山地表水运移至适宜地点 缓坡或

山麓 堆积下来
。

经红土化作用
,

形成具有

工 业价值的现代堆积氧化锰矿床
。

其特点是

无层理
,

矿石具棱角
、

次棱角
、

浑圆等形态

和多孔状
、

蜂窝状
、

肾状等次生构造
。

堆积锰矿的富集规律

地层是寻找堆积锰矿最直观的标志

据已掌握的矿点资料
,

在湖南省境内
,

凡 有二叠系孤蜂组 出露的地区
,

无例外地均

可在其近围找 到堆积锰矿
。

含锰岩系的厚度
、

品位是形成堆积

锰矿的物质前提

研究含锰岩系的展布范围
、

厚度和锰含

最对找旷有实际意义 它常可控制堆积锰矿

矿床的规模大小
。

因此
,

在踏勘时应对含矿

岩系中的含锰层 含锰灰岩
、

含锰页岩及含锰

硅质岩 进行分层取样
,

为是否转人普查评

价
,

提供科学依据
。

据已掌握的规模较大的

堆积氧化锰富矿
,

其 含矿 岩系 厚度一般在
,

原岩含锰 以上
。

适宜的地形是形成堆积锰矿的关键

堆积锰矿富集 地段 的 地形坡 度一般
。

图
,

矿体最为富
、

厚
。

在坡积裙中

间及共前缘地带或坡面的稍 低洼处
,

对矿体

豹富集也有利
。

另外
,

与原岩倾斜相反的平

缓坡面
,

对矿体的赋存富集也有利
。

堆积锰矿的富集与含锰岩系跳距离

有关

堆积氧化锰富矿与含锰岩系的距离关系

至为密切
,

一般是在 范围内
,

对

矿
‘

体的富集有利
。

堆积锰矿的富集与土色
、

土质有关

富矿普遍赋存于棕褐
、

棕红及猪肝色亚

砂粘土或亚粘土中
,

也有的赋存 于黑色粘土

中 桂阳城关
、

半边月
、

竹子 岭等 处
,

矿

石常呈 是簇构造
,

品位极富
,

纯锰 含量可达
,

可达 以 上
,

是优 质化工锰
。

特别要注意土质
、

土色转换的地段
,

即 由猪

肝色亚砂土转换为可塑性极强的黑色粘土地

段
。

堆积锰矿的富集与构造有关

堆积锰矿常富集于向斜盆地两冀的丘陵

或低矮的山坡
,

特别是连续向
、

背斜和断层

发育的地段
,

矿体更为富集
。

矿化富集与火成岩有关

堆积锰矿亦可富 集于 花 岗 斑岩 的近围

桂阳牛角冲
,

这主要是矿体形成 后
,

又

经过火成岩的改造
,

二次富化的结果
。

此种

含矿层的面积虽不很大
,

平面形态也不太规

则
,

但品位极富
,

常形成优质化工锰矿石
。

堆积锰矿的形成与地貌有关

地貌条件决定 了物质的侵蚀和堆积
。

大

型堆积矿的形成是在区域缓慢上升
,

且风化

淋滤速度与剥蚀速度 大致 平 衡的 准平原地

口
,

回 圈 口
图 堆积锰矿层与地形的关系

矿层倾角
。

一第四系 , 一探井 , 一矿层 , 一土层
转 第 页



英一黄铁矿一辉锑矿一毒砂一黄铜矿 黝铜

矿 组合是找寻与基性一超基性岩有关金矿

床的犷物组合标志
。

结 论

哀牢山金矿带原生金矿床具有多种

成因类型的特点 不同类型金矿床具有不同

的矿物组合
、

矿物标型特征和找矿矿物学标

志
。

金矿带金矿物以 自然金为主
,

次为

银金矿
,

尚有少量硒金银矿
、

铂金矿
、

铭金

矿 把金矿
、

锹铱金矿等 载金矿物主要有

黄铁矿
、

石英
、

毒砂
、

辉锑矿
、

黄铜矿
、

黝

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金矿带金矿物
、

载金矿物的形态
、

化学成分
、

晶体结构
、

物理性质
、

矿物包裹

体成分等方面的找矿标型特征
,

可以作为金

矿找矿矿物学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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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陡峻的山区及平原地区难以找到堆积锰

矿
。

叙化锰富集与基底为白云质灰岩或

灰岩相关

湘南地区的堆积氧化锰常富集于 白云质

灰岩或灰岩洞穴的黑色粘土中 桂阳六合
、

半边月等处
,

矿石具微细粒状结 构
,

放射

状或针状构造
。

质 纯
、

体 重 大
、

松 软
、

污

手
。

很可能是含锰岩石经风化后
,

形成含水

氧化锰胶体
,

往下渗 透
,

与 基 底的灰 岩接

触
,

产生交代作用形成菱锰矿
。

其化学反应

式为

这些碳酸盐又进一步氧化
,

形成硬锰矿

和软锰矿
。

,

,

切
一 一

一

一名

一

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