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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构造对轿顶山式锰矿的控制作用

曲 红 军

成都冶金地质调 查所

轿顶山式锰矿 以低磷
、

优质
、

富锰著称
。

区域岩相
,

分异明显 ,

可分为陆表海型和半深海槽盆型两类沉积
。

岩相带总体上呈北西向展

布
,

但含锰岩系和锰矿床 点 却呈北东向展布
。

深部构造解译和古构

造研究表明 北西向古断裂规模大
,

控制着岩相带的展布 北东向古断

裂是海底火山热液活动的通道 二者的交汇部位则是锰矿集中产出的

区域
。

关键词 富锰矿床 , 古断裂构造 , 控矿构造

地 质
·

矿 床

步探讨
。

本文仅就产于四川省

汉源一金 口河一带上奥陶

统五峰组中的轿顶山式锰

矿的古构造对沉积环境
、

成旷物质来源及矿床定位

等方面的控制作用作一初

五峰组沉积 特征

⑤灰黑色薄层泥灰岩
,

常含椭球状灰岩团块
,

有

时变为团块状泥质灰岩
。

含 笔 石 不

凡 乞 ,

乙 爪
,

乙 一

,

岁 凡

,

尸 人 等 及 珊 瑚 和 足腕类化

石
。

厚

④上部为灰色中厚层致密灰岩
,

中下部为块状

菱锰矿
。

含藻类化石
。

厚
。

③暗绿至绿灰色薄层条带状钙质页 岩
,

夹条带

状及扁豆状菱锰矿
。

厚
。

据岩相古地理研究
,

本区五峰组可分为

两种类型的沉积

陆表海型沉积

属上扬子陆表海沉积
,

沉积物为厚仅数

米的黑色页岩
、

粉砂岩
、

泥灰 岩
,

富 含 笔

石
、

三叶虫
、

珊瑚等化石
。

以轿顶 山剖面为

代表

②黑色微薄层含白云质炭质页岩
。

即 即 玄

几 玲 昨 亡 ,

力 , 乙云

口
,

机口 ,

“

富含笔石

名 一

一

己瓜凡 ,

忿 玄 , 加
,

及腕足类化石
。

厚
· 。

①灰绿
、

灰白色页岩
。

厚。 。

—
整 合

—

瓦 扭

上覆层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硅质页岩
。

—
整 合

—上奥陶统五峰组 厚

⑥灰
、

灰黑色生物碎屑结晶灰岩
。

含三叶虫

艺机 止 瓦 凡 玄 , 儿 怜

批拈 , 腕足类及头足类化石
。

厚
。

下伏层 上奥陶统临湘组灰岩夹铁锰矿
。

海摘型沉积

为一套具深海一半深海特征的薄层硅质

岩
、

硅质 白云岩及少量黑 色页岩
,

厚 沙

余
,

富含硅质放射虫和硅质海 绵 骨 针 化



石
。

以洪雅老矿 剖面为代表

上覆层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黑色笔石页岩
。

—
整 合

—上奥陶统五峰组 厚

⑧黑灰色中层含锰泥屑灰岩
,

具 水 平 层纹构

造
,

含星点状
、

结核状及细小条带 状 黄 铁 矿
。

厚

心
。 。

帅
夕黑灰色薄层一条带状硅质岩夹含锰灰岩及黑

色页岩
,

含硅质结核
,

具水平层理构 造
,

含 条 带

状
、

团块状黄铁矿
,

硅质岩中含硅质 放 射 虫
。

厚
。 。

⑨灰至深灰色中层夹薄层硅质白云岩夹硅质 页

岩
,

含硅质结核及细小条带状黄铁矿
,

具水平条带

状层理构造
,

含骨针及放射虫
,

硅质页岩中含少量

笔石
。

厚
。

⑧灰色薄层条带状含硅白云岩
、

硅质岩及黑色

页岩
,

三者呈条带状互层
。

厚
。

⑦浅灰色中一厚层含硅 微 晶 白 云 岩 夹 硅 质

岩条带
,

具水平条带 状 层 理 构 造
,

含 放 射 虫
。

厚

⑥灰色薄层硅质岩夹含硅白云岩
,

水平层理构

造
,

含星点状及细小条带状黄铁矿
,

含放射虫及海

绵骨针
。

厚

⑤深灰一灰黑色薄层含白云质硅质岩夹硅质页

岩
,

具水平条带及层纹构造
,

局部见黄铁矿条带
,

含放射虫
。

厚
。

④浅灰一灰黄色薄层含锰泥岩夹深灰色硅质条

带
,

水平条带状层理构造
。

厚
。

③红
、

白
、

灰黑之杂色薄层硅质岩
、

含锰泥质

白云岩及含锰泥岩
,

三者呈条带状互层
,

间 夹厚

左右的黑色锰质条带及小透镜体
。

厚
。

②黄灰色薄层含锰泥岩与深灰色硅质岩互层
,

问夹黑褐色锰质条带
,

具水平条带状 层 理 构 造
。

厚
。

①红至褐红色薄层锰铁质泥岩
,

含豆粒状赤铁

矿
,

夹锰质条带
。

厚
。

甘洛

图 庐定一峨边地区地质构造及锰矿分

布略图

一断裂 , 一锰矿床 , 一锰矿 化 点 ①老矿

山 , ②轿顶山 , ③大瓦山 , ④龙池 , ⑥柏村 , ⑥拉

尔 , ⑦其天阿麻 , ⑧窝子卡摩 , ⑨黑马 , ⑩石板

沟 , 泥美 , 凤窝

二 一 势甘敬 土

图 沪定一峨边地区剩余 , 力异常等值

线图

一剩余重力异常等值线 毫伽
‘

一断裂 , 一

隐伏断裂

—
整 合

—下伏层 上奥陶统临湘组紫红至灰绿色瘤状泥

灰岩
。

轿顶 山式锰矿即产出于上述两类沉积相

变带 上近浅水 一侧
,

属台地边缘 礁 控 锰 矿

床
。

古构造对沉积环境的

控制

地表地质构造表明 图
,

本区有 条

北西向的主干断裂带
, 它们是 ①沪定一甘

月



图 沪定一峨边地区剩余航磁异常等 值

线图

一零值线 一正异常 , 一负异常 一断裂 ,

一隐伏断裂

沪定一

带在剩余重
、

磁异常图上都有明显反映
。

消定一甘洛断裂带控 制着五峰期的海陆

界线
,

它在剩余重 力异常图上反映极为明显

图
,

沿断裂主要表现为一个 明显 的 重

力梯度带
,

并且断裂两侧重力场走向
、

形态

均发生明显的变化
,

在剩余航磁 异 常 图 上
’

图
,

北西段为高磁区中的线状低磁带
,

南东段则位于正负场的变化带上
。

轿顶山一大瓦 山断裂带所处的位置正好

是台地边缘 由浅水向深水海槽型沉积的过渡

带上 图
,

其南侧轿顶 山一带属水 深 仅

数十米的台地边缘沉积
,

北侧老矿 山则为上

千米深的海槽型沉积 二者相距 仅
,

而水深相差却达千米
,

表 明 轿 顶 山一大瓦

山断裂是一条控制岩相变化的 同生断裂带
。

野外观察证实
,

轿顶 山北侧整个 上 奥 陶 统

普遍见大量塌积角砾岩
,

角砾大小丛毫米级

至 余“ 堆积厚度大于正常沉 积 厚 度
,

是同生断裂活动引起坍塌堆积的可靠证据
。

在深部构造解译图上 见图
,

轿顶 山一大

瓦 山断裂略向南位移
,

并且向 北 西 汇 人沪

定一甘洛断裂带 其北东为明显 的 高 重 力

和高磁场区
,

表明地慢物质上隆
、

地壳趋于

薄化
,

与深海沉积区特征相似
。

轿顶 山一大

瓦 山断裂带南侧重力值显著 降 低
,

并 且 重

力场形态发生明显的变化
。

在航磁特征 匕

则表现为正负场的变化带
。

以上特征表明
,

轿顶 山一大瓦 山断裂带是一条长期活动的
、

深部规模远大于地表规模的 古 断 裂 带 它

是严格控制着五峰期深水与浅水沉积的分界

带
。

荣经一峨眉断裂带 比东侧五峰期沉积物

已剥蚀殆尽
,

岩性特征不清楚 但经重
、

磁

资料分析
,

认为它是控制五峰期海槽沉积的

北东边界
。

断裂南西为高重力区
,

表明为深

水沉积区 北东则表现为低重力区
,

说 明地

壳厚度增大
,

已变为浅海沉积
。

剩余航磁特

征表现为沿断裂带 出现 串珠状负异常
。

由此可见
,

古构造格架严格控制着五峰

起
隆一⋯淤瓣

川魏熟

︹曰闪一曰

口 目 皿 口
目 困 困

,

画 口
,

图 沪定一峨边地区五峰期岩相古地理

略图

一把盆相 硅 质岩
、

页 岩 , 一开阔台地相

页岩
、

灰岩 一半闭塞台地相 白 云岩
、

白 云质

砂岩 , 一滨岸陆屑 滩相 砂岩 , 一古陆 , 一岩

相带界线 , 一古断裂 , 一锰矿床及矿 化 点 ,

一含锰岩系分布区

洛断裂带 ②轿顶 山一大瓦 山矿区北侧断裂

带 ③荣经一峨眉南侧断裂带
。

这 条断裂

卜



期的沉积环境
。

古构造对锰矿床的控制

五峰期岩相带的展布总体上呈北西向
,

但含锰岩系的分布并不受岩相带的控制
,

而

是呈北东向集中分布于汉源一峨边之间 见

图
。

在这个范围内无论任何相带
,

均有

锰犷产出 而离开这个范围
,

任何相带都未

见锰矿化痕迹
。

因此单纯用岩相控矿的观点

就不能解释这种现象
。

经深部构造解译
,

发

现在含锰岩系分布范围内至少存在两条北东

向隐伏古断裂 见图
,

它们是 ①黑 马

断裂 ②金河 口一龙池断裂
。

这两条古断裂

在剩余航磁异常图上极为明显
,

在地表亦有

显示
。

黑马断裂西南段隐伏于地下
。

在黑马一

带由一系列北西走向的航磁负异常突然 中断

而显示 出来 东北段进入高磁场区后出露于

地表
,

沿断裂带磁异常显著降低
,

形成线状

低磁带
。

沿这条古断裂两侧含锰岩系极为发

育
,

由南西至北东从滨岸一槽盆各不 同相带

中均有锰矿分布
,

并且在与消定一甘洛断裂

带和轿顶山一大瓦 山断裂带两条北西向 占断

裂交汇部位形成锰矿化集中产区
。

前者分布

有凤窝
、

泥美
、

石板沟
、

窝子卡摩和具天阿麻

个矿 化 点
,

后者则在交汇部位附近形成

了轿顶 山和大瓦 山两个低磷优质富锰矿床
。

金 口河一龙池断裂带属于已切割地表的

古断裂
,

但其北东段深部断裂 与地表断裂之

间不完全重合
,

在剩余航磁异常图上表现为

沿正负场变化带延伸
。

在断裂延人海槽的峨

边柏村一带
,

地层 中锰含量极高
,

可达
,

已构成锰矿化点
。

显而易见 北东向古断裂对锰矿的分布

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特别是在古断裂的交

汇部位
,

更是锰矿的集中分布区 但有工业

价值的锰矿床只分布于台地边缘地区的古断

裂交汇点附近
。

因此
,

实际上是古断裂的交

汇与台地边缘相带共 同控制着锰 矿 床 的 产

出
。

成矿物质来源分析

轿顶山和大瓦 山锰矿床矿石 中矿物组合

较复杂
,

有菱锰矿
、

钙菱锰矿
、

硬锰矿
、

软

锰矿
、

方锰矿
、

黑锰矿
、

褐锰矿
、

经锰扩
、

赤铁矿
、

针铁矿
、

磁铁矿
、

黄铁矿
、

硫钻镍

矿
、

方铅矿
、

闪锌犷
、

方解石
、

白云石
、

石

英
、

重晶石
、

绿泥石等 余种
,

其 中 褐 锰

矿
、

重晶石及贱金属硫化物的出现
,

是海底

火山热液活动的有力证据
。

矿石化学成分亦

表明成矿物质与深部来源有关
,

由下页表可

知
,

矿石中明显富集的元素是 。 、 、 、

、 、 。等
。

这些都是热液作用中常见

的元素
,

并且 。 、

在全区矿石中 的 平 均

含量与基性一超基性岩接近
,

而 黑 色 页 岩

中含
、

分别高达 和
,

比正常页岩中高出 倍和 倍
。

礁 内泻湖相

黑色页 岩 中 。 、

平 均 含 量 更 高
,

达

和
,

含 平均
,

已

构成含镍富钻矿床
,

并且钻矿床规模达到大

型
。

如此多的钻
、

镍与锰矿共生或伴生
,

用

陆源的观点来解释令人难以接受
,

只有在海

底火山作用过程中
,

才有 可能带 出 丰 富 的
、

等成矿物质
。

相关分析表明
,

大 瓦 山矿区矿石中

与 。的相关系数为
,

表明二者有密切的

成因联系
,

但 与 的相关性不明 显
。

这

是在成矿过程 中元素分异 藻类选择性吸附

微量元素 所造成的
。

因此可以证 明
、

。 、

三者具有共同的物质来源
。

结合洪雅老矿山含锰岩系中 夹 沉 凝 灰
‘

岩
,

轿顶山矿区地层中含火山碎屑物质
,

大

瓦山矿区北东侧底板岩层中产有热液成因磁

铁石英岩
,

这些事实可以得出结论 轿顶 山

式锰成矿物质来源于古海底火山热液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五峰期 由于轿顶

山一大瓦山断裂带和荣经一峨眉断裂带所夹

持地块的急剧下陷
,

形成了北西向展布的断

」



五峰组各岩石类型徽 元索含一 与各大岩类
、

上地祖
、

地宪平均含 对比裹

一二一卜么

几匕

项 目
二

】
· 一 · 。

︺丹乃﹁洲灰 岩

白云岩

硅质白云岩

硅质岩

黑色页岩

菱锰矿

超荃性岩

基性岩

中性岩

酸性岩

沉积岩 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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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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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甘峨只甘匕口曰心‘任︸匕甘介舀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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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

,

。

。呱
陷海槽 该海槽向北西可能与古特提斯洋连

通
。

同时还形成了北东向的黑马断裂 和 金

河 口一龙池断裂两条控制海底热液活动的断

裂带
。

在这两条断裂与北西 向的沪定一甘洛

断裂带和轿顶 山一大瓦 山断裂带相交汇的部

位
,

是海底火山热液活动的中心
,

成矿物质
、 。 、

等 沿这些喷发中心不断 涌

出
,

并通过台地边缘附近藻类的生物一化学

作用而形成低磷优质富锰矿
。

在没有藻类活

动的其他相带
,

由于不存在这种生物一化学

的富集作用
,

只能形成贫矿
。

因此北东向古

断裂切割台地边缘的附近区域
,

是最重要的

找矿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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