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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大陆时空演化及结构分区特点
,

本文分析了东亚壳体南

部地洼区成锰的控制因素 结合两类锰质来源
,

划分出区内成锰条件

各异的三类成矿域 讨论了优质富锰矿在各成矿域的形成方式
、

特点

和找矿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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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壳体位于 中国东部 图
,

演化

程度最高
,

具三层结构
,

即地槽构造层
、

地

台构造层和地洼构造层
。

地洼构造层发育完

整
,

分布面积广
,

仅松辽
、

伊陕及四川 小

区仍处于地台阶段
。

本文旨在讨论东亚壳体

南部地洼区 包括东南地洼区
、

四川地台及

其周边的云贵地洼区
、

华中地洼区及南北地

洼区的一部分 内锰矿形成的控制因素及优

质富锰矿的找矿方向
。

构造演化对成锰的控制

东亚壳体演化的特点
,

壳体内南
、

北地

洼区发展的差异性
,

使南部地洼区具有如下

与成锰有关的地质一地理条件

吕梁运动导致华北地槽 回返
,

晋宁

运动和加里东运动造成扬子地槽回返
,

使东

亚壳体北部和西缘形成了胶辽
、

淮阳
、

大

巴
、

康滇等地台 盾 剥蚀区 壳体内也存在

江南
、

雪峰等剥蚀地块
。

在长期上升过程

中
,

剥蚀区内的前地槽及地槽构造层 中的锰

质被带人邻近的地台凹陷区沉积
,

成为陆源

海相沉积锰矿层或含锰岩系形成的物质基

础
。

南部地洼区内部又包含两个时期的

本文 年 月收到
,

年 月改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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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台演化系列 —北部晋宁期地槽区和南部

加里东地槽区
。

因此在同一地质时期中
,

水

平方向 上可有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和不同的

锰质来源
。

如早古生界
,

北部地台区以剥蚀

陆源锰质为主 南部则为加里东期地槽区
,

以海相火山源锰质为主
。

不 同大地构造 区的接合部位
,

可为

成锰作用提供地区性物源和定位机制
。

如台

隆与台陷的交接带
,

或地弯与地洼的过渡

带
,

它们往往由深大断裂带所控制
。

即使在

全区总体地壳运动相对和缓期
,

这些部位仍

可有局部较强烈的构造一岩浆活动
,

有利于

锰矿的形成或锰质的富集
。

本区地台阶段历时较长 北部 任 。

一
,

南部 一
,

振荡运动频繁
,

沉积

间断多见
,

使沉积成锰作用有充裕的时间和

物质来源及有利环境
,

促进多层含锰建造的

形成
。

但华北地洼区虽地台期历时更长
,

因

缺乏沉积间断而不具备这一特点
。

本区地 台阶段频繁而不均匀的振荡

运动
,

常沿一定的构造线方向循序发育
,

具

规律性迭变的穿时现象 从而使含锰岩系单

体沉积厚度及展布范围均不大 某些含锰岩

系或成锰相带具穿时性
。

如赣桂地洼
,

系晚

古生代含锰硅质一碳酸盐 相 岩系的发育
,

在广西为上泥盆统
,

湖南为下石炭统
,

江西

为中石炭统便是一例
。

永梅坳陷上古生界含

锰岩系在粤东为 之间
,

闽西南则变

为 厂 ⋯,
,

也说明了这一点
。

从晚三叠世起
,

本区全面进人地洼

期
,

浙粤地弯系等本区东南部发生的大面积

火山喷发
,

不仅带来了锰质
,

且对先成的含

锰岩系及锰矿层进行改造
,

有利于变成优质

富锰矿
。

两类矿源与三类成矿域

陆源与海相火山源是南部地洼区存在的

两类主要的成锰物质源
,

根据主要锰质来源

的特点
,

区内明显构成 类锰质成矿域
。

陆源锰质成矿域

影响 范 围 主要围绕地槽回返形成

的地台隆起剥蚀区呈带状分布
。

以云贵地洼

区
,

苏 皖 鄂
、

滇桂地洼系
,

赣桂地洼系西

侧和一些地弯系 如大巴
、

秦淮
、

雪峰 的边

缘等地为代表
,

主要是由晋宁运动形成的台

缘和台内隆起明显区
。

往东南沿海方向
,

随

着与隆起区距离的加大
,

影响逐步减弱
。

加

上加里东期地槽 回返所形成的隆起不甚 明

显
,

且历时较短
,

因此在东南地洼区东侧
,

除局部地区 如永梅坳陷
,

因华夏古岛弧及

闽粤古岛弧夹峙形成一些陆源锰矿层外
,

其

他地区因广海覆盖
,

一般仅构成含锰岩系
。

成 矿 时 代 受东亚壳体的内部槽台

演化系统推进总规律的制约
。

北 西 部在后

晋宁地台中的晚元古代一早古生代成矿 南

东 部在加里东地台中的晚古生代成矿
。

二

叠纪东吴运动使康滇地轴出现了峨眉玄武岩

喷发
,

其东侧因接受剥蚀锰质或淋滤下渗锰

质
,

使滇黔一带重又成为陆源成锰中心
,

导

致局部成矿时代北移 如遵义
、

黔西
、

晴隆

大厂
。

到三叠纪继续向南推移到中越边境

地带 德保
、

斗南
、

天等东平等
。

构成了一

幅时空上循序推进的格局
。

含矿 岩 系及矿床特征 主要为黑色

页 岩系
、

碎屑 泥质 岩系 和碳酸盐岩系
,

由于海相沉积分带规律的控制
,

加之与震旦

一
一

寒武纪我国主要成磷期在时间上重合
,

因

此
,

矿床多属于低铁
、

高磷中贫锰矿
。

优质

富锰矿仅局部可见
,

多受微相控制
,

与藻类

活动有关 轿顶 山
、

响涛源等
。

条件特殊

时
,

如遵义锰矿
,

因锰质来 自火 山岩剥蚀

区
,

形成高铁
、

低磷锰矿 位于页岩与灰岩

过渡区沉积的响涛源
,

则为低磷 自熔性锰

矿
。

原生矿石类型 以碳酸锰系列矿石为主
。

在区域上
,

同一层位可连续出现多个由同一

岩相一岩 性 系控制的成型矿床 如震旦系

黑色岩系中的湘潭
、

民乐
、

江 口
、

大塘坡
、

棠甘山等矿床
,

多数为中型或大型
。



火山源锰质成矿域

影 响 范 围 主要 在 东南 地 洼 区 东

部
。

该区因距后晋宁地台隆起区较远
,

自身

的加里东褶皱带隆
、

坳反差范围及强度不

大
,

因而陆源锰质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
,

该

区显生宙以来濒临西太平洋火山活动带
,

火

山源锰质较丰富
,

构成了以火山 喷气一热

流 锰源为主的成矿域
。

具体成矿部位主要

受台坪
、

台陷
、

台凹 区控制
,

多沿坳陷一断

裂一火山带呈串珠状分布
。

成 矿 时 代 晚元古代一早古生代该

区为地槽期
,

主要形成海相火山一碎屑岩

夹碳 酸盐岩 系 中的铁 磷 锰 矿床 信宜 贵

子
、

萍乡白毛
、

海南大茅
、

罗定新榕 自

晚古生代起的地台期
,

锰矿主要发育在碎屑

岩系 碳酸盐岩一硅质岩系中
,

与火山喷气

一热流作用有成因联系
,

如永梅坳陷中的大

华
、

麻坝
、

小陶 , 、

珠地 一 、

梅坑

及小娘坑 等 在中生代地洼期
,

陆相火

山一次火山岩及其热液作用改造先成含锰岩

系成矿 庙前 号点等
。

总之
,

成矿时代受

火山活动期控制
,

且随时间的推进
,

成矿作

用有增强的趋势
。

整个区域的火山活动
,

由

晚元古代至中生代
,

自北西向南东推移
,

因

而成矿带的分布也有 自北西向南东推移的现

象
。

含锰 岩 系及矿 床特 征 主要为碎屑

岩系
、

碳酸盐岩系及火山岩系
,

黑色岩系少

见
。

区域上锰带与铁共生
,

有时在同一矿区

伴同出现 闽中南
、

赣中
。

地槽期生成者多

为高磷或高铁中贫锰矿 地台期多属低磷贫

锰 矿
,

或仅为含锰 岩 系
,

常伴生 较高的
、 、 、 ,

地洼期由火山热液控制

成矿的多为优质富锰矿或铁锰矿
。

除碳酸锰

矿石类型外
,

常见氧化锰矿石
,

有时有硅酸

锰矿石
。

矿床规模多属中小型
,

矿体多呈小

的透镜状
、

囊状
,

层控特征明显
。

复合源锰质成矿域

影 响 范 围 主要在上述两成矿域之

间的过渡区分布
,

矿床产于地台盖层沉积系

列中
。

由拉张凹陷 陆内裂谷系 构成锰矿沉

积空间
,

该部位为火山活动频繁的场所
,

因

此锰质多来 自火山 喷气一热泉
,

并兼有部

分陆源锰质
,

具备生成大中型优质富锰的条

件
。

初步研究认为
,

产于赣桂地洼系东侧的

苏 浙赣湘桂坳陷区内上古生代地层的矿床

宝华山
、

乐华
、

木圭等
,

大巴山地弯系西

侧区上元古界中的屈家山
、

水晶坪等矿床
,

宣威一建水地区二叠一三叠系中的格学
、

白

显等矿床均应属于本成矿域的产物
。

成 矿 时 代 从 震旦 纪 到三 叠 纪 均

有
,

总的属于所在地区的地台发展期
,

特别

是地台早期和晚期 长期上升剥蚀沉积间断

后的第一次海侵旋回早期 以及海侵达最高

潮 深水相硅质岩出现
,

尔后全面海退的转

折时期
。

每个区域有各自的重点成矿期
,

各

与其断裂和火山活动剧烈期时代有关
。

含锰 岩 系及矿 床特 征 主要为硅质

岩系和碳酸盐岩系
,

次为富钙质和硅质的泥

质岩系 火山碎屑岩系罕见
,

局部偶见凝灰

质 岩 和海相火山热流硅质岩 黑色岩系不

发育
。

碳酸锰矿石和氧化锰矿石均为主要矿

石类型
,

一般含磷低 铁含量与火山物质的

组合有关
,

变化极大
,

高时可构成铁锰矿石 禾

华
、

宝华山
、

玛瑙山
,

低时构成锰矿石 白

显
、

格学
、

屈家山
,

后者多属大中型原生

优质富锰矿床
,

伴生铅
、

锌
、

银等金属
,

矿

床层控特征明显
。

类成矿域的分布情况见图
。

地洼期成锰作用与优质
富锰矿的形成

我国原生沉积形成的优质富锰矿很少
,

绝大部分成锰地域均以沉积高磷碳酸锰为

主
,

属中贫矿或贫矿
,

必须经过改造和富

化
,

才能达到工业要求
。

原生沉积锰矿的改造富化过程主要发生

在地洼阶段
,

其时南部地洼区 已全面上升为



陆地
,

改造富化的主要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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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化淋滤

主要去掉磷 硫
、

钙
、

镁等杂质
,

并使

碳酸锰矿石转变为氧化锰矿石
,

以提高品

位
。

可形成残积锰帽
,

淋积豆核 垂直淋

滤
,

迁移再造 水平迁移为主 和堆积富集

产物等
。

陆相火山热液作用

贫锰矿层及含锰岩系在火山热液作用

下
,

使锰质溶滤迁移富集
,

并有新的金属组

分加人
,

在有利层位或构造中形成复成因富

锰矿或锰多金属矿床
。

矿体形态
、

矿物组

合
、

矿石结构构造复杂
。

矿石类型为碳酸锰

或氧化锰
。

浅成中酸性俊入体的接触 热液 改造

如含锰夕卡岩的生成
,

出现硫化锰
、

硅

酸锰类矿物 低锰碳酸盐 含锰方解石 变为

较纯的菱锰矿等
。

通常能促进锰质富集
,

但

超过一定限度时
,

因硅酸锰等过量而难于利

用
。

变质富锰

属非地洼期富集作用
,

是地槽回返时对

原生沉积锰矿层或岩系的区域变质改造
。

含

氧和氢氧根的高价锰氧化物或碳酸盐脱水成

为黑锰矿
、

褐锰矿
、

黑镁铁锰矿等低价氧化

物
,

也生成硅酸盐矿物
。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

晰 锰铁共生
,

分层富集
,

铁多在锰矿层

上
、

下盘或内部出现
。

上述各类作用在各成矿域的发育程度
,

以及它们对优质富锰矿形成的影响程度各不

相同
,

计有

陆 源锰 质成 矿域 优质富锰矿的生

成
,

主要依赖原生含锰层的氧化淋滤
,

以原

地浅表部富集为主 当中酸性侵人体与原生

矿层接触时
,

可 出现岩浆一热液改造型锰矿

如棠甘山
、

阳新银山 在褶皱基底中可发

育变质富集型锰矿 城步
。

火 山 岩锰 质成 矿域 优质富锰矿的

形成
,

除矿 源 层沉积阶段与火山一喷流作

用有成因联系外
,

在地洼阶段许多矿床也是

先有陆相火山热液改造
,

然后氧化淋滤富

集
。

以异地淋
、

迁积再造为主
,

矿床附近不

一定能找到原生矿
。

控矿空间常为断裂带

脑前
、

汾水
、

羊子殿
,

古岩溶 麻坝
、

连县

三古滩
,

古风化面 建爱
、

罗定连州
,

推

覆构造 新榕
、

铭溪
、

仙牛踏石 以及火山岩

覆盖底板面 兰桥 等
,

常构成小而富的优质

锰矿
,

且成群出现
。

区内褶皱基底出露区
,

也可见变质富集型锰矿 云开
、

武功山区
。

复合 源 锰 质成 矿域 地洼期改造主

要有两种方式
,

即当存在沉积优质富锰矿

时
,

以原生矿的残积一堆积富集块矿为主

乐华 在含锰岩系发育区
,

因红土化作用

导致的残积
、

淋滤及堆积产物全面发育
,

矿

体可呈锰帽
、

豆核产出
,

也可呈堆积矿或锰

土产在第四系松散层中 平乐
、

木圭
,

且多

为大中型优质富锰矿
。

本区还可见到侵人体



接触热液改造富矿 栖霞山
、

玛瑙山
,

但规

模较小
,

属次要类型
。

找矿方向和工作方法建议

在陆源锰质成矿域

应加强已知矿床沉积环境及其变化趋向

的研究
,

特别是对物源区地质特征
、

优质富

锰矿沉积岩相 微相 一岩性及古地理条件
、

藻类生物的作用等研究
,

以期在贫中找富
,

或在矿床外围和深部找到新的优质富锰矿体

段 要深人研究各矿区的地形
、

地貌
、

气

候
、

地下水及地质条件
,

查明它们对原生贫

锰矿氧化淋滤成优质富锰矿的控制作用
。

在火山源锰质成矿域

首先应研究海相沉积阶段断裂和火山在

层位和地区上的分布
,

确定形成矿 源 层的

有利地域
,

并结合化探资料圈定远景地段
,

找出原生矿 化 层或岩系 然后研究陆相火

山 热液 活动对先成矿化体的改造
,

探索富

化复合成矿的状况和规律 尤其要重视对氧

化淋滤富集规律的研究
,

由于区内地洼期构

造一岩浆活动发育
,

应特别注意断裂体系
、

推覆构造及火山岩覆盖下氧化淋滤作用的分

析
。

在复合源锰质成矿域

此域为寻找原生优质富锰矿的有利地

域
。

要从大地构造和区域构造角度研究过渡

部位的地质特征
,

如沉积间断
,

建造形成
,

构造的发生发展对潜火山
、

喷气一热泉 流

活动
,

以及含锰岩系一相带形成的控制 研

究陆内裂谷一拉张坳陷台沟海槽断裂体系的

时空分布规律
,

它们控制地台相对活动期和

相对活动带的范围
。

无论在哪一成矿域
,

都应加强对地槽褶

皱基底构造层中锰矿的研究
,

这些变质岩区

不仅有原生沉积富锰矿床和氧化而成的优质

富锰矿存在
,

而且有受变质改造而成的优质

富锰矿床赋存的可能
。

在全球范围内
,

这类

矿床广泛分布 如南非
、

印度
,

规模巨大
。

我国勋宋等矿床的发现和研究
,

说明这类矿

床在国内有找矿前景
。

南部地洼区的云开
、

武功
、

北武夷
、

大 巴
、

五指 山及湘西南地

区
,

特别是其中的火山沉积硅铁石英岩建造

分布区
,

可能是这类矿床最有利的成矿区
。

上述锰矿成矿域的划分
,

在我国大陆并

非南部地洼区所仅有
。

在青新地洼区
、

北疆

地洼区南缘
、

华北地洼区北缘
、

滇西地洼区

及南北地洼区等
,

都有类似特点
,

有待进一

步研究
。

笔者为文
,

仅初研成果
,

至于对成

矿域界的划分
,

亦未必准确
,

实际上各成矿

域之间
,

确存在局部重复交叉的情况
,

许多

规律
,

尚待更充分的研究去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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