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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疆中天山北缘大水锰矿带锰矿成因类型

及找矿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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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根据矿体产出地质部位、形态特征及与围岩的关系，把大水地区锰矿划分为>种成因类型：!近代

风化堆积型锰矿，"受构造裂隙控制的风化淋滤型锰矿，#产于细碎屑岩中的沉积型锰矿，$产于地层与岩体接触

带内的热接触;变质型锰矿。在对该区矿床成因及成矿条件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该区有望成为一处大型锰

资源勘查;开发基地，深部找矿潜力巨大。提出今后找矿方向应以沉积型锰矿为主攻目标，以花坪锰矿为突破口，运

用地质、物探相结合的方法在含锰岩系深部进行找矿，通过点上突破来带动整个锰矿带的找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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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锰矿一直是中国的战略资源和紧缺矿种，

也是近期地质勘查的主攻矿种之一。从各种成因类

型锰矿在中国所占总储量的百分比可看出，以沉积

锰矿最为重要，其次是表生锰矿，它们分别占中国锰

矿石总储量的CD:EF和DG:CF（骆华宝，HIIH）。中

国沉积锰矿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主要分布于地台区

（特别是比较柔性的地台）和大陆边缘的沉积盆地

中，受一定层位和岩相建造控制，具有“盆、相、位”的

成矿规律（薛友智等，HIIJ）。其成矿时代以震旦纪

和泥盆纪为主（K"6#!%1:，HIII），含锰岩系主要为泥

质岩型和黑色岩系型，其次是硅质岩8灰岩相和杂色

泥岩相（祝寿泉，DLLL）。按大地构造位置和成矿区

划，新疆的含锰地层主要集中于天山褶皱区，属祁连

—天山锰矿%级成矿域的一部分（陈群等，DLLL）。

众所周知，新疆地域辽阔，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但勘查程度较低，是中国少有的矿产资源潜力巨大

的地区之一。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实施过程

中，新疆在铁、铜、镍、金、铅、锌及稀有金属等矿种的

勘查中取得了巨大的找矿成果，但在锰矿勘查方面

却进展不大。这一方面反映出新疆富锰矿和优质锰

矿少而后备资源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找矿难度很

大，因此，需要加强重要成矿带锰成矿规律研究，开

拓新的思路和手段，以指导找矿工作。多年来国内

外矿产勘查的实践表明，从资源潜力巨大的有利成

矿区带入手，加强矿集区的综合研究和矿产勘查评

价工作，无疑是进行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的快速、经

济、有效的重要途径（徐勇，HIIH）。新疆的锰矿资源

是否存在可期望的潜力？若有潜力，其锰矿资源是

否存在特有的赋存规律？蕴藏在何处？这是摆在广

大地质勘查工作者面前的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哈密地区大水—红柳河一带是东天山最重要的

锰矿带。通过HI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质工作，沿该

成矿带已初步发现了大水锰矿、花坪锰（铁）矿、白川

锰矿、苦泉锰矿等一系列锰矿床（点），有望成为一处

大型锰资源勘查、开发基地。但由于长期以来前人

拘泥于该区锰矿属风化淋滤成因的认识，找矿工作

始终局限于地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区的深

部找矿突破。笔者通过近几年的实地调研，结合对

前人资料综合分析研究，认为有必要对该区的锰矿

成因及找矿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利于开

拓新的找矿思路，拓展本区找矿方向。

D 地质背景

本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塔里木古板块塔北

陆缘活动带红柳河裂陷槽内，其北以红柳河断裂为

界，南以玉石山断裂为界，两断裂在西部收敛，使该

带平面形态呈西合东张的扇状。在秦克章等（HIIM）

对东天山矿化亚带的划分方案中，大水—红柳河锰

矿区位于南侧的金窝子—照壁山金铜镍矿化亚带

中。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中震旦统、下寒武统、志留

系及二叠系。中震旦统为一套浅海相硅质岩8碳酸

盐岩建造，主要由灰岩、泥质白云岩、片岩、片理化粉

砂岩、硅质页岩等组成，锰、磷等矿化即集中于该带

内。下寒武统为一套浅海相黑色硅质岩、泥岩、碳酸

盐建造，它与下伏中震旦统之间存在一侵蚀面，是本

区锰矿的重要成矿部位。志留系阿尔特梅什布拉克

群分布于红柳河断裂以南，与下寒武统呈断层接触，

为浅海8滨海相碎屑岩建造。二叠系主要分布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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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断裂以北，以碎屑沉积岩为主，并伴有中基性火

山喷发，属海陆交互相沉积。以华力西中、晚期为主

的花岗岩体多沿断裂带分布。

自震旦纪以来，本区经历多次的构造运动，由南

北向挤压为主的构造应力场形成了以东西向为主的

断裂构造体系。区内红柳河主断裂呈北东东向展

布，以逆断层为主，构成次级构造单元的分界线。褶

皱构造也较发育，为近东西向排列的复背斜和复向

斜。

! 含锰岩系特征

本区目前已发现"处锰矿（床）点，均集中分布

于震旦系和寒武系中。其中黄山、白川和塔水、水沟

子锰矿主要产于震旦系内，盐滩、大水、花坪和苦泉

锰矿主要产于寒武系内（图#）。每一矿体都赋存于

特定的岩性层位内。

!$" 震旦系含锰岩系

矿体主要产于中震旦统灰岩、砂页岩系内。以

本区中震旦统出露最齐全的白川锰矿为例，中震旦

统岩系自下而上依次为：

（#）灰色变砂岩夹细砾岩透镜体，顶部为千枚

状页岩。

（!）灰黑色、灰色薄层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硅

质条带状灰岩。本层为含锰岩系，厚度约"%&，上部

见有扁豆状锰矿体，地表见有残积淋滤型锰矿化。

（’）灰色薄层状白云岩，厚度约(%&。

（(）本层为主要含锰岩系，总厚度)*$++&。岩

性复杂，下部为页岩、粉砂岩、硅质白云岩及硅质结

核互层。最下部页岩中产出扁豆状锰矿体。上部为

页岩夹灰岩，灰岩中见有锰矿化。

（)）灰,深灰色千枚状页岩夹紫红色千枚状页

岩，厚度#-%&。

（*）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夹硅质岩、页岩、炭质

页岩等透镜体。本层硅质岩中见有锰矿化，页岩中

见有#$!%&厚的菱锰矿。

!$! 寒武系含锰岩系

赋矿层位主要为下寒武统西大山组，通过对大

水、花坪、苦泉’个矿区的地层对比（图!），该层位岩

性自下而上依次为：

（#）青灰色薄层灰岩、白云质灰岩、含硅质条带

状大理岩，间夹含锰粘土质灰岩及含锰结核大理岩

透镜体，地表有残积淋滤型锰矿体分布，厚度大于!)
&。

（!）泥质、硅质、粘土质粉砂岩、泥岩及页岩，间

夹含锰灰岩及含锰硅质岩薄层，产淋积锰矿，局部相

变为铁矿，厚度’%!-%&。

（’）粘土质、泥质粉砂岩、页岩、钙质砂岩夹硅

质灰岩透镜体及炭质页岩薄层，地表见锰矿体，厚度

’%!##%&。

图# 东疆大水锰矿带地质略图

#—第四系干沟砂土、洪积砾石等；!—下二叠统红柳河组下亚组；’，(—志留系阿尔特梅什布拉克群下亚组、中亚组；)—下寒武统西大山组；

*—上震旦统；+—华力西期黑云母花岗岩、斜长花岗岩，眼球状、片麻状花岗岩等；"—锰矿；-—不整合界限；#%—逆断层；##—正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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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水、花坪、苦泉锰矿区中、下寒武统地层柱状图

"—含锰灰岩；!—白云质灰岩；#—硅质灰岩；$—泥质粉砂岩；%—页岩；&—硅质岩；’—粘土质、泥质粉砂岩；(—钙质粉砂岩；

)—砂岩；"*—粉砂岩；""—淋积锰矿；"!—铁矿

+,-.! /0120,-1234,556789:21;<50,6:6=04<>2;48,，?823,:-2:@A8B82:C:6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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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质岩、炭质硅质岩与粉砂岩互层，间夹灰

岩透镜体，厚度大于!*9。

# 主要岩系中锰的背景值

通过野外观察和镜下鉴定，结合各类岩石化学

分析，发现本区中震旦统和下寒武统中碳酸盐岩、硅

质岩和砂页岩中含锰背景值普遍较高。

（"）碳酸盐岩：分布范围广，主要是各类灰岩，

在此类岩石中发现有锰矿化呈鲕状、云雾状、星点

状、结核状分布。’%个样品分析结果表明，岩石中

!C:一般在*K%L!!L，最高达%.’(L，含锰灰岩

质不纯，多含硅质、粘土质，有时含重晶石、白云石

等。本区发现的含锰灰岩一般分布于地表风化矿体

的下部或附近。除含锰灰岩外，其余碳酸盐岩的含

锰情况，通过"’*个样品分析，超过克拉克值"!#
倍的占#*L，超过克位克值#!"*倍的占!).’#L。

（!）硅质岩：在黄山、盐滩及花坪锰矿区均见到

锰矿体赋存于硅质岩中，在某些硅质岩薄片中发现

锰质呈星点状散布，这是原生沉积含锰的重要标志

之一。通过化学分析，硅质岩中!C:多数超过克拉

克值，一般为*.#L!".%L，最高可达%.&!L。

除以上!类岩石为主要含锰岩石外，其他岩石

中也或多或少含有锰。经化学分析及统计，中震旦

统和下寒武统中主要岩石C:含量见表"。

表! 中震旦统、下寒武统主要岩石"#含量

$%&’(! "#)*#+(#+,*-+.(/%0*11*)2,3#"344’(53#3%#%#4
6*7(189%/&13%#,+1%+%

岩石名称
!C:／L

最 低 最 高 范围

灰 岩（’%） *.#" %.’( *.%!!
硅质岩（#!） *.!! %.&! *.#!".%
粉砂岩（)） *." #.#( *.!!!
页 岩（""） *.") %.#! *.%!".#

炭质页岩（#） *."!*.%
硅质结核（#） *.%!".&
磷 结 核（"） *.%)

括号内为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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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锰矿成因类型及矿化特征

!"" 锰矿成因类型划分

目前沿该成矿带地表共发现#处矿床（点）约$%
余条锰矿体，赋矿层位为中震旦统及下寒武统含锰

岩系，地表矿体一般长&%!&$%’，厚(!)&’，矿体

形态多呈不规则状、巢状、透镜状、扁豆状、似层状、锅

底状等，矿体平均品位*+一般&,-!(,-，最高达

$%-。根据矿体产出地质部位、形态特征及与围岩的

关系，将本区的锰矿化划分为!种成因类型。

（&）近代风化堆积型锰矿

代表性的矿体有花坪锰矿)#号矿体（图(），该

矿体长#,’，最宽&,’，延深约#’，矿体品位*+
)."/!-!!)"&%-，012&"&%-!&)",%-。矿体在

平面上呈扁豆状沿断层破碎带分布，剖面形态呈锅

底状。矿体下部为近代堆积的砂土和岩石碎屑，与

矿体产状一致，不整合覆盖在灰岩和粉砂岩等基岩

之上。

本区类似此种与近代堆积物相伴、与基岩呈不

整合接触的锅底状矿体在各矿区均有分布。如苦泉

&)号矿体，即为产于下寒武统中的锅底状堆积锰矿

体（图!）。

该类型矿体的基本特征是："平面上为透镜状、

扁豆状，在剖面上则呈锅底状，锰矿体分布在近代堆

积的松散岩屑、土及碎石中，与堆积物的产状一致，

与下伏基岩呈不整合接触。# 除此之外，在个别矿

体的矿石中见到固溶体分离的乳浊结构及次生交代

的次文象结构，如花坪(,号矿体，矿石品位较富，可

能反映后期的热液活动对矿体具有改造富集作用。

（)）受构造裂隙控制的风化淋滤型锰矿

大水地区的锰矿主要以该种类型产出，在各矿

区均可见到，具代表性的如大水),号矿体（图,），该

矿体长!)"/%’，宽)&’，延深&%’，平均*+品位

),"#.-。矿体呈巢状产出于残积层和基岩之间，围

岩为泥质粉砂岩夹结晶灰岩。地表岩石风化破碎强

烈、裂隙发育，锰矿体即产于构造裂隙带内，地表矿

体分布面积大，向深部范围逐渐变小。

该类型矿体的基本特征是：" 矿体产状通常与

含矿岩性层位的产状不一致，多受构造裂隙控制，有

的矿体与岩层斜交，有的沿层间裂隙充填。矿体规

模小，形态多呈不规则状、巢状、扁豆状及透镜状。

矿体品位一般不太高，含量分布极不均匀，且多上大

下小，上富下贫。#矿石通常为变胶状结构，具皮壳

状、土状、烟灰状、多孔状、蜂窝状、角砾状、钟乳状、

葡萄状、鱼子及肾状等构造。以上结构、构造均为风

化及胶体沉积矿石的典型特征。$矿石矿物主要是

硬锰矿、软锰矿等高价态的氧化锰矿物，结合其分布

图( 花坪矿区)#号锰矿体剖面图

&—现代粘土碎石堆积物；)—近代含锰砂土碎石堆积物；(—泥质粉砂岩；!—铁质粉砂岩；,—粘土质、泥质粉砂岩；$—灰岩；/—中性岩脉；

#—逆断层；.—锰矿体

134"( 5267643897:28;36+6<;=2>6")#*+6?2@6AB3+;=2CD9E3+46?2A3:;?38;
&—*6A2?+:9+AB:637，@?6F2+:;6+286+42?32:；)—*6A2?+’9+49+3<2?6D::9+A:637，@?6F2+:;6+286+42?32:；(—G273;38:37;:;6+2；!—12??D43+6D:

:37;:;6+2；,—H79B2BIE273;38:37;:;6+2；$—J3’2:;6+2；/—K+;2?’2A39;2?68FL23+；#—M2L2?:2<9D7;；.—*+6?2@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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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苦泉矿区"#号锰矿体剖面图

"—现代砂土碎石堆积物；#—灰岩；$—砂岩；!—泥质粉砂岩；%—重晶石脉；&—锰矿体；’—刻槽样取样位置

()*+! ,-./)010230+"#4105-6078)1/9-:;<;=105-7)>/5)./
"—407-51>=178>0)?，650@-1>/01-.01*-5)->；#—A)B->/01-；$—,=17>/01-；!—C-?)/).>)?/>/01-；%—D=5)/-E-)1；&—4105-6078；

’—F5-1.9>=BG?)1*>)/-

图% 大水矿区#%号锰矿体平面（=）及剖面图（6）

"—剖面位置及编号；#—浅井位置及编号；$—加里东期黑云母花

岗岩；!—泥质粉砂岩；%—白云质灰岩；&—断层泥；’—采空场；H—

锰矿体；I—平硐；"J—浅井；""—断层；"#—逆断层

()*+% C?=1（=）=17>-./)01（6）B=G0230+#%4105-
6078)1/9-K=>9;)05-7)>/5)./

"—,-./)01=17)/>>-5)=?1;B6-5；#—,9=??0LL-??=17)/>>-5)=?1;BM
6-5；$—N=?-701)=16)0/)/-*5=1)/-；!—C-?)/).>)?/>/01-；%—K0?0B)/).
?)B->/01-；&—(=;?/.?=8；’—OP9=;>/-7=5-=；H—4105-6078；I—

Q7)/；"J—,9=??0LL-??；""—(=;?/；"#—R-E-5>-2=;?/

形态（沿裂隙充填），表明是次生的氧化锰矿。

（$）细碎屑岩中的沉积型锰矿

该类型矿体在大水、花坪、白川等锰矿区均可见

到，代表性的有花坪$%号矿体，大水#J、#"号矿体

（图&、图’）。如花坪$%号矿体为产于下寒武统中

的扁豆状、块状锰矿体。矿体位于下寒武统泥质粉

砂岩、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灰岩中，地表形态呈扁豆

状，空间形态呈似层状，产状与围岩产状一致，地表

长!J余米，宽$B，41平均品位$%+&%S，延深大于

#JB，经井下观察，在深#JB的平巷中矿体延深稳

定并有增厚趋势。

该类型矿体相对于其他类型矿体明显的特征

是：!矿体产状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地表形态呈扁

豆状、脉状，空间形态多呈似层状，延深大，矿体品位

一般较富，且矿体厚度及品位变化稳定。此外，在水

沟子、苦泉及白川等锰矿点的一些地表风化矿体，向

下延深变为含锰薄层状岩石（泥质粉砂岩、灰岩薄

层），也有可能属该类沉积型锰矿。"在白川锰矿点

内下寒武统页岩、粉砂岩所夹的灰岩透镜体中，见有

灰岩与氧化锰构成的条带，构成似层状构造的锰矿；

在花坪锰矿##号矿体由硬锰矿、赤铁矿及褐铁矿构

成的条带状锰矿石中，见有揉皱等原生构造特征，推

断本区具有寻找原生锰矿的可能性。

（!）产于花岗岩接触带中的热接触T变质型锰矿

该类型锰矿在本区分布较少，仅在盐滩锰矿和

花坪锰矿的个别矿体中见到。矿体主要产于震旦系

与华力西期黑云母花岗岩的接触带内，个别产于花

岗岩体内。矿体规模较小，形态不规则，多呈巢状，

长"J##JB，宽##$B，矿体品位较富，最富可达

!I 矿 床 地 质 #JJ’年



图! 花坪矿区"#号锰矿体地表平面示意图（$）和%!&%!’剖面图（’）

(—现代砂土碎石堆积物；)—泥质粉砂岩；"—粘土质、泥质粉砂岩；*—灰岩；#—加里东期花岗岩；!—锰矿体；+—探槽；,—刻槽样

取样位置；-—剖面位置

./01! 23$4（$）$456789/:4（’）;$<:=>:1"#?4:@7’:5A/49B7CD$</40:@75/69@/89
(—?:57@46$45A6:/3，8:403:;7@$978:407@/76；)—273/9/86/3969:47；"—E3$A7A&<:3/9/86/3969:47；*—F/;769:47；#—E$375:4/$40@$4/97；

!—?4:@7’:5A；+—GH<3:@$9/:49@748B；,—I@748B6$;<3/40<:6/9/:4；-—J789/:4

!KL。矿石多为致密块状，质地坚硬，含锰矿物主要

为硬锰矿、软锰矿，结晶程度好，常呈自形晶，粒度

粗。脉石矿物有石英、雯石、石膏等，石英多呈细脉

状、网脉状穿插分布。从矿体产出的地质部位及矿

石的结构、构造特征来看，华力西期花岗岩体的侵入

活动对含矿层位或早期矿体起着改造富集的作用。

!1" 矿石结构构造特征及矿石质量

本区锰矿石结构类型相对简单，有细粒状、粉末

状和自形粒状、变胶状结构，其次见有次文象结构、

乳浊状、叶片状等结构。

矿石构造多样，有皮壳状、同心环带状、土状、烟

灰状、多孔状、蜂窝状、角砾状等构造，以及钟乳状、

葡萄状、肾状等。此外，在白川和花坪一带还见有似

层状构造的锰矿石。

矿石矿物有：硬锰矿、软锰矿、磁铁矿、针铁矿、

水针铁矿，以及微量的黄铁矿、磁黄铁矿。脉石矿物

有石英、方解石、绢云母、石膏以及重晶石等。

矿石中的锰主要以氧化物形式出现，最高锰含

量达!KL，一般(#L!"KL，铁矿物主要为褐铁

矿，含铁一般在#1!L!)*1(L 之间，伴生的有益

组分较多，常见有铁、钴、矾、磷等。磷主要以磷灰石

产出，含量KMK*L!KM)L，J/N)一般(#L!#KL，

平均!2／!?4!KMKK"，平均!?4／!.7"*，矿石质量

较好。其中钴与锰共生关 系 密 切，钴 含 量 一 般 为

KMK*L!KM(L，最高达KM)#L，两者表现出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

# 成矿条件分析

#1$ 控矿地层

本区目前已发现的,处矿（床）点均集中分布于

震旦系和寒武系中，且赋存于特定的岩性层位内。

通过成矿元素背景值含量测定，确定本区中震旦统

和下寒武统中碳酸盐岩、硅质岩和砂页岩内锰背景

值较高。如含锰灰岩中锰含量一般在KM#L!)L，

最高达#1+,L。除含锰灰岩外，其余碳酸盐岩含锰

超过克拉克值(!"倍的占"KL，超过克位克值"!
(K倍的占)-1+"L。此外，本区其他沉积岩系也含

有锰质。因此，震旦系和下寒武统中的碳酸盐岩、硅

质岩和砂页岩为锰的主要成矿物质来源，是本区锰

矿的重要含矿层位。

#1" 控矿构造

本区后期的构造活动强烈，断裂及褶皱构造发

育，使含锰地层出露地表，节理、裂隙及破碎带发育，

岩石破碎，渗透性强，造成有利于风化的地形、构造

及水文地质条件。矿化带位于红柳河断裂带南部边

界的内侧，矿体赋于一定的层位中，又受断裂、节理

及裂隙形态的控制，在构造交汇的膨大部位形成较

大的矿体；断裂带内派生的次级断裂极为发育，尤以

东西向一组最甚。本区不对称背斜西部转折端的一

些张性断裂及裂隙为锰矿的淋滤富集提供了理想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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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水矿区"#号、"$号锰矿体平面（%）、剖面图（&）

$—第四系砂土砾石；"—下寒武统西大山组下亚组粉砂岩、泥岩、

页岩；’—下寒武统西大山组下亚组硅质岩；(—下寒武统西大山组

下亚组灰岩；)—加里东期黑云母花岗岩；*—岩层产状；!—浅井及

编

号；+—剖面位置及编号；,—锰矿体及编号；$#—平硐

-./0! 12%3（%）%345678.93（&）9:;90"#%34"$<39=6
&94>.38?6@%5?A.B.3.3/%=6%

$—CA%86=3%=>5%34>59.2，/=%D62；"—E9F6=GA&:9=B%8.939:E9F6=

H%B&=.%3I.4%5?%3-9=B%8.935.2858936，%=/.22.86，5?%26；’—E9F6=

GA&:9=B%8.939:E9F6=H%B&=.%3I.4%5?%3-9=B%8.935.2.7%2.86；(—

E9F6=GA&:9=B%8.939:E9F6=H%B&=.%3I.4%5?%3-9=B%8.932.B6J

58936；)—K=%3.86；*—L88.8A469:58=%8%；!—G?%229FF622%34.8556J

=.%23AB&6=；+—G678.93%34.8556=.%23AB&6=；,—<39=6&94>%34

.8556=.%23AB&6=；$#—%4.8

!0" 表生作用

表生风化淋滤作用是锰质富集的关键因素。在

二叠纪以后，本区就上升地表遭受剥蚀风化，地形逐

渐夷平，气候由潮湿到干燥，故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

作用都很强烈，给本区风化淋滤型锰矿的形成创造

了有利条件。

另外，从本区存在产于地层与花岗岩体接触带

中的热接触M变质型锰矿分析，后期的热液活动对成

矿元素的活化富集起了一定作用。

!0# 岩相古地理条件

综合前人工作、各矿（床）点地质资料及区域岩

相古地理特征分析，从震旦纪至早寒武世，该区处于

塔里木板块塔北陆缘拉张条件下相对稳定的边缘浅

海沉积环境，有利于沉积分异作用的进行，沉积时间

长，沉积物厚度大，形成了一套厚度稳定的浅海相硅

质岩M碳酸盐岩及沉积碎屑岩建造。由于漫长的地

史中地壳垂向运动，造成了海平面的缓慢升降，中震

旦世为海侵阶段形成了巨厚的沉积物，晚震旦世为

海退阶段遭受剥蚀，形成沉积间断，表现为中震旦世

和早寒武世之间呈不整合接触关系。早寒武世又是

一次大的海侵，形成了稳定的沉积序列。海侵阶段

有利于在不整合面上或沉积层序的下部形成沉积型

锰矿。在二叠纪以后，地壳活动频繁，进入后生改造

阶段，后期的构造作用使这套岩系褶皱上升地表，不

断地遭受到强烈的物理及化学风化作用，同生的锰

矿被风化、淋滤、迁移，在地表洼地或沿构造裂隙形

成了堆积锰矿和风化淋滤型锰矿。此外，后期的热

液活动对含锰岩系也起到了一定的改造富集作用。

根据本区锰矿的产出特点，结合含锰岩系地质

特征，笔者认为本区锰矿以残积淋滤锰矿为主，另外

还有近代风化堆积锰矿和沉积型锰矿，热液活动仅

对个别锰矿体起了富集作用。

* 找矿方向探讨

前人在本区的地质勘查主要集中于"#世纪六

七十年代，多以评价地表风化淋滤型锰矿为主，未做

过深部工作，因此深部矿化情况不明。甘肃省内的

交瑞锰矿与本区处于同一成矿带，从目前交瑞锰矿

区民采情况看，开采深度已大于+#B，且矿体向深部

具有明显变富的趋势（裴耀真，"##)）。广西武宣县

三里锰矿原来被认为属于小型的堆积型氧化锰矿

床，但新一轮的地质工作在氧化堆积锰矿体深部发

现了比较稳定的似层状锰矿体，且矿体厚度及延伸

深度均较大，矿石品位较富（黄暨集，"##)）。

本区成矿古地理环境为浅海环境，成矿时代以

震旦纪、寒武纪为主，为中国重要的锰成矿期（宋叔

和等，$,,(）。区内含锰岩系主要为黑色硅质砂页岩

及不纯碳酸盐岩，含矿层位多，厚度及延伸稳定，深

部找矿潜力巨大。沿该成矿带尚有大量锰矿床（点）

存在，有望形成一个大矿田，有较好区域找矿前景。

通过进一步的地质工作，仍有不断扩大储量和发现

新产地的潜力。

从本区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化特征来看，深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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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寻找沉积型锰矿的可能，且已在大水、花坪地区发

现了厚度、延伸稳定的具有沉积特征的锰矿体，因此

深部找矿潜力巨大。今后的找矿应以工作程度稍高

的花坪矿区作为突破口，以沉积型锰矿为主攻目标，

在含锰岩系深部进行找矿。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在花坪锰矿区内的重力测

量工作，笔者发现了!个重力布伽异常，主要沿矿区

内塔水断裂以北分布，且与地表含锰层位相对应。

其中以"#$号重力异常的规模和强度最大，磁法和

电法成果表明该重力异常系与深部基底起伏无关，

是形态规整的弱磁性高密度体所引起的，高密度体

（埋深在%&&!$&&’）很可能为深部铁锰矿体之反

映，应展开深部验证，并有可能取得本区深部找矿突

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其他几个异常的价值，

不仅能大大拓展本区找矿空间，还必将对整个区带

锰矿找矿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致 谢 本文初稿承蒙李光明博士提出宝贵

意见，谨此致谢。

!"#"$"%&"’

()*+,，-./01+20.3456777589:+9;9<1+<*=;1+2>.::*>?9=+=+

?)*9+@*>?9:1?9=+1+2*@1A.1?9=+=;)9:)#B.1A9?C’1+:1+*>*D*>=.D<*>

9+>=.?)()9+1［E］5"*=A5FGD=>H5，%!（!）：6!$（9+()9+*>*

I9?)J+:A9>)1K>?D1<?）5

-.1+:EE5L&&!5M*I*NHA=D1?9=+1HHD=1<)*>=+=N929O*2’1+:1+*>*

’9+*D1A9O1?9=+9+?)*I*>?*D+>*<?9=+=;81+A9P+2*H=>9?，Q.N.1+，

".1+:N9［E］5R1+2FS*>=.D59+8=.?)()9+1，6&：%6!%L（9+

()9+*>*）5

R.=-45L&&L5T)*29D*<?9=+=;HD=>H*<?9+:;=D)9:)B.1A9?C’1+:1+*>*

=D*D*>=.D<*>9+()9+1［E］5"*=A5FGD=>H5，%U（$）：U!66（9+

()9+*>*I9?)J+:A9>)1K>?D1<?）5

G*93V5L&&!5P+=D*?CH*>，’*?1AA=:*+9<H1??*D+1+2=D*>*1D<)9+:29W

D*<?9=+9+4*9>)1+P+=D*K*A?，"1+>.GD=@9+<*［E］5(=+?D9K5

"*=A5F P9+*D1AS*>=.D5S*>5，L&（8.HH5）：666!66X（9+()9W

+*>*I9?)J+:A9>)1K>?D1<?）5

,9+YV，G*+:0P，81+EV，0.0Q，Z1+:T-，Q1+:8R1+23.

-Z5L&&%5TCH*>=;’1[=D=D*2*H=>9?>，29@9>9=+=;’*?1AA=:*+9<

K*A?>9+*1>?*D+T91+>)1+，1+229><D9’9+1?9==+=;H=?*+?91AHD=>H*<?>

=;(.#\.#M9’9+*D1A9O1?9=+［E］509+[91+:"*=A5，L6（L）：6$%!6!&
（9+()9+*>*I9?)J+:A9>)1K>?D1<?）5

8=+:8-，*?1A5677$5()9+*>*2*H=>9?>［P］54*9[9+:："*=A5G.K5

-=.>*5$U&!!$U（9+()9+*>*）5

0.35L&&L5G=?*+?91A’9+*D1AD*>=.D<*1+2*NHA=D1?9=+9+29>?D9<?>=;

<=+<*+?D1?*2’*?1AA=:*+*>9>［E］5"*=A59+()9+1，L7（%）：LX%!L]&
（9+()9+*>*I9?)J+:A9>)1K>?D1<?）5

0.*3V1+2-=.VR567775"*=A=:C1+2*NHA=D1?9=+=;;9+*B.1A9?CP+

=D*9+()9+1［E］5(=+?D9K5"*=A5F P9+*D1AS*>=.D5S*>5，L6
（8.HH5）：6!$（9+()9+*>*I9?)J+:A9>)1K>?D1<?）5

V).YE1+231="R5L&&&5"*=<)*’9<1A<)1D1<?*D9>?9<>=;89+91+’1+W

:1+*>*2*H=>9?>9+()9+1［E］5\<?1"*=A=:9<189+9<1，]$（%）：!%$!

!%75

V).8,567775P9+*D=:*+9<D*:.A1D9?9*>=;>*29’*+?1DC’1+:1+*>*=D*

2*H=>9?>9+()9+1［E］5()9+1̂>P1+:1+*>*_+2.>?DC，6]（$）：L&!

L$（9+()9+*>*I9?)J+:A9>)1K>?D1<?）5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 群，胡达骧，徐叶兵567775开展中国南方优质锰矿产资源调查

评价的意义和实施建议［E］5地质与勘探，%!（!）：6!$5
黄暨集5L&&!5广西武宣三里锰矿西区氧化锰矿找矿新认识［E］5南

方国土资源，6&：%6!%L5
骆华宝5L&&L5我国优质锰矿的勘查方向［E］5地质与勘探，%U（$）：U

!665
裴耀真5L&&!5甘肃北山锰矿带主要锰矿类型、成矿规律及找矿远景

初析［E］5地质找矿论丛，L&（增刊）：666!66X5
秦克章，彭晓明，三金柱，徐兴旺，方同辉，王书来，于海峰5L&&%5

东天山主要矿床类型、成矿区带划分与成矿远景区优选［E］5新

疆地质，L6（L）：6$%!6!&5
宋叔和，等5677$5中国矿床（中册）［P］5北京：地质出版社5$U&!

!$U5
徐 勇5L&&L5浅论矿集区的资源潜力与勘查评价［E］5中国地质，

L7（%）：LX%!L]&5
薛友智，侯宗林5L&&X5中国优质锰矿地质与勘查［E］5地质找矿论

丛，L6（增刊）：6!$5
祝寿泉567775中国沉积锰矿的成矿规律［E］5中国锰业，6]（$）：L&

!L$5

]7第LX卷 第6期 肖庆华等：东疆中天山北缘大水锰矿带锰矿成因类型及找矿方向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