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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县锰矿物质成份的研究

马风俊

随着我国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
,

对锰矿资源的需求
,

日益增加
。

梅县锰矿公

司对该县的锰矿地质和锰矿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

在 前 人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

我 们在锰 矿

资源的调研中
,

曾对广东省梅县的宝山岗
、

白沙坪
、

桃尧大华
、

宝坑
、

仙水塘
、

石祭角坑
、

车破

等地的锰 矿 体
、

进行过采样工作
。

经室内鉴定后
、

梅县的锰矿石有优质的放电锰矿石和冶

金用锰矿石
、

矿床规模属于中小型
。

梅县锰矿资源的生产
,

继续色有 20 多年的历史
,

在矿床的

质和量方面尚需做更深入的研究
,

以便为矿山开采和锰矿生产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

本文是对

锰矿物质成分初步研究的部分结果
。

一
、

地质简况

梅县锰矿 床产出的地质时代和地层
,

主要是下二迭系文笔山组的含铁
、

锰质砂泥质碎屑

岩
,

以及该层的断层破碎带
;
第三纪红色砂砾岩

,

或此层与泥盆一下石炭系灰白色石英砾岩

层之接触部位
,

矿体明显地受地层和构造控制
。

锰矿床类型主要有两种
:

一为残坡积型次生氧化锰矿床
,

另为淋积型氧化锰矿床
。

个别

见到经热液改造而生成的一种含褐锰矿
,

锰铝榴石的石英岩型锰矿体
。

梅县的锰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扁豆状
、

囊状或不规则状
。

矿石品位多数大于20 %
,

含磷低
,

含铁
、

硅高
。

又加矿体埋藏不深
,

便于开采
,

因而梅

县锰矿
,

很有发展前途
。

二
、

锰矿石主要锰矿物特征

梅县的锰矿石
,

从工业利用角度出发
,

主要是次生氧化锰矿石
。

通过X 光衍射
、

差热和

电子探针分析
,

测试出下列几种锰矿物
,

分别描述如下
:

1
.

恩苏塔矿
:
‘N s u rste ) Mn 扩x M沙 x O

Z二 Z x (O H )
: x

手标本如为疏松构造的氧化锰矿石
,

颜色为黑色
、

褐黑色
;
致密块状者为钢灰色

,

多为胶

状
,

少数为显微晶质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乳黄白色
,

反射率在 30 %左右
,

非均质性的强弱随结晶程度而定
,

由

明显到不明显 在正交下多显毛毯状
,

常因重结晶而产生龟裂
。

电子探针分析
: M n O

Mn O
移
”8

.

2 7 %
,

F e O O
.

17 %
,

K
2
O 0

.

1 1 %
,

5 10
20 一6 %

,

A 1
2
O 3 o

.

s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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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O O
.

04 %
,

N IO O
.

1 1 %
,

Z n O O
.

o l%
.

B a o o
.

0 8 %
。

(合计 9 9
.

3 2 %)
。

X 光衍射分析数据 表 1

本本区恩苏塔矿矿
!

N S ·“ ,

二
‘,一 F二 , ·‘·‘‘

ddd (A ))) III

}
d (人))) III

333
。

9 9 000 SSS

!
4

·

。。。 9555

222
。

5 5 888 V www

{
2

·

5 999 2 000

222
.

4 2 888 ITlll

⋯
2

.

4 222 6 555

222
。

3 2 444 fllll

⋯
2

·

3 333 7 000

222
.

13 000 SSS

⋯
2

.

2 111 1000

⋯⋯⋯⋯
2

.

1 333 4 555

222
。

0 6 111 WWW

」
2

·

。777 666

⋯⋯⋯⋯⋯⋯⋯⋯⋯⋯⋯⋯⋯⋯⋯⋯⋯⋯⋯⋯{{{{{{{
l

·

。999 1444

111
.

6 3444 SSS

}
‘

·

63 555 10 000

111
.

6 0 888 V www 1
.

6 0 555 4 555

2
.

锰恩苏塔矿
:

(呱
n g a no a

~ ns u tite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灰白色带绿色调
,

反射率比恩苏塔矿要低一些 (20 一 25 % )
C

锰恩苏塔矿中含二价锰要比恩苏塔矿多
。

电子探针分析
; M n o

M nO

醉9 0
.

6 2 % ; F e O O
.

4 3 % ; K
2
0 0

.

7 6 % ; 5 10
20

.

13 % ;
Al

:
0

3

J
1

.

6 4 % ; C a O O一1 % ; N IO o
.

22 %
;
Z n o o

.

2 2 % ; B a O O一 4 %
。

(合计
: 94

.

2 7 % )
。

恩苏塔矿和锰恩苏塔矿所组成的矿石是工业用的高质量锰矿原料
,

而且适宜用于电池工

业
。

梅县桃尧大华的疏松块状氧化锰矿石
,

主要矿物成份是恩苏塔矿和锰恩苏塔矿
。

矿石化

学成份M n 60
.

45 % ; F e 0
.

58 % ; P 0
.

0 28 写
;

51 0
2 0

.

96 %矿石经差热分析也证实了恩苏 塔

矿和锰恩苏塔矿的存在
。

锰 恩苏塔矿很容易转变成恩苏塔矿
。

在空气中 120 ℃一 150 ℃ M n o 氧化成M n O
; ,

转变为

为恩苏塔矿
, 5 50 ℃一8 5 0 ℃向M n 3

0
;

转变
,

100 0 ℃转变成黑锰矿
。

(见曲线图一 A
。

)
。

5
.

钾硬锰矿
:

又名隐钾锰矿 (C ry pto m e la n e ) K
Z
M n 0

0
1 6 。

手标本 ; 致密块状
,

钢灰色
,

黑色
,

一般隐晶质
。

具同心园状
、

带状
,

叠层状等胶状构造
。

结晶粗者呈放射状
、

针状
、

纤维状集合体
。

陌丧堵下
.

反射奋为灰白带兰色调
。

反射率 25 一 3(j 今。
,

均质性或弱非均质性
。

钾硬锰矿 x 光衍射曲线以 d 值 6
.

9 ; 入和 4
.

92 (A )为特征 (表 2 )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见表 3
。

在钾硬锰矿中
,

钾可部分被钠
,

钡所代替
,

四价的锰可被二价的锰
、

铁
、

俐
、

铎寺代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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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光衍射分析 表 2

V 6 6 6 ℃

6 6 0 r

一

氧化锰矿石差热分析 D T A 曲线图
、怜

沙120
7 :

^
、

以恩苏 塔矿和锰恩苏塔矿为主

B
、

以钾硬锰矿为主

C
、

以钡镁锰矿为主

D
、

以钠水锰矿为主

E
、

以褐锰矿为主

曲线图一B 为钾硬锰矿在6 00 ℃左右转变成方铁锰矿

4
、

钡硬锰矿
:

(HO lla nd i丈e )B a 乙 : M 。 。O L。

在900 ℃左右转变成黑锰矿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灰白色带淡黄色调
,

反射率在25 一33 %
,

呈毛毯状集合体
。

该矿物在本区变质锰矿体中呈细脉状产出
。

双反射清楚
,

非均质性微弱
,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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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硬锰矿的电子探针分析 (导
。
)表 3 电子探针分析

:

分分 析析 样品号和分析结果果

项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66666 6 111 6 6 222 65 666

MMM 雨雨 82
.

0 666 g f)
.

6 999 8 2
.

r1333

MMM n口 ,,,,,

III: e
ooo 0

.

4 999 ()
.

1 999 0
,

l()))

KKK
2
000 4

.

6 555 3
.

3777

}_
3

·

3 888

SSS ]
O

::: (}
.

4 555 t) 1 555 l)
.

()777

AAA I :
O

::: :亏
.

2们们 l)
.

2 777 ”
.

2777

555 b o ::: r1
.

工666 ()
.

{888 们
.

(石石

CCC
O
OOO 日

.

0 222 (、、 日
.

(1444

入入1 000 l】】 (J
.

1666 2
.

6 444

日日a ooo ()
.

7 冬J {{{{{ 2
.

3 777

合合 i十十 9 2
.

1吕吕 96
.

6〔))) 印)
.

9 555

M n O

M n O 飞
85

.

2 6乡石; F e O 0
.

12 %;

K
2
0 0

.

3 1 %
;

5 10
2 0

.

14 0 /0 :
A I : 0

3 0
.

7 6 几毛
;
S b 必 5

0
.

0 6 氏。;
C o O 0

.

1 5%
:

2 n O O
.

ll%
;

N IO O ;

B a o 6
.

68 %
;

合言J
一
: 9 3

.

5 9 几币
。

计算分子式为B a

0
.

理7K O
.

1 M n 7
.

6 9O 1 6

5
.

铅硬锰矿
: ‘C o r o n a d ite )F b< ZM n 8 O

;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灰白色带淡黄色调
,

反射率

30
.

33 。、
.

双反射弱
,

非均质性强
,

具有放射状消光
。

电子探针分析
:

M nO

M n O

〕、 6 5
.

5 3 % ; K
Z
O 0

.

0 2 几毛;

2 /

计算出分子式
:

K ()
.

5 日 a 一、
.

1 M
n 7

.

7 50 I6

5 10
2 0

.

8 8 % ; A I
:
0 30

.

3 1 几毛; Z n O I
.

9 6 9/n
;

N io

0
.

05 9毛; B a O O
.

0 7 %
:

PbO 28
.

8 8 9石合计
: 9 7

.

7 q石

计算分子式为P b Z n
.

岁
M“ O

, 。

本区此矿物构成块状氧化锰矿石
,

具有皮壳状
,

叠层状构造
。

6
.

辍孟矿
: ( Pyr o lu s it e ) 日一M n O

Z

在氧化锰矿石中
,

呈胶状者与硬锰矿构成叠层状构造
:

呈显晶质
,

则为片状
、

针状
、

柱

状
、

棒状
、

或构成放射状集合体
。

结晶好者为黝锰矿
。

柱面解理完全
。

反光镜下为乳黄色
,

反射率在30 %左右
,

双反射清楚
,

强非均质性
。

电子探针分析
:

M n o
2 9 0

.

5 7 %
;
F e o o

.

7一% ; K
Z
O o

,

3 oq、 ;
S , 0

2 0
.

6 4 ;、 ; A I
2
0 3 z

.

2了%

C a O o
.

o z q毛; Z n o o
.

o o 3 % ; N IO o
.

0 2 %
;

合计
: 9 3

.

7 5 %
O

X 光衍射d (A ) 值为 3
.

2 15 ; 2
.

4 0 8 ; 2
.

20 2 ; 2
.

2 1 2 ; 1
.

9 6 7 ; 2
.

6 2 4 ; 2
.

5 5 6
0

了
.

钡镁锰矿
: (T o do ro 拓 t e )

该矿物国内外资料报导的不多
,

一般认为是罕见的
。

钡镁锰矿的化学成分是变化的
,

并

且结构至今没有确定
,

因而下面的分子式是假设的
,

( M n , 十
·

2 tl. H 红
·

B a
·

s
。

·

c a
.

N a Z
·

K
Z ·

C u
·

P b ) 人4衅O
: ( : x ) H

Z
O

。

在本区氧化锰矿石中见到钡镁锰矿
,

硬度低
,

比重在 3
.

3 一 3
.

8
,

反光镜下浅灰色
,

反射

率 20 一23 %
,

非均质性由强到弱
。

由于磨光性不好
,

在光片中另星见到
。

X 光衍射分析出现两条强线d值为9
.

59 A 和 4
.

7 77 入
,

对以钡镁锰矿为主要成分的氧化锰矿石
,

进行差热分析
,

见图C
。

得出一系列的吸 热谷
,

最后在 10 0 0 ℃左右转变成黑锰矿
。

8
.

钠水锰矿
: (Bir n e s s it e ) 邑一M n O

Z (N a
、

C a ) (M n Z
·

M g )M n
愁
十

O
, ;

·

3 H
Z
O

。

此矿物是 由结构和性质相似的许多变种组成的
,

是一种罕见的矿物
。

硬度小
,

加水 膨

胀
,

不易磨出光片
,

偶而能见到蠕虫状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灰白色
,

反射率在20 一25 %
,

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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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强至弱
,

具解理
,

平行俏光
。

X 光衍射进行过几次分析
,

均出现线条很少
,

d 值为 2
.

4 52 (A ) 1
.

45 (A ) 两条线条为

特征线条
,

因该区本矿物呈雏晶极细状态
,

则无底面反射
,

从而不出现 7 (A )
。

通过对以钠水锰矿为主的氧化锰矿石
,

进行差热分析
,

可得出钠水锰矿特征曲线如曲线

图一 D
。

9
.

揭锰矿 ; ( B r a u 川 te ) 3 M n ZO 3
·

M n s iO 3

自形粒状
,

一般粒度 0
.

01 一o
.

02 m m
,

反射光下反射色为灰棕色
,

反射率 10 一 15 %
,

均

质性
,

无内反射
。

电子探针分析
;
M n D 飞

M n O
Z

夕
9 0

.

3 5 % ; F eo 0
.

5 4 % ;

合计 10 2
.

23 %
。

K
2
0 0

.

0 4 % ; 5 10 2
.

9 6 3 %
,

A l : 0 3

1
.

32 % ; Z n O O
.

1 1 % ; B a O O
.

2 4 % ;

X 光衍射分析
:

峰值曲线 d值为 2
.

7 13 (A ) ; 2
.

0 0 0

1 54 (A )
, 1

.

8 1 8 (A )
, 1

.

6 6 0 (A )
,

!
.

54 0 (A )
。

通过对含有褐锰矿矿石的差热分析
,

见曲线图一E
。

1 0
·

锰铝榴石 ; ( S伴 s s a r tin e )

可看出在 10 0 0 ℃以上褐锰矿转变成黑锰矿变化曲线
,

M n 3 A I 25 15 0
, :

自形粒状
,

粒度0
.

01 一o
.

03 m m ,

偏光镜下为无色带淡红
,

均质体
。

反光镜下反射色为

深灰带棕色
,

内反射为棕红色
。

探针分析
:

M n o 4 0
.

2 4 % ; F e O 3
.

5 5 % ., 5 10
2 36

.

2 一% 、 A I
:
0

3 20
.

0 6 %
。

计算分子式

:

M n 2
.
。 :

A I
1

.
。5
5 1 3

0
1 ,

X 光衍射分析峰值曲线
,

d 值为 2
.

9 13

.

61 7 (A )
,

1
.

5 5 7 (A )
。

(A )
,

2
.

6 0甘 (A ) (很强)
, 2

.

3 7 7 又A )
,

1
.

8 9 1(A )
,

三
、

锰矿石主要结构构造及矿物组合

1
.

胶状结构构造
; 风化淋滤型的锰矿石

,

多数由隐晶质胶状体的软锰矿
,

广义的硬锰矿
,

恩苏塔矿等构成同心环贝状
,

皮壳状
,

叠层状等构造
。

氧化锰矿物在生成时
,

如果有适当的

空间条件
,

可以形成豆状
、 ’

肾状
、

葡萄状构造
。

当氧化作用进行得完全彻底
,

生成环境的 物

理化学条件又比较稳定
,

可以生成致密块状构造
,

此矿石以钾硬锰矿为主
,

少量的软锰矿
,

恩苏塔矿
。

后者在同心层或同心带中
,

以夹层分布
,

或在矿石中呈细脉产出
。

但也有例外
,

如桃尧大华疏松块状氧化锰矿石是以胶状恩苏塔矿和锰恩苏塔矿为主
。

此种矿石含锰达 50 一 60 %
,

含磷
、

铁
、

硅少是冶金用锰优质矿石
。

2
.

角砾状构造
;
氧化锰矿物主要为钾硬锰矿

,

其次软锰矿
,

恩苏塔矿
,

胶结着硅质岩的

碎屑
,

此种矿石中的氧化锰矿物大多数呈胶状结构
,

个别见针状
,

柱状晶体被包在胶状体的

中心
。

矿石含锰是 30 一40 %不定
,

含硅较高
。

3
.

峰窝状构造
:

氧化锰矿石为黑棕色
,

比重较轻
,

矿石是由园柱椒管柱状 ) 集合体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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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积 而 成
,

每根园柱中心部分有的是硅质和粘土矿物的堆积
,

柱的外皮是一层氧化锰矿物
,

也有的是氧化锰矿物一层层垒积而成柱
。

推测是含锰泥质硅岩石
,

经过风化淋滤
,

沿节理
,

裂理方向
,

氧化锰沉淀下来
,

形成管柱状集合体
。

经X 光衍射和差热分析
.

主要氧化锰矿物为

为钡镁锰矿
。

4
.

板状
、

束状放射状构造
:

此类氧化锰矿石褐棕色
,

比重较轻
,

磨光性很差
,

经过差热

和X 光衍射分析
,

基本上确定氧化锰矿物主要为钠水锰矿
,

含有少量软锰矿
,

另外含有针铁

矿
。

矿石化学分析
:

含M n 30
.

0 9 % ; F e 2 1
.

8 6 % ; P 0
.

0 3 3 %
:

5 1 0
2 1

.

9 8 % ; A l : 0
3 6

.

5 3
, .

5
.

粉状 (土状 ) 构造
:

对氧化锰矿石来说
,

粉状矿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此类矿石的矿

物成份较为难确定
。

对梅县地区粉状锰矿石经过 X 光衍射
,

差热分析及化学分析
,

有一部分

矿石能测出是由钠水锰矿
,

钾硬锰矿
,

石英
,

伊利石
,

针铁矿等组成
。

对该类型矿石六个样的化学分析结果来看
,

含M n 30 一40 %
;

F e s一 16 %
;

5 10
: 1 一

19 % ; P 0
.

1 一 0
.

05 % ;
AI

2
0

3 1 一 8 %
,

A g 含量不稳定
,

个别地方含A g 较高可达 100 匆
,

可以考虑综合利用问题
。

6
.

锰矿物为粒状结构
,

矿石为角砾状构造
,

这里指的是沉积变质
,

经过改造的含褐锰矿
.

锰铝榴石石英岩型锰矿石
。

此类矿石是自形粒状褐锰矿
,

锰铝榴石被胶状钾硬锰矿
,

钡硬锰

矿所胶结
,

它们共同又胶结着石英碎屑
,

矿石内石英碎屑占50 %左右
,

褐锰矿和锰铝榴石占

2 5一 1 5 %
,

次生氧化锰 占1 5一 10 %
。

矿石化学分析
:

含M n 2 5一 IOq石; F e l一 3 %
;

5 10
2 50一6 5 % ; A I

:
0

3 2 一 8 % ; 。

此

类矿石在梅县的碑角坑呈层状分布
。

对锰矿床物质成分的研究
,

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

寻找优质锰矿
,

并为矿床成囚

的研究提供依据
。

虽然锰矿物细杂
,

彼此在物理性质和光学 性质方面又 很相近
,

但通过近

代测试手段
,

还可以对锰矿物进行区别和鉴定
。

锰矿物的研究是在黄金水
,

汪壁忠
,

袁军等同志的协助下完成
。

文章中所列举的测认数

据
,

均由我院实验室X 光组
、

电子探针组和差热组同志们完成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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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 日至三十 日在天津市气象

局首次举办科技期刊编辑业务培训班
。

参加该班学习的有来自兄弟省市的同志四十余人
。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副部长张

荣华同志和夭津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张处长出席该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

对科技期刊编辑

工作者提出
:

要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
,

交流办刊经验
,

提高编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

质
、

更好地发挥科技期刊在
“

四化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
” 。

参加讲课 的同志 有
: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书 记 处李书记
,

中国自然科 学学术 期

刊编辑协会主任翁永庆
,

中国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协会理事鲁星 (中国植物学报副编审)
,

李瑞旭 (中国科学出版社期刊室副编审 )
。

王立名 ( 《中级医刊》编辑部主任)
,

西安矿业

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任定华 ( 《情报
、

科研
、

学报》 杂志副编审)
,

华东高等学校学报编辑

协会理事纪秋明等十二名同志
。

他们都是参加编写
:

自然科学技术期钩编辑学—
编辑大百

科全书的作者
。

参加该班学习的全体同志还广泛地交流了办刊经验
,

并普遍认为这期培训班学习内容丰

富 〔它包括了自然科技期刊编辑学的全部内容 )
。

收获较大
,

对促进提高科技期刊质量一定

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并表示要为办好科技期刊
、

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

(吴三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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