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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富锰矿床地质特征

及找矿予测

夏 长 庚
(湖南省锰矿公司 )

提要 湖南锰矿资源丰富
,

但富锰矿床规模小
,

难选矿石多
。

主要矿床有风化型
、

海相沉积型和层

控铅锌铁锰型矿床等三种类型
。

本文主要根据湖南富锰矿床分布特点
,

提出综合找矿方向
。

关健词 锰矿床 地质特征 综合找矿

锰矿广泛地应用于冶金
、

化工
、

轻工和国防工业部门
,

尤以在冶金工业中用量最大
。

湖南堪称
“

锰矿之乡
” 。

湖南锰矿的开发利用
,

始于 19 0 8 年
,

至今 已有 80 年的历史
。

解放

后
,

锰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

近年来锰矿石产量 已跃居全国首位
。

当前
,

湖南锰矿生产建设上

存在的最大间题是富锰矿资源不足
,

而同时却积压着大量贫锰矿石
,

不能开发利用
。

造成这一

严峻局面的主要原因
,

长期以来
,

在勘查工作上存在着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
,

后者突出地表现

在只重视勘查大型锰矿 (贫矿 )获得矿量
,

而忽视了勘查中小型富锰矿床
。

本文从冶金地质进

一步贯彻
“

找富锰矿
”

的方针出发
,

概述湖南境内各类中小富锰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

及其重点

找矿地区
。

一 湖南富锰矿资源特点

湖南富锰矿主要分布于湘南
、

湘中和湘西南
。

虽然目前已探 明的富矿储量较少
,

但实践证

明
,

湖南富锰矿 (主要是中小型富锰矿)是有发展前景的
。

目前
,

主要的问题是地质工作十分薄

弱
,

大多数地方开采的中小型富锰矿尚未做过地质工作
。

湖南富锰资源的主要特点是
:

(1)
.

矿床规模小
。

在已探明的富锰矿床中
,

全属中小型规模
。

(2 )
.

难选矿石较多
。

一些富锰矿床
,

含有害杂质多
,

矿物赋存状态复杂
,

矿石嵌布粒度细

等特点
。

该类矿石
,

用一般机械选矿方法
,

难以达到铁锰分离和综合回收利用的目的
。

(3)
.

共生
、

伴生元素多
,

有利于综合利用
。

如层控铅锌铁锰矿床中
,

含有铅
、

锌
、

银
、

秘
、

锢
、

砷
、

锡
、

钨
、

铁等
,

其中有些元素已达到单独矿床一般工业品位或指标
,

边界品位
,

对综合回

收利用十分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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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湖南富锰矿床地质特征

湖南富锰矿主要产于风化矿床
,

海相沉积矿床和层控铅锌铁锰矿中
。

其地理分布
; 湘南以风化

矿床为主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次之
; 湘中以海相沉积矿床为主

,

风化矿床次之 ; 湘西南和湘西北

主要为风化矿床
,

各类型富锰矿床地质特征概述如下
:
(表 l)

1
.

海相沉积矿床
。

主要产于 中奥陶统磨刀溪组黑色页岩中
。

主要分布于桃红
、

安化
、

益

阳和宁乡等地
。

以桃江响涛源锰矿为代表
,

矿 区含锰岩系特征
:

上复
:

上奥陶统
,

灰黑色硅质页岩
。

含矿岩系(磨刀溪组 ) :

(8) 粘土页岩
。

产三叶虫
、

介形虫类化石
:

厚 20 米左右
。

(7) 斑
.

点状 (或不含斑点 )
,

含锰灰岩 ; 厚 0
.

3一 0
.

5 米
。

(6 )黑色页岩
。

风化后呈灰白色
,

产笔石化石 ; 厚 0
.

1一 0
.

3 米
。

(5 )肉红色
,

灰白色条带状碳酸锰矿
; 厚 0

.

7一 0
.

8
一

米
。

(4 )黑色页岩
。

风化后呈灰白色
,

产笔石化石 ;厚 0
.

1一 0
.

3 米
。

(3) 斑点状 (或不含斑点 )
,

含锰灰岩 ; 厚 0
.

3 一 0
.

5 米
。

(2 )黑色页岩
。

风化后呈灰白色
,

产笔石化石 ; 厚 0
.

5 米
。

(l) 黑色条带状页岩
。

厚 [ 一 1
.

5 米
。

卜伏为中奥陶统
,

胡乐组黑色页岩 乡 一 6 米
。

该矿属中型矿床
。

矿石 含锰 19
.

2 0 %
,

铁 2
.

10 %
,

磷 0
.

0 68 %
,

氧化钙 1 4
.

0] %
,

锰铁比

9 .1 0
,

磷锰 比 0
.

0 0 3 5
。

为低磷
、

低铁
、

高钙
,

中锰 自熔性碳酸锰矿石
。

可供电炉锰铁原料
。

2
、

风化矿床是湖南富锰矿石的主要来源
,

分布于湘南
、

湘中
、

湘西南和湘西北等地
。

它是

由各种成因类型的锰矿床或含锰岩系(层 )
,

径表生风化淋积作用
,

使锰质富集而形成的矿床
。

按其生成特点和赋存条件
,

可分为三个亚类
;

锰帽型
、

淋滤型
、

堆积型
。

仁1) 锰帽型 矿床
:

主要产于下震旦统莲沱组含锰岩系
,

「二迭统当冲组含锰 岩系
,

板溪群马

底绎组含锰岩层
,

以及中泥盆统棋梓桥组含锰岩石的氧化带
。

下震 以统莲沱组含锰岩系表生风化锰帽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湘中和湘西北
一 带

。

以湘潭锰

矿为代表
。

根据矿体 与围岩中的伴生矿物组成及其主后期氧化阶段的酸碱度相对含量
,

确认湘潭锰

矿由 于矿体和 围岩富含硫化物
,

经表生风化后形成酸性介质氧化带 氧化带由浅而深可分为

三个亚带 (图 1) ;

淋余泥质岩亚带
:

锰质流夫
,

疏松残余泥质岩
,

保留原生矿的层状构造
。

富集氧化锰矿亚带
:

位于潜水面以 匕
,

一般 10 一30 米
,

最深可达 8 0 米
。

淋蚀碳酸锰矿亚带
:

与下面原生矿亚带无明显介限
,

一般垂高 3一50 米
,

由于钙
.

镁流失
,

品位往往高于原生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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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主要宫锰矿床(点 )特征表 表 1

矿矿矿 成成 矿矿 主要矿物成分分 矿石品位 (% ))) 矿石用途途 矿矿 矿床实例例
床床床 矿矿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床床床

类类类 时时 形形形 M nnn F eee PPP 5 10 ... M n
/ F

eee P / M
nnnnn

规规规
型型型 代代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模模模

沉沉积破破 奥脚纪纪 薄层状
、、

菱锰矿
、

锰方解解 1 9
。

2 000 2 1 000 0 0 6 888 1 5
,

9 222 9 1 000 0 0 0 3 555 电炉锰铁铁 中中 桃江响涛源锰锰
酸酸锰锰锰 层状

、

进进 石钙菱锰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矿矿

镜镜镜镜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透 镜状状 软锰矿
、

硬锰矿
、、

(4 9
.

5 000 6
.

8 777 0
。

0 8333 7
.

3 222 7
。

2 000 0
.

0 0 1 ))) 中低碳锰铁及及 ,J
、、

湘潭锰矿矿

似似似似层状状 钾硬锰矿
、

水锰锰锰锰锰锰锰锰 放电锰粉粉粉粉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透 镜状状 硬锰矿
、

软锰矿矿 (3 8
.

0 000 3
.

4 000 0 1 888 1 9
.

9 777 1 1
.

2 000 0
.

00 4 777 电炉锰铁及放放 ,J
、、
花垣民乐锰矿矿

似似似似层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电锰粉粉粉粉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透 镜状状 硬锰矿
、

软锰锰 2 6
.

9 000 4
.

4 000 0
.

0 8 444 35
。

0 666 6
。

1 000 0 0 0 333 锰硅合金金 刁
、、

靖县戈村锰矿矿

似似似似层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锰锰帽型型 第 四纪纪 透 镜状状 硬锰矿
、

软锰矿矿 3 4
。

6 111 3
。

1 999 0
.

09 333 2 6
。

9 444 1 0
.

aooo 0
.

0 0 2 777 锰硅合金金 ,J
、、
黔阳深度锰矿矿

似似似似层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扁 豆 状状 硬锰矿
、

锰土土 (4 0 9 999 3
。

吕000 0 0 4 111 1 1 5 888 ] 0
.

8 000 0
.

0 01 ))) 中低碳锰铁铁 刁
、、

隆回黑山锰矿矿

结结结结核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目分 播播 恩苏塔矿
、

钠水水 3 1
.

5 000 3
.

8 000 0
.

0 555 2 2
.

7 333 8
.

3 000 0
.

00 1 666 锰硅合金金 小小 城步铁道界锰锰

锰锰锰锰锰锰锰锰锰矿
、

钾硬锰矿
、、、、、、、、、、

矿矿
镜镜镜镜状状 揭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住住帽型型 第四纪纪 层状状 软锰矿
、

硬锰矿矿 3 5
.

0000 3
.

0 000 0
.

0 111 2 0
。

0 000 1 1
。

7 000 0
。

0 0 0 333 锰硅合金金 小小 隆回石桥铺锰锰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锰锰帽型型 第四纪纪 脉状
、

扁扁 硬锰矿
、

软锰矿
、、

3 2
。

4 000 2 3
.

6 000 0
.

05 888 4
。

6 555 1
。

4 000 0
.

0 0 1 888 高护锰铁配料料 中中 兰山兰水锰矿矿
豆豆豆豆状状 揭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淋淋撼型型 第四纪纪 网 脉 状状 硬住矿
、

软锰矿
、、

45
。

0 000 6
。

0 000 0
。

1 000 8
。

0 000 7
.

5 000 0
、

0 0 222 中低碳锰铁
、、

,J
、、
湘潭锰矿矿

囊囊囊囊状状 钾硬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放电锰粉及化化化化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锰粉粉粉粉

琳琳撼型型 第四纪纪 扁豆 状状 硬锰矿
、

软锰矿
、、

2 8
。

0 111 1
.

4 333 0
。

0 9333 6 9 333 1 9 6 000 0
,

0 0333 中低碳锰铁及及 小小 桂阳六合锰矿矿
瘤瘤瘤瘤状状 水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电炉锰铁铁铁铁

淋淋撼型型 第四纪纪 透镜状状 软锰矿
、

硬锰矿
、、

3 3
。

5000 3
.

5 000 0
.

0 0 333 2 2
.

0 000 9
.

6 000 0
.

0 0 0 0999 锰硅合金金 ,J
、、

黔阳下洞锰矿矿

水水水水水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琳琳挂型型 第四纪纪 透镜状状 软锰矿
、

硬锰矿
、、

31
.

0000 3
.

4 333 0
.

0 5 555 29
.

6 777 9
.

0 000 0
.

0 0 1 888 锰硅合金金 /J
、、

黔阳群峰锰 矿矿
水水水水水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堆堆积型型 第四纪纪 扁豆状状 软锰矿
、

硬锰矿
、、

3 0 ~ 3 555 8
.

0 000 0
.

0 677777 3 8 ~ 4 444 0
。

00 222 电护锰铁铁 刁
、、

桂阳半边月锰锰

水水水水水锰矿
、

幼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矿矿

堆堆积型型 第四纪纪 扁豆状状 软锰矿
、

硬住矿
、、

2 7
。

8 111 1 5
。

1 555 0
.

0 0 1 555 1 5
。

0000 l
。

8 000 0
.

0 0 0 555 高炉锰铁铁 小小 桂阳银山锰矿矿
水水水水水住矿

、

助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堆堆积里里 第四纪纪 层状
、

扁扁 硬锰矿
、

软锰矿矿 33
。

7 000 1 1
.

7 000 0 01 66666 2
.

9 000 0
。

0 0 0555 高炉锰铁
、

电电 ,J
、、

江水钢山岭锰锰
豆豆豆豆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 护住铁铁铁 矿矿

堆堆积璧璧 第四纪纪 扁豆状
、、

硬锰矿
、

软住矿
、、

3 0 ~ 4 444 1 6
。

0 000 0
.

0 666 1 0
.

0 000 1
.

9 000 众 0 02 ~~~ 高炉锰铁
、

电电 小小 江永高塘锰矿矿
囊囊囊囊状状 水锰矿矿矿矿矿矿 ~ 2

.

8 000 0
。

00 1 444 护锰铁铁铁铁

堆堆积型型 第四纪纪 扁豆状
、、

硬锰矿
、

软锰矿
、、

3 4
.

1 666 1 4
。

2 333 0
.

0 888 6
。

6 777 2
.

4 000 0
.

0 02333 高炉锰铁
、

电电 ,J
、、
兰山大平锰矿矿

集集集集状状 揭锰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炉锰铁铁铁铁

堆堆积型型 第四纪纪 似层状状 硬锰矿
、

软锰矿矿 3 ]
.

2 000 1 2
.

0 999 0
.

0 3 55555 2
.

6 000 0
.

0 0 111 高炉锰铁铁 ,J
、、

桂阳樟市锰矿矿

堆堆积觅觅 第四纪纪 似层状状 硬性矿
、

软锰矿矿 ( 3 3~ 3555 3~ 444 0
。

0 22222

璧广而而
〕

。

000 1 ~~~ 电沪锰铁
、

中中 ,1
、、

桂阳银河锰矿矿
000000000000000000000

‘

00 05 ))) 低雄锰铁 及放放放放
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锰粉粉粉粉

注
:

括弧内数字系碳酸锰矿经烧结后品位 ; 氧化锰经手选或简易洗选后品位
。

.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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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锰矿石经重选后
,

含锰 49
.

5 %
,

铁 6
.

87 写
,

磷 0
.

0 83 %
,

.

二氧化硅 7
.

32 %
,

锰铁 比

7
.

2
,

磷锰比 0
.

0 01 7
。

属低磷
、

低铁
、

低硅富锰矿石
。

可供中低炭锰铁及放电锰粉原料
。

该矿

属中小型矿床
。

下二迭统当冲组含锰岩系表生风化锰帽型矿床
。

广泛分布于湘南
,

湘中地区
。

可以隆回

里山锰矿为代表
,

矿体赋存于当冲组上段含锰岩系(海陆交替相沉积 )的氧化带
。

板溪群马底绎组含锰岩层表

试绮艰

「震旦统南沱冰积岩

含 蔺铁矿黑色贞岩

琳余泥质岩亚带

畜集软化锰矿亚带

琳蚀碳酸锰矿亚带

原生碳酸锰矿

F震旦莲沱砂岩

回
风化石

图 l 鹤岭矿区沉积碳酸锰的氧化带

生风化锰帽型矿床
。

主要分布于

湘西南的城步
,

黔阳和芷江一带
,

以城步铁道界锰矿为代表
。

该矿

属沉积受变质风化锰帽型矿床
。

矿体赋存于板溪群马底释组含锰

钙质岩段的氧化带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合锰岩石

表生风化锰帽型矿床
。

主要分布

在湘南一带
。

以兰山兰水铁锰矿

床为例
。

该矿属热液改造锰矿表

生风化锰帽型矿床
。

矿体赋存于

中泥盆统棋梓桥灰岩与前寒武系

变质岩接触的断裂破碎带附近
,

并受其控制
。

锰帽型矿床系由原

生富含铁锰碳酸盐岩的硫化矿体

及铁锰碳酸盐化 的围岩一 白云

岩
,

硅质岩及含锰硅质岩
,

经风化

富集而成
。

矿石含锰 32
.

4 %
,

铁

2 3
.

6 %
,

磷 0
.

0 58 %
,

二 氧化 硅

圆目目翻困珊圈

4. 64 %
,

锰铁比 l
·

月
,

磷锰比 0. 0 01 8
,

为低磷
、

低硅
、

高铁富锰矿石
。

可供高炉锰铁配料用
,

该矿

属中型矿床
。

(2) 淋滤型矿床

此类矿床
,

系由原生含锰层在表生风化过程中
,

锰质经溶解
,

迁移
、

聚积于附近围岩裂隙
,

断裂带及卡斯特溶岩洞中而成
。

主要产于下震旦统连沱组含锰岩系
,

下二迭统当冲组含锰岩

系和板溪群马底骚组含锰岩层中
。

下震旦统连沱组含锰岩系表生风化淋滤型矿床
。

主要分布于湘中和湘西北一带
。

以湘潭

锰矿鹤岭矿区为代表
。

矿体产于连沱组底部围岩中
。

即沿原生碳酸锰矿下盘的长石石英砂岩

裂隙
,

孔隙和断裂带淋积交代或充填
、

浸染而成
。

矿体不规则
,

多呈网脉状
,

囊状等
。

矿石为低

麟
.

低铁富锰矿石
。

可供中低碳锰铁及化工锰粉原料
。

该矿属小型矿床
。

下二迭统当冲组含锰岩系表生风化淋滤型矿床
。

主要分布于湘南和湘中一带
。

以桂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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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锰矿为代表
。

矿体赋存于当冲组含锰硅质岩底部的硅质及炭质瘤状灰岩与栖霞组上部角砾

状灰岩之侵蚀构造面中
。

矿体呈扁豆状
、

瘤状
。

并受层间断裂及喀斯特洞穴所控制
。

该矿是

由当冲组含锰岩层
,

经风化淋积和 (或)热水迁移聚积而成
。

矿石属低磷
、

低铁
、

低硅富锰矿石
,

可供中低碳锰铁和电炉锰铁原料
。

该矿属小型矿床
。

板溪群马底骤组含锰矿层表生风化淋滤型矿床
。

主要分布于湘西南一带
。

以黔阳群峰锰矿为代表
。

该矿属沉积受变质风化淋滤矿床
。

矿

体坛存于乌底释组含锰变质岩层氧化带的围岩裂隙破碎带中
。

矿石为低磷
、

低铁
、

高硅富锰矿石
。

可供锰硅合金原料
。

属小型矿床
。

(3)
.

堆积型矿床

这类矿床系由锰帽型或淋滤型矿床
,

再经风化剥蚀
、

搬运
、

堆积于邻近的残坡积红土中富

集而成
。

主要产于下二迭统当冲组含锰岩系
,

,, 尸弄泛夔弊
3

二二
兰兰鑫黛霎葬幕了

...

羹羹熬蒸蒸

夔夔黝{{{

襄襄鬓鬓
———

仁或全
rrr

一一一一一丫户学本方方尹尹
2

_

/ 2 ,,

图 2 桃江响涛源锰矿区矿相分布示意图
l

‘

破酸锰矿 相 2
.

含锰灰岩相 3
.

成矿后的剥蚀 认

下石炭统含锰岩层及中泥盆统含锰岩层的

氧化带
。

主要分布于湘南一带
。

下二迭统

以桂阳樟市锰矿为代表
。

下石炭统以江永

铜山岭锰矿为代表
。

中泥盆统以兰山井头

锰矿为代表
。

此类矿石可供高炉锰铁原料均属小型

矿床
。

3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

该类矿床通常含有多种共生和伴生元

素
。

具有综合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高的特

点
。

主要分布于湘南一带
。

以郴县玛瑙山

锰矿为代表
。

该矿位于五盖山背斜向北延

伸的田岭背斜东翼
,

千里山和王仙岭两个

燕山期花岗岩株之间
。

区 内出露地层
,

有

中泥盆统跳马涧组和棋梓桥组
。

棋梓桥组

白云质灰岩是主要成矿围岩
。

下伏
:

中泥盆统跳马涧组石英砂岩
。

矿石含锰 17 一 18 %
,

铁 22 一 30 %
,

以及铅
、

锌
、

砷
、

锡
、

锢
、

银等
。

该矿为一中型铁锰矿

床
。

根据其中共生元素含量计算
,

还蕴藏

着相当于一个大型银矿床
, 一

个大型砷矿

床
,

一个中型铅矿床和一个中型锡矿床
。

该矿从 19 8 。年开始采用高炉冶炼富锰渣
,

同时综合

回收铅
、

银
、

铁的生产工艺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湖南主要富锰矿床 (点)特征见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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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富锰矿床成矿地质条件

1
、

海相沉积矿床
。

以
“

桃江式
”

锰矿为代表
。

根据含锰岩系的沉积特征
,

锰矿床的特点
,

以

及岩相与古地理关系等的研究
,

认为该锰矿的形成条件
。

¹ 锰矿赋存于黑色页岩系之中
,

说明该矿是在海水比较平静而滞流的浅海局限盆地中形

成的 ; º 生成时的沉积环境
,

是由还原性趋向氧化性 ; » 生成时的介质
,

是由弱酸性向弱碱性过

渡的临界面上 ; ¼沉积物是由悬浮沉积和化学沉积相互交替的过程产物
; ½ 沉积速度是在由慢

至快的转折点上 ; ¾生物相是由笔石相至介壳相过渡的笔石介壳混合相 ; ¿ 成矿位置是处于在

从海侵至海退的转折点上
。

矿床富集主要与下列各因素有关
:

¹ 矿床

一一

一
‘一
‘

月月

一一
~ 洲, 巴户 lll

丁丁霎霎霎霎霎
一一º 准准准 魄魄
~~~一一一~ 弃弃弃弃

图 3 湖南郴县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区

区口
第四 系
。

,

回
跳马洞组砂、

回 。
桥组灰岩

区困
细。 黑 云母花浏 岩

孰化 铁钻 错矿 体

班铁碳锰方铅矿体
连
原生铁锰矿 石 ,

含铅铁钻 七

方铅矿体

富集与含锰

岩系的厚度

一 般 成 正

比
,

与黑色

页岩具有明

显 依 存 关

系
。

º 与含

锰岩系的成

分有关
。

凡

是在黑色页

岩中的泥炭

质和硫含量

多
,

粘 土岩

中 粘 土 质

高
,

则常为

富矿 ; 而黑

色页岩砂质

和 硅 质 增

多
,

则常 为

贫 矿 或 无

口困因画

矿
。

» 与含锰岩系中沉积韵律的多少有关
。

凡是多韵律的地段
,

不仅形成多层矿
,

而且常为富

矿 ; 而单一韵律地段
,

常为贫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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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与当时海底地形有关
。

一般在海底低洼部位常为富矿 (碳酸锰矿相 ) ; 而在海底隆起部

位
,

则常为贫矿或含锰灰岩
。

(图 2)

½ 与当时的升降运动和沉积速度有关
。

一般在升降运动比较频繁
,

而且下降速度比较缓

慢
,

但稍大于沉积速度
,

则易形成厚度大而富的矿床
; 反之常为薄而贫的矿床

。

2
、

风化矿床的形成最有利的地形
,

是微缓起伏的丘陵地带和湿润的气候
。

以及含锰的硅

酸盐或碳酸盐岩地 区和矿床的矿物及其化学成分
,

有利的构造等地质条件都无疑对风化作用

的产物有密切关系
。

同时还需要一个稳定的地质时代
,

和适宜的 PH 值
。

氧化锰矿一般 PH 值

要在 7
.

4 时才开始沉积
。

3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

以
“

玛瑙山式
”

锰矿为代表
。

该矿属热液改造层控型矿床
。

其特点 ;

¹ 围岩性质
。

矿体赋存于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白云质灰岩中 (图 3)
。

白云质灰岩一般含锰

2一3%为矿源层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与围岩整合接触
。

显然
,

碳酸岩石的围岩对成矿最为

有利
。

º 花岗岩的热液改造
。

矿床的生成与花岗岩的后期热液改造具有密切关系
。

空间上
,

矿

体分布于邻近花岗岩体的围岩里
。

时间是
,

矿体与岩体形成的时间相近
,

而矿体更晚于岩体
,

且与岩脉互相穿插
。

花岗岩具有富钾
、

钠
、

硅
,

贫铁
、

钙
、

镁的岩石化学特点
,

是一种富碱超酸性岩
。

伴生钨
、

锡
、

秘等成矿元素
。

» 背斜构造
。

背黔是最有利的成矿构造
。

本区矿床主要分布于背斜两翼的倾伏端
,

并受

其层间剥离裂隙所制约
。

因为
,

背斜两翼上的矿体
,

容矿构造为层间剥离
,

围岩为白云质灰岩
,

两者有利于矿液的聚集和交代作用进行
,

因此生成有工业价值的矿体
。

四
.

湖南富锰矿床的重点找矿方向

湖南富锰矿床按成因类型划分
,

以风化矿床为主
,

海相沉积矿床和层控铅锌铁锰矿床次

之
。

按工业类型划分属低磷
,

低铁富锰矿床者
,

以铁帽型矿床为主
,

淋滤型矿床和堆积型矿床

次之
;属低磷

、

低铁
、

中锰 自熔性锰矿床者
,

以
“

桃江式
”

锰矿床为主
; 属低磷

、

低硅
、

高铁金属矿

床者
,

以
“

玛瑙山式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为主
。

现就湖南境内今后寻找和评价富锰矿床的方向
:

1
、

湘中一湘西南找矿区
:
位于江南古岛屿的南侧

。

分布有前震旦系板溪群
、

震旦系
、

奥陶

系和二迭系的含锰层位
。

已发现多处富锰矿床 (点 )
。

其中
:

( 1) 在湘潭
、

湘乡
、

宁乡
、

涟源
、

桃江一带
,

以及淑浦
、

黔阳
、

洞 口
、

靖县
、

通道一带
,

是寻找下

震旦统莲沱组 (湘潭式 )含锰岩系表生风化锰帽型和淋滤型矿床的有望找矿区
。

(2) 在益阳
、

桃江
、

安化和涟源一带
,

可望继续找到中奥陶统
“

桃江式
”

锰矿床
。

( 3) 在黔阳
、

城步
、

隆回和新宁一带
,

在燕山期花岗岩体和加里东花岗岩体外围的板溪群马

底骤组合锰变质岩层中
,

是寻找
“

城步式
”

锰帽型矿床和
“

黔阳式
”

淋滤型矿床的有望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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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隆回
、

邵东和新邵等地
,

在火成岩体外围或断裂构造带附近
,

是寻找下二迭统当冲组

含锰岩系表生风化而成的
“

隆回式
”

锰帽型矿床的有望地区
。

2
、

湘西北找矿区
:

位于江南古岛屿的北侧
。

分布有震旦系的含锰层位
。

已发现的富锰矿

床(点)
,

包括凤凰
、

庐溪
、

古文
、

新晃
、

吉首
、

花垣和芷江等地
,

是寻找下震旦统莲沱组 (湘潭式 )

含锰岩系表生风化锰帽型矿床的有望地区
。

3
、

湘南找矿区
:

位于湘桂粤北海西印支坳陷的浅海陆棚局限盆地中
,

普遍沉积有二迭系含

锰层位 ; 同时有泥盆系和石炭系含锰层位
。

区内燕山期火成岩及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有利于热

液对含锰地层中锰及其他金属的改造或富集
。

加之第四纪 以来
,

湖南一带气候炎热
,

雨量充

沛
,

风化作用强烈
,

有利于锰质淋积和迁移作用
。

因此
,

易于形成表生风化型富锰矿床
。

其中 ; ¹ 在桂阳
、

郴县
、

宜章
、

新 田
、

加禾
、

永兴和来阳一带
,

可找到
“

六合式
”

锰矿床
。

º 在

零陵
、

东安
、

桂阳
、

郴县
、

来阳
、

永兴
、

加禾和宜章一带
,

是寻找下二迭统当冲组含锰岩系表生风

化形成的铁帽型
,

淋滤型和堆积型矿床的有望地区
。

» 在桂阳
、

郴县
、

兰山
、

江华
、

江永和临武

一带
,

可找到下石炭统
、

中泥盆统含锰岩层经表生风化形成的
“

江永式
”

和
“

兰山式
”

堆积型矿

床
。

¼在郴县
、

道县
、

兰山
、

临武
、

江华和桂阳一带
,

凡有燕 山期花岗岩侵入的中泥盆统棋梓桥

白云质灰岩地段
,

可能成为寻沙
“

玛瑙山式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的有望地区
。

五
、

结语

富锰矿
,

特别是低磷
、

低铁富锰矿
,

是当前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
。

目前对难选贫锰矿尚未

获得比较经济合理的选矿方法之前
,

地质工作坚持贯彻大力寻找富锰矿床大
、

中
、

小并举综合

评价的找矿方针
。

根据当前我国锰矿的生产技术水平
,

结合湖南锰矿资源特点笔者认为
: “

桃

江式
”

海相沉积矿床
, “

湘潭式
”

锰矿含锰岩系表生风化锰帽型和淋滤型矿床
,

各成矿时期含锰

岩层经热液改造
、

风化剥蚀而成的堆积型矿床
,

以及被生产实践证明具有较好综合利用价值的
“

玛瑙山式
”

层控铅锌铁锰矿床等
,

均将成为湖南境内今后勘查富锰矿床的主要对象
。

参考文献

〔1〕夏长庚 试论湖南 省风化型锰矿 床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方 向 中国锰业 10( 总 )



第二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G E O LO G IC A L FE A T UR 里3 A N D E X PL O R A T 10 N FO R R ICH

M n O R E D E PO S IT S IN H U N A N PR O、飞N C E

灭如 已触时卿
(月 . “. 八优商妇讨 姗如卯眼娜 份四 co

.

)

A be tta Ct

T his Pa Pe r e o rn 幻n e n ts o n th e

m a n ga n e s e o re s a n d th e fa v o ra ble

w e ath e re d ,

m a r in e s ed lm e n ta ry a n d

ge o 1Og ica l fe a 加u res of v a r iou
s m ed iu m 一 a n d sm a ll ai z e r i比

Pr o sPe c ts
.

T h e se r ieh M n or e d ePo s its oc e u r Pr e d o
而

n e n tly in

·

5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