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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氧化锰矿类型及成矿条件
¹

刘腾飞
(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

宜昌
, 4430 0 3)

提 要 本文从分析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含锰岩系出发
,

全面论述了广西氧化锰矿类型
,

在总结各

类氧化锰矿成矿机理和主要特征姗上
,

综合归并哥类七型氧化锰矿划绷比陈其中特别指出岩

溶洼地型锰矿是具地方特色的新类型拓矿
,

具有很大的找矿意义
.

在分析广西氧化锰矿的原岩
、

地

质构造
、

地形地貌
、

气候及水文地质条件等成矿条件的基础上
,

建立了级化铆成斌模式图
,

最后指

出了广西氧化锰矿还有很大的找矿远景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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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石是钢铁工业不可缺少的厚料
,

每炼二哆铆需要含锰 ““%以上的体辱锰矿石
“Qk g 一

60k g
。

预计我国到 20 0 0 年钢产量将达到 12 0 00 万吨
,

需矿石 838 万吨;雨当年生产彝只有 4公

万吨
,

尚差 36 8 万吨
,

需进 口富锰矿石 l“ 万吨
,

国内锰矿产量
,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

近年来
,

因

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

钢铁工业有了新的发展
,

锰合金需求量大增
,

供应紧张
,

价格上涨
。

据我国
锰矿资源特点

,

已探明锰矿储量 62%为贫碳酸锰矿 ,
目前亩
瘫殆等技禾向题

尚不能充分利

用
,

而能够利用的并且 目前在大量开采的是氧化锰矿
,

因而开发和寻找优质富氧化锰矿势在必

行
,

广西氧化锰矿大多具低磷
、

低铁
、

富锰的特点
,

是我国钢铁工业急需的优质富锰矿
,

广西锰矿闻名全国
,

已探明的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38 %
·

年产量占全国年产矿石总量的
34 %

,

均居首位
。

锰矿资源丰富
,

已发现各类锰矿产地 1邹 处
,

其中权化锰矿床 39 处
,

大型 1

处
,

中型 n 处
,

小型 27 处
,

此外尚有锰矿点 (化)约 94 处
。

锰矿分布具有点多面广而又相对集

中的特点
。

广西氧化锰矿虽然占全区锰矿总储量的 41
·

早%
,

但由于多年开采
,

目前可开采利

用富锰矿石储量不多
,

供需矛盾相当严峻
。

因而深入研究氧化锰矿的类型和成矿条伟对于寻
找新的氧化锰矿基地和扩大氧化优质富锰矿储量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广西地处华南加里东褶皱系的西南端
,

西北毗邻扬子准地台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层发育齐

全
,

对形成氧化锰矿十分有利
。

1
.

1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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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层出露齐全
,

沉积类型繁多
,

其中泥盆系
、

石炭系及二叠系发育完整
,

化石丰富
,

研

究程度较高
。

原生沉积含锰层位多达 14 个
,

其中 7 个层位有锰矿产出
,

但具工业意义的仅 4 个

层位
,

即上泥盆统
、

下石炭统
、

下二叠统及下三叠统
。

除原生含锰层位外
,

第四系则是次生风化

型氧化锰矿赋存的主要层位
,

也是全区所有氧化锰矿最后产出层位
。

全区 目前共探明氧化锰矿 10 0 8 0
.

1 万吨
,

按矿源层分
,

上泥盆统占 5 1
.

00 %
,

下二叠统 占

26
.

81 %
,

下三叠统占 17
.

16 %
,

下石炭统占 4
.

4 %
,

下侏罗统占 0
.

63 %
,

可见上泥盆统及下二

叠统锰矿是广西锰矿的主要赋矿层位
。

L Z 区域构造

广西大地构造经历了地槽
、

地台及地洼活动等三个发展阶段
,

不同发展阶段不仅沉积环境

不同
,

其构造运动也各具特点
。

自中元古代以来
,

较为明显的构造运动共有 19 次之多
,

其中以

四堡运动
、

广西运动
、

印支运动
、

燕山和喜山运动最为强烈
,

具有普遍意义
,

对广西地质历史发

展和成矿活动影响最大
。

在历次构造运动中
,

先后形成许多规模不等
、

方向不一
、

性质不同的断裂
,

共有 24 条主要

断裂或断裂带
。

按其活动强度和影响程度可分为深断裂
、

大断裂和一般断裂
;
按其排列组合的

展布方向
,

可分为北北东
、

北东东
、

北西
、

南北和东西向六个组
。

其中以北东东
、

北北东和北西向

组最为发育
,

与褶皱一起共同组成广西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
。

各级断裂构造对全区氧化锰矿的

形成或破坏有一定的影响
。

2 氧化锰矿类型及分布特征

2. 1 含锰岩系

含锰岩系是氧化矿床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
,

含锰岩系的存在是形成氧化矿床的基础
。

因

此
,

含锰岩系与氧化锰矿床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

含锰岩系对氧化矿床的制约
,

主要表现在空

间分布上
,

因为它的分布控制了氧化矿床的分布
。

另外
,

它的物质成分
、

包括岩性
、

矿物组份
、

化

学成分等
,

对氧化矿床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

广西含锰岩系从上元古界丹洲群至第四系多达 20 余个
,

但各时代含锰岩系的分布仅限于

该层位某些特定的区域
,

而且各时代含锰岩系的分布规模
、

岩石组合
、

含锰特征及成矿机理等
,

既有共同之处
,

又有各自的特点
。

根据目前 已知锰矿床的产出层位统计
,

广西含锰岩系主要有

四个
:

即上泥盆统
、

下石炭统
、

下二叠统和下三叠统
;
次生含锰岩系主要为第四系

。

而其余的含

锰岩系
,

极少形成有规模的锰矿
。

2. 1. 1 晚泥盆世含锰岩系

广西上泥盆统五指山组泥质碳酸盐岩硅质岩相区
,

与锰矿关系密切
,

为全 区最主要的含锰

岩系
,

许多大
、

中
、

小型锰矿都与之有关
。

该含锰岩系有硅质岩类组合
、

泥岩
一

硅质岩组合
、

硅质

岩
一

扁豆状灰岩组合等多种组合
。

主要分布在桂西南地区
,

如下雷
、

湖润
、

新兴
、

龙邦
、

地州等锰

矿
。

含锰岩系以扁豆状灰岩为主
,

其次有硅质岩及含硅质或泥质的灰岩
、

泥岩以及夹 1一 4 层含

锰灰岩
、

含锰泥岩
、

含锰硅质岩或碳酸锰矿层
,

形成长达几十公里的锰矿带
,

经氧化富集
,

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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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要的氧化锰矿床
。

2
.

1
.

2 早石炭世含锰岩系

早石炭世含锰岩系是广西主要含锰岩系之一
,

主要分布于桂西北地区
,

形成下石炭统重要

的锰矿成矿带
,

如龙头
、

同德
、

山等
、

洛东等锰矿
。

下石炭统有海相
、

海陆交互相多种沉积类型
,

其含锰地层为一套泥质
、

钙质
、

硅质组成的含锰岩系
,

以上部大塘阶最为发育
,

为灰岩
、

含锰灰

岩夹硅质岩组成及碳酸锰矿层
,

经次生富集
,

形成龙头等中
、

小型氧化富矿
。

2
.

1
.

3 下二盆世含锰岩系

二叠纪含锰岩系为广西重要含锰层之一
,

主要分布在桂中及桂东地区
。

其中最重要的是早

二叠世晚期沉积的孤峰组
,

主要岩性为硅质岩
、

含锰硅质岩
、

硅质页岩夹含锰灰岩或泥灰岩
,

普

遍含锰
,

加之岩石多呈中或薄层状
,

在地表易于风化
,

使锰质更易次生富集形成具有工业意义

的氧化锰矿床
,

分布范围很广
,

如平乐
、

荔浦
、

思荣
、

凤凰等重要锰矿
。

2
.

1
.

4 早三里世含锰岩系

早三叠世含锰地层
,

可分为碳酸盐岩相及碎屑岩相两种沉积类型
,

以上部北洒组碳酸盐岩

相为主
,

主要岩性为薄层灰岩
、

泥灰岩
、

夹硅质灰岩及多层含锰灰岩或贫碳酸锰矿层
,

经风化后

形成钙质泥岩夹氧化锰矿层
,

形成我国著名的
“

东平式
“

锰矿
。

2
.

2 氧化锰矿床类型

广西的氧化锰矿床分布极广
,

几乎在所有含锰岩系分布地区都可见到
。

不论矿床规模大

小
,

氧化锰矿的共同特点是由原生含锰岩石或原生锰矿层在表生的物理
、

化学作用下
,

次生富

集形成氧化锰矿床
。

根据其矿床与含矿母岩的关系
、

成矿条件
、

产出部位和矿床地质特征等形

成方式不同
,

可将氧化锰矿床划分为三类七型
:

2
.

2
.

1 残积矿类

残积矿类即锰帽型矿床
,

是该区最主要氧化锰矿床类型之一
。

它是 由含矿母岩在原地风化

而成
,

矿层层理清楚或大体可辨
,

顶
、

底板与原生含锰层一致
,

虽经风化
,

仍大致可以辨认
。

矿层

厚度反映了原生含锰层的厚度
,

相对较稳定
,

变化不大
。

矿石的锰含量中等或偏低
,

一般 15 %

~ 28 %
,

达 30 %以上者较少
。

主要锰矿物为硬锰矿和偏锰酸矿
,

次为软锰矿
。

矿床规模和矿石

质量受地形
、

地貌影响较大
。

当含矿母岩层的分布与地形坡向一致时
,

对成矿有利
; 当含矿母岩

反复褶曲于低山丘陵地带则成矿面积较大
。

本类矿床的矿层受含矿母岩的顶底板限制
,
氧化锰

矿层主要形成于顶底板之内
。

矿层受当地侵蚀基准面控制明显
,

侵蚀基准面以上形成氧化锰

矿
,

以下为含矿母岩
。

氧化锰矿呈层状
,

未经过搬运
,

俗称锰帽型矿床
。

此类矿床主要发育于原

生沉积型锰矿床的氧化带或含锰灰岩的氧化带 (图 1 )
。

较为典型的有下雷
、

湖润
、

土湖
、

东平
、

龙头
、

理苗
、

洛富
、

下田等锰矿床中的氧化锰矿
,

如下雷锰矿的浅部为氧化锰矿带
,

它是浅部碳

酸锰矿及含锰岩石经风化作用后形成的锰帽
,

而东平锰矿则为含锰硅质泥灰岩经次生富集作

用而形成的氧化锰矿
。

2
.

2
.

2 淋积矿类

含矿母岩在风化条件下
,

锰质被地下水或大气水带入含矿母岩本身的裂隙中或下部非含

矿岩石的裂缝 中
,

沉积成矿脉
;
或顺较大裂隙流入其下的洞穴中

,

在有隔水层的地方堆积成矿

包或其它形状的矿体
。

由于成矿条件的差异
,

本类矿床可分为淋积型及淋积
一

堆积型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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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 3s 333

1
.

第四系残坡积层 2
.

晚泥盆世五指山组第四层 3
.

五指山组第三层 4
.

五指山组第一层 5
.

1 + . 锰矿层 6
.

1

锰矿层 7
.

氧化锰矿层 8
.

碳酸锰矿层 9
.

断层

图 1 大新下雷锰矿第 7 勘探线剖面氧化锰矿体形态图

Fig
.

1 M
o r p h o lo g ie a l dia g r a m o f o x id iz ed M n O re in 7 th tra v e rse in X ia le iM

n d e p o sit
.

Da x in Co
u n ty

2
.

2
.

2
.

1 淋积型矿床 矿床在含矿母岩本身或含锰母岩下部之非含矿层
、

或含锰层间的夹层

中出现
,

但其总的产出层位仍主要在含锰岩系之 内
,

跨越含锰岩系者较少见
。

矿石构造常呈网

格状
、

花斑状
。

矿体空间形态不规则
,

厚度不稳定
,

无固定的顶底板
。

锰矿物以硬锰矿
、

软锰矿

为主
,

次为偏锰酸矿
。

矿石品位一般偏低
,

富者少
。

矿床规模一般不大
。

淋积型锰矿的形成
,

仍然是以含锰岩石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

它们的展布一般是以含锰岩系

及其下伏层位古风化带分布范围为限
。

其氧化锰矿体赖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是
:

构造运动形成的

层 间裂隙
、

节理裂隙和断裂带很发育
,

地下水溶蚀形成的岩溶凹地
、

裂隙和洞穴较多
,

有利的水

文地质条件和适宜的气候等
,

如钦灵锰矿
,

木圭夹层状锰矿等
。

其中木圭夹层状锰矿是晚泥盆

世榴江组上部下段 的含锰岩石在氧化带中锰质经风化淋滤出来后
,

运移到附近岩层的层 间裂

隙或节理中沉淀富集而形成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矿体可不断扩大
,

故而形成复杂多变
、

受层间

裂隙和节理控制很明显的淋积型锰矿
。 ‘

2
.

2
.

2
.

2 淋积
一

堆积型锰矿 锰质自含锰母岩淋滤出来后
,

含锰溶液沿岩石缝隙流入其下的

碳酸盐岩的风化溶蚀面上或溶洞中
,

在灰岩风化形成的粘土层上面堆积而成
。

矿体形态多不规

则
,

常见为扁豆状
、

团块状或不规则囊状
。

矿石结构有粉末状
、

土状
、

肾状及皮壳状等
。

锰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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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软锰矿为主
,

次为硬锰矿
、

黝锰矿及偏锰酸矿
。

矿床规模一般不大
。

如木圭锰矿区的烟灰状

锰矿
,

系聚集在下伏中泥盆统东岗岭组灰岩的风化溶蚀面上或溶洞中 (图 2 )
,

是榴江组底部的

含锰岩石风化后
,

锰的氧化物溶解向下渗流
,

在 E h 值较高而 p H 值呈碱性环境时迅速沉积下

来形成的
,

其产出部位及形态与潜水面附近 的岩溶发育程度有关
,

多呈似层状
、

透镜状成群产

出
。

1
.

残坡积层 2
.

风化土夹健石屑 3
.

烟灰状锰矿 D 31
.

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
,

含锰硅质岩) D Zd
.

东岗岭组灰岩

图 2 木圭括矿区潭塘 57 线创面圈

F ig
.

z
‘

sec
t

玩 of
’

th e 5 7rh
.

tra v er沈 a t
介

n ta n g
,

M峪‘ m in i吃 d istd et

2
.

2
.

3 堆积矿类
-

堆积矿类是广西氧化锰矿的主要成因类型
。

一

它是由已经形成的锰帽型或淋积型氧化锰矿

体经进一步风化破碎后
,

矿石碎块被地下水流搬运至附近低洼处再堆积而成
。

或在原地风化破

碎后下坠至其下的岩溶洼地堆积而成矿
。

其共同特点是空间位置有所移动
,

而矿石矿物成分变

化不大
。

其风化作用除以物理作用为主外
,

尚有一定的化学风化参与
。

因而堆积锰矿的形成是

以锰帽型或淋积型氧化锰矿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
一

,

是这些氧化矿体经进一步风化
、

剥蚀
、

部

分或全部解体后
,

重新组合堆积而成的氧化锰矿床
。

堆积锰矿床的分布或在早期形成的氧化锰

矿床以上
,

或在其附近
,

一般不远离早期形成的氧化锰矿床
。

其形态
、

厚度
、

规模因地而异
、

复杂

多变
,

大的一般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小的多为囊状
、

窝状
、

楔状
、

不规则状
。

在有利的地貌部

位矿体多呈群出现
。

矿体底板多为基岩风化壳或岩溶基底
,

矿体之上常为第四系上部沉积物覆

盖
。

矿石特征与其母体锰矿床的矿石特征基本一致
。

只是风化残余物更多一些
,

一般经简易洗

矿即可获得高品位矿石
。

堆积锰矿按堆积基底地貌及矿块搬运方式不同
,

堆积矿类又可分为三

个亚类
:

2. 2
.

3
.

1 丘陵坡地亚类 丘陵坡地亚类即丘陵坡地型
,

是锰帽型或淋积型氧化锰矿的露头带

遭受风化破碎后
,

矿石碎块被地表水流搬运至同一山体的斜坡或山脚部位
,

因地形坡度变小
,

或正地形阻挡致使水势减弱或洪水自然消失时
,

含锰块的泥石流停止运动
,

成为堆积锰矿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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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矿床特点是矿石块度大小不一
,

分选程度很差
,

常与泥沙混杂
,

矿块棱角分明
,

磨圆度低
,

具

有明显的山麓洪积堆积性质
,

系由多股细水流形成
,

是单纯物理作用沿斜坡搬运为主形成的堆

积矿床
。

矿体离含锰岩系露头带不远
,

基岩岩性不定
。

如来宾凤凰锰矿
、

靖西新兴锰矿区的某

些堆积矿体(图 3 )
。

1
.

残坡积层 2
.

堆 积锰矿体 D 3w
.

上泥盆统五指山组含锰岩系 D 31.
.

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 D ,
.

中泥盆统东岗岭

组 灰岩

图 3 新兴锰矿区 1 号堆积矿示意剖面图

F 19
·

3 S k e m a tic d ia g r a m o f N o
·

1 a c e u m u la ted M n

qrF 咖
; jn x in x in g

min
in g d is tr ic t

2
.

2
.

3
.

2 岩溶洼地亚类 锰帽型或淋积型氧化锰矿床遭受长期风化而被彻底破坏时
,

不仅矿

体本身不复存在
,

甚至其底板以下的碳酸盐岩也被溶化而成为岩溶洼地
。

原来的矿块
、

矿屑与

含锰岩系中的不溶残余物碎块混杂
,

被岩溶地区的季节水搬来搬去
,

最后在岩溶洼地内水流消

失较快的地段堆积下来
,

成 为矿床
,

或者并未经过水平搬运
,

就在原地坠落
,

堆积在底板形成的

岩溶坑穴中成为矿床
。

由于矿块搬运的形式不同
,

又可分为两型
:

¹ 水平迁移堆积型 矿块迁移的方式以水平运动为主
,

其水溶液性质是岩溶水
,

因而矿块

多与岩溶水形成的红土相混杂
,

红土中还混有含锰岩系中的不溶残积物—
硅质岩碎块

。

矿体

一般不大
,

有一定磨圆度和分选性
。

矿体含矿率及品位都不很高
,

一般需选矿才能提高品位
。

如

柳州铜鼓岩锰矿区
。

º 原地坠积型 矿块迁移方式以垂直运动为主
。

在侵蚀基准面以上的含锰地层与底板的

碳酸盐岩同时遭受风化
、

含锰地层形成氧化锰矿体
,

而底板碳酸盐岩被风化岩溶化进程较快

时
,

形成许多石牙状地形和坑穴
,

上部的氧化锰矿层虽严重风化但尚未被地表水流带走
,

由于

重力作用向下坠落
,

堆积在下面的石牙空档里或填充在岩溶坑 内
,

形成原地坠积型堆积矿床
。

如平乐二塘银山岭锰矿及荔浦马岭锰矿等
。

2
.

2
.

3
.

3 凝聚矿亚类 凝 聚矿亚类主要为凝聚
一

堆积型氧化锰矿
,

是该区堆积类氧化锰矿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常见于各地堆积矿中
,

多出现在第四系含矿剖面的上部
,

是由锰帽型或淋积型

氧化锰矿在地表湿热多水的条件下进一步风化形成的
。

凝聚
一

堆积型锰矿的形成机理为
:
呈疏松状态的锰帽露头上

.

节理裂隙十分发育
,

被节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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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分割的锰矿层
,

逐渐发生球状风化
,

当球团之下的支撑体愈来愈细时
,

球粒便滚落下来
,

在重

力和地表水流的作用下
,

运移至附近的低洼处堆积起来
,

成为常见的凝聚
一

堆积型氧化锰矿(图

4 )
。

~ ~ ~
~、、

0 0 0 0 0

图 4 凝聚
一

堆积型锰矿成因示意图

F ig
.

4 G e n e tie sk e te h o f e
oa

e e rv a tio n 一a e
cu m u la tio n M

n o r e

含锰同心球粒的形成
,

既是物理风化作用
,

也是化学风化作用的结果
,

其过程是比较复杂

的
。

从锰球粒成层出现在残积土中
,

且其上
、

下都有锰矿碎块和岩石碎块分布这一事实
,

可以间

接证明锰球粒不是由锰质在水体中沉积聚合而成
,

而是 由已形成的某些氧化锰矿
,

在风化过程

中发生的凝聚
、

迁移作用形成的
。

这种锰球粒凝聚汇集在现代浅水湖盆内时
,

还可被湖中沉积

的泥砂胶结
,

成为新的沉积氧化锰矿层
。

球粒状锰矿经常与碎块状
、

碎屑状锰矿出现在同一堆

积矿床内
,

在剖面上可见到明显的分层
,

锰球粒往往分布在剖面的上部而碎块则多出现在剖面

的下部
。

球状风化的过程
,

是 由表及里的过程
。

降雨及地表水在矿层的细小裂隙内及表面活动
,

加

上物质微粒间的电荷作用
,

使得矿石内的一些矿物微粒 (或元素 )发生迁移或富集
,

亦即凝聚
,

并形成球状风化常见的构造—
同心层状构造

。

这种同心层状小圆球
,

其 中央有时是空心的
,

有的则见有砂粒或铁质砂粒或泥质为核心
。

球粒内部数层
,

由于物质微粒或元素的迁移富集
,

往往含铁质较高
,

而外部数层往往含锰质较高
,

也有全部是锰质的
,

或全部是铁质的
,

这取决于

原来氧化锰矿石的矿物组成状况及风化过程
-

一 元素的迁移
、

富集程度
。

常见的锰球粒直径 为

Zm m 一 2 0 m m
,

一般 sm m ~ 1 5 m m
。

由品位较高的氧化锰矿层形成的锰球粒
,

一般锰 品位也较

高
,

工业上可以利用
,

而由较低品位氧化锰矿层形成的球粒
,

往往锰品位较低
,

特别是 当锰球粒

被搬运时
,

外层锰皮脱落
,

剩余部分锰品位显得更低
,

这类球粒在采矿中常被抛弃
。

广西氧化锰矿床三类七型特征综合对比见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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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西级化锰矿床三类七型特征综合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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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分布特征
·

广西氧化锰矿主要形成于第四纪
。

由于广西各地含锰岩石性质
、

构造运动
、

地形地貌及水

文地质条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氧化锰矿
,

在区域上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

¹ 淋积型和堆积型氧化锰矿主要分布于桂东南地区
。

该 区以淋积型和堆积型矿床为主
,

只

有少量锰帽型矿床分布
。

º 锰帽型矿床主要分布在桂西南和桂西北地 区
,

如下雷
、

湖润
、

东平
、

龙头
、

九抒等大中型

锰矿
,

还有少量的淋积型和堆积型锰矿
,

如新兴
、

酮岂
、

同德等锰矿
。

上述不同类型锰矿床分布特征
,

主要 由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造成
。

桂东南地区地壳运

动表现为抬升程度较低
,

上升缓慢而稳定
,

形成了准平原化
、

低缓丘陵或岩溶化平原的地貌景

观
,

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动缓慢
,

气候炎热多雨
,

以强烈的化学风化作用为主
,

风化环境稳定
,

风

化壳异常发育
,

有利于含锰岩石的分解和锰质的淋滤
、

富集
、

运移
,

对形成和保存淋积
、

堆积锰

矿床有利
,

因而形成了分布广泛的淋积和堆积型矿床
。

而桂西南及桂西北地区由于受云贵高原

强烈隆起的影响
,

抬升幅度相对较大
,

地形切割较剧
,

地貌类型多为侵蚀山地或岩溶山地
,

剥蚀

作用较为强烈
,

因而不利于形成淋积型和堆积型锰矿而形成了较多的锰帽型锰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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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矿条件

广西氧化锰矿床的形成
,

是沉积锰矿层或含锰岩石风化作用之产物
。

风化作用是很复杂的

过程
,

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

如含锰岩系
、

地质构造条件
、

地形地貌条件
、

气候及水文地质

条件等
,

因而氧化矿床的形成是 以上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

3
.

1 含锰岩系的岩石条件

含锰岩系是氧化矿床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
,

含锰岩系存在是形成氧化锰矿床的基础
,

因而

含锰岩系与氧化矿床的关系十分密切
。

含锰岩系对氧化矿床的制约
,

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布上
,

因为含锰岩系的分布控制了氧化矿床的分布
。

另外
,

它的物质成分
、

包括岩性
、

矿物组份
,

化学

成分等
,

对氧化矿床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3
.

1
.

1 含锰岩系的分布控制风化矿床的分布

严格受到含锰岩系控制的锰帽型矿床
,

是沉积锰矿层或含锰层原地风化的产物
,

产于基岩

风化带中
,

所以其产状
、

厚度与原生沉积锰矿层或含锰岩系基本一致
,

两者在空间分布上为过

渡关系
。

淋积和堆积型锰矿体多分布在含锰岩系附近或在含锰岩系所在地 自然水流能够到达

的范围
,

两者分布范围不完全一致
,

但也存在一定的空间配制关系
。

3
.

1
.

2 含锰岩系的物质组成对氧化矿床的影响

据统计
,

广西锰帽型氧化锰矿床的原生含锰层的锰含量一般均在 10 %以上
,

而风化锰矿

床的品位一般可以达到原含量的 2 ~ 3 倍
,

如果原生含锰层的品位过低
,

则不能形成氧化锰矿

床
。

原生含锰层中化学组份 51 0
:

和 C ao 的含量直接影响氧化锰矿床的富集程度
。

在风化过程

中
,

Ca o 比 51 0
:

容易淋失
,

因此钙高硅低的含锰层锰的富集程度相对要高些
。

所以含锰层以碳

酸盐岩为主的岩石组合
,

如下石炭统的多数锰矿属此类型
,

如宜山龙头
、

同德锰矿的氧化矿多

属优质锰矿
。

另外原生含锰层中 Fe 含量高低对氧化矿床的铁含量也有一定影响
,

一般在氧化

作用后铁含量有明显增高
,

甚至形成铁锰矿床
。

但在风化作用较强的地带铁锰通过淋滤作用可

以分离
,

如钦州锰矿
,

在地表为铁帽
,

往下铁质递减而锰质增加
,

成为富锰矿
。

3
.

2 地质构造条件

地质构造 (背斜
、

向斜
、

断裂 )与氧化锰矿床关系密切
。

褶皱构造
,

特别是向斜或背斜两翼浅

部
、

轴部
、

两翼转折处
,

构造节理较发育
,

容易使锰质淋滤富集
,

对氧化锰矿床的形成有一定的

控制作用
。

一般来说
,

较大型的氧化锰矿床往往与平缓
、

开阔的向斜构造有关
。

如木圭
、

东平
、

平乐等大中型氧化锰矿均产于向斜或复向斜构造内
。

在大型复向斜构造内
,

次级褶皱发育
,

使

含锰层反复出露
,

造成埋藏浅
,

分布面积大
,

有利于地表风化
,

对次生锰矿床的形成更为有利
。

另外
,

地貌上表现为向斜盆地或向斜谷地
,

由于含锰层的产状与地形坡 向大体一致
,

致使含锰

层在较大范围内出露地表或埋藏较浅
,

易于风化
,

形成
“

铺山矿
” 。

断裂构造除对含锰岩系产生破坏
,

导致含锰层支离破碎
,

分布面积缩小
,

由于断陷作用
,

使

含锰地层深埋地下
,

导致不易风化
,

难以形成氧化锰矿床外
,

而有利的方面是
,

由于断裂活动强

烈
、

岩石节理裂隙发育
,

致使地下水活跃
,

矿物质容易迁移富集
,

而容易形成风化淋滤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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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地形地貌条件

氧化锰矿床与地形地貌的关系较为密切
。

从广西氧化锰矿床来看
,

大多数氧化锰矿床主要

形成
、

保 留于岩石丘陵
、

岩溶化丘陵以及准平原化的地形地貌条件下
,

而在侵蚀
、

切割较强烈的

地区锰矿床保留较少 (表 1 )
。

从构造角度上来看
,

一般顺地形对锰帽型氧化锰矿的发育特别有

利
,

逆地形则不利
。

东平锰矿层就是顺地形发育的
,

这类锰帽型氧化锰矿称之为
“

铺山矿
” ,

矿层

在平面上呈大面积分布
。

而逆地形条件下形成的锰帽型矿层称为
“

插山矿
” ,

矿体延伸不远
,

氧

化程度较低
。

另一种情况是产状十分平缓的近地表的锰矿层和含锰层
,

准平原化的平缓丘陵对

其次生氧化较为有利
,

如木圭锰矿区松散锰矿床
。

表 1 广西地貌分区及锰矿分布统计表

T a ble 1 T o p o g r a ph ie d iv is io n a n d M n o r e dis t rib u tio n in G u a n g x i

名名 称称 亚区名称称 氧化锰矿床斌存情况况

桂桂中侵蚀
、

溶蚀低山丘陵区区 河池
一

忻城峰丛
,

峰林谷地亚 区区 有龙头
、

同德等锰帽型锰矿分布布

柳柳柳州
一

黎塘峰林弧峰平原亚区区 有凤凰
、

柳东
、

穿山等堆积型 锰矿矿

分分分分布布

桂桂西南侵蚀溶蚀低山丘陵区区 天等
、

大新
、

凭祥峰丛
、

峰林洼地地 有下雷
、

东平
、

土湖等锰帽型 锰矿矿

及及及中低山亚区区 分布布

左左左右江峰林
、

孤峰平原 及南宁丘丘 有马山林坪等锰帽
、

堆积锰矿分布布

陵陵陵
、

河谷平原区区区

佳佳东南侵蚀
,

剥蚀低 山丘陵及滨滨 明江
、

郁江
、

得 江河 谷平原 及丘丘 有木 圭等锰帽
、

淋滤
、

堆积型锰矿矿

海海平原 区区 陵台地亚区区 分布布

钦钦钦州丘陵亚区区 有钦州
、

防城等淋积型锰矿分布布

北北北部湾滨海平原亚 区区 西北边缘有淋积型锰矿矿

佳佳东北溶蚀
、

侵蚀中山与低山丘丘 桂林峰林谷地及峰林弧峰平原原 有荔浦
、

平乐等堆积型锰矿分布布

陵陵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海海海洋山
一

姑婆山中山亚区区区

桂桂西溶蚀
、

侵蚀中山区区 南丹
、

都安峰丛洼地及 中低 山亚亚亚

区区区区区

至于堆积型锰矿的地形地貌条件则与锰帽型矿床不同
,

它主要发育于比较低缓的侵蚀地

貌条件下
。

据统计
,

广西主要堆积型氧化锰矿几乎都形成在十分平缓的
,

由含锰岩系构成的岩

石丘陵或残丘山
,

相对高程为 90 m ~ 1 10 m
,

如来宾凤凰及思荣等锰矿
。

3
.

4 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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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氧化锰 矿类型及成矿条件

氧化矿床的形成
,

与地表及地下水的运动状况有关
,

氧化锰矿床一般形成于潜水面以上的

渗流带中
,

在渗流带内有一定量的氧
、

二氧化碳
、

有机酸
、

无机酸和各种盐类
,

具有介电性
、

解离

性及作为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特殊性能
,

向下渗流过程中能促使岩石和矿体发生强烈的氧化作

用
、

水解作用
、

带出阳离子作用和去硅作用
,

使锰铁等变价元素氧化而残留下来
,

而不稳定组份

如碳酸盐
、

硫酸盐等可溶性物质则发生溶解淋失
,

并搬走风化壳中的碎屑物
,

这些作用和结果

对形成氧化矿床十分有利
。

不同类型的氧化矿床
,

与地下水位及地下水活动程度有关
,

如大新

下雷矿区
,

南北两翼的氧化带深度相差较大
,

南翼含锰岩系褶皱断裂发育
,

不仅含锰地层倒转
,

而且断裂及节理裂隙发育
,

为地下水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
,

由于地下水十分活跃
,

所以南翼锰

矿层的氧化带较深
,

最大斜深可达 150 m
。

而北翼矿层一般出露于山麓附近
,

距地下水面较近
,

加上含锰地层的构造 比较简单
,

断裂
、

裂隙发育较差
,

地下水活动较弱
,

所以氧化带较浅
,

斜深

仅 1 5 m 左右
。

淋滤型锰矿的形成直接受地下水运动的控制
,

矿体大部分形成在潜水面以上
,

仅有少部分

矿床形成于潜水面以下的流动带中
。

而堆积锰矿与地下水位的关系比较简单
。

由于堆积型氧

化锰矿发育于地表的红土风化带
,

因此它常位于地下潜水面以上的渗流带上部
。

3
.

5 气候条件

尸尸

犷、 ‘岁俨俨

尸尸分“蘑
’

气刀
,,

粼粼 一一

分分区名称称 甄 权 化 段段
、

中 等 暇 化 段段 弱 暇 化 一 原 生 段段

含含住层产状状 倾角平级至中等
,

倾向与地地 倾角中等至较决
.

饭向与地地 倾角较健
,

倾向与地形坡向向

形形形坡向相似或相反反 形坟向相似或相反反 相似或相反反

地地形坡度度 平 级级 中 等 至 较 能能 较 陡陡

潜潜水界面面 在地表下较深处处 在地表下较浅处处 在地表下段浅处处

盖盖层厚度度 薄 至 中 等等 称 至 中 等等 中 等
了

至 较 厚厚

摺摺
}
皱构造造 平级的短轴小向斜

,

向料扬扬 倾角中等的背
、

向斜
.

单料料 陡倾角的背
、

向斜
,

单斜斜
起起起

一

端部分倾向与地形相似
,,,,

倾倾倾角较陡的单科科科科

图 6 广西锰帽型级化锰矿成矿棋式图

F ig
.

6 Fo r m a tio n e o n ditio n o f o x id iz e d M
n o r e

气候是决定风化壳的发育程度的重要条件
。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区
,

属亚热带气候
,

自第三

纪至今
,

其气候以炎热湿热为主
,

为加速基岩分解
,

形成风化壳和风化矿床
,

提供了良好的气候

条件
,

因此
,

形成了各类氧化锰矿床
。

而这些风化锰矿床
,

是含锰岩石经长期强烈的化学风化作

用的产物
,

特别是堆积型锰矿
,

它与红土风化作用有关
,

是红土风化壳的组成部分
。

由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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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条件对氧化锰矿床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综合分析广西氧化锰矿成矿条件和控矿因素基础上
,

以东平锰矿为典型实例
,

建立广西

锰帽型氧化锰矿成矿模式图(图 6 )
。

通过模式图可以进行找矿预测
。

4 区域找矿远景

广西地域辽阔
,

成矿条件优越
。

氧化锰矿的成矿母岩层位多达二十余个
,

分布广泛
,

成矿物

质来源极为丰富
;含锰岩系的沉积相发育

,

岩石组合较多对成矿有利
;
锰矿 区构造复杂

,

特别是

开阔的向
、

背斜发育
,

使含矿层反复褶皱
、

出露或接近地表
、

风化作用彻底
、

矿石较富
;
地形地貌

以低矮丘陵为主
,

有利氧化锰矿形成
;广西地处北纬 2 1

“

~ 26
。

之间
,

属亚热带气候
,

湿热多雨
,

地下水系发育
,

对形成氧化锰矿有利
。

广西目前不仅锰矿储量最多
,

而且是我国富锰矿
,

优质锰

矿的主要产区
,

资源潜力还很大
,

具有很大的锰矿找矿远景
,

特别是氧化锰矿找矿潜力更大
,

而

目前该区找矿和锰矿开发力度不够
,

应加强地质勘查力量
,

使广西丰富的锰矿资源早 日为我国

经济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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