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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是一篇地球科学领域的论文。锰矿为我国十分紧缺的战略矿产之一。黔北-滇东地区是我国二叠

纪锰矿最典型的分布区，在全球晚古生代也较为少见，该区锰矿资源丰富，找矿潜力巨大，称为“遵义式锰

矿”。研究表明，该区锰矿产于二叠纪茅口晚期，分布严格受黔北裂谷盆地控制，锰矿在地堑盆地中心喷溢沉

积成矿，在地垒区则无锰矿分布，矿体空间展布方向与盆地展布方向基本一致。其中，黔北遵义-黔西地区锰矿

在空间上分布于盆地相区，并可分为中心相、过渡相、边缘相等三个锰矿相带，进一步指示了锰矿具体成矿位

置，显示了锰矿受盆地中心控制非常明显的特点。在划分的遵义-宣威锰矿成矿带的基础上，详细划分出遵义-
黔西锰矿成矿亚带中深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尚稽、黔西 4 个锰矿矿集区，以及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

带中水城—纳雍、格学 2 个锰矿矿集区。该研究成果对寻找黔北—滇东二叠纪隐伏锰矿床，开展成矿预测，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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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资源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紧缺战略矿

产资源之一[1]。我国晚古生代是一个重要的锰矿成

矿期，尤其是中国南方 [2-7]，其中，二叠纪时期，

在黔北-滇东地区形成了该期唯一一个具大型—超

大型规模的锰矿床一贵州遵义锰矿，并在贵州水

城、纳雍、黔西和云南宣威等地区形成了多个中

小型锰矿床。黔北—滇东地区锰矿成矿背景和成

矿条件十分有利，锰矿资源丰富，找矿潜力巨

大，成为了国内重要的锰矿生产基地[8-9]。以往对

该区锰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点上的矿石矿物特

征、矿床成因、成矿作用、成矿模式和成矿构造

背景、古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研究[10-29]，而针对锰矿

主要成矿规律和锰矿成矿区带划分方面的研究较

少，直接导致了在锰矿成矿预测方面不系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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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着眼于对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的成矿规律和成

矿区带划分展开研究，对丰富锰矿成矿理论和找

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1　区域地质背景

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区位于上扬子东缘成矿

带渝东南—黔中锰铝铅锌找矿远景区；按照中国

成矿区带的划分[30]，属于滨太平洋成矿域扬子成

矿省，III 级成矿单元中属上扬子中东部（台褶

带）Pb Zn Cu Ag Fe Mn Hg Sb 磷铝土矿硫铁矿成

矿带[31]；位于中国 26 个重要成矿区带中的上扬子

东缘成矿带[32]。区域大地构造位于华南板块的扬

子板块的上扬子板块东南部的鄂渝湘黔前陆褶皱

冲断带西部[33]，先后经历了燕山、喜山期等多次

构造运动的叠加改造作用，形成了如今构造格

局。区域内构造发育，以褶皱为主，呈北东、北

北东向分布；断层走向与褶皱轴线基本一致，以

高角度断层为主。区内寒武纪、奥陶纪、二叠

纪、三叠纪等地层发育完全，志留系、石炭系缺

失，锰矿体赋存于二叠系中统茅口组地层中，呈

层状、似层状产出，严格受层位控制。 

2　矿床地质特征

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遵

义市红花岗区、播州区、新浦区，以及黔西县、

水城县等地区，赋存于二叠系中统茅口组第三段

灰黑色、灰色含锰岩系下部的菱锰矿矿床，锰矿

在空间上分布在黔北裂谷盆地中，受控于裂谷盆

地中系列的地堑盆地中心位置，受二叠纪同沉积

断层和地堑盆地联合控制，简称为“遵义式

锰矿”。

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代表性的锰矿床有贵州

遵义市红花岗区铜锣井、和尚场、转龙庙、深

溪，黔西县太来，以及水城县宏运等锰矿床。锰

矿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走向和倾向均延伸

数公里，具大型-超大型矿床规模，矿体厚度平均

为 1.50 m，矿石品位平均为 20%。矿石自然类型

主要为碳酸锰矿石，工业类型为贫锰矿石、富锰

矿石、含锰灰岩；矿石矿物主要有菱锰矿、钙菱

锰矿、锰方解石等，脉石矿物及副矿物有粘土矿

物、石英、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锐钛矿、

菱铁矿等；矿石常见斑杂状构造、纹层状构造、

角砾状和块状构造[1-5]。截止 2022 年 12 月，黔北-
滇东二叠纪锰矿已发现大型锰矿床 3 个，中型锰

矿床 8 个，小型锰矿床 20 余个，属我国二叠纪最

为典型的锰矿床，在全球晚古生代也较为少见；

矿床成因类型为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矿石

工业类型主要为高硫、中铁、低磷冶金用锰矿

石[8-9，18，27-2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城地区已发现的徐家

寨、坛罐窑、沙沟、麻窝等氧化锰矿床，为原生

含锰灰岩型的“遵义式锰矿”次生氧化而成，即：

碳酸锰矿风化、氧化形成，属次生氧化形成的锰

帽型锰矿床[9-13，16]。针对次生的氧化锰矿床特征和

规律，本文不作讨论。 

3　锰矿主要成矿规律
 

3.1　成矿时代

从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被发现以来，对该

区锰矿成矿时代就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限制了

对锰矿成矿规律的研究，其中，对“遵义式锰矿”

成矿时代研究较多，可以大致分为三种观点：有

学者认为含锰岩系位于龙潭组底部和“白泥塘层”

碳硅质灰岩之间，判定成矿期为晚二叠世龙潭

期[10]；还有些学者认为碳硅质灰岩与含锰岩系之

间为连续沉积，判定成矿期为中二叠世茅口中-晚
期[14，25，34]；也有认为峨眉山玄武岩的大规模喷发

可以被大致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位于茅口组第

二段，另一个是位于茅口组与上覆龙潭组之间，

由于受到了玄武岩喷发作用，锰矿成矿期也有两

个，分别为茅口组第二段和龙潭组底部，并认为

茅口期是最为主要的成矿期[23]。研究发现遵义包

裹锰矿床的黏土岩可能与华南的水下枕状玄武岩

和火山碎屑岩处于等时层位，从黏土岩层中获得

的 262.5 Ma 年龄与阿尔图达生物地层牙形石带

(～263 Ma，中卡皮塔尼期) 一致，对应于早期峨

眉山枕状玄武岩的喷发，代表了与峨眉山大火成

岩有关的火山活动的开始[35]。研究区锆石年龄研

究比较少，仅做了唯一一次研究，通过对研究区

遵义团溪剖面中二叠统茅口组锰矿底部凝灰层样

品进行 LA-ICP-MS 锆石 U-Pb 测年方法获取了一

批高精度的年代学信息，实验所用的锆石来源于

茅口组锰矿层底部及锰矿体之间的凝灰岩，为火

山活动产生的沉积岩夹层，所用锆石能够准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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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在地层的实际年龄，可以通过锆石来确定“遵

义式锰矿”的成矿时间，在该剖面的二叠统茅口组

锰矿凝灰层样品（A12085）共获得 33 个锆石 U-
Pb 年龄数据，所有数据点谐和度均大于 90%
(图 1-A)，最主要的年龄峰值（ n=28）出现于

250～300  Ma 范围内，加权年龄为（266.4±3.2）
Ma （MSWD=2.8）（图 1-C）所测锆石年龄为

（266.4±3.2）Ma[36]（MSWD=2.8），而上二叠统

龙潭组底部黏土岩样品中所测得的锆石年龄为

（261.3±1.3）Ma[37]（图 2-B、D），结合地层层

序，可将此年龄作为上限，龙潭组年龄作为下

限，对比地层层序，判断遵义式锰矿的含锰岩系

形成时代应该不早于 266 Ma，结束的时间应不晚

于 260 Ma，判断锰矿成矿时代可能在 266～260
Ma 之间，时长相对较短的时限内，锰矿成矿时代

为茅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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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遵义团溪剖面中二叠统茅口组锰矿凝灰层样品（A12085）及上二叠统龙潭组底部黏土岩样品（YDX-1）锆石
U-Pb 定年谐和线图（A, B），与频率直方图（C, D）[36]

Fig.1    Zircon U-Pb Dating Harmony Line Diagram (A, B) of Manganese Tuff Layer Samples (A12085) of Maokou Formation in
Middle Permian and Clay Rock Samples (YDX-1) at the Bottom of Longtan Formation in Tuanxi Section, and frequency

histogram (C, D), Zunyi
 
 

3.2　锰矿分布受控于黔北裂谷盆地

前人将在遵义-水城地区二叠纪茅口组出现的

一套深色硅质灰岩沉积相带命名为“黔中台沟”，

台沟外围为上扬子碳酸盐台地，认为“黔中台沟”

相是碳酸盐台地上的一种特殊沉积环境[38]。近年

来，笔者从“黔中台沟”形成于拉张裂谷的背景

下，将“黔中台沟”称为“黔北裂谷盆地”，并对遵

义次级裂谷盆地结构和岩相古地理展开了研究[9，36]。

黔北裂谷盆地宽为 25～35  km，延伸 300  km 左

右，呈勾状展布，以贵州遵义、水城、云南宣威

地区最为发育，盆地中茅口组地层岩性和生物组

合特征较稳定，岩石类型主要为灰黑色硅质灰

岩、硅质岩、泥晶灰岩、锰质岩等。黔北裂谷盆

地的形成和演化改变了黔北—滇东地区中二叠世

古地理格局，沉积岩相在纵向和空间分布上发生

明显的分异，它与峨眉山地幔柱的隆升时间相耦

•  64  • 矿产综合利用 2024 年



合。持续的构造活动导致裂谷盆地不断扩张，同

时，同沉积断层活动，对其演化产生了重要影

响。黔北—滇东地区的锰矿成矿就在这一特殊构

造背景下形成，黔北裂谷盆地的形成发展是该区

锰矿成矿的前提。裂谷作用从宣威-水城地区（茅

口组中期）开始向东，逐渐延展到贵州遵义—黔

西地区，其宣威-水城地区地堑盆地形成早于遵义—
黔西地区。总体上，黔北—滇东锰矿与黔东及毗

邻地区大塘坡锰矿裂谷盆地控矿背景十分相似，

属“内生外成”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39-43]。这一

认识，对黔北裂谷盆地结构划分和研究，为找寻

二叠纪锰矿隐伏矿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对黔北裂谷盆地的原型进行了恢复，发

现黔北裂谷盆地（Ⅰ级裂谷盆地）分别在云南宣

威—贵州水城、贵州遵义一带沿同沉积断层带再

次发生裂陷，其北东往南西方向，分别由 2 个

Ⅱ级次级裂谷盆地构成，即遵义—黔西次级裂谷

盆地、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构成（表 1）。其

中，发现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Ⅱ级）是由

深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尚稽、黔西

4 个Ⅲ级地堑盆地和喇叭—南北、西坪—苟江 2 个

Ⅲ级地垒组成；进一步发现深溪—八里、龙坪—
兴隆、团溪—尚稽 3 个Ⅲ级地堑盆地（由一系列

的Ⅳ级的地堑盆地、地垒）等单元组成（表 1，
图 2）。另外，根据水城 -宣威次级裂谷盆地

（Ⅱ级）内部同沉积断层的分布，及其对沉积环境

和锰矿控制的特征进行恢复，发现水城次级裂谷

盆地（Ⅱ级）由格学—水城 1 个Ⅲ级地堑盆地和

营盘、徐家寨、陈家寨、坛罐窑、格学、麻窝 6
个Ⅳ级的地堑盆地、地垒等单元组成（表 1，图 3）。

研究区锰矿的分布规律与原型盆地结构关系

十分密切。在二叠纪茅口晚期遵义次级裂谷盆地

（Ⅱ级）进一步裂解形成的深溪—八里、龙坪—
兴隆和团溪—尚稽 3 个北西-南东向的Ⅲ级地堑盆

地中，有规律地分布着菱锰矿带、铁锰矿带、含

锰黏土岩带等，Ⅲ级地堑盆地可进一步识别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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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级地垒范围；6—同沉积断层编号

图 2    二叠纪茅口期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原型[9]

Fig.2    Prototype of the Permian Maokou Zunyi - Western Guizhou secondary rift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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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 13 个Ⅳ级地堑盆地，该区的锰矿床均分布在

Ⅳ级地堑盆地中（图 2），至少可形成 13 个锰矿

床，即一个Ⅳ级地堑盆地控制形成一个锰矿床。

另外，在遵义次级裂谷盆地中的 3 个Ⅲ级地堑盆

地之间为喇叭—南北、西坪—苟江 2 个Ⅲ级地

垒，均缺失含锰岩系，无锰矿分布，而出现白

色、灰白色的硅化岩，边缘为角砾状硅质岩。在

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Ⅱ级）中进一步裂解形

成了格学-水城地堑盆地（Ⅲ级），Ⅲ级地堑盆地

可进一步识别和划分出 6 个Ⅳ级地堑盆地，该区

的锰矿床也均分布在Ⅳ级地堑盆地中，至少可形

成 6 个锰矿床，也即一个Ⅳ级地堑盆地控制形成

一个锰矿床。因此，裂谷盆地结构控制了锰矿成

矿的分布，锰矿在地堑盆地中沉积成矿，在地垒

区则无锰矿分布，以出现硅化岩为特征。 

3.3　锰矿分布于盆地相中

研究区在中二叠世茅口早期（即茅口组第一

段）为正常的开阔台地沉积，而在茅口中期开始

出现沉积相分异，相续出现了陆棚相、盆地相沉

积，且在茅口晚期（茅口组第三段）出现了非常

明显的沉积相分异，盆地相沉积持续发展，控制

了茅口晚期的沉积古地理面貌[28]。本次选择了典

型的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根据该区锰矿床

分布、硅化岩及茅口组第三段的展布情况，对该

 

表 1    黔北裂谷盆地原型与结构
Table 1    Prototype and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Guizhou Rift Basin

Ⅰ级 Ⅱ级 Ⅲ级地堑盆地与地垒 Ⅳ级地堑盆地 备注

黔北裂谷盆地

遵义—黔西次
级裂谷盆地

深溪—八里地堑盆地
冯家湾—铜锣井、共青湖—转龙庙、深溪地堑

盆地

黔北裂谷盆地原型恢复限于茅
口晚期-龙潭

龙坪—兴隆地堑盆地 张家湾—木杠台、兴隆地堑盆地

团溪—尚稽地堑盆地 长滩—柏杨坝、和尚场地堑盆地

喇叭—南北、西坪
—苟江地垒

−

黔西地堑盆地 −
水城—宣威次
级裂谷盆地

格学—水城地堑盆地
营盘、徐家寨、陈家寨、坛罐窑、格学、麻窝

地堑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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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角砾状硅化岩陆棚相；2-层状硅化岩；3-台地相；4-盆地相；5-乡镇；6-城镇；7-相界线；8-钻孔；9-剖面

图 3    遵义-黔西二叠纪茅口晚期岩相古地理
Fig.3    Lithofacies palaeogeography of late Permian Maokou in Zunyi-West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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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茅口晚期（茅口组第三段）古地理进行恢

复，进一步总结锰矿分布规律。

从地层序列和岩相对比表明，研究区在茅口

早期为正常的浅水台地相沉积，沉积了茅口组第

一段地层，岩性主要为灰色中厚层-块状生物碎屑

灰岩，下部含燧石结核，见眼球状灰岩，见腕

足、藻类、海百合茎、双壳、䗴类等生物化石，

中部见大双壳生物碎屑化石层，其双壳个体较

大。在茅口中期开始，相对早期沉积面貌发生了

一些变化，为茅口晚期古地理的演变奠定了基

础；特别是茅口晚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出现

了盆地-陆棚-台地等不同的沉积分异，盆地区主要

以碳硅质岩-灰岩组合沉积为主，陆棚区以泥质硅

质岩、泥灰岩等沉积为主，且与台地、盆地的

边缘出现角砾状硅化岩、角砾状硅质岩为特征

（图 3）。

总体上，在研究区共发现三个锰质、黏土岩

盆地相（图 4），分别位于研究区中北部缘竹坪-
巷口-铜锣井-虾子、中部的三岔—龙坪—兴隆、南

东部的金鸡坪—五龙溪—白泥塘等地区，这些地

区均是主要的锰矿床产出地。另外，位于碳酸盐

台地靠近陆棚相一侧，发现研究区存在六个硅化

岩分布带，该带厚度不一，该硅化岩带俗称“城墙

式硅质岩”，硅化岩带分别位于研究区北部的董公

寺—松林、中部的深溪—复兴和龙坪—三岔、南

部的西坪—苟江、铁厂坝、白泥塘—尚稽等地

区。在靠近盆地相一侧，还出现带状展布的陆棚

相的角砾状硅化岩，指示了同沉积断层的存在。

因此，在硅化岩带靠近盆地一侧有锰质岩产出，

而靠近台地一侧为碳酸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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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锰矿成矿带；2-行政区划界；2—锰矿成矿亚带；3-锰矿矿集区；4-大型锰矿床；5-中型锰矿床；6-小型锰矿床；7-锰矿成矿区带界线；8-地

名 ①深溪-八里锰矿矿集区；②龙坪-兴隆锰矿矿集区；③团溪-尚稽锰矿矿集区；④黔西锰矿矿集区；⑤水城-纳雍锰矿矿集区；

⑥格学锰矿矿集区

图 4    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成矿区带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Permian manganese ore belt in northern Guizhou and Eastern Yunnan

 
 

3.4　锰矿体沿北东东方向展布

构造古地理与盆地原型恢复分析表明，黔

北—滇东二叠纪锰矿床的分布严格受系列同生断

裂和裂谷盆地共同控制。研究区同沉积断层呈

80°方向平行分布，控制了该区构造古地理格

局[9]，二叠纪茅口期的同生断裂及所控制的地堑盆

地，沿北东东 75～80°方向展布（图 3），故隐伏

的菱锰矿体空间展布方向也是北东东 75～80°。这

与表层燕山期北北东构造方向，存在 40～50°左右

的夹角，即锰矿区具有独特的“双层立交桥式”构

造特征，这对指导深部隐伏锰矿床找矿预测十分

关键。长期以来，前人将表层的后期燕山期北东

向构造方向一直误认为是成锰盆地和锰矿体的走

向，是导致贵州二叠纪隐伏锰矿找矿长期未能取

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3.5　喷溢口的锰矿相带分布规律

黔北—滇东二叠纪锰矿过去一直认为是传统

的海相沉积型锰矿床，近年来，研究发现属气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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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沉积型锰矿床，可能是内生外成的锰矿床[9,27]，

并不是传统认为的外生外成的沉积型锰矿床。本

次通过对遵义地区锰矿分布规律的研究，发现该

区锰矿在空间上自喷溢口向外，从锰矿的结构构

造、矿物特征和含锰量等方面，可分为三个锰矿相

带，即：中心相、过渡相、边缘相，现详述如下：

（1）中心相。该相带的锰矿石以厚度大、品

位高为特点，均达富锰矿指标，厚一般＞2 m（最

厚达 8 m），品位一般＞20%（最高达 34%），另

外，Mn/Fe 值＞4。矿石以斑杂状构造、角砾状构

造、块状构造为特点，矿石矿物主要为菱锰矿，

可见黄铜矿、重晶石、方铅矿、草莓状黄铁矿

等。其底板硅质灰岩也见角砾状构造、变形纹理

构造。值得注意的是，该相带中，在锰矿体中下

部夹有 2～20 cm 灰绿色凝灰岩，且该凝灰岩层下

发育一层富锰矿。

（2）过渡相。该相带锰矿体相比中心相，厚

度较薄、品位较低，厚度 1～2 m 之间，品位

15%～ 25% 之间，为贫锰矿石，且 Mn/Fe 值为

1～4 之间。矿石具块状构造、碎屑状构造、条带

状构造。其底板硅质灰岩具水平层理，锰矿层中

一般有 1～2 层含锰黏土岩、黏土岩，底部含一层

5～25 cm 灰绿色凝灰岩层，之下直接与底板茅口

组第二段硅质灰岩接触。

（3）边缘相。该相带锰矿体不稳定，且相比

最厚度最薄、品位最低，厚度 0.2～1.5 m 之间，

品位 8%～18% 之间，Mn/Fe 值小于 1，主要为黏

土质锰矿、铁锰矿、含锰黏土等，泥质含量较

重，具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含较多的黄铁

矿颗粒和团块。另外，底部含 1～5 cm 凝灰岩

层，有些地方甚至尖灭。

总之，该区锰矿形成于裂谷盆地深水环境

中，其喷溢口发现的锰矿相带分布规律，可进一

步指示了锰矿具体的成矿位置，显示了锰矿受盆

地中心控制非常明显的特点，可有效的指导找矿

预测和勘查工作。 

4　锰矿成矿区带划分
 

4.1　划分依据与原则

锰矿成矿区带划分有别于全国及省域的综合

成矿区带划分，是属单矿种的成矿区带划分。根

据黔北-滇东地区二叠纪锰矿成矿地质背景和裂谷

盆地原型，结合研究区区域构造古地理特征和二

叠纪锰矿床区域分布规律进行成矿区带的划分。

对本区二叠纪锰矿成矿带采用四分法的原则，即

成矿带（与Ⅰ级对应）、成矿亚带（与Ⅱ级对

应）、成矿预测区（与Ⅲ级对应）、矿集区（与

Ⅳ级对应，相当于Ⅳ级地堑盆地，与矿田级相

当），即按序次排列的成矿区带进行划分。即：

黔北裂谷盆地（Ⅰ级）控制锰矿成矿带、次级裂

谷盆地（Ⅱ级）控制锰矿成矿亚带、Ⅲ级地堑盆

地控制形成锰矿矿集区、Ⅳ级地堑盆地控制形成

锰矿床。 

4.2　成矿区带划分

根据前述划分依据与原则，开展研究区成矿

区带的划分。在黔北-滇东地区，其二叠纪黔北裂

谷盆地控制和形成了二叠纪遵义—宣威锰矿成矿

带，黔北裂谷盆地进一步裂解、演化形成了遵义-
黔西次级裂谷盆地和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

其中，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控制和形成了遵

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包括贵州播州、红花岗、

新浦、黔西等地，分布有一批著名的大中型锰矿

床；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控制和形成了水城-
宣威锰矿成矿亚带，包括贵州六盘水、纳雍和云

南宣威等地，分布有一批中小型锰矿床。在对该

地区二叠纪构造古地理背景恢复分析研究的基础

上，对遵义—水城二叠纪锰矿带的内部结构进行

了研究和划分（表 2、图 4）。在成矿带内部由同

沉积断层控制形成了多个次级地堑盆地和地垒，

分别控制和形成了锰矿成矿亚带、矿集区等。

（1）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

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受黔北裂谷盆地中

的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控制，西起黔西市、

东至湄潭县、北到遵义董公寺、南至团溪铁厂的

范围内，延伸长约 260 km。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

地中地层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茅口组第二段“白泥塘

层”硅质灰岩和茅口组第三段含锰岩系普遍分布。

同时在新蒲—鸭溪、喇叭—石板、西坪—三岔、

团溪—西坪、珠藏—息烽发现了多条线状分布

的、受锰矿成矿期同沉积断层控制的硅化岩体；

含锰岩系和锰矿床沿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呈北

东东向断续分布，锰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

状产出，并发现了多个锰矿喷溢沉积口（中心

相），以具搅动构造、角砾状构造的富锰矿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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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根据遵义次级裂谷盆地特征，遵义—黔西锰

矿成矿亚带可进一步划分为深溪—八里、龙坪—
兴隆、团溪—尚稽、黔西 4 个锰矿矿集区和多个

锰矿预测区（地堑盆地）。

（2）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

水城—宣威锰矿成矿带位于黔北裂谷盆地西

南部的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内，分布于水城区

观音山镇、阳长镇、坛罐窑镇及纳雍县大河镇一

带，成矿带大致呈北东东向展布，延伸长约

220 km，在相邻的云南省分布有宣威格学中型氧

化锰矿床。锰矿体产于二叠系上统茅口组第二段

中部和上部。依据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特

征，可划分为水城—纳雍、格学 2 个锰矿矿集区。

另外，前人研究认为水城地区原生碳酸锰矿

（含锰灰岩）形成早于遵义地区的碳酸锰矿，且

成矿规模较遵义地区要弱[16]，本次结合遵义、水

城地区的矿床特征和含锰地层层序对比，认为水

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的地堑盆地形成早于遵

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含锰气液喷溢发生在茅

口组中期，但喷溢规模比遵义—黔西锰矿成矿带

小，尚未能形成“遵义式”的菱锰矿体，锰质充分

与海水混合后，受海水沉积改造，形成了含锰灰

岩、含锰硅质岩等海相沉积型岩石，该类海相沉

积型含锰岩类，锰质含量较低，难形成工业锰矿

床，仅个别地段达工业利用价值，后期经风化淋

滤后，形成锰帽型氧化锰矿床[9-13]。因此，黔北裂

谷盆地的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和水城-宣威锰

矿成矿亚带，是二叠纪锰矿的重要找矿位置和方向。 

5　结　论

（1）研究区锰矿成矿规律比较明显，分布严

格受黔北裂谷盆地控制，产于盆地相中；裂谷盆

地结构控制了锰矿成矿的分布，锰矿在地堑盆地

中沉积成矿，在地垒区则无锰矿分布。

（2）研究区二叠纪茅口期的同生断裂及所控

制的地堑盆地，沿北东东 75～80°方向展布，其隐

伏锰矿体空间展布方向也是北东东 75～80°，这与

表层燕山期北北东构造方向，存在 40～50°左右的

夹角，即锰矿区具有独特的“双层立交桥式”构造

特征。

（3）遵义地区锰矿在空间上自喷溢口向外，

从锰矿的结构构造、矿石矿物特征等方面，可分

为三个锰矿相带，即：中心相、过渡相、边缘

相；进一步指示了锰矿具体的成矿位置，显示了

锰矿受盆地中心控制非常明显的特点。

（4）黔北裂谷盆地控制形成了二叠纪遵

义—宣威锰矿成矿带，并进一步划分为遵义—黔

西锰矿成矿亚带、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其

中，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进一步划分为深

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尚稽、黔西 4 个

锰矿矿集区和多个锰矿预测区（地堑盆地）；水

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进一步划分为水城—纳

雍、格学 2 个锰矿矿集区。

 

表 2    贵州遵义-水城锰矿成矿带结构与划分
Table 2    Structure and division of Zunyi-Shuicheng manganese ore belt in Guizhou Province

成矿带 成矿亚带 矿集区 成矿预测区 已发现矿床（点） 成矿期

遵义—宣威锰
矿成矿带

遵义—黔西锰矿
成矿亚带

深溪—八里锰
矿集区

铜锣井—深溪锰矿
预测区

铜锣井大型锰矿床、深溪大型锰矿床、永安大型
锰矿床、小金沟中型锰矿床、东高寨中型锰矿

床、西台小型锰矿床

茅口晚期

共青湖—转龙庙锰
矿预测

冯家湾中型锰矿床、共青湖中型锰矿床、转龙庙
中型锰矿床

龙坪—兴隆锰
矿集区

张家湾—木杠台锰
矿预测区

龙坪中型锰矿床、木杠台枪村坝中型锰矿床、毛
家山小型锰矿床、高山小型锰矿床

兴隆锰矿预测区
兴隆小型锰矿床、缘竹坪小型锰矿床、大土锰矿

点、天井台锰矿点

团溪—尚稽锰
矿集区

长滩—白杨坝锰矿
预测区

长滩锰矿点、白杨坝锰矿点

和尚场锰矿预测区
工农湾小型锰矿床、和尚场中型锰矿床、铁厂坝

锰矿点、高石坎锰矿点、五龙溪锰矿点

黔西锰矿集区
刀疤水锰矿预测区
太来锰矿预测区

刀疤水锰矿点、太来钴锰矿点

水城—宣威锰矿
成矿亚带

水城—纳雍锰
矿集区

水城锰矿预测区
徐家寨小型锰矿床、立火小型锰矿床、营盘小型

锰矿床
茅口中期纳雍锰矿预测区 /

格学锰矿集区 / 宣威格学中型锰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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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and Metallogenic Zone Division of Permian
Manganese Deposits in Northern Guizhou-Eastern Yunnan Province
LIU Zhichen1,2,3,  ZHOU Qi1,3,4,  YANG Ruidong1,  DU Yuansheng5,  CHEN Deng2,3,  XIAO Lin2,3

(1.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3, Guizhou,
China; 2.The 102 Geological Team, Guizhou Bureau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Zunyi 563003, Guizhou, China; 3.Technical Innovation Center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in Bedrock Area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Guiyang 563003, Guizhou,
China; 4.Guizhou Key Laboratory for Strategic Mineral Intelligent Exploration, Guiyang 563003, Guizhou,

China; 5.Faculty of Ear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article in the field of earth sciences. Manganese ore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minerals in
short supply in China. The area of Northern Guizhou-Eastern Yunnan is the most typical distribution area of
manganese ore in Permian, which is also rare in the Late Paleozoic in the world. It is rich in manganese ore
resources and has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so it is called "Zunyi type manganese 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nganese ore is produced in the late Permian Maokou, and its distribution is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northern  Guizhou rift  basin.  The  manganese  ore  is  formed in  the  center  of  graben basin  by  exhalation
deposition,  but  no  manganese  ore  is  distributed  in  the  barrier  area,  and  the  ore-body  spatial  distribution
direction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n distribution direction. Among them, manganese ore in Zunyi -
western  Guizhou  area  is  spatially  distributed  in  the  basin  facies  area,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nganese  ore  facies  belts,  namely,  the  central  phase,  the  transition  phase  and  the  edge,  which  further
indicates the specific metallogenic location of manganese ore and shows that the manganese ore is controlled
by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Based  on  the  Zunyi-Xuanwei  manganese  ore  bel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nganese ore concentration areas in the Zunyi-Qianxi manganese ore mineralization subzone: Shenxi-Bali,
Longping-Xinglong, Tuanxi-Shangji and Qianxi, and two manganese ore concentration areas in shuicheng -
Xuanwei manganese ore mineralization subzone: Shuicheng - Nayong and Gexue.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earch  for  Permian  concealed  manganese  deposits  in  northern  Guizhou  and  eastern
Yunnan and to carry out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Keywords: Earth  sciences; Permian  manganese  or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Metallogenic  zone; Northern
Guizhou Province to easter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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