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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呈似层状、透镜状、脉状产于岩体外接触带玛瑙山背斜虚脱部位、层

问破碎带、次级断裂构造花岗斑岩脉两侧边缘或附近。成矿作用具有多期、多阶段性。研究结

果表明，矿床成因类型应属与岩浆活动有关的中一低温热液型铁锰多金属矿床。运用玛瑙山

铁锰多金属矿的成矿模式，在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深、边部及外围枫树下、天字号一带，可能找

到同类型的铁锰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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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位于东坡矿田西侧，开采

历史悠久。上世纪60年代，中南锰矿公司地质勘

探队对其浅部矿体进行了勘探，矿床具中型规模。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床的成因研究程度较低，未见

有专门的研究文章。该矿山从60年代开采至今，

矿山资源已近枯竭。能否在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

矿山的深、边部找到同类型的接替资源，延长矿山

建设服务年限，是地质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因此，

研究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的成矿条件、成矿规律及

矿床成因，对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l矿区地质概况

1．1矿区地质特征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位于南岭Ew向复式构

造带中段北缘、区域五盖山一偷营山复式背斜西

翼之次级背斜——玛瑙山背斜中。矿区出露的地

收稿日期：2007一∞一10
作者简介：赵建华(1956一)，男．长期从事地质找矿工作

层由新至老为：泥盆系上统余田桥组(D，s)、中统

棋梓桥组(D：q)碳酸盐岩类及跳马涧组(D：t)碎屑

岩类。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多为NE—时幔向压

性、压扭性断层(图1)。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具多

期次、多阶段特点⋯，地表主要出露燕山晚期花岗

斑岩脉，石英斑岩脉。经钻孔揭露，在地下约loo m

处见有燕山早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其形成时代

和岩石特征与千里山岩体相近。

1．2矿床特征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产于王仙岭一千里山岩

体之间玛瑙山背斜鞍部，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脉

状产出。

原生矿石有磁铁硫锰矿石，黄铁硫锰矿石、磁

铁硫锰方铅矿石三个类型。矿石具半自形一他形

晶粒状结构、交代结构；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浸染

状构造等。矿石矿物主要有硫锰矿、硬锰矿、铁菱

锰矿、磁铁矿、赤铁矿、方铅矿，次有黄铁矿、磁黄铁

矿、闪锌矿、锡石、毒砂等。脉石矿物有主要有白云

石、方解石，次有重晶石、透闪石、辉石、阳起石等。

硫锰矿结晶极小，呈不规则集合体，磁铁矿与硫锰

矿紧密连生，有时硫锰矿交代磁铁矿，方铅矿多呈

浸染状分布，并且交代了黄铁矿和磁铁矿。矿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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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Mnl7．4l％，TFe 29．41％，Pb 2．4％，sn O．1％。

矿石中铁与锰含量互成消长关系，锰与铅含量成正

消长关系。

矿石中有害元素s：O．163～1．976％，P：O．033

～O．024％，As：O．501一1．200％，s，P含量很低，为

高铅低磷铁锰多金属矿石。cao+Mgo／sio：+

AJ：03比值为0．07，为酸性矿石，sio：与Al：O，的比

值为O．76；为铝质矿石。

回l回2圃3回4圃5回6囤7团8回9园lo园ll圈1 2

图1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矿区地质略图

Fig．1 G耐。出a1 ske曲map ofM蛆∞s11卸Fe—Mn帅d p01ymeml orc depo丽ts

l泥盆系上流余田桥组上段；2．泥盆系上统余田桥组下段13．泥盆系中统棋摔桥组上段；4．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中段；5泥盆系中统棋
桥组下段；6．泥盆系中统跳马澜组上段；7．印支期花崩岩；8．燕山早期花岗岩；9燕山晚期花岗斑岩；10燕山晚期石英斑岩；11．断层及

编号；12．构造角砾岩带

2成矿规律探讨

2．1矿体的空间分布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勘查成果表明，铁锰多金

属矿体赋存于岩体外接触带玛瑙山背斜虚脱部位、

层间破碎带、次级断裂构造及花岗斑岩脉两侧边缘

或附近和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与砂岩的界面薄弱

带，矿体的形成明显受构造控制(图2)。这一特征

反映出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床具有热液矿床的空

间分布特征。

2．2矿物组合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体中，矿石物质组分复

杂，矿石矿物除铁锰类矿物外还有方铅矿、闪锌矿、

锡石等。脉石矿物除白云石、方解石外，还有重晶

石、透闪石、辉石、阳起石等。同时，硫锰矿呈不规

则集合体与磁铁矿紧密连生，有时硫锰矿交代磁铁

矿，方铅矿交代黄铁矿和磁铁矿。由此说明，这类

矿物应属岩浆热液交代作用的产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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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成矿物质来源

根据区域资料，对区内各地层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综合分析对比，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下段(D2q。)白云

岩含Fe，h缸较高，其中M10的平均含量为o．”％，高

于棋梓桥组中、上段地层(D2q2、D：寸)80倍；高于泥盆

系上统锡矿山组(域x)2l倍，高于泥盆系上统统余田

桥组(D3s)11倍，高于泥盆系中统跳马涧组(D2t)10

倍；Fe203+FbO含量达4．54％，高于棋梓桥组中、上段

地层(D2q2、D2r)16倍，高于泥盆系上统锡矿山组

(D3x)lo倍，高于泥盆系上统余田桥组(D3s)4倍，高

于泥盆系上统跳马涧组(乌t)2倍(表1)。

区内各期次岩体岩石化学分析结果发现，Mn

元素在各期次岩体岩石中均较低，MnO平均含量为

o．03～o．07％，仅为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下段

(D2q1)白云岩含Fe，^血的1／10(表2)。

以上特征说明，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成矿物质

表1区域地层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TabIe．1 Anmy蛐s nsul忸0f血e r雠k—cheⅡ-ish了0f the mgional s仃at吼 "B／10以

期次 代号 si02 A120，Fe20j F∞ MnO cao M90 Na20 I(20

注：资料来源同表l

主要来源于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下段(D：q1)

白云岩中，泥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下段(D：q1)是该区

形成铁锰矿床的重要物质来源。

2．3矿床成因

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矿床的形成经历过一个

长期复杂的过程，成矿物质具有多源性，成矿作用

具有多期、多阶段性和迭加性，大断裂是矿液运移

通道，次级褶皱和层间裂隙是有利赋矿位置。矿物

组分除磁黄铁矿、磁铁矿、锡石、毒砂等中、高温矿

物外，尚有硫锰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等中、低

温矿物组合。因此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矿床成因

类型为与岩浆活动有关的中一低温热液型铁锰铅

锌矿床。

2．4成矿模式

从上述矿床、矿石特征、物质来源分析，矿区成

矿作用可划分为胶体化学沉积作用和岩浆热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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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作用两种，现分述如下：

(1)胶体化学沉积作用：震旦系含铁锰砂岩在

湿热气候条件下，由于长期风化破碎分解，铁、锰呈

含水氧化物的胶体状态被地表水搬运，在深海氧化

还原条件下，凝聚沉淀，形成泥盆系下统棋梓桥下

段白云岩铁锰矿源层”1。

(2)岩浆热液成矿作用：王仙岭一千里山花岗

岩侵人中，岩浆期后热水热液中酸度很高，因此它

可以溶解大量的金属元素(Fc，Mn，Pb等)，当热液

由深向浅运移与含铁锰碳酸盐岩交代、置换，岩石

中铁锰被溶液溶解，热液中铁锰含量增高，由于热

液与围岩发生置换交代作用，热液中的酸度逐渐降

低，PH值上升，加之温度降低，压力减小，热液中的

挥发组分F，c1，co：等大量逸出，当含矿热液运移

至灰岩与砂岩的接触薄弱带、褶皱鞍部及断裂带等

有利空间位置，首先析出磁铁矿和低硫的磁黄铁

矿、毒砂等高温热液矿物，中晚期阶段热液接近中

性。溶液中的s⋯和cl一阴离子与Fe，Mn金属阳离

子结合，析出黄铁矿、硫锰矿、方铅矿、闪锌矿等，从

而形成中低温热液铁锰铅锌矿床，C0：在高温下呈

气化状态，随着温度的降低，热液中c02含量增高，

与热液中剩余的Fc，Mn元素结合，而形成菱铁矿、

菱锰矿(或铁锰碳酸盐化)，成矿模式见图3。

3找矿方向

研究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的成矿规律，对矿山

接替资源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玛瑙山

铁锰多金属矿的成矿模式，在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

深、边部及外围枫树下、天字号一带，可能找到同类

型的铁锰多金属矿床。

(1)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区及其周边枫树下、

天字号一带，大面积分布泥盆系中统棋梓桥下段自

云岩地层，这为铁锰多金属矿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来源。

(2)重力异常成果表明在王仙岭一千里山岩

体之间存在有NEE向分布的隐伏花岗岩岩基，推

测在地下3 Km深处，两岩体根部有相连的趋势，同

时异常显示，在玛瑙山一带，隐伏岩体有上隆的趋

势”J，为铁锰多金属矿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热源。

(3)区内岩石及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发育，主要

异常元素有Mn，Pb，zn，sn，As等，其中锰异常面积

图3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成矿模式图

Fig 3 Me叫logenic mode越ng map Of廿le Manaosh姐Fc—

Mn aⅡd polymetal ore depodt

1混盆系中统棋梓桥组上段；2．混盆系中绕棋梓桥组下段；3混
盆系中统跳马润组上段；4．燕山早期花岗岩；5燕山晚期花岗斑

岩；6．断层；7．矽卡岩；8．硫锰矿体；9．铁锰铅锌矿体；10地层或

大气永；11混合热水；12．岩浆岩水．

为2．75 km2，异常值一般为8 000一2 0000×

lO～，最大值>5 o000×lO一，规模较大，强度较

高，有明显的梯度变化，浓集中心明显，具有重要的

找矿意义。

(4)在枫树下、天字号一带，围岩蚀变种类较

多、类型复杂，其中与矿化有关的蚀变主要有云英

岩化、绿泥石化、萤石化、硅化、矽卡岩化、白云石化

和方解石化、大理岩化、铁锰碳酸盐化、黄铁矿化，

铁锰碳酸盐化是区内铁锰多金属矿床的直接找矿

标志；地表分布有前人开采的老窿，大致沿矿体露

头分布，区域矿点检查其品位：1’Fe 11．3～20．17％，

Mn 14～20．7％。

(5)前人对枫树下、天字号一带虽然作了不少

工作，但主要为基础地质工作，而对深部的磁铁硫

锰矿及磁铁硫锰方铅矿体工作程度较低，仅有少量

工程控制。枫树下、天字号一带，大面积分布泥盆

系中统棋梓桥下段白云岩地层，其深部存在隐伏花

岗岩岩基，成矿地质条件与玛瑙山铁锰多金属矿区

相似。因此，在这些地区可能找到与玛瑙山矿区同

类型的铁锰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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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ming s协ges 0f沁rIlin幽don，aIld i协genedc呻e is exome衄al一印ith叩Tlal dcposit．snldy叩吐le

metallog商c m。deliⅡg shaws出at are excelknt prospec廿ng po把n垃al of￡he safne type Fb—Mn polyhedral o咒

deposit iⅡtlle d印m 0r onⅡlc ma唱in in MaIlaIlall，or in Fengshu)【ia锄d Tianzihao．

Key words：metallog喇c regular；Fe—Mn polyr∞tal o咒deposit；MOn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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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logicaI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Mode of the

FIlzichong Pb—Zn ore Fidd，Guangxi

cAJ Jin山uil，wEI chang—shan2，wANG Mer霄。JLANG He3

n Yich豫g泌i|蹴可G∞l。群e磁M妇耐Re她凇s．YIch研s 443瞄，鞋H砘i．蕊i般叠k甜翮e可＆。础ch∞i蕊，c托埘eA—
c口出删D，＆。蛔妇f&f棚c黜，m盯嘲100081，函fn4；3 hzfc^D“gm一动肺M，肌咖“543100，G阳n鲥Zh明“g^“加。m伽
Reg加，c^“m)

Abst强ct：111e Fuzichong邢一zn ore ficld is 10caced in州d of B0bai—ceTDd polymetamc lninera吐z撕on

belt in s伽吐least of GuaII函The fom撕on of me depDsit is缸优aspec括to urtit。me effect ch砒are出e

diffbrence of me s仃atIlm rock in Palaeozoic Era，long—te加s讯1cture ac石“可and山e mantk—cmst mix

mag眦mck of dmes incursions in me Yanshan pcIiod．The author passes the summing—up toward tIle geo-

logical IIIinefal chmcterisⅡc of me deposit，tlle deposit geochernistry，building up me metaUogenic modeUng

of血e lead—zinc deposits of 111e Fuzichong ore行eld．And to combinc a great deal of geology and t11e test data

nlat work according to me people of me pasc，buiId up syntheses pmspecdng mo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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