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南震旦 纪锰矿主 要 类型
、

地 质

特征 及找矿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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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部地区 (以下简称陕南 ) 震旦纪锰矿经过二十余年的普查找矿
,

尤其是近几年的

勘探工作
,

已积累了不少资料
。

为了适应冶金工业对锰矿资源的需要
,

我们对本 区震旦纪锰

矿床 (点 ) 的主要类型
、

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
,

现论述如下
。

一
、

陕南震旦纪锰矿主要类型及地质特征

据初步统计
,

在陕南震旦纪地层中已发现的锰矿床 ( 点 ) 约 20 余处
,

其中已勘探结束的

有 2处
,

均属中型矿床
,

其余矿点有的正在进一步工作
。

这些锰矿床 (点 )主要分布在勉 (县 )
、

略 ( 阳 )
、

宁 (强 ) 三角地带及西乡
、

紫阳
、

镇 巴等地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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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南震旦纪锰矿分布略图

1
一

第匹系砂
.

粘土
、

砾石堆积 ; 2
一

第三系砾岩
、

砂岩夹石膏 ; 3
一

侏罗系砾岩
、

页岩夹煤层 , 4
一

三

叠系页岩夹灰岩 ; 5
一

二叠系碎屑岩及灰岩 , 6 一石炭系碎屑岩及灰岩 , 7
一

泥盆系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8
一

志留系炭质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9一寒武一奥陶系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10
一

震旦系碎屑岩
、

灰岩及



溶岩 , 1 1
一

下古生界火山碎屑岩
,

1 2
一

下元古界黑云母石英片岩夹大理 岩 ; 1 3
一

酸 性及基性熔岩 ,

4]
一

印支期花岗岩
:

15
一

华力西期花岗岩
, 1 6

一

阿森特期花岗岩 , 1 7
一

断层 , 1 8
一

矿床 (点 )位置及编号

图中①屈家山锰矿 ; ②麻柳坝锰矿 ; ③栗子娅锰矿
;

④石堡山锰矿 ; ⑤水晶坪锰矿 , ⑥黎家 营锰

矿
:

⑦两河 口锰矿
,

⑨干沟峡锰矿
,

⑨郑家坝锰矿 , L五房山锰矿 ,
@ 何家崖锰矿 ; L茶店锰矿

按其物质来源
、

成矿条件及成矿作用等因素
,

可将陕南震旦纪锰矿分为二大 类 四 亚类

( 表 1 )
。

陕南瓜旦纪锰矿主要类型及地质特征表 表 1

矿 床 实

例 及 规 模

屈家山
、

水
晶坪为中型

。

石堡山栗娅
子为小型

麻 柳 坝 锰
矿

,

属中型

"
.

一遥一相质矿一相型酸一类一粼卿输一酬濒类一E一浅屑型一钱质

哩邹一匕罐件叫呱

盐型锰矿

浅海相碳

酸盐一泥 山式

五房山
、

何
家崖

、

茶店子
等锰矿

,

属小

矿一粤

质沉积变…

矍…
浅海相 }

0
.

0 1一型变型质

锰 }火山沉积

变质型锰

矿

黎家营锰矿
,

属中型

成矿物质来源
于基性火山岩和

锰硅质灰岩和
中基性火山岩
共生

黑锰矿

硅质碳酸盐岩

( 一 ) 沉积型锰矿

此类矿床工业价值较大
,

主要形成在台缘坳陷中
,

属浅海相沉积的碳酸盐型锰矿
。

矿体

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产在海进层序的早期
,

层位较稳定
,

矿床受岩相和古地理条件控

制
。

由浅海滨岸向海盆深处通常出现碎屑岩一泥质岩一碳酸盐岩等共生
。

根据共生岩性又可

分为海相碎屑泥质岩型和泥质碳酸盐岩型两个亚类
。

1
.

海相碎屑泥质岩型锰矿 如屈家山锰矿
。

本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边缘坳 陷褶皱带次一

级构造单元— 南大巴山坳陷褶皱束
。

产于近海岸海进层序的早期
。

成矿物质来源于下震旦



统火山碎屑岩
。

主要矿体有4个
,

长几百米
,

厚 1一 3米
,

M n 平均含量 2 1
.

6%
,

M n : F e > 6 ,

P < 0
.

0 05 %
,

矿石类型为原生碳酸盐锰矿石
,

以菱锰矿为主
。

脉石矿物主要为泥质
。

矿体形 成

于碎屑岩沉积 向大量泥 贡岩沉积 的过度带中
,

属低磷锰矿床
。

2
.

海相泥 质碳 酸盆岩型锰 矿 如麻柳坝锰矿
。

该矿床位于大巴山坳褶带北大巴山坳褶束

的南部川陕交接地带
。

形成于浅海区较深水域 氧气不足的还原 环境中
。

锰矿与 磷矿 紧密共

生
,

赋于陡山沱组白云质页岩与炭质页岩界线处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主要 矿体 长 30 0一

1 7 0 0米
,

一般长 5 00 一 6 00 米
,

厚 0
.

6一 1
.

4米
,

一般为 1米左右
。

矿石中 主要有用矿 物为锰 白云

石
、

菱锰矿
、

锰方解石等
。

氧化带中有硬锰矿
、

软锰矿及锰的氢氧化物
。

磷主要是胶磷矿及其

重结晶生成的晶质磷灰石
。

锰质来源于下震旦统火山碎屑岩
。

本矿床虽为高磷锰矿床
,

但经

过选矿脱磷后工业上可 以利用
。

( 二 ) 受变质型锰矿

本类矿床的工业价值次于沉积型锰矿
。

`

一般仅遭受轻微变质作用
。

常形成于浅海海进层

序 中
。

矿体多呈层状
、

似层状及透镜状
。

矿石类型有碳酸盐锰矿石及氧化锰矿石
。

根据矿床

地质特征可分成
:

浅海相泥质碳酸盐岩沉积变质型锰矿及浅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型锰矿
。

1
.

沉积 变质型锰矿 如五房山锰矿床
。

矿床位于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北部构造岩相带的

北 东 部
,

靠 近 略 (阳 )一褒 ( 城 ) 深大断裂
。

矿床赋存于断头崖组泥质一碳酸盐岩相中
,

矿

带长 1 7 0 0米
,

宽 1 00 一 3 00 米
,

地表已圈出矿体露头 27 个
,

全 为氧 化锰矿体
,

可划 分为 南
、

中
、

北矿体
。

长度大于 1 00 米
,

厚 。
.

5一 2
。

5米的矿体有 4个
。

矿石 类型 为氧化锰 和碳酸锰两

种
。

氧化锰矿石M
n 的品位平均 30 %

,

51 0
: 8一 4D %

,

P
艺
O

。 0
.

01 一 15 % ; 碳酸盐锰矿石 M n
的

平均品位为 8
。

67 一 1 0
.

89 %
。

成矿受上震旦统底部角度不整 合面控制
,

锰质 来 源于接官亭组

陆缘火山碎屑岩
。

山间或山前 凹陷盆地是此种矿床的沉积环境
。

2
.

火山沉 积 变质型锰矿 如黎家营锰矿床
。

矿床处于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南部构造岩相

带 鸡公石 向斜北翼
,

为一北东至南西的
“ S ” 形扭曲形迹 ( 图2 )

。

含锰岩系由下而上为细 碧

岩
、

细碧凝灰岩
、

千枚岩
,

千枚岩中夹含锰硅质灰岩及锰矿层
。

矿区为单斜构造
。

含矿层地

表长 9 00 米
,

厚 10 一 24 米
,

共圈出 10 个矿体
,

最大的为 l号矿体
,

其余均为平行的小 矿体
。

矿

体产状与围岩一致
。

1号矿体地表长 8 92 米
,

厚 1一 4米
,

深部向两侧侧伏
,
已控制长 1 4 0。米

,

南侧矿体厚度增大
,

最厚达 12 米
,

平均厚 3
。

05 米
。

矿石为褐锰矿
,

向深部递变为菱锰 矿
,

锰

平均品位 22
.

16 %
,

磷平均品位为 0
.

0 96 %
。

此类矿床发育在基性熔岩一细碎屑岩一含锰硅质碳

酸盐岩喷发一沉积 韵律层中近岸浅海相对低凹的地段
。

二
、

陕南震旦纪锰矿的成矿特征

陕南震旦纪中形成的锰矿床 ( 点 )
,

据其所处构造位置
、

沉积地层
、

成矿时代和成矿作用

的不同
,

可归纳为两大成犷区
,

现将各区的成矿特征分述于后
:

( 一 ) 安康锰矿成矿 区

本成矿 区的震旦纪锰矿主要分布在西乡一紫阳锰矿带
,

北西一南东 向展布
。

北起西乡水

晶坪
,

向南延入四川万源田坝
,

陕西境内长约 80 公里
,

宽 15 公里 ( 图3 )
。

矿带位于扬子准地台北缘大 巴山坳褶带
。

东侧与大 巴山大断裂与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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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黎家营锰矿床矿区地质略图 图 3 陕南西 乡一紫阳锰矿带地质略 图

1
一

郭家沟组火山岩和硅质灰岩
; 2

一

郭家沟组白云 1
一

寒武系 , 2
一

上震旦统灯影组 , 3
一

上

质灰岩
、

千枚岩 , 3
一

蛇纹岩 , 4
一

变辉绿岩 ; 5
一

斜 震旦统陡山沱组 , 4 一下震且统 ,

长斑岩 ; 6 一锰矿层 , 7
一

断层及编号 ; 8
一

地层界线 5
一

锰矿点

邻
,

西侧是镇 巴大断裂与扬子准地台两个次一级构造单元—
汉南一米仓山台拱及四川台坳

相接
。

成矿带内地层出露较全
,

从震旦系到二叠系均有分布
。

震旦系为锰矿赋存层位
,

地层 由

碎屑岩一泥质岩一碳酸盐岩建造组成
,

其岩性特征见表 o2

上述震旦系 由于受构造形态的制约
,

使大巴山褶皱束被中轴断裂分 隔成为两个均含锰矿

层的次一级构造单元
,

构成两个分支的锰矿成矿带
,

它们在沉积建造
、

矿石成分和结构构造

等方面都表现出不 同的特征
。

在陕西境内分别称为东
、

西矿带 ( 表 3 )
。

从表 3可以看出
,

东
、

西两矿带的差异
,

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地理环境
、

海水深浅及氧化一

还原条件不同所造成的
。

( 二 ) 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锰矿成矿带



西乡一紫阳锰矿带展旦 系性特征表 表 2

代 性 厚 度 (米 )

上 { 灯 影 组

.

上部硅质灰岩或泥质灰岩及白云质灰岩
,

含
’

藻类化石 , 下部条带状炭质灰岩夹 白云 质灰…
岩

,

泥质灰岩及钙质页岩 一

3 0一4 5 0

陡山沱组

上部灰绿色钙质页岩
,

有时夹一层锰矿
,

为

本区的含锰矿层 ; 下部紫红色粉砂质页岩夹粉

砂岩或绿色细一中粒长石石英砂岩与紫红色灰

绿色页岩呈不等厚互层

4 8一 8 0 0

统

为一套正常一火山碎屑的过度型沉积
:
东南

以层凝灰岩为主
,

向北以正常沉积碎屑岩为 一

.
沉积韵律明显 , 可与南沱冰积层对比

西乡一蒙阳锰矿带东
、

西矿带对比表 表 3

成 矿 条 件 及 地 质 特 征

东 矿 带 西 矿 带

1
.

矿带处于北大巴山坳褶带内 ,

2
.

矿层产于陡山沱组白云质页岩与炭质 页 岩
之间

,

并与磷矿共生 ,

3
.

为高磷锰矿带 ,

4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1
.

矿带处于南大 巴山坳褶带内 ,

2
。

矿层产于陡山沱组紫红色粉砂质页岩中 ;

5
.

矿石类型
:

为高磷贫铁钙质碳酸盐锰矿
,

沿 {
走向过度为含锰灰岩

,

有
ha

度为磷矿层 ,

{
6

.

沉积环境为离海岸较远
、

海水较深的条件下」
生成

,

)
7

.

矿床规模
:

中型 1处 …

3 , 为低磷锰矿带 ,

4
。

矿体条带状
、

小透镜状 ,

5
,

矿石类型
:

低磷贫铁硅质磷酸盐锰矿 ,

.

沉积环境为近海岸浅海区生成 ;

.

矿床规模
:

有中型 2处
,

小型 2处

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是华夏褶皱系与纬向褶皱系的交汇斜接地块
,

北邻秦岭海西 ( ? )

褶皱带
,

以勉县一略阳大断裂分开
。

其南与四川地台大巴山过度带相邻
,

以勉县一阳平关大

断裂为界 ( 图 4 )
。



、

图 4 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震旦纪锰矿成矿区地质略图

1
一

下二叠统塔坡寺组
; 2

一

下石炭统略阳组
; 3

一 _

卜震旦统九道拐组 ; 4
一

上震旦统断头崖组
; 5

一

中震旦统雪

花太坪组 ; 6
一

中震旦统郭家沟组 , 7
一

下震旦统接官亭组 ; 8
一

下震旦统鱼洞子组
; 9

一

燕山期斜长花

岗岩 ; 1。 ·

印支期斜长花岗岩
, 1 1

一

闪长岩 , 1么
一

加里东期超基性岩 ; 1 3
一

锰矿点
;

14
一

磷锰矿点

本区震旦纪开始大幅度下 降
,

形成一个海槽
,

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火山活动
。

这一时期

海槽中接受了近 4 0 0 0米的以基性
、

中基性为主的火山喷发物
,

组成一套细碧角斑岩建造
,

称为

下震旦统
。

后来北部上升
,

南部在火山岩系之上沉积 了上震旦统郭家沟组
,

其岩性下部 以火

山沉积为主
,

上部以 陆缘碎屑沉积为主
,

其中赋存大量锰形成恭家营一干 沟峡 矿 锰 带
。

当

沉积环境变为相对宁静的浅海时
,

沉积物转化为以化学沉积为主
,

其间还有部分陆缘细碎屑沉

积
,

形成 了雪花太坪组
。

之后
,

本区上升
,

遭受强烈褶皱
,

结束了中震旦世 的沉积
。

到震旦纪

晚期
,

北部地区再次下降
,

接受上震旦统断头崖组和九道湾组的 沉积
。

这 次下降 幅度比 上次

小
,

无火山活动
,

形成一套正常的海相沉积
,

厚约 3 0 0 0米
,

以碳酸盐岩为主
,

为厚层状 白云

岩
、

灰岩
,

与下伏岩系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

在部分泥灰岩
、

灰岩与千枚岩互层中
,

赋

存有五房山式锰磷矿层
。

自此以后震旦系锰矿沉积结束
。

震旦系各统 含锰层位见表 4
。

三
、

陕南震旦纪锰矿的找矿方向

陕南震旦纪锰矿主要类型的找矿方向列于表 5
。

从表 5中可以看出
:

1
.

海相沉积型锰矿主要分布在西乡
、

紫阳
、

镇 巴一带
。

矿带由于受构造
、

地层
、

岩性的



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含锰层位对比表 表4

南 部 构 造 岩 相 带 含 锰 地 层 北 部 构 造 岩 相 带 含 锰 地 层

{
{

…
…

~
、一` 、

J口
, 、

翻

~ 洲闷 , ` `、 产、

…震
九道拐组 ( z 孟j)

:

上部为白云质灰岩夹

板岩
,

千夹岩 , 下部为灰岩
、

泥灰岩与炭

质板岩
、

板岩互层
。

断头崖组 ( z 盖d ) : 上部为灰岩
、

泥质

灰岩与板岩
、

千枚岩互层 , 下部为砂岩
、

板岩夹锰磷矿层
。

赋存五房山式锰磷矿!I
L

I户谭

雪花太坪组 ( Z s h ) :

以碳酸盐岩为主
,

咒翼黔赢赢蔽
庚少量变质基性熔岩

,

主要有板岩
、

千枚

碳酸盐岩及少量粉砂质板岩夹变质基

赋存黎家营式锰矿 , 中部火山沉

发占优势
,

主要为玄武质细碧

片岩
、

少量碳酸盐岩

沉积互层
,

主要有玄武质熔岩
,

岩
、

炭质板岩
、

凝灰千枚岩

白云质灰岩夹板岩
、

千枚岩等 ;

曾家河组 ( lZ 习
:

上部为中酸性一中基

性喷发间陆源沉积 ,下部为类复理石建造
,

间火山沉积 一

…旦

{统
}

!
1

{
一

滨海一浅海相砾岩
、

粗砂岩为主
,

代表

地槽下沉碧 口群沉积相开始
,

具底砾岩性

质

接官亭组 ( 2 1力
:

中性火山喷发岩夹陆

…J冲
11

|
.

潭l
eses

阻
. 1

|既
l

卜斥
震日亚一界碧口群卜一群亚

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透镜体

一

}亚亚

鱼洞子组 ( Z l y ) :

陆源碎屑 岩 间基性

火山岩
,

混合岩等

一震
日亚一界碧口群下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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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
,

又可分为东
、

西两个矿带
。

东矿带为高磷锰矿带
,

西矿带为低磷锰矿带
。

此类锰矿矿

带长
,

矿层稳定
。

该区为找沉积型锰矿较有前景的地区
。

2
.

沉积变质型锰犷主要分布在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北部构造岩相带
,

五房山一何家崖一

茶店一带
。

由于受后期构造及沉积环境的制约
,
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

,

此带为找小型 锰矿有

利地带
。

3
.

火山沉积变质型锰矿
,

主要分布在勉
、

略
、

宁三角地带南部构造岩相带
,

黎家营一郑

家坝一带
。

黎家营锰矿床勘探已经结束
,

矿床规模属中型
。

沿此矿带往北
,

寻找和扩大锰矿

带远景很有希望
。

(今考资料略 )

浓狱兴狱狱狱
狱浓外料国资只浓

派狱狱只只效

一种新的深成辉钥矿物— 秋格瑞诺夫矿 ( T u g 。 : ￡n vo `et )

该矿物是一种新的深成辉铝矿矿物
,

是为纪念苏联科学院院士地球化 学 家 A
·

I
·

秋 格

瑞诺夫而命名的
。

这种新矿物是在西伯利亚东部近东西向和北东向构造交叉带的石英和长石一石英交代岩

中首先发现的
。

该区分布有夹层状和透镜状石英岩的混合黑云母片麻岩
、

黑云母石墨片麻岩
、

角闪黑云母岩和角闪石片麻岩
。

该矿物大量见于石英交代岩 中
,

样品采 自0
.

3一 1
.

0米深处小

勘探矿井 中
,

与沥清铀矿
、

石英
、

辉钥矿
、

错石和方铅矿密切伴生
。

矿物晶体为暗紫褐色
,

柱状或厚板状
,

有时见垂直条纹
。

油脂光泽至金属光泽
,

条痕为

带绿的灰色
,

晶体大小。
.

5一 1
。

5毫米
,

常由明显正交的单个晶体作平行交生而成
。

反光镜下矿物呈明显的双折射
,

其颜色变化于浅灰至深玫瑰红色间
,

各向异向性很强
,

在对角线位置具有色效应
,

颜色从淡黄色到带蓝的橄榄褐色
。

在蓝色光谱区
,

晶体为负延长
,

而在红色区域
,

晶体为正延长
,

消光角 5一 7
。 ,

无内反射
,

在反射光谱的波长 5 8 8 n m 谱 线 相

交处
,

反射率为 1 9
.

7%
。

矿物硬度中等
,

在莫氏计上相对硬度为 4
.

60

在室温和沸腾条件下
,

矿物不溶于水或 H CI 和 H
Z
S O

` ,

但在室温下经 3一 5小时 可 溶 于

浓硝酸中
。

矿物的 X射线的粉末型式表明这种新矿物与合成相的 M
O O

:

具有一致性
。

根据人工

模拟的反射率 计算 出该 矿 物单 晶 晶 胞 参 数
: a 二 5

.

59 士 0
.

01 A
,

b = 4
.

82 士 0
.

0 I A
, c = 5

.

5

1 土 o
.

0 1 A
,

日= 1 19
0

32
` ,

X射线密度为 6
.

58
。

据 J X A 一 3 A 型显微分析 仪 的 定量分析 结果 表

明
,

矿物才M O
和 O含 量 高

,
F e 、

iT
、

C a 和 iS 只具痕量
。

二次电子的扫瞄特征和 M
O 、

iS 及

O的特殊的X射线辐射表明
,

矿物颗粒是均质的
。

据 X 射线数据和显微探针分析确认该矿物是

一种与人工M o
O

:

类似的天然物质
。

系一种形成在缺硫的还原介质条件下的深成矿物
。

( 杨宗镜译 自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 e o l o g y R e v i e w V o l
。

2 4 , ,

N o 。

5 p
.

6 1 7
一

6名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