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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松桃—印江地区大塘坡组一段“含锰岩系”的岩石组合特征分析，阐述了
含锰岩系“三个微相”的划分方案，认为杨立掌、大塘坡、大屋、黑水溪等锰矿聚集区属盆地中心

微相，其周围附近属盆地外围微相，距盆地较远地带属水下隆起带微相。依据盆地中心与水下

隆起带的位置关系、盆地中心之间的间距、控矿构造等分析，认为乌罗司—望秀—石门坎一带极

有可能存在一个较大的聚锰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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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质及地理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省印江县与松桃县交界附

近，为武陵山系梵净山北侧，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

过渡的斜坡地带。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陆块东

南被动大陆边缘。该区是一个以中、新元古代浅

变质岩系为中、上层基底的复杂褶皱带，雪峰运动

使巨厚的青白口系发生褶皱与断裂，形成了一系

列轴线呈北东向、北北东向的背斜、向斜及断裂，

并造就了区内地堑式聚锰盆地（图１）。
研究区出露有清白口系（Ｑｂ）、南华系（Ｎｈ）、

震旦系（Ｚ）、寒武系（）、奥陶系（Ｏ）、志留系（Ｓ）
地层，“含锰岩系”特指南华系下统大塘坡组一段

（Ｎｈ１ｄ
１），主要为一套炭泥质物沉积。在大塘坡

一带，“含锰岩系”与下伏铁丝坳组（Ｎｈ１ｔ）整合接
触，其它地方则常与清白口系地层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含锰岩系”上覆为大塘坡组二、三段，之上

为南华系南沱组（Ｎｈ２ｎ）地层，大塘坡组（Ｎｈ１ｄ）与
南沱组（Ｎｈ２ｎ）之间一般为假整合接触，个别地段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２　“含锰岩系”岩石组合特征

“含锰岩系”主要由炭质页岩、含炭质粉砂质

粘土岩、粘土岩、白云岩、凝灰质砂页岩、底部夹一

至二层菱锰矿的岩石组合，不同地区或同地区不

同地段的岩性及厚度具有较大差异。

（１）锰矿富集区
为菱锰矿—炭质页岩、炭质粘土岩组合或菱

锰矿—硅质岩（含锰质）—炭质页岩、炭质粘土岩

组合。以大塘坡剖面为例（图２）：
上覆岩性大塘坡组第二、三段，深灰色粉砂质

粘土岩，厚＞２００ｍ。
⑧黑色至深灰色含锰炭质页岩，局部夹粘土

岩或凝灰质细砂岩透镜体。厚４５１ ５５２ｍ。
⑦黑色炭质页岩，夹锰质条纹，见细粒黄铁矿

分布。厚３２１ ５３２ｍ。
⑥深灰色、黑色条带状菱锰矿透镜体及黑色

炭质页岩，顶部偶见含锰白云岩。菱锰矿透镜体

数量少、厚度小，不均匀分布。见细粒黄铁矿星散

分布。厚００８ １３０ｍ。
⑤黑色炭质页岩，局部含锰质，见细粒黄铁矿

星散状分布。厚１１３ ３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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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印江—松桃锰矿区地质略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ｏｎｇｔａｏ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二叠系；２—志留系；３—奥陶系；４—寒武系；５—震旦系；６—南华系；７—青白口系；８—蓟县系；

９—地层界线；１０—地层产状；１１—断层；１２—含锰岩系

图２　贵州省松桃县大塘坡“含锰岩系”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ｏｆＳｏｎｇｔａｏ，Ｇｕｉｚｈｏｕ

　　④浅灰色、灰色薄至中层凝灰质细砂岩，细粒
黄铁矿多，局部含炭质。厚００８ ０４９ｍ。

③黑色炭质页岩，局部含锰质较多，见少量细
粒黄铁矿星散状分布。厚００８ ２７４ｍ。

②灰黑色、钢灰色条带状、薄层块状、含沥青

结核（气孔状）块状炭质菱锰矿透镜体及黑色炭

质页岩。见星点状细粒黄铁矿，偶见方解石、白云

石等细脉。厚０１１ ５７４ｍ。
①黑色炭质页岩，局部含砂质、锰质。见细粒

黄铁矿星点状分布。厚０５３ １８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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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总厚１０３７ ２１８２ｍ
下伏铁丝坳组灰色、深灰色中层含砾炭质细

砂岩，夹锰质结核或团块。

（２）锰矿富集区周围
为粘土岩—炭质粘土岩（页岩）组合或炭质

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分布于锰矿富集区周围。

以印江县永义乡河坎剖面为代表（图３）：

图３　贵州省印江县河坎南华系大塘坡组
一段实测地层部面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ｈｕ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⑩上覆大塘坡组第二、三段，深灰色粉砂质粘
土岩，厚＞１５０ｍ。

⑨灰黑色、土黄色薄层粘土岩，底部见一层０
３ｃｍ的硅质岩。厚０１５ｍ。
⑧棕灰色薄 中层含锰质粘土岩，质地较软，

层次较清楚，与下伏岩石之间为渐变过渡关系。

厚０２０ｍ。
⑦浅黄灰色薄层状粘土质粉砂岩，风化强烈，

层理不清。厚０１５ｍ。
⑥灰白色、浅黄灰色薄层状粘土岩夹薄层（０
５ｃｍ）硅质岩，硅质岩呈条带状断续分布，高岭

土化较强。厚０２５ｍ。
⑤灰白色、浅黄灰色薄层含炭质页岩，局部见

砖红色铁染。厚００５ｍ。
④灰黄色、土黄色薄层粘土岩，粉砂质粘土

岩，岩石风化强烈，质软。厚０２０ｍ。
③棕灰色、灰黑色薄层含锰炭质粘土岩，夹薄

层（３ ５ｃｍ）砖红色粘土岩，见乳白色石英团块。
厚０２０ｍ。

②灰黄色、灰黑色薄层含锰炭质粘土岩，岩石
风化强烈，大部具高岭土化，局部见砖红色铁质浸

染。厚０３０ｍ。
该段总厚仅１５０ｍ。
①—②下伏铁丝坳组浅灰色、灰白色中厚层

含砾砂岩，高岭土化较强。厚＞３ｍ左右。
（３）距锰矿富集区较远带
为微 泥晶灰岩、不等晶灰岩或含砂屑微晶

白云岩、白云质粉砂质砂岩。以松桃县冷水乡王

家片剖面为代表（图４）：

图４　贵州省松桃县王家片南华系大塘坡组
一段实测地层剖面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ｈｕ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ａｐｉａｎｏｆＳｏｎｇｔａｏ

⑤上覆大塘坡组二、三段，为浅灰色、灰黄色
粉砂质粘土岩，往上粉砂含量逐渐增加，颜色趋近

于灰绿色。厚３０ｍ左右。
③—④大塘坡组一段岩性为白色、灰色微－

泥晶白云岩、不等晶白云岩，强方解石化，浅部原

生岩石多溶蚀形成褐色或暗红色土状含氧化锰粘

土。厚１３０ｍ。
①—②为下伏番召组，为紫红色、灰绿色、浅

灰色绢云母板岩，与上覆大塘坡组一段呈平行不

整合接触。该地区缺失铁丝坳组含砾砂岩。

３　岩石组合特征综合对比

含锰岩系受沉积盆地的控制，锰矿富集区即

为锰矿沉积中心，从中心向边缘含锰岩系厚度变

薄，岩石组合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且具分带性，

从锰矿沉积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三个岩性组合

带，即：

锰矿富集区：为菱锰矿—炭质页岩、炭质粘土

岩组合，分布于大塘坡、大屋、杨立掌等地；或菱锰

矿—硅质岩（含锰质）—炭质页岩、炭质粘土岩组

合，分布于锅厂一带。这些地方矿层厚度较大，可

达 ５６３ １４２ ｍ，锰 平 均 品 位 １０２４％
２０９１％。
锰矿富集区周围：为粘土岩—炭质粘土岩（页

岩）组合或炭质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分布于锰

矿沉积中心周围，一般不具工业矿体，锰质来源受

到限制，海水中锰含量偏低，锰平均品位０ ２％。
距锰矿富集区较远带：则变为微 泥晶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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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晶灰岩，分布于王家片至石梁一带；或含砂屑

微晶白云岩、白云质粉砂质砂岩，分布于北徐家

河—胡家一带。

其中对锰矿富集有利者为菱锰矿—炭质页

岩、炭质粘土岩组合（图５）。

图５　松桃—印江地区下震旦统大塘坡组一段（含锰岩系）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ｏｆ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ｅｒＳｉｎｉａｎ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ｒｅａ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２—大塘坡组第一段；３—铁丝坳组；４—清水江组；５—含砾砂岩；６—含炭质含砾砂岩；７—含砾粉

砂岩；８—含砾粉砂质粘土岩；９—含砾粘土岩；１０—变余砂岩；１１—粉砂质绢云板岩；１２—砂岩；１３—凝灰质砂岩；１４—含

凝灰质粉砂质粘土岩；１５—粉砂质粘土岩；１６—含凝灰质粘土岩；１７—炭质页岩；１８—含锰炭质页岩；１９—菱锰矿

４　沉积微相特征

松桃地区早震旦世大塘坡时期为半局限浅海

盆地相（王砚耕、唐天永，１９８８），是受江口县城至
松桃县城这一 ＮＥ向隆起的构造脊所隔，为一水
体不太流通的半局限浅海环境。在前述大的沉积

背景下，结合不同岩性组合，可进一步划分出三种

微相环境，即盆地中心微相、盆地外围微相和水下

隆起带微相（图６）。
（１）盆地中心微相：位于地堑式裂陷盆地中

心，在松桃地区见于大塘坡、大屋、杨立掌、石塘、

黑水溪等地，“含锰岩系”主要为炭质粘土岩—炭

质页岩、下部夹菱锰矿组合。这些地方在铁丝坳

组（Ｎｈ１ｔ）时期为冰期含砾碎屑岩沉积。至“含锰
岩系”开始沉积时，由于构造盆的形成，海水加

深，成为长期被海水淹没的环境。在区域上，由于

受到半局限浅海环境的限制，除受到深部含矿热

液喷溢作用扰动外，该微相应为相对安静的还原

环境，故有利于炭泥质物、不稳定络合物（ＳｉＯ２络
合物）、低溶解度化合物（Ｍｎ化合物）等的沉积。

（２）盆地外围微相：“含锰岩系”主要为粘土
岩—炭质粘土岩或炭质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

平均厚度１ ２ｍ，地处锰矿沉积中心周围，水体
比盆地中心浅，距裂陷中心较远，含锰化合物搬运

较远，沉积较分散，不利于成矿。

（３）水下隆起带：研究区存在两个水下隆起
带，一个位于王家片至石梁一带，另一个位于徐家

河至胡家一带。

王家片至石梁隆起带，沉积了一套以方解石

为主的微－泥晶灰岩或含白云质不等晶灰岩。其
下伏铁丝坳组地层缺失而直接与清水江组地层接

触。属于清洁、透光的浅水环境，含锰化合物搬运

很远，沉积分散，不利于成矿。

徐家河至胡家隆起带，沉积了一套以白云石、

粉砂—细砂为主的含砂屑微晶白云岩或白云质岩

屑砂岩。其下伏铁丝坳组地层缺失而直接与清水

江组地层接触。应属于海水较浅、具有一定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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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条件、海水中携带较多砂屑的沉积环境，不利于 含锰化合物富集。

图６　松桃—印江地区含锰岩系（Ｎｈ１ｄ
１）沉积微相划分图

Ｆｉｇ６　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ｒｅａ

１—盆地中心微相；２—盆地外围微相；３—水下隆起带微相；４—省界；５—行政区位置

５　远景预测

研究区大塘坡期为陆源裂陷作用形成的半局

限浅海盆地，盆地中分布着一系列北东向、北北东

向的背斜、向斜及断裂，这些褶皱、断裂在空间上

控制着锰矿床的分布，造就了区内地堑式聚锰盆

地，即聚锰盆地的展布方向与构造线展布方向基

本一致。

各聚锰盆地之间一般间距为３ ５ｋｍ，具有
呈串珠状分布的特点，显示了古构造裂陷盆地呈

串珠状分布的特征。黑水溪与杨立掌之间相距

１４ｋｍ，在猴子坳一带有形成构造裂陷盆地的
可能。

从大屋、石塘、杨立掌及黑水溪锰矿的分布位

置来看，以上矿床基本是围绕徐家河 打鱼岭水

下隆起带呈环形分布的，杨立掌—猴子坳—黑水

溪一带被北东向两个水下隆起所夹，可形成两边

高中间低的地形形态。

杨立掌锰矿层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单斜，

倾向北东，倾角 ３５° ５３°，往倾向方向连续延伸
１０００余ｍ仍有工业矿体产出。另外，据近年乌罗
司一带的锰矿整装勘查成果，该区已施工１７个钻
孔有１４个见矿，矿体规模较大，品位较好（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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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矿局１０３队，谢小峰）。
综合前述认为：两个水下隆起带之间的乌罗

司—望秀—石门坎一线，属猴子坳构造盆南西侧、

杨立掌聚锰盆地北东延伸部位，具有盆地中心微

相环境的存在条件，其间极有可能存在一规模较

大的北东向聚锰盆地。

６　结论

（１）“含锰岩系”为菱锰矿—炭质粘土岩—炭
质页岩组合（局部含硅质），属盆地中心微相环

境，锰矿层较厚、品位较好。“含锰岩系”为粘土

岩—炭质粘土岩或炭质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

黑色炭质粘土岩不发育，属盆地外围微相，一般不

含工业锰矿体。“含锰岩系”岩性为微 泥晶白云

岩—不等晶白云岩或含砂屑微晶白云岩—白云质

粉砂质砂岩，属于水下隆起带微相，“含锰岩系”

与“基底”地层直接接触，无锰矿沉积。

（２）乌罗司—望秀—石门坎一带，具有盆地

中心微相环境的存在条件，其间极有可能存在一

规模较大的北东向聚锰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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