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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遵义－水城地区二叠纪锰矿已先后发现锰矿床（点）２９ 个，累计提交锰矿资源储

量达 １ ７６ 亿吨，所有锰矿床均位于黔北裂谷盆地分布范围内，据其特征可分为“遵义式”锰矿

和“水城式”锰矿，典型矿床分别为铜锣井－深溪锰矿床和徐家寨锰矿床。 结合锰矿成矿地质背

景，本文将贵州遵义－水城地区二叠纪锰矿成矿带划分为遵义－黔西、水城－宣威 ２ 个锰矿成矿

亚带、５ 个矿带和 １８ 个锰矿预测区。 通过总结提取贵州二叠纪锰矿“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

床预测要素”，根据预测要素、成矿规律开展找矿潜力分析，预测遵义－水城二叠纪锰矿成矿带

资源潜力 ２ ４５ 亿吨，找矿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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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锰矿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关键矿产之一，贵州

遵义－水城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二叠纪锰矿产出

区。 自上世纪 ４０ 年代发现以来，经过长期的找矿

勘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计划

纲要设立的“贵州遵义锰矿整装勘查区”和贵州

省的锰矿整装勘查区的持续勘查投入，该地区已

发现了锰矿床（点）２９ 个，其中，大型矿床 ３ 个（如
铜锣井和深溪大型锰矿床）、中型矿床 ８ 个、小型

矿床 ９ 个、矿点 ９ 个，均分布在黔北二叠纪裂谷盆

地中，截止目前累计查明的锰矿资源储量已达

１ ７６ 亿吨 （刘志臣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近年来，在对该地区锰矿勘查的所有钻孔、剖面、
原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黔

东南华纪锰矿床的对比研究，认为二者具有较多

的相似性，贵州二叠纪锰矿成因类型应属典型的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刘志臣等，２０１８ｂ；汪

洋等，２０１８）。 本文结合贵州二叠纪锰矿的找矿

成果和分布规律，划分遵义－水城地区的黔北裂

谷盆地二叠纪锰矿成矿区带，总结二叠纪锰矿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区域找矿要素，开展

锰矿找矿潜力预测研究，望能对实现该地区锰矿

找矿突破有所帮助。

２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贵州二叠纪锰矿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上扬子板

块的鄂渝湘黔前陆褶皱冲断带（王砚耕，２０００），
区内出露主要地层为古生界寒武系（ ）、奥陶系

（Ｏ）、志留系（Ｓ）、二叠系（Ｐ）、中生界三叠系（Ｔ）
和新生界第四系（Ｑ）（贵州省区域地质志，１９８７）。

王立亭等（１９８３）在研究贵州二叠世茅口期

岩相古地理时，将遵义－水城地区深色硅质灰岩

分布的沉积相带，划为“黔中台沟”。 刘志臣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认为该区早二叠晚期至晚

二叠早期发生强烈的裂陷作用，并伴随峨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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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幔柱的强烈活动，形成了黔北裂谷盆地，盆地

中形成了多个次级地堑盆地，并控制锰矿床的

形成，Ⅰ级为黔北裂谷盆地，Ⅱ级为遵义次级裂

谷盆地和水城次级裂谷盆地、Ⅲ级为次级裂谷

盆地中的系列地堑盆地、Ⅳ级地堑盆地控制和

形成锰矿床（图 １）。 贵州二叠纪锰矿即产于水

城、遵义地区的次级裂谷盆地中。 在裂谷盆地

形成过程中，水城地区在中二叠世茅口中期，因
陆内断陷沟通地幔深部，导致富硅、锰的古天然

气沿同沉积断裂渗漏沉积，形成了茅口组二段

“白泥塘层”硅质灰岩夹锰矿层，在渗漏喷溢中

心形成含锰灰岩，经过后期风化富集形成了氧

化锰矿床，形成“水城式”锰矿；由于黔北裂谷盆

地拉张向东部的黔西－遵义地区继续发展，在中

二叠世茅口晚期，因地幔深部富硅、炭、锰的古

天然气沿同沉积断裂渗漏沉积，形成了茅口组

三段的含锰岩系，并在喷溢口中心形成富锰矿

体，形成“遵义式”锰矿。

图 １　 贵州北西部中二叠世茅口晚期古地理图（据陈文一等，２００３；刘志臣等，２０１８，修编）
Ｆｉｇ １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ｔｅ Ｍａｏｇｕ，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锰矿床；２—铁锰矿床；３—菱铁矿床；４—武陵古陆；５—半局限海台地相；６—开阔海台地相；７—较深水台沟相

３　 典型矿床特征

矿床式是一定区域内有成因联系的同类矿床

类型的矿床代表，一般采用所在地区的地名来命

名（陈毓川，２００２），将贵州二叠纪锰矿划分为“遵
义式”和“水城式”，两者的典型矿床分别为铜锣

井－深溪锰矿床和徐家寨锰矿床。 各个矿床式特

征简述如下：

３ １　 遵义式锰矿

遵义式锰矿床主要分布在遵义市播州区、汇
川区、红花岗区和黔西县等地区，矿体大致呈北东

东向展布，延伸长约 ２６０ ｋｍ。 在该区内矿床呈带

状集群产出，自南西向北东大致可分为四个相对

集中分布的区域：深溪－复兴、龙坪－西坪、团溪和

黔西地区。 含锰岩系为二叠系中统茅口组三段，
上覆地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下伏地层为茅口

组二段硅质灰岩，俗称“白泥塘层”，时代归属为

中二叠世茅口晚期（刘志臣等，２０１８ａ）。 是贵州

最早发现锰矿工业矿床，并提交首个大型锰矿床，
以含锰岩系及顶底板地层岩性组合和大范围集中

连片分布而独具特色，称为“遵义式”锰矿，其中，
以铜锣井－深溪锰矿床最为典型。

铜锣井－深溪锰矿床位于遵义市中心城区南

东，平距约 ７ ｋｍ。 现已累计查明锰矿资源储量

１ １７ 亿吨，控制矿体走向长约 ８ ｋｍ，倾向宽约

４ ６ ｋｍ，矿体倾角为 ５° ３２°，一般为 １５°。 矿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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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似层状产出，矿体形态稳定，矿体厚度为

０ ５０ ３ ８０ ｍ，平均为 １ ５８ ｍ，锰含量为 １０ ００
３３ ２１％，平均 ２２ ２７％，矿体埋深为 ０ １ ７００ ｍ。矿
石自然类型以碳酸锰矿石为主，矿石矿物主要为菱

锰矿、水褐锰矿、钙菱锰矿、锰方解石、硫锰矿、黑锰

矿等；矿石结构主要为碎屑状结构和球粒结构，构
造主要为块状构造。 在冯家湾、黄土坎、深溪坪桥

和香坪地区发现了具渗漏喷溢沉积中心特征的软

沉积变形纹理构造、搅动构造、角砾状构造、纹层状

构造、网脉状构造和斑杂状构造。 矿石工业类型主

要为贫锰矿石，在渗漏喷溢沉积中心的冯家湾、黄
土坎、深溪坪桥和香坪地区为富锰矿石。 成因类型

为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

３ ２　 水城式锰矿

水城式锰矿要分布于水城县观音山镇－阳长

镇、纳雍县大河镇及云南宣威一带，矿带大致呈北

东向展布，延伸长约 ２２０ ｋｍ。 含锰岩系为二叠系

中统茅口组二段硅质灰岩，时代归属为中二叠世

茅口中期，上覆地层为二叠系中统茅口组三段，以
其特殊的含锰岩系及赋存特征独具特色，称为

“水城式”锰矿，区内先后发现了锰矿床 ３ 个，在
相邻的云南省分布有格学中型锰矿床，其中，以徐

家寨锰矿床最为典型。
徐家寨锰矿床位于水城县 ６０°方向的水城县

董地乡辖区内，与城区直距约为 １０ ｋｍ，锰矿石资

源量 ６３ ９ 万吨。 控制矿体走向长约 ０ ９６
１ ０４ ｋｍ，倾向长约 ０ １５ ｋｍ；矿体倾角约为 ７０°。
矿体厚度为 １ ６３ ３ ９４ ｍ，平均厚度为 ２ ９４ ｍ；
矿体单工程品位为 １３ １２％ ３４ ６４％，平均品位

为 １８ ９６％，变化系数为 ２６ ７６％，矿体形态简单、
厚度变化不大、矿石质量变化稳定，具有大型规

模。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体产出；矿体埋深为 ０
１００ ｍ。 矿石类型以氧化锰矿石为主，矿石矿物为

硬锰矿、软锰矿和偏锰硅酸盐矿物等。 矿石结构

为微－隐晶（或它形粒状）结构、褐铁矿假象结构。
矿石构造多呈土状、致密块状和星散状。

４　 遵义 －水城二叠纪锰矿成矿

区带划分

４ １　 成矿区带划分原则

成矿区带是具有较丰富矿产资源及其潜力的

成矿地质单元，是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成果的集中

表现和矿产勘查及预测评价的基础。 按二叠纪锰

矿成矿期的构造古地理特征（Ⅱ级裂谷盆地）、成
矿时代、成矿地质体（含锰岩系）岩性组合、地理

分布的原则划分成矿亚带；在亚带内按构造古地

理特征（Ⅲ级地堑盆地）和地理分布的原则划分

矿带；并以Ⅳ级盆地范围划分预测区（见表 １）。
贵州二叠纪锰矿严格受二叠纪茅口期裂谷盆

地形成演化过程控制，锰矿均形成和分布在一系

列的次级地堑盆地中心，在地垒区无锰矿体的产

出和分布（刘志臣等，２０１８ａ）。 黔北裂谷盆地（Ⅰ
级）控制和形成了贵州二叠纪锰矿成矿带，进一

步裂解、演化形成了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Ⅱ
级）和遵义次级裂谷盆地（Ⅱ级）。 其中，水城－宣
威次级裂谷盆地（Ⅱ级）控制和形成了茅口中期

形成的成矿地质体为茅口组第二段的水城－宣威

锰矿成矿亚带；遵义次级裂谷盆地（Ⅱ级）控制和

形成了茅口晚期形成的成矿地质体为茅口组第三

段的遵义 － 黔西锰矿成矿亚带 （ 刘志臣 等，
２０１８ａ）。 在成矿亚带内部由同沉积断裂控制形

成了多个Ⅲ级地堑盆地和地垒，分别控制和形成

了锰矿矿带；在Ⅲ级地堑盆地内，由一系列的Ⅳ级

地堑盆地形成和控制了锰矿床。

４ ２　 成矿区带划分

４ ２ １　 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

遵义次级裂谷盆地（Ⅱ级）控制了遵义－黔西

锰矿成矿亚带，西起黔西县、东至湄潭、北到遵义

董公寺、南至团溪铁厂的范围内。 充分利用已有

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成果，遵义次级裂谷盆

地表现为茅口组二段“白泥塘层”硅质灰岩和茅

口组三段含锰岩系广泛存在，在新蒲－鸭溪、喇叭

－石板、西坪－三岔、团溪－西坪、珠藏－息烽识别了

多条北东东向约 ７５°分布的同沉积断层（表现为

线状的硅化岩），发现含锰岩系和锰矿床北东东

向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断续产出，在深溪、冯家

湾、香坪、谢家坝、和尚场等地发现了多个锰矿渗

漏喷溢沉积中心。 因此在遵义次级裂谷盆地（成
矿亚带）内部划分为深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

－尚稽、太来－谷里 ４ 个Ⅲ级断陷（地堑）盆地，可
圈定 １４ 个Ⅳ级断陷盆地（刘志臣等，２０１８ａ）。 即

在次级裂谷盆地中的系列地堑盆地（Ⅲ级）控制

和形成了 ４ 个锰矿矿带：深溪－八里、龙坪－兴隆、
团溪－尚稽和太来－谷里锰矿矿带，共 １４ 个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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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预测区（图 ２、表 １）。
４ ２ ２　 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

水城次级裂谷盆地（Ⅱ级）控制了水城－宣威

锰矿成矿亚带，分布于水城县观音山镇－阳长镇、
坛罐窑镇及纳雍县大河镇一带，矿带大致呈北东

向展布，在相邻的云南省分布有格学中型锰矿床

（图 １）。 该区以往锰矿勘查程度较高，锰矿体产

于二叠系上统茅口组第二段（俗称“白泥塘层”）
中部和上部，在充分利用已有区域地质调查及矿

产勘查成果，区内目前尚未发现了渗漏喷溢中心，
发现矿点应为成矿边缘相地段，导致矿体呈呈似

层状、透镜状产出。 水城次级裂谷盆地表现为茅

口组二段“白泥塘层”硅质灰岩和含锰灰岩广泛

存在，总结在坛罐窑－格学、徐家寨－陈家寨等已

初步识别了多条北东东向约 ７５°分布的同沉积断

层，发现含锰岩系和锰矿床北东东向展布。 因此

在水城次级裂谷盆地（成矿亚带）内可划分为水

城－格学 １ 个Ⅲ级断陷（地堑）盆地，可圈定 ４ 个

Ⅳ级断陷盆地（刘志臣等，２０１８ａ）。 即在次级裂

谷盆地中的系列地堑盆地（Ⅲ级）控制和形成了 １
个锰矿矿带，即：水城－格学锰矿矿带，共 ４ 个矿

床级预测区（图 ２、表 １）。

５　 资源潜力分析

５ １　 预测区划分原则及方法

通过对黔北裂谷盆地内二叠纪锰矿典型矿床

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的分析，对比黔东南华纪

大塘坡锰矿特征（周琦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总结

提取了贵州二叠纪“气液渗漏沉积型锰矿床”预测

要素：成矿地质体（含锰岩系）存在及分布，成矿构

造－同沉积断层标志、次级断陷盆地标志、茅口组第

二段硅质灰岩与上覆的凝灰岩界面，断陷盆地内地

层分布的二元结构（上覆层厚度增大），成矿作用

特征标志：渗漏喷溢沉积的线状硅化岩体分布标

志、沉积相－矿体中心相 ／边缘相 ／过渡相结构构造

标志，ＡＭＴ 地球物理间接找矿标志（表 ２）。

图 ２　 贵州二叠纪锰矿成矿区带划分图

Ｆｉｇ 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行政区划界；２—二叠纪锰矿各成矿区带界线；３—大型锰矿床；４—中型锰矿床；５—小型锰矿床；６—成矿亚带范围及编号；

７—矿带范围及编号；８—预测区范围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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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贵州遵义－水城二叠纪锰矿成矿带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ｓ ｉｎ Ｚｕｎｙｉ－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成
矿
带

成矿亚带 矿带及编号

预 测 区

编
号

名　 称
已知代表性矿产地

预测区
类型

备注

遵
义
－
水
城
锰
矿
成
矿
带

遵
义
－
黔
西
锰
矿
成
矿
亚
带

Ⅱ－２

水城
－宣
威锰
矿成
矿亚
带

Ⅱ－１

深溪－八里
锰矿矿带

Ⅲ－１

龙坪－兴隆
锰矿矿带

Ⅲ－２

团溪－尚稽
锰矿矿带

Ⅲ－３

太来－谷里
锰矿矿带

Ⅲ－４

水城
－格
学锰
矿矿
带

Ⅲ－５

１ 永安预测区
铜锣井大型锰矿床、小金沟中型锰矿床、深溪

大型锰矿床、东高寨中型锰矿床
Ａ

２ 谢家坝预测区 永安大型锰矿床、转龙庙中型锰矿床 Ａ
３ 忠庄预测区 冯家湾中型锰矿床、铜锣井锰矿床黄土坎矿段 Ａ
４ 共青湖预测区 共青湖中型锰矿床 Ａ
５ 缘竹坪预测区 缘竹坪小型锰矿床 Ｂ
６ 八里预测区 天井台锰矿点 Ｂ
７ 龙坪预测区 龙坪中型锰矿床、高山中型锰矿床、大土锰矿点 Ｂ

８ 兴隆预测区
木杠台－枪村坝中型锰矿床、毛家山小型

锰矿床、兴隆小型锰矿床
Ｂ

９ 绍龙寺预测区 － Ｃ
１０ 刀疤水预测区 刀疤水锰矿点 Ｂ

１１ 五龙溪预测区 高石坎锰矿点、白杨坝锰矿点、五龙溪锰矿点 Ｂ

１２ 和尚场预测区 工农湾小型锰矿床、和尚场中型锰矿床 Ａ

１３ 太来预测区 太来钴锰矿点 Ｂ

１４ 谷里预测区 － Ｃ

１５ 坛罐窑预测区 坛罐窑小型锰矿床、格学中型锰矿床（云南） Ａ

１６ 徐家寨预测区 徐家寨小型锰矿床 Ａ

１７ 营盘预测区 营盘小型锰矿床 Ｂ

１８ 麻窝预测区 麻窝小型锰矿床 Ｂ

茅口
晚期、
古天
然气
渗漏
沉积
型

茅口
中期、
古天
然气
渗漏
沉积
型

表 ２　 贵州二叠纪锰矿区域预测要素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预测要素 特征描述 预测要素分类

成矿地质体 二叠纪茅口组第三段含锰建造、灰岩建造、硅化岩建造 必要

成矿构造及

成矿结构面

成矿构造 同沉积断层：Ⅲ级和Ⅳ级断陷（地堑）盆地。 必要

成矿结构面 含锰岩系与龙潭组植物根茎化石粘土岩界面；灰绿色凝灰岩 重要

结构类型
二元结构模式：断陷盆地中心沿同沉积断层古天然气渗漏喷溢沉积与上部沉积
物厚度增大。 必要

成矿作用特征标志

成矿早阶段
断续展布的茅口组第二段硅质灰岩沉积；在茅口晚期生物灰岩
建造形成后出现富硅流体喷溢交代形成硅化岩。 必要

成矿主阶段
中心相富锰建造（斑杂状构造、纹层状构造、搅动构造） ／过渡相
贫锰建造（块状构造） ／边缘相。 必要

成矿晚阶段 成矿后发生风化淋滤沉积出现鲕粒状、碎屑状的锰矿。 重要

物探异常 物探异常
音频大地电磁测量（ＡＭＴ）异常：成矿地质体具低电阻率、高极化
率组合特征，上覆、下伏地层具高电阻率、低极化率组合特征，物
性差异明显。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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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区域预测要素特征，根据区域成矿地质背

景、成矿地质条件清楚程度、所处Ⅳ级盆地特征、
预测资源量规模、已知预测范围内是否存在已有

矿产地以及是否具备直接和间接的找矿标志，将
预测区划分为 Ａ、Ｂ、Ｃ 三类（表 １）。

５ ２　 预测区划分

５ ２ １　 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

根据遵义－黔西次级裂谷盆地（Ⅱ级）特征，
可划分为深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尚稽、太
来－谷里 ４ 个Ⅲ级断陷（地堑）盆地和隆起（地
垒），划分了 １４ 个Ⅳ级断陷盆地。 即在遵义－黔
西锰矿成矿亚带内划分的 ４ 个锰矿矿带内，可圈

定 １４ 个预测区。 其中，Ａ 类预测区 ５ 个、Ｂ 类预

测区 ７ 个、Ｃ 类预测区 ２ 个。 （表 １）
５ ２ ２　 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

根据水城－宣威次级裂谷盆地（Ⅱ级）特征，
划分了水城－格学 １ 个Ⅲ级断陷（地堑）盆地，圈
定了 ４ 个Ⅳ级断陷盆地。 即在水城－宣威锰矿成

矿亚带内划分的水城－格学锰矿矿带内，可圈定 ４
个预测区。 其中，Ａ 类预测区 ２ 个：坛罐窑预测

区、徐家寨预测区，Ｂ 类预测区 ２ 个：营盘预测区、
麻窝预测区（表 １）。

５ ３　 找矿潜力分析

基于贵州二叠纪“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

床”区域成矿预测要素特征，本次采用成矿地质

体参数法预测找矿潜力开展定位预测：锰矿成矿

地质体是含锰岩系及其对应的硅化岩，其空间位

置相对确定，与相关的矿床（体）的空间关系可以

确定，其物质组成和矿床的关系也可以确定，我们

在类比预测时，可以把成矿地质体作为各类信息

的实体支撑物，为实现定位预测获得了可靠的途

径。 根据已发现的锰矿矿产地、含锰岩系、硅化岩

体等分布特征，在划分的Ⅳ级断陷盆地中圈定预

测区，开展定位预测进行潜力分析。
（１）深溪－八里矿带：是二叠纪锰矿最富集地

区，已发现多个古天然气渗漏沉积中心相，中心相

富锰矿体厚度达 ２ ７８ ５ ２２ 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在圈定的谢家坝 Ａ 类预测区由中国地调局发展

研究中心的《贵州省遵义市锰矿整装勘查区矿产

调查与找矿预测项目》在中心相部署施工了 ２ 个

验证钻孔，发现厚度达 ３ ２０ ３ ７７ ｍ，平均品位

２８％的富锰矿体。 该矿带共划分 ６ 个Ⅳ级地堑盆

地，圈定了 ６ 个预测区，预测在 ４ 个 Ａ 类预测区均

可获得一个大型锰矿床 （平均资源量 ４ ０００ 万

吨），预测总资源潜力为 １ ６０ 亿吨；２ 个 Ｂ 类预测

区可获得一个中型锰矿床（平均资源储量 １ ０００
万吨），预测总资源潜力为 ０ ２０ 亿吨。

（２）龙坪－兴隆矿带：已发现高山中型锰矿

床、龙坪中型锰矿床等多个锰矿床（点），主要为

边缘相贫锰矿，厚度约为 ０ ５ １ ５０ ｍ，中心相可

能已剥蚀。 共划分 ４ 个Ⅳ级地堑盆地，共划分 ４
个预测区，其中 ３ 个 Ｂ 类预测区可获得一个中型

锰矿床（平均资源量 ５００ 万吨），预测总资源潜力

为 ０ １５ 亿吨；１ 个 Ｃ 类预测区可获得小型锰矿床

一个，预测资源潜力为 ０ ０１ 亿吨。
（３）团溪－尚稽矿带：已发现和尚场中型锰矿

床、工农湾小型锰矿床等多个锰矿床（点），在和

尚场地区发现古天然气渗漏沉积中心相，厚度约

为 １ ２０ ３ １０ ｍ。 共划分 ２ 个Ⅳ级地堑盆地，圈
定了 ２ 个预测区，其中 １ 个 Ａ 类预测区可获得一

个中型锰矿床，预测总资源潜力为 ０ １５ 亿吨；１
个 Ｂ 类预测区可获得中型锰矿床一个，预测资源

潜力为 ０ １２ 亿吨。
（４）太来－谷里矿带：已发现了太来锰矿点，

主要为边缘相贫锰矿，厚度约为 ０ ５ １ ６０ ｍ，尚
未发现中心相。 共划分 ２ 个Ⅳ级地堑盆地，圈定

了 ２ 个预测区，其中 １ 个 Ｂ 类预测区可获得一个

中－大型锰矿床，预测总资源潜力为 ０ ０５ 亿吨；１
个 Ｂ 类预测区可获得中型锰矿床一个，预测资源

潜力为 ０ ０１ 亿吨。
（５）水城－格学矿带：已发现在格学中型锰矿

床、坛罐窑小型锰矿床和徐家寨小型锰矿床等多

个锰矿床（点），发现了边缘相贫锰矿，厚度约为

０ ５ ３ １０ ｍ，尚未发现中心相。 共划分了 ４ 个

Ⅳ级地堑盆地，圈定了 ４ 个预测区，其中 ２ 个 Ａ 类

预测区可获得一个中型锰矿床，预测总资源潜力

为 ０ １０ 亿吨；２ 个 Ｂ 类预测区均可获得中型锰矿

床一个，预测资源潜力为 ０ ０６ 亿吨。
在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圈定了 １４ 个预

测区，预测总资源潜力约为 ２ ２９ 亿吨。 在水城－
宣威锰矿成矿亚带圈定 ４ 个预测区，预测总资源

潜力约为 ０ １６ 亿吨。
综上所述，通过潜力分析，在贵州遵义－水城

二叠纪锰矿找矿资源潜力约为 ２ ４５ 亿吨。

６　 结论

（１）黔北裂谷盆地（Ⅰ级）控制和形成了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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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水城地区二叠纪锰矿成矿带，可进一步划

分为 ２ 个成矿亚带：遵义－黔西锰矿成矿亚带，包
含了深溪－八里、龙坪－兴隆、团溪－尚稽和太来－
谷里锰矿 ４ 个矿带；水城－宣威锰矿成矿亚带，包
含了水城－格学锰矿 １ 个矿带。 各矿带进一步划

分为 １８ 个锰矿预测区，已在各预测区里发现了

２９ 个锰矿床（点）。
（２）总结提取了贵州二叠纪“古天然气渗漏

沉积型锰矿床”预测要素，对贵州遵义－水城地区

二叠纪锰矿开展了找矿潜力分析，预测锰矿资源

量约为 ２ ４５ 亿吨，表明二叠纪锰矿具有很好的找

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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