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卷
　 　 　 　 　 　 　 　

　 贵　 　 州　 　 地　 　 质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４（Ｔｏｌ １３７）２０１８

第 ４ 期（总第 １３７ 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１４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贵州省矿产资源调查成果综合集成与服务产品开发》（ＤＤ２０１６０３４６－２８）及其二级项目《贵
州锰矿成因与成矿规律》 （ＤＤ２０１６０３４６－５４），贵州省锰矿资源预测评价科技创新人才团队（黔科合平台人才［２０１８］
５６１８），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贵州铜仁松桃锰矿整装勘查区矿产调查与
找矿预测》（１２１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６０９０１－３３）及《锰矿勘查与开发大数据管理与智能处理系统研发应用》（黔科合［２０１７］２９５１），
《黔东北若干超大型锰矿床三维地质建模与数据挖掘》（黔地矿科合［２０１７］２ 号）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袁良军（１９７１—），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矿产地质勘查与评价工作。 Ｅ－ｍａｉｌ：１３４５１８４３２９＠ ｑｑ ｃｏｍ
［通讯作者］周琦（１９６４—），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矿产地质研究及评价工作。 Ｅ－ｍａｉｌ：１０３ｚｑ＠ １６３．ｃｏｍ

贵州松桃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主要地质特征

袁良军１，４，周　 琦３，４，姚希财１，４，谢小峰１，２，４，杜远生２，４，
张　 遂１，４，潘　 文１，２，４，谢兴友１，４，王　 萍２，４，徐　 源２，４

（１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贵州　 铜仁　 ５５４３００；２ 中国地质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３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３； ４ 贵州省锰矿资源预测评价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摘　 要］位于贵州铜仁松桃国家锰矿整装勘查区内的高地富锰矿床，（３３２） ＋（３３３）类碳酸锰

富锰矿石资源量达 ７ １６６ ８４ 万吨，锰平均品位 ２５ ７５％，矿体平均厚度 ４ ５２ ｍ，富锰矿体赋存于

总资源量达 １ ６１ 亿吨的高地超大型锰矿床之中，由一个单一的富锰矿体构成，是我国新发现的

首个特大型富锰矿床，富锰矿资源量相当于我国富锰矿资源量总和的 ２ 倍。 成因类型属古天然

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富锰矿产于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系统中心相区。 高地富锰矿床地处独

特的“新月形”南华纪早期李家湾－高地－道坨（Ⅳ级）地堑盆地中心，菱锰矿体中均出现以块状

构造夹被沥青充填的气泡状富菱锰矿石。 地表燕山期北北东向的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但主要为

上陡下缓犁式正断层，未触及高地深部隐伏巨型锰矿体，以致富锰矿体保存亦十分完整，易于开

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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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贵州松桃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位于松桃县乌

罗镇，是本项目团队在贵州铜仁锰矿整装勘查区新

发现的、中国首个特大型富锰矿床。 位于国家规划

建设的黔东－湘西国家锰矿资源基地和国家锰矿战

略紧缺矿产安全供应的核心区，具体分布在贵州松

桃乌罗镇至冷水乡之间。 该富锰矿床由 １ 个单一

完整矿体构成，（３３２）＋（３３３）类碳酸锰富锰矿石资

源量达 ７ １６６ ８４ 万吨，相当于过去我国提交的富锰

矿资源量总和的 ２ 倍，锰平均品位为 ２５ ７５％，矿体

平均厚度 ４ ５２ ｍ。 ７ １６６ ８４ 万吨的巨型富锰矿矿

体是赋存于高地超大型锰矿床之中，松桃高地超大

型锰矿床锰矿总资源量达 １ ６１ 亿吨，位居亚洲第

二位（仅次于松桃普觉超大型锰矿床）。 考虑该超

大型锰矿床锰矿石烧失量大（平均＞３０％）和矿床

平均品位高（２１ ８２％）的实际，根据锰矿勘查规范，
实际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整体均达碳酸锰富锰

矿石标准。 本文主要针对 ７ １６６ ８４ 万吨的高地特

大型富锰矿床特征进行介绍。

２　 成矿背景

松桃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位于上扬子陆块、
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带，全国 ２６ 个重要成矿区带中

的上扬子东缘成矿带（肖克炎等，２０１６）。 根据周

琦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对南华纪锰矿成矿期构造古地

理的恢复分析和锰矿成矿区带的划分，该富锰矿

床位于南华裂谷、武陵次级裂谷、石阡－松桃－古
丈Ⅲ级地堑盆地中的李家湾－高地－道坨Ⅳ级地

堑盆地和南华锰矿成矿区、武陵锰矿成矿带、石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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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古丈锰矿成矿亚带。
李家湾－高地－道坨Ⅳ级地堑盆地形成具体受

南华纪早期同沉积断层（ＳＦ５）控制（周琦，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该同沉积断层同时也是锰矿成矿通道。 目

前发现该地堑盆地长度已大于 ３５ ｋｍ，盆地宽 ２
５ ｋｍ，呈北东东 ７０°方向展布，总体呈向北北西凸出

的“新月形”（袁良军等，２０１６），其凸出的中心区域

在高地一带，盆地中心应在高地富锰矿床 ＺＫ２７１５
位置（图 ２、图 ３）。 李家湾－高地－道坨Ⅳ级地堑盆

地中已先后发现松桃道坨超大型锰矿床、松桃李家

湾大型锰矿床、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含特大型

富锰矿床）及松桃大路大型锰矿床，已累计提交或

控制的锰矿石资源量 ３ ６ 亿吨。

３　 矿区地质

区内经历了多期复杂的构造运动，燕山运动

奠定现今主要地质构造面貌，形成以侏罗山式褶

皱为代表的薄皮构造（戴传固，王雪华，陈建书

等，２０１７）。 矿区位于区域梵净山穹状背斜北东

端、猴子坳向斜的南西翼，褶皱简单，断层较复杂，
地层展布与构造格架总体呈北北东向。 高地超大

型锰矿床位于道坨超大型锰矿床的南西侧，并与

之相邻。
矿区内出露地层（图 １）由老至新依次为古生

界寒武系下统九门冲组（ １ ｊｍ）、变马冲组（ １ｂ）、
杷榔组（ １ｐ）、清虚洞组（ １ｑ）；寒武系中统高台

组（ ２ｇ）、石冷水组（ ２ｓ）；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

组（ ２－３ ｌｓ）；寒武系上统毛田组（ ３ｍｔ）；奥陶系下

统桐梓组（Ｏ１ ｔ）、红花园组（Ｏ１ｈ）、大湾组（Ｏ１ｄ），
而赋存菱锰矿的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南

华系地层等均隐伏于地表 １ ０００ ｍ 以下的深部

（图 ２）。

图 １　 松桃高地锰矿床矿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Ｇａｏｄｉ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第四系浮土；２—奥陶系；３—寒武系毛田组；４—寒武系娄山关组；５—寒武系石冷水组—高台组；６—寒武系清虚洞组；７—寒武系九门

冲组—杷榔组；８—地质界线；９—地层产状；１０—实测性质不明断层；１１—实测正断层；１２—实测逆断层；１３—向斜；１４—见矿钻孔位置及

编号；１５—未见矿钻孔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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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中地表燕山期构造主要为北北东向，而
深部隐伏的控制锰矿形成和分布的南华纪早期同

沉积断层、地堑盆地的方向却主要为北东东 ７０°
方向，二者相差 ４０°（周琦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这一发

现，对成功进行华南南华纪锰矿找矿预测十分关

键。 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中地表北北东向的燕山

期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但主要为上陡下缓犁式正

断层（谢小峰等，２０１８），未触及深部隐伏锰矿体，
故未对锰矿体构成破坏。 高地深部规模巨大的富

锰矿体分布完整、构造简单，与地表复杂的燕山期

构造形成鲜明对比。

图 ２　 松桃高地富锰矿床 ０－０′线勘探线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０－０′ ｉｎ Ｇａｏｄｉ ｒｉｃｈ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奥陶系下统；２—寒武系中至上统；３—寒武系下统；４—震旦系；５—南华系上统南沱组；６—南华系中统大塘坡组第二段；７—南华系中

统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８—南华系中统铁丝坳组；９—南华系下统两界河组；１０—新元古代青白口系青水江组；１１—地层界线；
１２—断层及编号；１３—钻孔位置、编号与孔深（ｍ）；１４—锰矿体

４　 矿床主要特征

４ １　 含锰岩系特征

通过钻孔揭露：底部为 ０ １ ２ ｍ 黑色碳质

页岩，有时菱锰矿体直接与下伏冰碛砾岩接触。
往上为灰黑色、钢灰色条带状、块状及被沥青充填

的气泡状菱锰矿夹黑色碳质页岩、含锰碳质页岩。
矿体层数一般 １ － ６ 层，单矿体厚度在 ０ １０
１１ ３４ ｍ，局部可见 １－３ 层浅灰色薄层含凝灰质

砂岩及含凝灰质粘土岩，见断线状及草莓状黄铁

矿；中下部和上部为黑色碳质页岩。 含锰岩系厚

度：１２ ５１ ６３ ４６ ｍ。

４ ２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于含锰岩系底部，呈层状、似层状大

致顺层产出，产状总体较平缓，倾向北西，走向

ＮＥ６５° ７０°，倾角 ２° ２２°，平均 １９°；以一层 ０ ０７
０ ７２ ｍ（一般 ０ ３０ ｍ）厚且分布稳定的含凝灰

质粘土岩将矿体分为上、下两层矿体。 上层矿体

分布不稳定、厚度薄（０ ５３ １ ３６ ｍ）、规模小，不
是该矿床的主体，但下层矿体是主要矿体；已控制

的下层矿体走向长 ４ ３０ ｋｍ，宽 ０ ９０ ２ ６０ ｋｍ，
矿体厚度 ３ ８６ １４ ２２ ｍ，平均 ７ ３５ ｍ；矿体 Ｍｎ
品位 １６ １６％ ２２ ９４％，平均 ２１ ８２％；矿体由一

个单一锰矿体构成，估算（３３２） ＋（３３３）类矿石资

源量为 １５７ ７９ ４２ 万吨，达超大型锰矿床规模。
通过对该超大型锰矿床中 Ｍｎ 品位＞２５％的

富菱锰矿石与具气泡状菱锰矿石空间位置分布

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富菱锰矿石与气泡状

菱锰矿石集中均分布在该超大型锰矿床含锰岩

系厚度与矿体厚度高值区（图 ３），且相互重合，
说明富矿体赋存于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

古天然气渗漏喷溢成矿中心相区（古天然气渗

漏喷溢口及附近），所圈定的（３３２） ＋（３３３）碳酸

锰富锰矿资源量达 ７ １６６ ８４ 万吨，Ｍｎ 平均品位

２５ ７５％，矿体平均厚度 ４ ５２ ｍ，是我国首个特

大型富锰矿床。 考虑该锰矿床烧失量（ ＞３０％），
按照锰矿勘查规范要求，实际高地超大型锰矿

床 １ ６１ 亿吨锰矿石资源量均可达碳酸锰富锰

矿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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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松桃高地富锰矿床与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中矿体厚度和含锰岩系厚度等厚线图

Ｆｉｇ ３　 Ｇａｏｄｉ ｒｉｃｈ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ｊｉａｗａｎ－Ｇａｏｄｉ－Ｄａｏｔｕｏ
ｂｒａｂｅ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ｐａｃｈ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１—见矿钻孔（含气泡）；２—见矿钻孔（不含气泡）；３—矿化钻孔；４—未见矿钻孔；５—含锰岩系等厚线；６—矿体厚度大于 １０ ｍ；
７—矿体厚度为 ４ １０ ｍ；８—矿体厚度为 ０ ４ ｍ；９—锰矿床位置

４ ３　 富锰矿位于渗漏沉积中心相区

松桃高地富锰矿床是应用锰矿古天然气渗漏

沉积成矿系统理论和找矿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圈
定靶区，进而成功探获的，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古天

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 经钻探证实，高地富锰

矿床正好位于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系统的中心

相带，且中心相区分布面积大，锰矿渗漏喷溢成矿

作用强。 同时，中心相以外的过渡相和边缘相两

个相带分布也十分完整。
中心相：即古渗漏喷溢口（群）分布区。 大致

以松桃李家湾锰矿段 ＺＫ１０７ 孔至高地锰矿 ＺＫ２７１５
孔一线为中心，沿北东 ６５° ７０°方向分布。 主要分

布在高地锰矿床，呈长椭圆状分布，其南西侧目前

尚未控制圈边，目前已控制高地锰矿床中心相宽

１ ２ １ ８ ｋｍ，长大于 ５ ｋｍ。 其主要特征是含锰岩

系下部菱锰矿体中均出现被沥青充填的气泡状菱

锰矿石和古天然气渗漏喷溢成矿过程中产生的系

列软沉积变形纹理、底劈构造等，一般分布有多层

菱锰矿体，锰矿体品位最高，出现一层或多层凝灰

质粘土岩等。 松桃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中的巨型

富锰矿体均分布在渗漏喷溢中心相区。
过渡相：呈环带状围绕中心相分布。 该相不出

现被沥青充填的气泡状菱锰矿石和软沉积变形纹

理、底劈构造等，主要以块状菱锰矿石及部分条带

状菱锰矿石为特征。 发育 ２－３ 层菱锰矿体，锰矿体

品位较中心相低，含锰岩系厚度也较中心相区有所

减薄。 该相单侧宽 １５０ １ ５００ ｍ，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边缘相：呈环带状围绕过渡相分布。 以主要

为条带状锰矿石和与碳质页岩互层为特征，锰矿

体品位又较过渡相低。 含锰岩系厚度较过渡相区

明显减薄。 越靠近地堑盆地边缘，菱锰矿体厚度

越来越薄，直至尖灭。

５　 结论

（１）高地特大型富锰矿床是典型的古天然气

渗漏沉积型锰矿床，富锰矿体均分布在锰矿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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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渗漏喷溢沉积成矿系统的中心相区。
（２）该富锰矿床由一个单一完整的巨型富锰

矿体构成，赋存于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之中；地
表复杂的燕山期构造未对深部巨型富锰矿体产生

破坏，使矿体完整易于开发利用。
（３）高地富锰矿床的矿体尚未圈边，仍具有

较大的找矿潜力。 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

锰矿找矿潜力还非常巨大，预测该盆地锰矿资源

的总潜力可以突破 ６ 亿吨，应是我国锰矿找矿预

测工作中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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