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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松桃大屋锰矿床主要地质特征与找矿预测

张平壹，张　 遂，袁良军，张仁彪，余万泽，郑　 超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贵州　 铜仁　 ５５４３００）

［摘　 要］松桃大屋锰矿是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队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勘查评价的中型锰矿床。
锰矿产于南华系大塘坡组第一段黑色岩系底部，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层走向北东约

７０°，矿体平均厚 １ ４２ ｍ，平均品位 １８ ８５％。 矿区从北西向南东，含锰岩系、锰矿体从无到有。
大屋锰矿床只保留了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系统中的过渡相和边缘相，中心相应在齐公坡一

带，但已被剥蚀殆尽。 通过构造古地理恢复分析，推测南华纪大屋地堑盆地长大于 １４ ｋｍ、宽约

４ ｋｍ，沿北东 ７０°方向展布。 预测盆地北东柳树塘、大坳至孟溪一带还具有发现中－大型规模锰

矿床的潜力。
［关键词］锰矿；矿床特征；找矿预测；松桃大屋；贵州

［中图分类号］Ｐ６１８ 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２７－０７

１　 引言

大屋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３４ 公里，属孟

溪镇。 １９６６ 年，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和

１０８ 地质大队联合进行以锰矿为主的面上调查时

发现了大屋锰矿。 １９７９—１９８３ 年，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队完成了对大屋锰矿床的详查地质工作。
按照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松桃大屋锰矿床位

于上扬子陆块、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带；按照全国成

矿区带的划分（陈毓川等，２００６），属于滨太平洋

成矿域（Ⅰ－４）的扬子成矿省（Ⅱ－１５）、华南成矿

省（Ⅱ－１６）。 三级成矿单元中属于上扬子中东部

（台褶带）Ｐｂ－Ｚｎ－Ｃｕ－Ａｇ－Ｆｅ－Ｍｎ－Ｈｇ－Ｓ－磷－铝土

矿－硫铁矿成矿带（Ⅲ７７）；位于全国 ２６ 个重要成

矿区带中的上扬子东缘成矿带 （ 肖克炎等，
２０１６）；按照华南南华纪锰矿成矿区带划分（周琦

等，２０１６），位于南华裂谷盆地锰矿成矿区、武陵

锰矿成矿带、石阡－松桃－古丈锰矿成矿亚带，大
屋锰矿床位于该成矿亚带中的 ＩＶ 级大屋地堑

盆地。

２　 矿区地质

２ １　 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系板溪群、南
华系、震旦系等。 岩性特征由老至新概述如下：

板溪群（Ｑｂｂｘ）：出露不全。 上部为灰色薄层

粉砂岩夹灰色凝灰质砂岩及绿泥石杂砂岩，中部

为灰绿色板岩、灰色粉砂岩、偶夹灰白色石英砂

岩，下部白色、灰白色薄层状粉砂岩，偶夹紫红色

粉砂质板岩透镜体，具楔状、板状交错层理，其厚

度大于 ５００ ｍ。
两界河组（Ｎｈ１ ｌ）下部为黄绿色厚层砂质杂

砾岩；上部为灰色中层细砂岩或粘土岩。 厚度

０ ７３ ９ ３０ ｍ。
大塘坡组（Ｎｈ１ｄ）：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分为

二段。
第一段（Ｎｈ１ｄ１）：习称含锰岩系，为矿区内的

含矿层位。 厚度 ６ ８２ ３３ ２４ ｍ。 由下而上细

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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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黑色薄层状炭质页岩。 为矿层直接底

板，与下伏两界河组杂砂岩整合接触。 厚度 ０ ０８
０ ６３ ｍ。

（２）黑色块状、薄层块状菱锰矿及条带状菱锰

矿。 一般上部为块状炭质菱锰矿，偶夹含锰白云岩

透镜体，下部为条带状菱锰矿，是区内唯一具有工

业价值的矿层，矿层中往往间夹有 １－２ 层黑色炭质

页岩或含锰炭质页岩。 厚度 ０ ３０ ３ ０６ ｍ。

图 １　 松桃大屋锰矿床地质简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Ｄａｗｕ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板溪群；２—两界河组；３—大塘坡组；４—南沱组；５—陡山沱组；６—留茶坡组；７—九门冲组；８—变马冲组；９—地质界线；１０—断层；
１１—含锰岩系露头线；１２—角度不正合界线；１３—见矿钻孔位置及编号；１４—矿化钻孔位置及编号；１５—未见矿钻孔位置及编号；１６—Ａ
号剖面位置

　 　 （３）浅灰色条带状粉砂岩偶夹黑色炭质页

岩。 该层由矿体中心向边缘厚度逐渐变薄，岩性

由条带状粉砂岩变为条带状粘土岩。 厚度 ０ ０５
０ ６７ ｍ。

（４）黑色条带状菱锰矿夹含锰白云岩透镜

体，习称上矿层。 由矿体中心向边缘变薄至尖灭。
度均小于可采厚度，一般无工业矿体存在。 厚度

０ ０３ ０ ２４ ｍ。
（５）黑色薄层状炭质页岩，夹 ２－４ 层厚 ０ ０１

０ １２ ｍ 的浅灰色粉砂质粘土岩，含细粒铁矿。
厚度 ６ １１ ３２ ２１ ｍ。

第二段（Ｎｈ１ｄ２）上部为灰至深灰色薄—中层

层纹状含粉砂质粘土岩，时夹层纹粉砂岩；中部为

灰至深灰色条带状粘土页岩，顶部夹 １－３ 层粉砂

岩（局部见乱交层纹）；下部为深灰色至黑色层纹

状含粉砂质粘土页岩与含炭质粘土页岩互层，由
上而下炭质逐渐增多，砂质减少。 厚度 １８０ ５８
２２５ ８５ ｍ。

南沱组（Ｎｈ２ｎ）为黄绿色、灰绿色、深灰色厚

层—块状冰碛砾岩。 上部夹含砾砂岩、含砾粉砂

岩、含砾粘土岩；中下部夹灰色砂屑白云岩透镜体

等。 厚度 ８０ ９１ ８６ ２９ ｍ。

２ ２　 构造

大屋锰矿区位于梵净山穹状背斜北东，木耳

扭性断层与金子山背斜之间，紧靠木耳断层。 区

内构造简单，总体上为一单斜构造。 地层走向北

东，倾向北西，倾角 １５° ３５°。
（１）木耳断层（Ｆ１）：该断层为大屋锰矿区内

一级断裂，西起龙垭口经何家湾、白岩、青石溪、木
耳溪至龙家沟一线。 总体走向 ５１°左右，沿走向

呈舒缓波状。 在白岩—黄塘坪一带，倾向北西，倾
角 ６０° ７０°，有 ２ ４ ｍ 的断层角砾岩、糜棱岩

带。 北西盘出露大塘坡组二段上部层纹状粉砂质

页岩、南沱组冰碛砾岩、陡山沱组白云岩及留茶坡

组硅质岩。 南东盘出露南沱组冰碛砾岩、留茶坡

组炭质页岩、硅质岩及九门冲组灰岩。 两盘地层

接触关系是北西盘老、南东盘新，即上盘的老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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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复覆在下盘的新地层之上。 南东盘薄层硅质岩

中拖拉小褶曲发育。 主断层旁侧的次级断裂构造

发育，以白岩附近为转折点，北东及南西段断层倾

向相反，地层效应为逆断层性质，其力学性质，应
为压扭性断层。

（２）Ｆ２ 断层：分布于大屋锰矿东侧，经莫家、
乌岩至龙头山一线，断层走向 ４８°左右，长 ５ ０００
余米。 断 层 倾 向 南 东，倾 角 ５０° ６０° 左 右。
ＺＫ１７０４ 孔对该断层进行揭露，见 ３ 米宽的断层

破 碎 带 及 断 层 角 砾 岩 于 孔 深 ２８８ ８４
２９３ １６ ｍ，断层角砾岩中白云石脉发育，断层上

下盘地层均为 Ｎｈ１ｄ２ 的深灰色中厚层状粘土岩

断距较小，在深部对矿体造成较小的错动属张

扭性正断层。

（３）Ｆ３ 断层：位于大屋锰矿北西，断层走向北

东 ４３°左右，倾角大于 ８０°，断距小于 ６０ ｍ，南侧交

于 Ｆ１。 由于矿体尚未延伸至 Ｆ１ 便以尖灭，更为

北西一侧的 Ｆ３ 并未对锰矿体造成影响。

３　 矿床地质特征

３ １　 矿体形态、产状、规模

锰矿体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呈层状、似层

状产出。 矿区三条主要断裂在深部未对矿体造成

较大影响。 矿体倾向北西、倾角 １５° ３０°。 矿体

长约 ７ ０００ ｍ，宽约 ４００ ５００ ｍ，走向北东约 ７０°。
矿体平均厚 １ ４２ ｍ。

图 ２　 松桃大屋锰矿床 Ａ－Ａ′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Ａ－Ａ′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Ｄａｗｕ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南沱组；２—大塘坡组二段；３—大塘坡组一段；４—两界河组；５—板溪群；６—含砾砂岩；７—粉砂质页岩；８—炭质页岩；９—砂岩；

１０—锰矿层；１１—正断层；１２—角度不正合界线；１３—钻孔位置及编号

３ ２　 矿石质量

３ ２ １　 矿物组分特征

矿石的主要矿物组分为菱锰矿，其次为锰白

云石、锰方解石、磷灰石等。
菱锰矿：多为泥晶状，粒度在 ０ ００１ ｍｍ 以

下，部分呈微园粒度。 菱锰矿主要以三种形式

产出，一是以泥晶状，显微园粒状组成浑圆—扁

圆状的砂屑，在砂屑之间为炭质有机质分布或

泥晶菱锰矿分布；二是组成泥晶结构的条纹或

纹层；三是具有明显的生物遗迹。 此外，泥晶菱

锰矿被有机质、粘土矿物分隔构成条纹，偶为显

微薄层状。
锰白云石：矿石中含量甚微。 锰白云石颗粒

很细，粒度小于 ０ ００１ ｍｍ。 锰白云石分布于菱锰

矿的晶粒间或砂屑间。 有时填充凝块、斑块的他

形晶间，部分充填于矿石碎裂缝隙中。
锰方解石：矿石中含量极微。 一般分布在泥

晶、园粒状菱锰矿组成的凝块、斑块的晶间孔隙

中，在碎裂状矿石的脉石中亦有分布。
磷灰石：矿石中磷灰石含量少，磷灰石为有害

元素磷的载体。 磷灰石呈晶粒状，粒度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ｍｍ。 分布于菱锰矿泥晶晶粒、砂屑及斑状

的他形晶间。
３ ２ ２　 矿石结构特征

研究区内碳酸锰矿石的结构简单，矿石的结

构主要有泥晶结构、砂屑结构、碎裂结构，其特征

如下：
泥晶结构：研究区内矿石主要结构，由菱锰矿

构成，菱锰矿的粒度为 ０ ０００ ７８ ０ ００４ ９ ｍｍ 左

右，多为泥晶晶粒状，少数为显微园粒状。 泥晶菱

锰矿与炭质有机质、粘土矿物的相对偏集构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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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及纹层。
砂屑结构：由显微园柱状菱锰矿与锰白云石

组成。 砂屑外形为浑圆、半滚园状。 局部砂屑形

态为卵圆、扁圆、扁砾状，砂屑间可见相互挤压粘

连，形成以不溶有机质构成的缝合接触边。
碎裂结构：受构造作用而发生碎裂，使岩石被

分割成若干角砾状碎裂。 在脉石中偶见绿泥石、
磷灰石等少量矿物。 脉石中的菱锰矿原系微晶、
粉晶，多以重晶增大。
３ ２ ３　 化学组分特征

矿石中有益组分 Ｍｎ１０ １０％ ２９ ９１％，平均

品位 １８ ８５％。 其 他 化 学 组 分 特 征 为： ＳｉＯ２

１７ ０９％ ５０ ５８％，平均质量分数为 ２６ ５２％；ＴＦｅ
２ ７８％ ６ ６６％， 平 均 质 量 分 数 为 ３ ７４％；
Ｐ０ １０２％ ０ １９９％，平均质量分数为 ０ １５１％；
Ａｌ２Ｏ３ ２ ８２％ ８ ３３％，平均质量分数为 ５ １４％；
ＣａＯ ２ ３２％ １０ ３２％，平均质量分数为 ６ ４２％；
ＭｇＯ １ ０５％ ２ ６０％，平均质量分数为 ２ ０２％；
５０ ３０％ ２ ７８％， 平 均 质 量 分 数 为 １ ５７％；
Ａｓ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平均质量分数为 ０ ００２９％；
Ｃｕ ９％ ３６％，平均质量分数为 ３１ ４２％；Ｐｂ ３％
２０％，平均质量分数为 １４ ０８％；Ｚｎ ３６％ ８６％，平
均质量分数为 ５２ ５％；Ａｇ ０％ ０ ０６％，平均质量

分数为 ０ ００５％；Ｃｏ ７％ ４１％，平均质量分数为

２８ ８３％；Ｎｉ ４％ １７％，平均质量分数为 １２ ０８％；
据统计分析，锰矿石组分中具有 Ｍｎ－ＳｉＯ２、

Ｍｎ－ ＭｇＯ、 ＴＦｅ － Ｓ 显著正相关， ＭｇＯ － Ｓ、 ＭｇＯ －
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Ａｌ２Ｏ３ 显著负相关的特点，与区内“大
塘坡式”锰矿特征极为相似（候宗林等，１９９７）。

３ ３　 资源储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大屋锰矿累计探明的碳酸锰

矿石资源储量（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３＋３３４？） １１９３ ８９
万吨，其中：（１１１ｂ）类为 ２９９ １７ 万吨，（１２２ｂ）类

为 １５５ ６０ 万吨，（３３３）类为 ７３３ ６９ 万吨，（３３４？）
类为 ５ ４３ 万吨。 现保有（１２２ｂ＋３３３＋３３４？）类碳

酸锰矿石资源量 ８９４ ７２ 万吨，矿石品位 １０ １０％
１８ ８５％，平均品位 １６ ４２％。

４　 南华纪大屋地堑盆地特征

４ １　 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变化规律

通过槽探资料显示，大屋锰矿床从北西往南

东方向，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厚度成明显增厚，
ＴＣ７８ 厚度 ０ ９０ ｍ－ＴＣ６７ 厚度 ２ ４ ｍ－ＴＣ６１ 厚度

３ １ ｍ－ＴＣ６３ 厚度 ５ ８ ｍ，继续往南东方向两界河

组厚度呈递增趋势。

图 ３　 松桃大屋锰矿床北西－南东向两界河组＋铁丝坳组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ｉａｎｇｊｉｅ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ｅｓｉ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Ｗ－ＳＥ ｏｆ Ｄａｗｕ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大塘坡组；２—两界河组；３—板溪群；４—砾岩；５—含砾砂岩；６—粉砂质页岩；７—炭质页岩；８—板岩；９—角度不整合界线；

１０—地层对比线；１１—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厚度

４ ２　 含锰岩系变化规律

与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厚度变化规律类似，分
别选取两条具有代表性的剖面显示，由北东向南西

１７ 号剖面含锰岩系由无到有、由薄变厚，从北西端

的和尚坪 ＺＫ００１ 含锰岩系缺失－ＴＣ７３ 的 ６ ７０ ｍ－
ＺＫ１７０４ 的 １２ ６６ ｍ－ＺＫ１７０３ 的１７ ６５ ｍ－ＺＫ１７０２ 的

２０ ２４ ｍ－ＺＫ１７０１ 的 ２１ ０１ ｍ。 西南侧的 ５１ 号剖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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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同样的规律，由和尚坪的 ＺＫ００１ 缺失含锰岩系，
到 ＺＫ５１０５ 的 １５ ３０ ｍ 逐 渐 增 大 到 ＺＫ５１０２ 的

２１ ６９ ｍ（图 ４）。 值得一提的是在矿体尖灭的

ＴＣ７３ 含锰岩系中开始出现白云岩透镜体。

图 ４　 松桃大屋锰矿床北西－南东向含锰岩系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ＮＷ－ＳＥ ｏｆ Ｄａｗｕ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２—大塘坡组第一段；３—两界河组；４—粉砂质页岩；５—炭质页岩；６—含砾砂岩；７—白云岩；８—锰矿体；

９—含锰岩系厚度（ｍ）；１０—锰矿体厚度（ｍ）；１１—地层对比线

４ ３　 矿体厚度变化规律

从北西往南东方向矿体也从无到有、由有由

薄变厚，接近盆地短轴 １７ 号剖面 ＴＣ７３ 未见矿－
ＺＫ１７０４ 的 ０ ５５ ｍ－ＺＫ１７０３ 的 １ ４７ ｍ－ＺＫ１７０２ 的

１ ９７ ｍ－ＺＫ１７０１ 的 ２ ２１ ｍ，盆地南西段的 ５１ 号

剖面也从 ＺＫ５１０５ 的 ０ ３０ ｍ－ＺＫ５１０７ 的０ ８４ ｍ－
ＺＫ５１０３ 的 ０ ９４ ｍ－ＺＫ５１０２ 的 １ ４１ ｍ。 锰矿体厚

度变化规律与含锰岩系、两界河组厚度变化呈正

相关性。 这与区域上普觉超大型锰矿床（张遂

等，２０１５）、高地锰矿（姚希才等，２０１７）、大塘坡锰

矿（刘雨等，２０１５）等有着极大的相似。

４ ４　 南华纪大屋地堑盆地结构

根据华南南华纪锰矿“内生外成”裂谷盆地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理论与模式 （周琦等，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南华纪大屋地堑盆地中古天然气渗

漏喷溢中心相、过渡相和边缘相特征比较明显，具

体如下。
（１）中心相：大屋锰矿含锰岩系内无凝灰岩

层、矿体单一较薄呈条带状构造。 从两界河组、含
锰岩系、锰矿体厚度递增规律尚未达到峰值，因此

大屋锰矿的中心相可能在较南东的齐公坡一带的

长 ３ ２ ｋｍ、宽 ６００ ｍ 的区域，但已被风化剥蚀。
（２）过渡相：为盆地中两界河组、含锰岩系、

矿体厚度由边缘相向中心相峰值递增区域。 北西

以大坳、大屋为界，南东以柳树塘、竹沟为边长大

于 １４ ｋｍ、宽 １ ５ ２ ６ ｋｍ。 矿层单一，矿体厚度

较中心变薄且呈条带状，无凝灰岩层产出，锰矿品

位介于 １５％ １８％。
（３）边缘相：为大屋地堑盆地过渡相带与两

侧地垒间的狭长地带（长大于 １４ ｋｍ），短轴方向

范围极窄距过渡相约 ５００ ｍ。 边缘相矿体主要为

层纹条带状、品位低于 １５％厚度，厚度较薄，含锰

岩系、底板两界河组厚度均变化至最低，在含锰岩

系中可见白云岩透镜体（ＴＣ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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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南华纪大塘坡早期松桃大屋地堑盆地构造古地理与找矿预测图

Ｆｉｇ ５　 Ｔｅｃｔｏｎｏ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ｗｕ ｇｒａｂｅｎ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１—见矿钻孔；２—矿化钻孔；３—未见矿钻孔；４—见白云岩透镜体槽探工程；５—预测的中心相带；６—预测过渡相带；

７—预测边缘相带；８—地垒区域；９—含锰岩系露头线；１０—剥蚀区域；１１—见矿厚度

５　 找矿预测

根据大屋地堑盆地与北西和尚坪地垒的位置

关系以及大屋锰矿床由北西向南东方向所展现的

由边缘相到过渡相带两界河组、含锰岩系、矿体厚

度变化规律，推测已发现的大屋锰矿床为南华纪

大塘坡早期地堑盆地残存的北西缘，中心相带可

能为齐公坡一带（已被剥蚀），整个盆地方向为北

东 ７０°左右，长大于 １４ ｋｍ、宽约 ４ ２ ｋｍ。 盆地的

中心相及西南缘已被剥蚀，北东方向柳树塘、大坳

至孟溪一带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有望在该区域

发现中－大型规模的锰矿床（图 ５）。

６　 结论

（１）松桃大屋锰矿床与黔东地区其他锰矿床

一样，属“大塘坡式”锰矿床，成因类型是古天然

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
（２）通过南华纪早期构造古地理恢复，大屋

南华纪地堑盆地长度大于 １４ ｋｍ、宽约 ４ ２ ｋｍ 沿

北东 ７０°方向展布。 古天然气渗漏喷溢沉积成矿

系统中的中心相主体已被剥蚀，仅残存过渡相和

边缘相，从而导致该矿床锰品位相对较区内其他

锰矿略低。
（３）预测大屋南华纪地堑盆地北东段的柳树

塘、大坳至孟溪一带仍具有发现中－大型规模锰

矿床的潜力，值得进一步开展找矿预测工作和验

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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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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