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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地区南华纪主要锰矿床发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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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锰矿是国家战略紧缺矿产之一。 黔湘渝地区南华纪锰矿（即“大塘坡式” 锰矿），自

１９５８ 年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在贵州省松桃县大塘坡村铁矿坪发现以来，至今已有 ６０ 年

历史。 通过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队为主体的几代地质人的艰苦努力和科技创新，黔东地区南华纪

锰矿地质找矿实现了我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突破，新增锰矿资源量超过了 ２０１１ 年全国保有资源

量的总和。 改变了国家锰矿勘查开发格局和世界超大型锰矿床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使黔

东地区成为我国唯一的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维护了国家资源安全。 值“大塘坡式”锰矿床

发现 ６０ 周年之际，本文特收集整理该地区主要锰矿床的勘查发现史，以不忘历史，激励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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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时期，松桃苗族自治县寨英

镇大塘坡村民大炼钢铁时，在铁矿坪地段发现有大

量与铁矿石相似的黑石头，便当作铁矿来炼铁，但
反复治炼都炼不出铁来。 当地政府派人员到时驻

铜仁市碧江区云场平镇枫木坪的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原地质部贵州省地质局铜仁队）进
行咨询，１０３ 队高度重视，派出了李伯皋工程师等

相关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经认真分析认定是氧化锰

矿，而不是铁矿，因此而最先发现了黔东地区锰矿

的存在。 １９６０ 年 １０３ 队组建了以地质工程师孙仁

贵为组长的锰矿项目团队对铁矿坪氧化锰矿开展

普查工作，首次发现了黑色炭质页岩中含有锰矿，
提出了含锰炭质页岩（现“含锰岩系”）名称。 １９６１
年 １０３ 队组建由曾鼎勋、邹盛荣等同志组成的项目

团队，在大塘坡铁矿坪开展氧化锰矿普查工作及研

究中，５ 月份最先在坑道工程中发现了原生碳酸锰

矿，铁矿坪锰矿的发现引起了湖南省和四川省的地

勘单位高度重视，并在 １９６３ 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到大塘坡锰矿现场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大塘坡的找

矿经验，１９６６ 年之后相继发现和探明了湖南花垣

民乐大型锰矿床、重庆秀山鸡公岭、溶溪和笔架山

等多个大中型锰矿床，逐渐形成了著名黔渝湘地区

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资源基地。

２　 上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发现的锰

矿床

２ １　 松桃大塘坡锰矿床

大塘坡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４３°方
向，平距约 ７０ ｋｍ，属寨英镇所辖。 该锰矿床包

括铁矿坪和万家堰锰矿段，以及后来的大坪盖

锰矿等。
铁矿坪矿段锰矿：在该区发现氧化锰矿后，

１９６０ 年 ５—１０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了以孙仁贵同志任组

长的项目团队对氧化锰矿开展普查工作，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提交的成果报告中估算氧化锰矿石远景储量

５７ 万吨。 １９６１ 年 ３—７ 月组建了以曾鼎勋、孙仁

贵、邹盛荣等同志组成的项目团队对原生矿（碳酸

锰矿）开展普查评价工作，１９６２ 年 ７ 月提交的评价

报告中，估算碳酸锰矿石 Ｃ２ 级储量 ２２２ 万吨。

·７９３·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１０３ 队成立锰矿普查组开展详查评

价工作，１９６７ 年 ２ 月提交了成果报告，求获 Ｃ２ 级

储量 ８７５ 万吨。 之后拟启动勘探工作，因“文革”而
中断。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二分

队开展了初勘工作，担任过分队领导有吴修圣、崔
道权、王瑞坤，技术负责彭晓春。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结束

野外工作，１２ 月完成初勘报告编制送审，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经省地矿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提交了碳酸锰矿

石 Ｃ＋Ｄ 级储量共 ６９６ １０ 万吨。
万家堰锰矿段：１０３ 队在 １９６５ 年在开展铁矿

坪面上普查期间发现了万家堰锰矿。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１０３ 队组建的锰矿普查组开展了面上普查工

作，１９６７ 年 ２ 月提交了成果报告，提交了 Ｃ２ 级远

景储量 １ ０００ 万吨。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１９８８ 年 ７ 月由

１０３ 队二分队开展了详查工作，１９８９ 年 ９ 月提交

成果报告送审，１２ 月经省地矿局评审通过，提交

碳酸锰矿石 Ｄ 级储量 ２３９ ３４ 万吨。

２ ２　 松桃大屋锰矿床

大屋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０２°方向，平
距约 ３４ ｋｍ，属孟溪和乌罗镇所辖。 １９６６ 年初省

地矿局 １０８ 队在进行 １ ∶５万秀木汞矿带调查时，
由曹鸿水等在河流中见到锰矿砾石，沿河流源头

追索而发现。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由 １０３ 队高兴基等同

志与 １０８ 队曹鸿水等同志相互配合进行初步评价

工作，８ 月底“因文革”被迫停止工作，１０８ 队编制

了简报，１０３ 队编制了小结，估算远景储量 ６１９ ４３
万吨。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３ 队成立以

分队长杨胜云、王诚良（兼技术负责）的一分队完

成了普—详查野外工作及成果报告编制送审，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经省地矿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探明

Ｃ＋Ｄ 级碳酸锰矿石储量 １０３１ 万吨。

２ ３　 松桃黑水溪锰矿床

该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西 ２７５°方向，平距

约 ４４ ｋｍ，属冷水乡所辖。 该矿床为 １９６０ 年 １０３
队孙仁贵工程师等在梵净山外围锰矿踏勘发

现。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１９６６ 年元月由孙仁贵工程

师带队开展普查工作，认为有进一步工作必要。
１９６６ 年 ３—６ 月，由王华云任地质组长带领普查

组继续开展普查工作。 后因为“文革”而中断。
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４ 年 １０３ 队组建由张元志同志任

地质组长的普查组开展初查、普查工作，１９８５ 年

编写了《松桃乜江－黑水溪地区锰矿初步普查地

质报告》，概算了储量 ５８３ １７ 万吨。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以余洪云任分队长

兼技术负责的四分队再次开展普查工作，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结束野外工作，１９９０ 年 ８ 月提交成果报

告送审，１１ 月经省地矿局评审通过的报告中提

交碳酸锰矿资源量 ３１４ ５５ 万吨。 并对北东侧

千功坪－施家田一带（后来的杨家湾锰矿）作为

成矿靶区圈定。

２ ４　 松桃杨立掌锰矿床

该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西 ２５５°方向，平距

约 ４２ ｋｍ，属乌罗镇所辖。 为贵州省地质局 １０３
地质队大屋锰矿普查组发现。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该
镇高兴基、徐承铭、刘作楷、陈道熙等同志到乌

罗杨立掌村，见到小溪中河床砾石多为黑色薄

膜与黑水溪锰矿穿过锰矿层流出的溪流砾石类

似，沿溪流逆行至上源，发现大量炭质页岩碎片

间夹少量菱锰矿碎片，说明距含矿地层不远，遂
详细敲打寻找，在沟的左侧垮岩处发现了原生

菱锰矿而发现。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以刘荣忠、马宏喜先后任分队长、曾
鼎勋任技术负责、张元志、徐承铭先后任地质组

长的三分队开展了普－详查工作，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完成野外工作，１９８３ 年 ４ 月提交成果报告，同年

１０ 月经省地矿局组织专家评审通过，探明 Ｃ＋Ｄ
级储量 １ ４７４ 万吨。

２ ５　 举贤锰矿床

该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西 ２２６°方向，平距约

７２ ｋｍ，属寨英镇所辖。 １９６１ 年 １０３ 队在开展锰矿

普查时发现氧化锰矿点，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年在开展大塘

坡锰矿初查期间发现了原生锰矿，并做了初步评价

工作，提交地质储量 ２２０ ９６ 万吨。 后因“文革”而
中断。 １９８６ 年 １０３ 队二分队在对铁矿坪进行初勘

时，抽调部份人员再次开展了普查部份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３—１２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以竹炳贵同志任分队长的

二分队完成了普查野外工作。 １９９０ 年提交了成果

报告送审，并在 １１ 月经省地矿局评审通过，提交 Ｃ
＋Ｄ 级碳酸锰矿石资源量 １１２ ４０ 万吨。

３　 改革开放以来发现的锰矿床

３ １　 松桃杨家湾锰矿床

杨家湾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北西 ２７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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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距约 ３０ ｋｍ，属冷水乡所辖。 杨家湾锰矿床为

黑水溪锰—杨家湾矿床的一部分，１９８９ 年 １０３ 队

在开展黑水溪锰矿普查期间，对杨家湾、三角坡、
相家坡等矿段作了初步评价。 受松桃三和锰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１０３ 队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组成

以蒋天锐为项目负责，余洪云为项目技术顾问的

项目组，对杨家湾开展了普查工作，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结束普查阶段野外地质工作；同年，继续开展详查

地质工作，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结束详查野外地质工作

并提交详查报告送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通过贵州省

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３３２＋３３３）类碳酸锰矿石

资源量 １ ４４４ 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松桃三和锰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委托对杨家湾锰矿进行了

补充地质详查工作。 １０３ 队组建了以杨胜堂为项

目负责，李佳新为技术负责的项目团队，同年 ５ 月

编制提交了杨家湾锰矿补充地质详查报告，估算

碳酸锰矿石总资源储量（１１１ｂ＋１２２ｂ＋３３２＋３３３）
类 ２ ０２８ ０４ 万吨。

３ ２　 碧江长行坡锰矿床

长行坡锰矿床位于碧江区城南东 １４２°方向，
平距约 ２７ ｋｍ，属瓦屋乡所辖。 位于万山米公山

南东侧，１０３ 队在 １９７８ 年进行锰矿区划分时在碧

江区长行坡至万山铁门闩一带发现了氧化锰矿。
１９９０ 年由李功才，彭晓春等前往踏勘，发现有原

生锰矿存在，提出有找矿远景。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组建以李功才、罗时冲等同志组成

的项目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 １９９３ 年由覃英、罗
时冲等编写了《铜仁米公山锰矿普查地质报告》，
共求获（新田湾和石竹溪）锰矿石资源量 Ｄ＋Ｅ 级

储量 ４７ ３１ 万吨。 ２００３ 年 １０３ 队受铜仁长行坡

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２００４ 年 ２—１２ 月组建以

张遂为项目负责人的项目团队开展了普查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完成野外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提交成

果送审，２００５ 年 ３ 月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

审，４ 月完成备案的（３３３ ＋ ３３４？）资源量 ３１５ ６１
万吨。

３ ３　 万山盆架山－中朝溪锰矿床

该矿区位于万山区城南东 １４６°方向，平距约

２６ ｋｍ，属下溪乡所辖。 万山米公山南东侧。 该锰

矿区 １０３ 队在 １９７８ 年进行锰矿区划分时大该区

发现了氧化锰矿。 １９９０ 年由李功才，彭晓春等前

往踏勘，发现有原生锰矿存在，提出有找矿远景。

１９９３ 年由覃英、罗时冲等编写了《铜仁米公山锰

矿普查地质报告》，共求获（新田湾和石竹溪）锰

矿石资源量 Ｄ＋Ｅ 级储量 ４７ ３１ 万吨。
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３ 队根据工作需要，将该区域划分

为两个矿段，分别申办了盆架山锰矿和中朝溪锰

矿探矿权。
盆架山锰矿床：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１０３ 队与贵州玉

屏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风险勘查工

作。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组建以张遂为项

目负责人的项目团队开展普查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结束野外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提交成果送审，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

（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 １４６ １１ 万吨。
中朝溪锰矿床：２００３ 年 ７ 月，１０３ 队与贵州红

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风险勘查

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１２ 月以张遂为项目负责人的

项目团队开展了普查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９ 月结束野外

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提交成果送审，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通

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７ 月完成备案的（３３３＋
３３４？）资源量 １９６ ２６ 万吨。

３ ４　 松桃大坪盖锰矿床

杨家湾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４８°方向，
平距约 ７６ ｋｍ，属寨英镇所辖。 该矿床为大塘坡

锰矿床的一部分，１９６２ 年 １０３ 队在开展大塘坡锰

矿时进行过踏勘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受松桃县百

川矿业有限公司委托，１０３ 队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组成

以黄隆辉为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对该矿床开展了

普查工作，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结束普查阶段野外地质

工作并提交送审报告，２００５ 年 ３ 月通过贵州省国

土资源厅评审，４ 月完成备案的（３３３＋３３４？）类碳

酸锰矿石资源量 ２５１ ００ 万吨。

３ ５　 松桃凉风坳锰矿床

该锰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北西 ２７３ 方向，平距

约 ４６ ｋｍ，矿区跨越石梁与永安两乡。 １９５８ 年因

当地群众把地表氧化锰矿当作铁矿来炼铁而发

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１０３ 队成立以周琦为项目负

责的项目组在承担《贵州铜仁－松桃地区锰矿资

源富集区评价》项目时，在地表进行过调查与研

究预测工作。 １０３ 队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组建先后以

覃英、张命桥、潘文为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开了普查

工作，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结束野外工作，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提

交成果送审，２００６ 年 ７ 月通过省国土资源厅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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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的（３３３＋３３４？）类碳酸锰矿石资源量 ５１ ００
万吨。

３ ６　 其他锰矿床

２００２ 年以罗时冲为项目负责人的项目组完

成了铜仁碧江区碧江新田湾锰矿床普查工作，提
交碳酸锰矿 （ ３３３ ＋ ３３４？） 资源量 １４２ ４１ 万吨。
２００４ 年以黄隆辉为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完成了松

桃县百川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松桃三角坡锰矿床普

查工作，提交（３３３ ＋ ３３４？） 资源量 １１０ ８９ 万吨。
受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委

托，２００４ 年 ５—１２ 月组建了以蒋天锐为项目负责

人的团队开展了松桃石塘锰矿普查，提交了（３３３
＋３３４？）碳酸锰矿石资源量 ５２ １９ 万吨。

４　 新时代以来发现的超大型全

隐伏锰矿床

４ １　 松桃普觉超大型锰矿床

该矿床区域包括平土、下院子、太平、西溪堡

锰矿。 矿区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００°方向，平距约

２０ ｋｍ，属太平乡、大坪镇、平头乡所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了以张遂为项目负责，张平壹、
沈红钱为副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开始普查工作，通
过产、学、研科研团队协同创新，在古天然气渗漏

沉积成矿等新理论指导下，成功在地下埋深 ６００
１ ８００ ｍ 的深部找矿获得重大突破，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完成了普查野外工作及成果编制，２０１４ 年 ５
月通过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组织评审通

过。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

的碳酸锰矿石（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 ５ ０８４ ２１ 万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２０１５ 年 ８ 月项目团队继续开展了

详查工作，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提交了详查成果报告评

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

的碳酸锰矿石（３３２＋３３３）资源量 １９ ２１７ ３９ 万吨。
目前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位的锰矿床。 在其南

东侧的西溪堡锰矿，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０３ 队组建了以

周琦为项目负责人普查组开展普查工作，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完成了野外工作，７ 月提交成果送省国土资源

厅评审通过，求获（３３３＋３３４？）类碳酸锰矿石资源

量 ２３７ ３９ 万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根据公司委托继续

开展外围详查工作，２００８ 年 ８ 月—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３ 地质队组建了先后以田景江、张遂为项目负

责人的项目团队开展了详查工作，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结

束野外工作，７ 月提交详查报告送审，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通过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３３２＋３３３）类碳酸

锰矿石资源量 ７０８ ７４ 万吨。

４ ２　 松桃道坨超大型锰矿床

该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５７°方向，平距约

３０ ｋｍ，属冷水溪镇所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广州鹰泰

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１０３ 地质大队承担该矿区的勘

查工作。 １０３ 队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组建以安正泽为

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开展普查工作。 综合研究预测

含锰岩系埋深在 ７８０ １ ５００ ｍ 间，项目团队认真

分析已有的成果，通过产、学、研科研团队协同创

新，在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锰等新理论指导下，成
功在地表无任何露头的情况下获得深部找矿的突

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完成了普查野外工作及成果编

制，经贵州省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组织评审通过，估
算碳酸锰矿石（３３３＋３３４）类资源量 ８ ４３４ ２５ 万

吨，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项目组受矿权人委托继续开

展了详查工作，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提交了详查成果报告

评审。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

案的碳酸锰矿石 （ ３３２ ＋ ３３３） 资源量 １４ １６３ ９１
万吨。

４ ３　 松桃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

该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２４°方向，平距约

１６ ｋｍ，属平头乡所辖。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受贵州聚丰

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承担普查工作。 １０３ 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组建以杨胜堂、尹廷龙为项目负责，
赵爽、田景江、吴桂武为技术负责的普查项目组开

展普查工作。 综合研究预测含锰岩系埋深在 ９７０
２ ４００ ｍ 间，项目团队认真分析已有的成果，通

过产、学、研科研团队协同创新，在古天然气渗漏

沉积成锰等新理论指导下，成功在地表无任何露

头的情况下获得深部找矿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完成了普查野外工作及成果编制，
提交碳酸锰矿石（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 ４１２３ ００ 万

吨。 受矿权人委托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项目团队继续开展了详查工作，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提交

了详查成果报告评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经贵州省国

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碳酸锰矿石（３３２＋３３３）资源

量 １０ ６３９ ４８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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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松桃高地超大型锰矿床（特大

型富锰矿床）
　 　 该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６０°方向，平距约

３７ ｋｍ，属乌罗镇、冷水溪镇所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组

建以陈甲才为项目负责，谢小峰为技术负责的项

目组开展普查工作，项目组充分收集已有的地质

成果，特别是加强对其矿区东部道坨锰矿详查成

果的综合研究，运用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

成矿模式与找矿预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实现了在

地下埋深 １ ４００ ２ ２００ ｍ 的找矿突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结束野外工作，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提交普查成果送

审，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

碳酸锰矿石（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 １１ ７１７ ３７ 万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贵州省松桃高地矿业有限公司通过

挂牌出让将高地锰矿探矿权收购。 受探矿权人委

托继续开展详查工作，１０３ 队组建以田景江、陈甲

才为项目负责，姚希财、吴桂武为技术负责的项目

组开展详查工作，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结束野外工作，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提交成果报告送审，经贵州省国土资

源厅评审备案的碳酸锰矿石（３３２＋３３３）资源量

１６ ０９０ ６０万吨（含富锰矿 ７ １６６ 万吨）。 成为我

国最大的富锰矿床。

４ ５　 松桃李家湾锰矿床

该矿床位于松桃县城南西 ２５８°方向，平距约

４２ ｋｍ，属乌罗镇所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３ 队成立

以温官国为项目负责的项目组启动普查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通过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与省地矿局进行风险勘查。 通过认真研究

矿区南侧杨立掌锰矿、北东侧道坨锰矿床特征，运
用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成矿模式与找矿预

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实现了在地下埋深 １ ０００ ｍ
的找矿突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结束野外及成果编制工

作，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提交详查成果送审，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经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碳酸锰矿石

（３３２＋３３３）资源量 １ ８６３ ６３ 万吨。

５　 结论

（１）自 １９５８ 年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在

黔东地区首先发现“大塘坡式”锰矿以来，通过艰

苦努力，不断取得找矿突破，促成了（黔、渝、湘）
锰矿“金三角”的形成，成为了中国重要锰业资源

基地。
（２）依托科技创新、锰矿成矿原创理论和深

部锰矿找矿预测关键技术，先后在铜仁松桃地区

新发现了 ４ 个世界级全隐伏超大型锰矿床和 １ 个

特大型富锰矿床，并实现我国特大型富锰矿床零

的突破。
（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新增锰矿资源量 ６ ６ 亿

吨，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锰矿资源量的总和

以及 ２０１１ 年全国锰矿保有资源量（５ ４８ 亿吨）的
总和，实现了锰矿这一战略紧缺矿产地质找矿最

大的突破，改变了国家乃至世界锰矿资源勘查开

发格局，使黔东地区成为我国锰矿资源最丰富的

地区和新的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经济价值巨

大，维护了国家锰矿这一战略关键矿产资源的安

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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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ｌｅｖｅｌ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６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ｔｙｐ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
ｉ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ｓ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ｏｎ’ｔ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Ｇｕｉ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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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ｗｅｉ１，２，ＣＨＥＮ 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１，２，ＺＨＡＮＧ Ｓｕｉ３

（１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１８，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１８，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３ １０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ｎｇｒｅｎ ５５４３００，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ａ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１５％ ２０％），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８％ １０％），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ｇｒａｄｅ，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 ｉ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ｉｓ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ｎ ９ ７１％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ｗ ｏｒｅ，ｂ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ｒｅ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Ｍｎ ｇｒａｄｅ １４ ２５％，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 ８３ ９１％）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ｓｏ ｉｔ
ｗｉｌｌ ｌａｙ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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