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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松桃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是华南南华纪武陵锰矿成矿带中松桃寨英－西溪堡(Ⅳ
级)地堑盆地中发现的第二个超大型“大塘坡式”锰矿床ꎬ与亚洲最大的松桃普觉超大型锰矿紧

邻ꎬ位于西溪堡(Ⅳ级)地堑盆地北西侧的渗漏喷溢中心相－过渡相－边缘相ꎮ 矿体埋深 ９２０
２ ０００ ｍꎬ为全隐伏锰矿床ꎮ 含锰岩系厚度 １５ ７０ ９１ ００ ｍ、锰矿体厚度 １ ０７ １４ ５８ ｍꎮ 含锰

岩系与锰矿体空间展布的长轴方向呈狭长带状沿北东约 ６５°方向展布ꎬ与地表北东向的燕山期

构造存在约 ４０°夹角ꎮ 目前该锰矿床北东和南西侧矿体均未圈边ꎬ还存在较大的锰矿找矿潜力ꎮ
[关键词]锰矿ꎻ超大型ꎻ地质特征ꎻ贵州ꎻ松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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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贵州省松桃县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位于松桃

县城南西 ２２４°方向ꎬ平距约 １６ ｋｍꎬ辖属松桃县平头

乡、大坪场镇ꎮ 近年来ꎬ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

队运用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成矿模式与找

矿预测模型在西溪堡锰矿北西部发现了松桃普觉

隐伏超大型锰矿床(周琦等ꎬ２００７ꎬ２０１３ꎻ张遂等ꎬ
２０１５)ꎬ并进一步分析研究认为ꎬ普觉超大型锰矿的

沉积成锰盆地中心有往北西偏移的趋势ꎬ位于松桃

普觉超大型锰矿北西毗邻区的桃子坪地区深部仍

有较大的找矿潜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首个验证孔即

揭露厚度达 １４ ５８ ｍ 的锰矿体ꎬ之后先后施工普

查、详查 ３５ 个钻孔ꎬ查明碳酸锰矿石资源量达 １ ０６
亿吨ꎬ是黔东地区发现的又一个超大型锰矿床ꎮ

该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上扬子陆块、鄂渝

湘黔前陆褶断带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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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２０１６)ꎻ按照全国

成矿区带的划分(陈毓川等ꎬ２０１０)ꎬ属于滨太平洋

成矿域(Ⅰ－４)的扬子成矿省(Ⅱ－１５)ꎬ三级成矿

单元中属于上扬子中东部(台褶带) ＰｂＺｎＣｕＡｇ￣
ＦｅＭｎＨｇＳｂ 磷铝土矿硫铁矿成矿带(Ⅲ７７)ꎻ按照

华南南华纪锰矿成矿区带划分(周琦等ꎬ２０１６)ꎬ位
于南华裂谷盆地锰矿成矿区、武陵锰矿成矿带、松
桃－古丈锰矿成矿亚带ꎮ

区域构造较为发育ꎬ构造线主体呈北东向ꎬ主
要褶皱构造为盘山背斜ꎬ断裂构造有红石断裂、平
头断裂、冷水溪断裂等ꎮ 区域地层划属华南地层

大区扬子地层区黔东北小区ꎬ出露地层有新元古

界青白口系、南华系、震旦系、古生界寒武系、奥陶

系等ꎮ 南华系锰矿均产于大塘坡组底部ꎮ

２　 矿区地质

２ １　 地层

矿区主要出露寒武系中统变马冲组至中上统

娄山关群ꎬ寒武系九门冲组、震旦系、南华系地层

均隐伏于地表之下ꎮ 地层呈北东 －南西向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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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ꎬ主要由一套粗细相间的陆源碎屑沉积序

列组成ꎮ 其中ꎬ铁丝坳组(Ｎｈ２ ｔ)为含砾杂砂岩ꎬ砾
石成分复杂ꎬ呈棱角状及次棱角状ꎻ大塘坡组

(Ｎｈ２ｄ)分为二段ꎬ第一段(Ｎｈ２ｄ１)为含锰岩系ꎬ锰
矿体产于含锰岩系底部ꎮ 下部为灰色、深灰色含

锰含页岩ꎬ通常含 １－３ 层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

锰矿、块状菱锰矿ꎬ中上部为炭质页岩、粉砂质炭

质页岩ꎬ矿区内该层隐伏于地下 ９００ ｍ 以下(杨胜

堂等ꎬ２０１６)ꎮ 上覆大塘坡组第二段(Ｎｈ２ｄ２)ꎬ为
层纹状条带状含粉砂质页岩、粘土岩夹粉砂岩ꎮ

图 １　 松桃县桃子坪锰矿矿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娄山关群ꎻ２—石冷水组第二段ꎻ３—石冷水组第一段ꎻ４—高台组ꎻ５—清虚洞组第四段ꎻ６—清虚洞组第三段ꎻ７—清虚洞组第二段ꎻ８—清

虚洞组第一段ꎻ９—杷榔组ꎻ１０—变马冲组ꎻ１１—地层界线ꎻ１２—地层产状ꎻ１３—正断层ꎻ１４—逆断层ꎻ１５—性质不明断层ꎻ１６—平移断层

２ ２　 构造

矿区处于盘山背斜北西翼ꎮ 区内燕山期构造

发育ꎬ总体呈北东向展布(图 １)ꎮ 矿区褶曲不发

育ꎬ总体为单斜构造ꎬ地层走向北东ꎬ倾向北西ꎬ倾
角 １０° ３５°ꎬ一般为 ２０°左右ꎮ 主要断裂构造有北

东向 Ｆ２、Ｆ１１、Ｆ１２、Ｆ１３ꎬ南东东向 Ｆ１０１ꎬ其中 Ｆ１１、Ｆ１２、
Ｆ１３构成叠瓦状逆冲断层(谢小峰等ꎬ２０１６)ꎬ向深

部变缓ꎬ逐渐消失于南沱组及大塘坡组第二段岩

层中ꎬ但对深部矿体未造成影响(图 ４)ꎮ 主要构

造特征见表 １ꎮ
锰矿体受深部北东东向南华纪同沉积断层控

制ꎬ同沉积断层与地表 ＮＥ 向燕山期构造存在 ４０°
左右的夹角(周琦等ꎬ２０１６)ꎮ 根据已有工程揭露

分析ꎬ南华纪寨英－西溪堡(Ⅳ级)地堑盆地中同

沉积断层走向约为 ＮＥ６５°左右ꎮ

３　 矿床地质

３ １　 含锰岩系

３ １ １　 组成特征

南华系大塘坡组第一段(Ｎｈ２ｄ１)ꎬ俗称“含锰

岩系”ꎬ主要由炭质页岩、含锰页岩、菱锰矿等组

成ꎬ个别钻孔还见灰色凝灰质粉砂岩ꎮ 矿区含锰

岩系岩性组合特征以 ＺＫ４１４ 为代表ꎬ由上而下大

致可细分为 ２０ 个小层ꎬ总厚度 ９１ ｍ(杨胜堂等ꎬ
２０１６)ꎬ各层岩性特征简述如下:

上覆地层:大塘坡组第二段(Ｎｈ２ｄ２)深灰、灰色粉砂

质粘土岩ꎬ夹砂质条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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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桃子坪矿区主要断层特征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断层编号 走向 倾向 倾角 规模 断距 断层性质

Ｆ２ ＮＥ ＳＥ ６６° ７４° >８ ｋｍ ２０ ｍ 逆断层

Ｆ１１ ＮＥ ＮＷ ６８° >２ ３ ｋｍ １０ ２００ ｍ 为逆断层ꎬ深部断距较大ꎬ浅部断距变小ꎮ

Ｆ１２ ＮＥ ＮＷ ６６° ７２° >６ ２ ｋｍ ２０ ２２０ ｍ 逆断层

Ｆ１３ ＮＥ ＮＷ ６５° >５ ８ ｋｍ １０ ５５ ｍ 逆断层

Ｆ１０１ ＳＥＥ 约 ９０° >８ ｋｍ
根据地表地层效应判断为平移断层ꎮ 两侧深
部钻孔均未揭露ꎬ其深部发育情况有待进一
步查明ꎮ

　 　 (２０)黑色炭质页岩ꎬ见少量线状黄铁矿顺层分布ꎮ
厚 ６６ ９５ ｍ

(１９)深灰色、黑色含锰炭质页岩ꎬ见星点状黄铁矿ꎮ
厚 １ ４９ ｍ

(１８)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ꎮ 厚 １ ２８ ｍ
(１７)钢灰色块状菱锰矿ꎬ见垂直节理ꎮ 厚 ４ ５０ ｍ
(１６)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ꎮ 厚 ３ １１ ｍ
(１５)深灰色、黑色含锰炭质页岩ꎮ ０ ５４ ｍ
(１４)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ꎬ锰品位 １０ １３％ꎮ

厚 ０ ４６ ｍ
(１３)黑色炭质页岩ꎮ 厚 ０ ２８ ｍ
(１２)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ꎮ 厚 ０ ９４ ｍ
(１１)钢灰色块状菱锰矿ꎮ ０ ８７ ｍ
(１０)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ꎮ 厚 ０ ８６ ｍ
(９)黑色炭质页岩ꎮ 厚 ０ ５５ ｍ
(８)深灰色、黑色含锰炭质页岩ꎮ 厚 １ ５１ ｍ
(７)黑色炭质页岩ꎮ 厚 ０ ６５ ｍ
(６)深灰色、黑色含锰炭质页岩ꎮ 厚 ０ ６５ ｍ
(５)黑色炭质页岩ꎬ见星点状黄铁矿ꎮ 厚 ２ ３５ ｍ
(４)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ꎮ 厚 １ ３７ ｍ
(３)钢灰色块状菱锰矿ꎬ发育网格状方解石细脉ꎮ

厚 １ ５７ ｍ
(２)深灰色、黑色含锰炭质页岩ꎮ 厚 ０ ８８ ｍ
(１)深灰色、钢灰色条带状菱锰矿ꎬ锰品位 １１ ３０％ꎮ

０ １９ ｍ
下伏地层:铁丝坳组(Ｎｈ２ ｔ)灰色厚层状细粒杂砂岩ꎮ

３ １ ２　 含锰岩系空间变化规律

桃子坪锰矿床含锰岩系厚度变化较大:可从

厚仅 １５ ７０(ＺＫ２２０２)到 ９１ ００ ｍ(ＺＫ４１４)之间进行

变化ꎮ 具体以 ＺＫ００７ (８２ ３９ ｍ)、 ＺＫ４１４、 ＺＫ６１４
(８４ ０８ ｍ)、ＺＫ１２０８(８１ ７３ ｍ)、ＺＫ１８１０(８１ １６ ｍ)
一带为中心ꎬ向四周变薄(图 ２、图 ３)ꎬ总体呈狭长

带状沿北东约 ６５°方向展布ꎬ在北西、南东短轴方

向ꎬ向两侧含锰岩系由厚变薄ꎮ 在北东、南西长轴

方向含锰岩系厚度仍较大ꎬ北东部大于 ６０ ｍꎬ南
东部大于 ４０ ｍꎮ

含锰岩系等厚线图(图 ２)显示ꎬ在上述中心

区域往北西、南东两侧短轴方向含锰岩系厚度呈

极不均一性减薄ꎬ尤其在 ８０ ｍ 与 ６０ ｍ 等值线间

存在“陡坎”(图 ３)ꎬ显示在南华纪大塘坡早期西

溪堡Ⅳ级地堑盆地中存在次级同沉积断层ꎬ控制

和形成了更次一级的地堑盆地ꎮ

３ ２　 矿体特征

３ ２ １　 形态、产状、规模

锰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缓倾斜顺层产出ꎬ产状

与围岩基本一致(图 ４)ꎬ矿体底板等高线反映ꎬ矿
体内有小的褶曲现象(杨胜堂等ꎬ２０１６)ꎬ总体倾向

北西ꎬ倾角 １０° ３５°ꎬ平均 ２０°ꎬ往北西有变陡趋

势ꎮ 矿区内矿体沿走向长 ７ ８５０ ｍꎬ宽达 ２ ５００ ｍꎬ
倾向延伸 ２ ４００ ｍꎬ埋深 ９２０ ２ ４００ ｍꎬ是目前黔

湘渝地区控制深度最大的矿体ꎬ控制标高－１ ９８０
－２８０ ｍꎮ 矿区矿体以 Ｆ１０１为界ꎬ分为南、北两个

矿体ꎬ现分述如下:
北矿体:倾向北西ꎬ产状相对较缓ꎬ倾角为 １０°

２８°ꎬ平均 １６°ꎻ矿体长约 ３ ５５０ ｍꎬ宽达 ２ ５００ ｍꎬ
倾向延伸 ２ ０００ ｍꎮ 控制标高－１ ３８５ －２８０ ｍꎻ厚
度为 １ ０７ ６ ７１ ｍꎬ平均 ２ ４９ ｍꎬ变化系数 ５９％ꎻ
品位 １５ ０２％ －１７ ０８％ꎬ平均 １６ ２７％ꎬ变化系数

５％ꎬ矿石资源量 ３ ６９９ ４７ 万吨ꎮ
南矿体:总体倾向北西ꎬ产状相对较陡ꎬ倾角为

２０° ３５°ꎬ平均 ２３°ꎻ矿体长约 ３ ５００ ｍꎬ宽 ７８０
１ ７００ ｍꎬ倾向延伸 ２ ４００ ｍꎬ控制标高－ １ ９８０
－１ ０４０ ｍꎻ矿 体 厚 度 为 ２ １２ １４ ５８ ｍꎬ 平 均

６ ０７ ｍꎬ变化系数 ６６％ꎻ品位 １５ ０１％ ２０ １３％ꎬ平均

１５ ８３％ꎬ变化系数 ８％ꎬ矿石资源量 ６ ９４０ ０１ 万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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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桃子坪锰矿含锰岩系厚度与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２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ｏｐａｃｈ ｏｆ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见矿钻孔ꎻ２—未见矿钻孔ꎻ３—未达目的钻孔ꎻ４—钻孔编号 / 含锰岩系厚度(ｍ)ꎻ５—含锰岩系等值线ꎻ６—矿区范围ꎻ７—锰矿体厚度≧

１０ ｍꎻ８—锰矿体厚度 ４ １０ ｍꎻ９—锰矿体厚度≦ ４ ｍ

图 ３　 松桃县桃子坪锰矿床中含锰岩系对柱状比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２—大塘坡组第一段ꎻ３—铁丝坳组ꎻ４—锰矿体连线ꎻ５—含锰岩系厚度(ｍ)ꎻ６—锰矿体厚度(ｍ)ꎻ７—粉砂质页岩ꎻ

８—炭质页岩ꎻ９—含锰页岩ꎻ１０—含砾砂岩ꎻ１１—凝灰质粉砂岩ꎻ１２—锰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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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桃子坪超大型锰矿 ２－２′勘探线剖面图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２－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ｅ
１—清虚洞组第二段ꎻ２—清虚洞组第一段ꎻ３—杷榔组第二、三段ꎻ４—杷榔组第一段ꎻ５—变马冲组ꎻ６—九门冲组ꎻ７—留茶坡组ꎻ８—陡山沱

组ꎻ９—南沱组ꎻ１０—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１１—大塘坡组第一段ꎻ１２—铁丝坳组ꎻ１３—实测及推测地层界线ꎻ１４—实测及推测矿层线ꎻ１５—实测

及推测逆断层及其编号ꎻ１６—矿石 Ｍｎ 品位(％) / 矿体厚度(ｍ)ꎻ１７—锰矿层

３ ２ ２　 厚度变化规律

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矿体厚度从 １ ０７ ｍ
(ＺＫ２０１４) １４ ５８ ｍ( ＺＫ４１４)间进行变化ꎬ以
ＺＫ２１４(矿体厚 １４ ５２ ｍ) 、ＺＫ４１４、ＺＫ６１４(矿体

厚 １３ ９３ ｍ)连线为中心ꎬ总体向四周变薄或尖

灭ꎬ变化特征与含锰岩系变化特征相似ꎬ也存在

突变现象(图 ２、图 ３) ꎬ说明锰矿的形成受不同

级别的同沉积断层控制ꎮ 矿体总体呈狭长带状

沿北东 ６５° ７０°方向展布ꎬ北西－南东短轴方

向从中心往两侧变薄至尖灭ꎻ长轴北东向所控

制厚度仍大于６ ｍꎬ如 ＺＫ２２０２ 中锰矿体厚度达

６ ７１ ｍꎬ南西向控制厚度大于 ３ ｍꎬ如 ＺＫ４６１８
中锰矿体厚度仍有 ３ １５ ｍꎮ 长轴两端控制程

度较低ꎮ

３ ３　 矿石质量

３ ３ １　 矿物成分

主要矿物为菱锰矿 ２１％ ５７％ꎻ其他矿物:粘
土矿物 ５％ ３５％ꎬ炭质有机质 ５％ １５％ꎬ石英

５％ １５％ꎬ白云石 ３％ ２５％ꎬ方解石 １％ ５％ꎬ黄
铁矿 １％左右ꎻ其他微量矿物有:长石、白云母、锆
石、磷灰石、玉髓等ꎮ
３ ３ ２　 结构构造

(１)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主要有泥晶结构(图 ５－ａ)、显微鳞

片状结构、粉砂质结构(图 ５－ｂ)ꎮ
(２)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 (图 ５－ｃ)和条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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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矿石结构及构造照片

Ｆｉｇ ５　 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构造(图 ５－ｄ)ꎮ 在 ＺＫ４１４ 岩芯中见到软沉积变形

纹理—垂直劈理构造ꎮ
３ ３ ３　 化学成分

矿石中的主要有益组分是锰ꎬ单件样品 Ｍｎ
品位 １０ ０２％ ２７ ２３％ꎬ平均 １５ ７０％ꎬ变化系数

２１％ꎻ单工程 Ｍｎ 品位 １５ ０１％ ２０ １３％ꎬ平均

１５ ８４％ꎬ变化系数 ７％ꎬ矿体 Ｍｎ 品位 １５ ８３％
１６ ４０％ꎬ平均 １５ ９８％ꎬ锰元素在空间的分布比较

稳定ꎮ 其 他 化 学 组 分: Ｐ 含 量 为 ０ ０４０％
２ ８９０％ꎬ平 均 ０ ２８８％ꎻ ＴＦｅ 含 量 为 １ ９３％
９ ８４％ꎬ 平 均 ２ ６１％ꎻ ＳｉＯ２ 含 量 为 ２１ ４３％
３８ ７７％ꎬ平均 ３１ ７５％ꎮ

３ ４　 资源储量

据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 ２０１６ 年提交

的«贵州省松桃县桃子坪锰矿详查报告»ꎬ备案锰

矿石资源量为(３３２＋３３３)类 １０ ６３９ ４８ 万吨ꎬ达超

大型锰矿床规模ꎬ其中ꎬ(３３２)类 ３ ３４８ ５２ 万吨ꎬ
(３３３)类 ７ ２９０ ９６ 万吨ꎮ 位列亚洲第五、世界第

十三位的超大型锰矿床ꎮ

４　 南华纪早期地堑盆地特征

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位于南华纪寨英－西溪

堡地堑盆地(Ⅳ级)北西部ꎮ 据张遂等(２０１８)研

究ꎬ该地堑盆地中南华系两界河组、大塘坡组(含
含锰岩系)地层从南东到北西ꎬ从无到有ꎬ从薄到

厚ꎬ厚度和岩相存在明显的突变带ꎬ显示出典型的

断陷盆地沉积特征ꎻ根据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

矿床成矿系统模式(周琦等 ２０１３)ꎬ结合含锰岩

系、锰矿体、矿石矿物等变化特征ꎬ对地堑盆地进

行了预测圈定ꎬ该盆地长轴方向约为北东 ６５°ꎬ长
大于 ２０ ｋｍ、宽约 ５ ８ ｋｍꎬ并划分了三个相带ꎬ即
中心相、过度相、边缘相(张遂等ꎬ２０１８ꎻ尹廷龙等ꎬ
２０１８)(图 ６)ꎮ

目前对南华纪西溪堡Ⅳ级地堑盆地的控制仅

限于西溪堡－桃子坪一带ꎬ共发现 ２ 个次级盆地中

心ꎬ分别位于平土－柑子园一带和平头附近区域ꎬ
以平土至柑子园一带为主ꎬ本次研究发现ꎬ在盆地

中心区域含锰岩系及锰矿体厚度均存在突然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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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ꎬ反映出在南华纪大塘坡早期成锰过程中西

溪堡地堑盆地(Ⅳ级)进一步拉伸ꎬ在盆地中心位

置形成更次一级的地堑盆地ꎮ
南华纪寨英－西溪堡地堑盆地(Ⅳ级)中已发

现 ２ 个超大型锰矿(桃子坪锰矿、普觉锰矿)、１ 个

中型锰矿(西溪堡中型锰矿)ꎬ查明资源储量逾 ３
亿吨ꎮ 盆地北东及南西长轴方向均未圈边ꎬ仍存

在大片空白区ꎬ找矿潜力巨大ꎮ

图 ６　 寨英－西溪堡南华纪早期含锰地堑盆地构造古地理与预测图(据张遂ꎬ２０１８)
Ｆｉｇ ６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ａｉｙｉｎｇ－Ｘｉｘｉｂａｏ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ｇｒａｂｅ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１—见矿钻孔ꎻ２—见矿化钻孔ꎻ３—盆地中心相ꎻ４—盆地过渡相ꎻ５—盆地边缘相ꎻ６—地垒区ꎻ７—相带界线ꎻ８—锰矿体厚度(ｍ)

５　 结论

(１)桃子坪超大型锰矿位于武陵次级裂谷盆

地、松桃—古丈次级地堑盆地(Ⅲ级)中寨英－西
溪堡(Ⅳ级)地堑盆地北西部ꎮ 矿体呈层状、似层

状ꎬ矿体厚度变化中等ꎬ矿石结构构造简单ꎬ矿石

组分单一、变化均匀ꎬ属于典型的“大塘坡式”锰

矿床ꎮ
(２)该矿床含锰岩系及矿体厚度等值线在盆

地中心存在突变带ꎬ说明含锰岩系和菱锰矿体受

不同级别的南华纪同沉积断层的控制ꎬ形成更次

级的地堑盆地ꎬ并控制形成厚大含锰岩系和厚大

的锰矿体ꎮ

(３)南华纪寨英－西溪堡(Ⅳ级)地堑盆地中

已发现和提交了 ２ 个超大型锰矿床、１ 个中型锰矿

床ꎬ３３３ 类的资源量逾 ３ 亿吨ꎮ 但控制超大型锰矿

床的寨英－西溪堡地堑盆地规模大、矿区外围的含

锰岩系和锰矿体继续延伸ꎬ外围找矿潜力依然

较大ꎮ

致谢:本文在撰稿过程中ꎬ得到贵州省地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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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ｂｅｄ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Ｚｈａｉｙｉｎｇ－Ｘｉｘｉｂａｏ Ｆｏｒｔ(Ｇｒａｄｅ ＩＶ) ｍａｎｔｌｅ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ꎬ ａｎｄ ｉ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ｕｊｕｅ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ｐ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ｘｉｂａｏ (Ｇｒａｄｅ ＩＶ)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ｉｓ ９２０
２ ０００ 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ｒｏ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１５.７０

９１.００ 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ｉｓ １.０７ １４ .５８ ｍ.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ｘ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ｔｒｉ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ＮＥ６５ °ꎬ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４０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ｉｒｃｌｅｄ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 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ｅꎻ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ꎻ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ꎻＧｕｉｚｈｏｕꎻＳｏｎｇｔａｏꎻＴａｏｚｉｐｉｎｇ

８９２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９ 年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