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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松桃举贤锰矿、寨英锰矿地质工作的基础上ꎬ通过对松桃举贤地区南华系两界河组、
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分布特征、岩性及厚度变化规律的系统分析研究ꎬ类比普觉(西溪

堡)地堑盆地特征ꎬ发现在南华纪大塘坡早期ꎬ位于南华裂谷盆地(Ⅰ级)、武陵次级裂谷盆地(Ⅱ
级)、石阡－松桃－古丈地堑盆地(Ⅲ级)中的举贤地区存在一个隐伏的Ⅳ级地堑盆地ꎬ仅盆地的

北西边缘局部出露地表ꎬ大部分隐伏于地下ꎮ 预测该盆地展布方向为北东东 ７０°左右ꎬ长 １５ ｋｍ
左右ꎬ宽 ３ ５ ｋｍꎬ锰矿资源潜力大ꎬ是寻找隐伏大型、超大型锰矿床最有利的地区之一ꎮ 目前

通过首批深部钻探工程验证ꎬ已初步证实这一预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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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华南扬子陆块东南缘是我国南华纪锰矿的重

要富集区ꎬ黔湘渝毗邻区具有世界上独特的“大塘

坡式”锰矿成矿环境和成矿机制ꎬ“大塘坡式”锰矿

是一种新的锰矿床类型－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

(周琦 等ꎬ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８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２)ꎬ并建立了

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成矿模式与找矿模型(周琦

等ꎬ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ꎻ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２２)ꎮ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形成于 １３００ ９００ Ｍａ 全球范

围造山运动ꎬ从约 ８２０ Ｍａ 开始的全球性大陆裂谷

活动ꎬ最终导致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裂解 (Ｈｏｆｆｍａｎꎬ
１９９１ꎻＬ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８ꎻ王剑 等ꎬ２００９ꎻ李献华 等ꎬ
２０１２)ꎬ形成南华裂谷盆地(杜远生 等ꎬ２０１５)ꎮ 南华

纪早期再次发生裂陷ꎬ形成武陵和雪峰 ２ 个次级裂

谷盆地及其间的天柱－怀化地垒等三个Ⅱ级构造单

元ꎮ 武陵次级裂谷盆地控制形成了武陵锰矿成矿

带ꎬ内部由 ３ 个Ⅲ级地堑、２ 个Ⅲ级地垒和至少 １６ 个

Ⅳ级地堑组成(周琦 等ꎬ２０１６)ꎮ 其中石阡－松桃－
古丈Ⅲ级地堑是武陵次级裂谷盆地的裂陷中心ꎬ锰
矿成矿作用强烈ꎬ形成的锰矿资源量巨大ꎬ新发现

松桃普觉、高地、道坨、桃子坪等 ４ 个超大型锰矿

床ꎬ已成为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之一(安正泽等ꎬ
２０１４ꎻ张遂 等ꎬ２０１５ꎻ袁良军 等ꎬ２０１８)ꎮ 松桃举贤地

堑盆地系石阡－松桃－古丈Ⅲ级地堑盆地之中圈定

的若干Ⅳ级地堑盆地之一(图 １)ꎮ
１９６１ 年ꎬ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３ 地质大队进行以

锰矿为主的面上调查时ꎬ于松桃举贤地堑盆地西

端发现举贤锰矿ꎻ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ꎬ开展举贤锰矿普

查地质工作ꎬ由于受区域大断裂落满断层(Ｆ１)的
破坏限制ꎬ仅于浅地表地段提交碳酸锰矿石资源

量 １１２ ４０ 万吨ꎻ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开展寨英－落满一

带地质工作ꎬ于深部见 １ １４ ２ ６６ ｍ 菱锰矿体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３ 地质大队开展了贵州铜仁松桃锰矿整

装勘查区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工作ꎮ 本文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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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黔渝湘毗邻区南华纪早期武陵次级裂谷盆地结构与构造古地理图(周琦 等ꎬ２０１６)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ｙｏｎｇｅｎｉａ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ａｆｔｅｒ Ｚｈｏｕ Ｑｉ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１６)
１—控制Ⅲ级地堑盆地和隆起的同沉积断层ꎻ２—控制Ⅳ级地堑盆地和隆起的同沉积断层ꎻ３—Ⅳ级地堑盆地及所控制的锰矿床名称ꎻ
４—Ⅲ级地堑盆地范围ꎻ５—Ⅲ级隆起范围ꎻ６—勘查区大地构造位置ꎻ７—同沉积断层编号ꎻ８—研究区范围

工作的基础上ꎬ类比西溪堡地堑盆地特征(张遂

等ꎬ２０１５)ꎬ研究松桃举贤地堑盆地特征ꎬ进行锰矿

找矿预测ꎬ为该地区下步锰矿找矿工作布署提供

参考ꎮ

２　 地质特征

２ １　 地层

研究区出露的地层有青白口系红子溪组ꎬ南
华系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大塘坡组、南沱组ꎬ震旦

系陡山沱组、留茶坡组ꎬ寒武系九门冲组、变马冲

组、杷榔组、清虚洞组、高台组、石冷水组、娄山关

群等(图 ２)ꎬ主要地层特征如下:
两界河组(Ｎｈ２ ｌ):研究区南东侧的秦家一带

缺失两界河组ꎬ厚度为零ꎬ往北东方向出现两界河

组沉积ꎬ且厚度迅速增加ꎮ 岩性主要为黄、灰黄色

厚层长石砂岩ꎬ上部夹含锰白云岩透镜体ꎬ最大厚

度大于 １４２ ９０ ｍꎮ
铁丝坳组(Ｎｈ２ ｔ):灰黄色厚层碎屑含砾长石

粗砂岩ꎬ厚度:６ ４１ １０ ４７ ｍꎮ
大塘坡组(Ｎｈ２ｄ)ꎬ根据岩性特征ꎬ分为两段:
第二段(Ｎｈ２ｄ２):主要为灰－深灰色纹层状粉

砂质页岩夹少量石英细砂岩ꎬ厚度: １００ ９５
３８２ ８１ ｍꎮ 第一段(Ｎｈ２ｄ１):俗称含锰岩系ꎮ 与两

界河组地层分布规律一样ꎬ南东侧的文家一带该

段地层缺失ꎮ 往北东方向开始出现大塘坡组第一

段沉积ꎬ且厚度也迅速增加ꎮ 主要为黑色碳质页

岩ꎬ夹 １－２ 层黑色、钢灰色条带状、块状锰矿体ꎬ厚
度:６ ２４ ２１ ６４ ｍꎮ 根据组合特征由上至下可

细分为 ７ 小层ꎮ
(７)黑色碳质页岩ꎬ偶见顺层状含星点状黄铁

矿条带ꎬ条带宽多为 １ ｍｍꎬ同时可见方解石细脉

杂乱分布ꎮ 厚度:３ ８４ ｍꎻ
(６)钢灰色、黑色薄层条带状、块状菱锰矿ꎬ局

部可见顺层分布的星点状黄铁矿及少量杂乱分布

的方解石细脉(上层矿)ꎮ 厚度:１ ８８ ｍꎻ
(５)黑色碳质页岩、页理清晰ꎬ发育星点状黄

铁矿ꎮ 厚度:０ １４ ｍꎻ
(４)钢灰色、黑色薄层块状菱锰矿ꎬ发育少量的

６１３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２ 年 ３９ 卷　 　



图 ２　 贵州松桃举贤地区综合地质图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Ｊｕｘ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ꎬ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娄山关组ꎻ２—石冷水组ꎻ３—高台组ꎻ４—清虚洞组ꎻ５—杷榔组ꎻ６—变马冲组ꎻ７—九门冲组ꎻ８—牛蹄塘组ꎻ９—震旦系ꎻ１０—南沱组ꎻ
１１—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１２—大塘坡组第一段ꎻ１３—铁丝坳组＋两界河组ꎻ１４—清水江祖ꎻ１５—红子溪组ꎻ１６—地层界线ꎻ１７—角度不整合界

线ꎻ１８—背斜轴线ꎻ１９—正断层ꎻ２０—逆断层ꎻ２１—性质不明断层ꎻ２２—见矿钻孔ꎻ２３—矿化钻孔ꎻ２４—未见矿钻孔ꎻ２５—地层产状ꎻ２６—控制

Ⅳ级地堑盆地和隆起的同沉积断层及编号ꎻ２７—预测气液喷溢过渡相带ꎻ２８—预测气液喷溢边缘相带ꎻ２９—剖面位置及编号ꎻ３０—探矿权

范围

方解石细脉分布ꎮ 厚度:０ ６４ ｍꎻ
(３)黑色碳质页岩ꎬ可见顺层分布的星点状黄

铁矿ꎬ 杂 乱 分 布 大 量 的 方 解 石 细 脉ꎮ 厚 度:
５ ０３ ｍꎻ

(２)钢灰色、黑色薄层块状菱锰矿(下层矿)ꎮ
厚度:０ ３２ ｍꎻ

(１)黑色薄层含锰碳质页岩ꎬ发育顺层分布的

星点状、细线状黄铁矿ꎬ为矿层直接底板ꎮ 厚度:
０ ２７ ｍꎻ

南沱组(Ｎｈ３ｎ):主要为一套黄绿、黄灰色块

状含砾砂岩ꎬ厚度:２２ ７３ ２７ ６２ ｍꎮ

２ ２　 构造

研究区具有双层“立交桥式”构造特征ꎬ上层

(表层)为燕山期北东向断裂、褶皱构造ꎬ构造复

杂ꎻ下层为雪峰期近东西向控制锰矿形成分布的

地堑、地垒和同生断裂ꎮ
２ ２ １　 雪峰期构造

２０１８ 年矿产地质调查工作ꎬ于邓堡北东约２ ｋｍ
处施工 ＺＫ００１ 钻孔ꎬ该孔在大塘坡组第一段为盖帽

白云岩ꎬ为地垒ꎻ棉花坪一带大塘坡组第一段为黑

色碳质页岩且见矿化ꎬ为地堑盆地边缘相ꎮ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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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Ｋ００１ 钻孔与棉花坪之间(靠近棉花坪一带)在南

华纪大塘坡早期发育有一条同生断裂ꎬ其方向为北

东东 ７０°左右ꎬ与地表燕山期主要构造存在 ４０°左右

的夹角(图 ２)ꎬ控制着举贤地堑盆地的形成ꎮ
２ ２ ２　 燕山期构造

研究区地表燕山期构造主要为北东 ３０°左右ꎬ
对后期锰矿的保存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ꎮ
主要构造有茶子湾背斜、红石断层(Ｆ１)、赵家断层

(Ｆ２)、寨英断层(Ｆ３)、寥家庄断层(Ｆ４)ꎬ主要构造

特征见表 １ꎮ
表 １　 松桃举贤地区燕山期构造特征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ｉｎ Ｊｕｘ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ｎｇｔａｏ

构造名称及编号 构造特征简述

茶子湾背斜
轴向 ３０° ４０°ꎬ长约 ７ ｋｍꎬ北西翼紧密狭窄ꎬ南东翼宽缓开阔ꎬ被落满断层切割破坏ꎬ举贤锰矿
即位于该背斜南东翼ꎮ

红石断层(Ｆ１)
为一条规模较大、多期活动的ꎬ走向延伸大于 ２０ ｋｍꎬ走向 ＮＥ３０°ꎬ倾向 ＳＥꎬ倾角 ４５°左右ꎬ破碎带
宽 ５ １０ｍꎬ最大断距可达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ꎮ 对锰矿破坏大ꎬ使其上盘锰矿埋藏于深部 １ ０００ ｍ
以下ꎮ

水银厂断裂带(Ｆ８)
由相距很近的数条逆冲断裂组成的一束 ＮＮＥ 向逆冲推覆带ꎬ区域上延伸大于 ２０ ｋｍꎬ沿走向呈
微“Ｓ”形弯曲ꎬ倾向 ＳＥＥꎬ倾角 ２０° ４５°ꎮ 断裂破碎带宽大于 １０ ｍꎬ断距 ２００ ５００ ｍꎮ 对锰矿
破坏大ꎬ除逆冲推覆外ꎬ可能对举行盆地东端产生破坏并平移错位ꎮ

赵家断层(Ｆ２) 走向长约 ５ ｋｍꎬ走向 ＮＥ３５°左右ꎬ倾向 ＮＷꎬ倾角 ５０°左右ꎬ断距约 ５０ ｍ 左右ꎬ为逆断层性质ꎮ

寨英断层(Ｆ３)
走向长约 ５ ｋｍꎬ走向 ＮＥ３５°左右ꎬ倾向 ＳＥꎬ倾角 ５５°左右ꎬ破碎带宽约 ５ ｍꎬ断距约 ３０ ｍ 左右ꎬ为
正断层性质ꎮ 对锰矿有一定的破坏作用ꎮ

寥家庄断层(Ｆ４)
走向长大于 １０ ｋｍꎬ走向 ＮＥ５５°左右ꎬ倾向 ＮＷꎬ倾角 ６０°左右ꎬ破碎带宽 ２ ｍ 左右ꎬ断距约 ２００ ｍ
左右ꎬ为正断层性质ꎮ

３　 举贤地堑盆地特征

３ １　 两界河组厚度、岩性变化规律

举贤地区两界河组从南西往北东从无到有、
由薄变厚ꎮ 在秦家缺失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大塘

坡组第一段ꎬ板溪群红子溪组直接与大塘坡组第

二段接触ꎬ说明秦家一带ꎬ在两界河期为一古隆起

(地垒)ꎻ往北东由文家的 ５８ ７９ ｍꎬ至沙田增加到

９７ ９１ ｍ(未见底)ꎬ再到举贤增加到 １４２ ９０ ｍ(未
见底)ꎮ 在岩性组合方面ꎬ从南西往北东由未出

现白云岩透镜体ꎬ逐渐开始出现白云岩透镜体

(图 ３)ꎮ

图 ３　 松桃举贤地区 Ａ－Ａ′两界河组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Ａ－Ａ ′Ｌｉａｎｇｊｉｅ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ｘｉ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大塘坡组ꎻ２—铁丝坳组ꎻ３—两界河组ꎻ４—红子溪组ꎻ５—砾岩ꎻ６—含砾砂岩ꎻ７—含砾石英砂岩ꎻ８—含砾长石石英砂岩ꎻ９—含砾长石砂

岩ꎻ１０—含砾白云岩ꎻ１１—粉砂质页岩ꎻ１２—碳质页岩ꎻ１３—板岩ꎻ１４—角度不整合界线ꎻ１５—地层对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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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含锰岩系厚度、岩性变化规律

南华纪大塘坡早期ꎬ举贤地区大塘坡组第一

段(含锰岩系)从南西往北东同样具有从无到有ꎬ
由薄变厚的变化规律ꎬ南西侧的文家剖面含锰岩

系厚度为零ꎬ总体反映在大塘坡早期为隆起(地
垒)的古地理背景ꎻ往北东至落满开始出现含锰岩

系ꎬ岩性为深灰色页岩ꎬ厚度为 ２ ４０ ｍꎬ不含菱锰

矿体ꎻ再往北东的沙田含锰岩系厚 ５ １８ ｍꎬ夹含锰

白云岩透镜体ꎻ 而至举贤 剖 面ꎬ 含 锰 岩 系 厚

９ ６７ ｍꎬ出现菱锰矿体(图 ４)ꎮ
北西往南东方向ꎬ含锰岩系和菱锰矿体总体

亦具有从无到有、由薄变厚的变化规律(图 ５)ꎮ
南东侧举贤锰矿床的 ＺＫ７０１ 钻孔含锰岩系厚

６ ２４ ｍꎬ含菱锰矿体厚 ０ ４５ ｍꎻ往南东至 ＺＫ１１０１
钻孔含锰岩系厚度增厚至 １０ ６７ ｍꎬ菱锰矿体厚度

增厚至１ １８ ｍꎻ再往南东至 ＺＫ００２ 钻孔含锰岩系

厚１１ ９３ ｍꎬ 菱锰矿体厚 １ １４ ｍꎻ 再往南东至

ＺＫ２０３ 钻孔含锰岩系增厚至 ２１ ６４ ｍꎬ菱锰矿体增

厚至 １ ３０ ｍꎮ

图 ４　 松桃寨英地区 Ｂ－Ｂ′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柱状对比图(据张遂 等ꎬ２０１５)
Ｆｉｇ ４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Ｂ′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ｉｙ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ｎｇｔａｏ(ａｆｔｅｒ Ｚｈａｎｇ ｓｕ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２—大塘坡组第一段ꎻ３—铁丝坳组ꎻ４—粉砂质页岩ꎻ５—碳质页岩ꎻ６—含砾砂岩ꎻ７—锰矿体ꎻ８—大塘坡组第一段厚度

(米)ꎻ９—地层对比线

图 ５　 松桃举贤地堑盆地北西－南东向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柱状对比图

Ｆｉｇ ５　 Ｃｏｌｕｍｎ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ｌ ｉｎ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Ｗ－ＳＥ Ｊｕｘｉａｎ ｇｒａｂｅ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２—大塘坡组第一段ꎻ３—铁丝坳组ꎻ４—粉砂质页岩ꎻ５—碳质页岩ꎻ６—含砾砂岩ꎻ７—锰矿体ꎻ８—钻孔编号ꎻ９—大塘坡

组第一段厚度(米)ꎻ１０—锰矿体厚度(米)ꎻ１１—地层对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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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举贤地堑盆地的圈定

(１)邓堡北 ＺＫ００１ 钻孔的大塘坡组第一段为

盖帽白云岩ꎬ为地垒ꎮ 即举贤Ⅳ级地堑盆地位于

ＺＫ００１ 钻孔之南ꎮ
(２)举贤地区南西部的落满、沙田地段未见

矿ꎬ大塘坡早期为地垒ꎬ其东部的 ＺＫ００２、ＺＫ００６、
ＺＫ２０３ 钻孔均见矿ꎬ位于地堑盆地内ꎮ 棉花坪一

带 ＺＫ７０１ 见矿化 ０ ４５ ｍꎬ为盆地边缘相ꎮ 即棉花

坪一带为盆地北西部边界ꎬ举贤Ⅳ级地堑盆地位

于棉花坪之南ꎬ落满、沙田之东ꎮ
(３)研究区东部木龙山地段 ＱＺ００３ 见矿化

０ ４３ ｍ、ＱＺ００４ 见矿化 ０ ６４ ｍꎬ为盆地边缘相ꎬ可
能是举贤盆地东端蚂蝗冲地段被水银厂断裂破坏

并向南平移错位而至ꎮ 即举贤盆地东端应为蚂蝗

冲地段一带ꎮ
(４)石阡－松桃－古丈Ⅲ级地堑盆地之中圈定

的若干Ⅳ级地堑盆地ꎬ如松桃普觉(西溪堡)、李
家湾－高地 －道坨等Ⅳ级地堑盆地一般宽 ３
５ ｋｍꎬ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ꎬ 展布方向为北东 ６５°

７０°ꎮ
依据上述特征ꎬ通过类比预测ꎬ圈定举贤Ⅳ级

地堑盆地展布方向为北东 ７０°左右ꎬ长 １５ ｋｍ 左

右ꎬ宽 ３ ５ ｋｍ(图 ６)ꎮ

４　 锰矿潜力预测

通过对研究区两界河组、含锰岩系厚度、岩性

变化规律的分析研究ꎬ通过类比ꎬ可以证实在南华

纪早期ꎬ举贤地区存在一个隐伏的Ⅳ级成锰地堑

盆地ꎬ预测该盆地展布方向为北东东 ７０°左右ꎬ长
１５ ｋｍ 左右ꎬ宽 ３ ５ ｋｍꎬ仅盆地的北西边缘局部

出露地表ꎬ大部分隐伏于地下ꎬ锰矿资源潜力大ꎬ
是寻找隐伏大型、超大型锰矿床最有利的靶区之

一ꎮ 初步钻探工程验证ꎬ已证明预测的正确性ꎮ
如寨英南西侧的 ＺＫ００２、ＺＫ００６、ＺＫ２０３ 等钻孔发

现了厚 １ １４ ２ ６６ ｍ 的锰矿体(图 ６)ꎬ且品位较

高ꎮ 预测该地区锰矿资源量可达大型及以上ꎮ

５　 结论

(１)在黔东地区南华纪早期地质背景研究的

基础上ꎬ通过进一步对研究区两界河组、含锰岩系

分布特征、岩性及厚度变化规律的系统研究ꎬ认为

在南华纪早期ꎬ位于石阡－松桃－古丈Ⅲ级地堑盆

地中的举贤地区存在一个Ⅳ级地堑盆地ꎮ

图 ６　 松桃举贤南华纪大塘坡早期地堑盆地与锰矿找矿预测图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ｂｅ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ｉｎ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ꎬ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ＪｕｘｉａｎꎬＳｏｎｇｔａｏ
１—气液喷溢中心相带ꎻ２—气液喷溢过渡相带ꎻ３—气液喷溢边缘相带ꎻ４—见矿钻孔ꎻ５—矿化钻孔ꎻ６—未见矿钻孔(见地垒上的白云岩)ꎻ
７—锰矿体厚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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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举贤地区具有双层“立交桥式”构造特

征ꎬ表层为北东向的燕山期构造ꎬ对锰矿有一定的

破坏作用ꎻ下层为北东东向的雪峰期构造ꎬ控制着

举贤地堑盆地的形成ꎬ两者存在 ４０°左右的夹角ꎮ
(３)通过与西溪堡、李家湾－高地－道坨等Ⅳ

级地堑盆地结构特征进行类比分析ꎬ举贤Ⅳ级地

堑盆地展布方向为北东东 ７０°左右ꎬ长 １５ ｋｍ 左

右ꎬ宽 ３ ５ ｋｍꎮ 通过钻探工程初步验证ꎬ已证明

预测的正确性ꎮ 盆地主体隐伏于地下ꎬ锰矿资源

潜力大ꎬ是寻找隐伏大型、超大型锰矿床最有利的

靶区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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