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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国南方开展优质锰矿产资源潜力调查的意义、必要性、可能性、工作目标、技术路线和实施方 

案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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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我国锰矿产资源概况 

据文献[1]，截止到 t995年底， 

我国保有锰矿石储量5．90亿 t(其 

2 中国南方具优质锰矿的找矿潜力 

据文献[2]，按大地构造位置和成矿区划，中国 

本支 1998年6月收刊 ．王延忠编辑。 

锤 ；参考 
锰矿主要可以分成5个 I级成矿域、l5个Ⅱ级成矿 

区和34个Ⅲ级成矿带。I级成矿域包括：1)华北地 

台锰矿成矿区；2)扬子地台锰矿成矿区；3)华南褶皱 

锰矿成矿区(属于环太平洋金属成矿带范畴)；4)滇 

西三江锰矿成矿区(属于古地中海金属成矿带范 

畴)；5)祁连一天山锰矿成矿区。另外，喜山期以来 

的表生氧化带中，其空间分布严格受到气候带的控 

制。即大体呈平行北回归线的近东西向带状展布，空 

间上与上述扬子地台锰矿成矿区、华南摺皱锰矿成 

矿、滇西三江锰矿成矿区3个大的成矿区南延交叉 

重叠，不易严格区分。 

扬子地台成矿域锰矿成矿背景多系被动大陆边 

缘断陷盆地，矿石类型以碳酸锰和氧化锰的组合为 

主要特征，优质锰矿所占比例较小，但矿床规模常可 

达大型、特大型．如广西下雷锰矿和湖南的湘潭锰 

矿；三江成矿域锰矿成矿背景多系古特提斯拉张裂 

陷形成的地块问小洋盆或洋壳化盆地，矿石类型则 

以碳酸锰与硅酸锰、原生氧化锰及原生氧化锰的组 

合为特征，有云南鹤庆锰矿、四川轿顶山锰矿等。 

中国南方锰矿资源总量预计2亿 t一2．5亿 t。 

在 23。带低 纬度地区氧化锰约 占40％，在长 1940 

bn，宽 220 kra．面积42．鹋万km2范围内，截止 1994 

年底，已先后发现锰矿床 处，矿点 3l处．探明各 

类型锰矿储量26562．08万t，(占全国已探明锰矿储 

量64351．7万 t的41．28％)，其中氧化锰矿储量 lO 

760．35万t．占各类锰矿储量的40％。各类型锰矿 

主要分布于广西和云南南部，广东有少量分布。云 

南23。带锰矿储量5 120．58万t．氧化锰矿储量2978． 

85万 t：广西锰矿储量 21 304．8万 t，氧化锰矿储量 

7644．8万 t；广东氧化锰矿储量 136．7万 t。从氧化 

锰矿矿体赋存层位来看，主要产于晚古生代一三叠 

纪地层中，晚元古代和第四纪地层有少量分布。广 

西境内分布有全国最大的大新下雷锰矿，储量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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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万t，其中氧化锰矿储量51．5万t：桂平木圭氧 

化锰矿，储量2468．9万t；天等东平氧化锰矿，储量 

1 622．3万 t。 

在我国23。低纬度带锰矿，存在含锰杂色泥质岩 

系、含锰硅质(硅泥灰质)岩系、含锰碳酸盐岩系、含 

锰火山一沉积岩系等4套含锰岩系，而热带一亚热 

带的湿热气候和酸性环境，使次生氧化和富集得以 

在较大深度内进行，并由于次生氧化和堆积的速率 

大于地壳上升剥蚀的速率而使氧化锰矿得以保存。 

断裂、褶皱构造和山丘、岩溶地貌使该区发育锰帽 

型、淋积型、堆积坡积型、迁积—凝聚型、岩溶堆积型 

等多种氧化锰矿床类型。南昆铁路的通车，大大改 

善了桂西南和滇东南外部运输条件。因此，23。低纬 

度带是我国氧化锰矿找矿评价的优选靶区。 

3 坚持把“优质锰矿”作为勘查目标 

1991年。冶金地质勘查总局根据冶金工业要 

求，明确提出把锰矿地质勘查目标调整为“优质锰 

矿”。所谓“优质锰矿”是指低磷(P／Mn~<0．003—0． 

1305)、低铁(Mn／Fe~>6)的工业锰矿石。这个指标体 

系中还包括“优质富锰矿”、“富锰矿”等限定词。“优 

质锰矿”标准的制订，对于指导锰矿地质勘查工作， 

确保新增储量的经济、技术适用性，起到极为重要的 

作用。 

经过冶金地质和其他地勘系统数十年来找矿及 

研究，对中国南方东起福建、广东，西至云南、贵州各 

类锰矿资源的成矿区带划分、主要含锰层位、矿石资 

源类型，成矿机理及找矿预测等系统的总结，使我国 

南方锰矿地质全貌基本清楚。 

就全球而言，海相沉积锰矿床主要赋存于前寒 

武纪和新生代地层中，这两个时代形成的锰矿床储 

量占大陆锰矿床总储量的9o％以上。对锰矿床成 

因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锰矿形成于边缘海或裂谷区，工业锰矿床均与岩 

浆活动有关，属火山一沉积型和热水沉积型(M．M． 

姆斯季斯拉夫斯基，1989)；另一种观点认为锰矿床 

主要产于化学沉积和陆源沉积地层中(占87％)，而 

火山沉积型锰矿床所占比例却不到 5％(P．Lanzni 

ka，1992)，锰质的沉淀富集与海盆中上部富氧贫锰 

水层和下部缺氧富锰水层的混合作用有关，锰矿床 

就位于盆地相对氧化的浅水环境中(浴盆环边模 

式)。在最大海侵位时，有利于形成大 型锰矿 床 

(Force和 Cannon。1986~1992)。 

我国锰矿床具有成矿时代延伸长，赋矿层位多， 

2 

主成矿期与世界锰矿主成矿期不一致等特征。我国 

锰矿床形成时代主要有晚元古代、震旦纪、泥盆纪、 

二叠纪和三叠纪等，从已探明的储量来看，位于前 3 

位的泥盆系、震旦系和二叠系中锰矿石储量百分比 

分别为35％、28％和 14％。不同时代锰矿床围岩岩 

石特征不尽相同，晋宁期形成的锰矿床主要产于火 

山沉积岩中，加里东期形成的锰矿床主要产于陆源 

沉积岩中，海西一印支期形成的锰矿床则形成于化 

学沉积岩或陆源沉积岩中。 

经预测，在我国23。低纬度带范围内，氧化锰矿 

资源总量为0．8亿 t～1亿t。其中桂西南2O0O万t、 

滇东南2000万t、滇西南 1000万 t、桂东南～粤西南 

1500万I、福建和其它地区 1000万t一1500万t。这 

些资源均有待于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采用新 

的成矿理论、新的找矿模式和新的方法进行调查评 

价，为后续勘查工作提供明确的靶区，同时为国家提 

供氧化锰矿开发利用的战略性资料。 

因此，建议制定以下目标： 

1)21302年目标：查明2～3处，达 1000万 t级的 

后备锰矿基地。在GIs系统的支持下，开展 1／50万 

重要成矿区带成矿规律的研究； 

2)2010年工作目标：在GIs系统支持下，开展新 
一 轮中国南方锰矿成矿规律研究，开展重要成矿带 

地质、物化探及遥感异常查证和重要矿产地的资源 

评价；查明3～5处 1000万t级锰矿资源后备基地； 

开展境外 1～2处锰矿风险勘查：新增资源量 3000 

万t 5000万 tl建立中国南方锰矿资源潜力数据 

库；根据国内外需求分析和我国资源潜力，提供锰矿 

资源宏观对策建议。 

4 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 

中国南方优质锰矿资源调查评价，应以新的成 

矿理论为指导。以区带研究为基础，采用多学科多兵 

种联合攻关；应以点为主，点面结合．区域展开重点 

突破：有层次、分阶段的进行。 

4．1 技术路线 

4．1．1 技术关键 

以板块构造、盆地分析及海洋地球化学等理论 

为指导，紧紧围绕“构造一盆地一地质事件—锰质富 

集”这根主线，开展锰矿成矿作用研究。并有重点地 

开展地物化遥综合研究和多元信息分析，圈定找矿 

靶区，择优查证，提交大型优质锰矿床普查基地。 

4．1．2 攻关技术路线 

1)充分消化吸收前人的工作成果，并利用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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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对已有资料进行再分析、再开发。 

2)根据不同成矿带中锰矿床形成地质条件和矿 

床特征的差异，建立研究区低磷富锰矿床成矿模式 

和找矿标志。 

3)有针对地利用地物化遥新技术、新方法，对远 

景区和典型矿床进行剖析，特别是运用雷达遥感新 

技术，对植被、浮土厚的地区开展遥感地质工作，从 

而筛选出找矿靶区。 

4 1 3 主攻成矿区带和矿床类型 

主攻成矿区带：粤西一桂东、桂西南、滇西南、滇 

东北 、湘中。 

主攻矿床类型：1)桂西南三叠系碳酸岩东平氧 

化锰矿床和石炭系氧化锰矿床；2)滇西南巴夜式锰 

矿床；3)扬子板块南北两侧震旦系黑色岩系中锰矿 

床；4)桂西南下雷式锰矿床；5)滇东中晚三叠世地层 

中的锰矿床；6)湘粤闽一带次生风化型铁锰矿床。 

4．2 实施方案 

4．2．1 资源调查 

重点考虑：1)对扬子地台周边优质锰矿区预测 

的5个 I级区，l2个Ⅱ级区， 个Ⅲ级区，分类排 

队，择优验证。作出调查计划，以期发现新的大型矿 

床；2)对扬子地台周边优质锰矿的含锰层位、成矿机 

理的认识进行实践，检验查明发现新的矿床类型的 

可能性。 

6．2．2 资源评价 

资源评价应体现技术经济的综合评价，重点解 

决：1)从全球角度分析锰矿的可供性及对策；2)从世 

界角度．对我国锰矿开发的成本竞争地位进行分析， 

提出对策；3)研究锰矿开发在发展地区经济及乡镇 

矿山企业中作用和对策。 

根据资源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技术经济综 

合评价向政府提供锰矿资源开发的政策建议。 

6．2．3 信息管理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成 

果为全社会服务，实现信息共享，推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因此，要通过现代信息传播，特别是通过网 

络技术，实现全社会信息共享。有关锰矿数据、成果 

和科技文献报告图件实现数字化，配甓 GLS和其他 

空间分析手段，实现信息成果可视化，建立动态信息 

分析模式等。 

4．2．4 资源环境 

分散在民间的群采矿山，特别是开采地表氧化 

锰时对环境的影响较大，因此，开展大调查必须同时 

开展资源与环境研究。对南方广大地区锰矿山进行 

全面调查，提出治理意见．既保证锰矿资源得到合理 

开发与利用，又要对环境进行保护，在调查过程中应 

采用遥感技术对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价。 

主要研究：1)锰矿床周围环境背景；2)矿床开发 

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3)锰矿开发中环境野外监测 

以及治理建议。 

4．2．5 工作 内容 

1)开展对中国南方锰矿产资源潜力和利用的系 

统调查，编制 1：200万比例尺的锰矿资源分布图，进 

行矿石工业类型划分，突出优质锰矿空问展布规律， 

建立锰矿床和具有一定工业意义的锰矿点登记卡 

片，并制成电子载体，储存建库； 

2)以多学科新理论为指导，探索追溯地史上各 

主要成锰期盆地建造古地理格局，研究在层序和沉 

积旋回演化过程中，锰地球化学场及锰的沉积中心 

变化规律，编制出重要成锰期盆地建造古地理图，采 

用信息处理新方法，对锰矿成矿区带进行总资源评 

估，并筛选出工业急需的优质锰矿有望成矿区带，明 

确主攻找矿勘查层位； 

3)重视基础地质资料的全面收集，采用新的思 

路和手段开展对老矿区的重新评价，对田东、天等、 

龙怀、祖塔、黑油洞、城口、斗南、鹤庆、下雷、格学、响 

涛源、新榕等一批锰矿进行实地调查，从中选出若干 

具典型意义的矿床，进行矿床成因模式分析，总结建 

立相关物理模型和数字模型，用于指导区内类比勘 

查和新区预测； 

4)安排有望远景区的矿点进行中一大比例尺勘 

查评价工作，例如矿石利用价值较高的四川宝兴猫 

子湾和四川盐边过双龙场矿点可直接安排点上解 

剖，通过地表工程为主、少量浅坑为辅的揭露，控制 

内蕴经济资源。落实2—3处中型以上规模的优质 

锰矿勘查基地。通过这些点上解剖取得的成果，扩 

大外围找矿前景，乃至对整个区内锰矿资源评价； 

5)项目工作的后期阶段，把勘查前期调研向西 

部纵深推进，地处三江地区的四川德格一石渠一带， 

具有与鹤庆一中旬三叠系锰矿成矿带相似的盆地构 

造环境，含矿层位也基本一致，且有诸如勐宗、德格， 

石渠真达等锰矿化点的发现，适时安排 1／5万 一l／ 

2．5万锰矿地质概查，配合遥感、物化探方法进行综 

合评价，力求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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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研究：佛坪古陆是泥盆纪时制约东西海域重大 

1)继续深入秦岭碰撞对接变形变质带金矿的找 差异的热隆起，多期热活动以及隆起抬升时形成的 

矿：商丹断裂带南恻泥盆纪，石炭纪地层主要岩性为 剥离断层系统，白龙江线形古陆既有多期深大断裂 

陆源碎屑岩(含金)，发生强烈变形和轻变质，加上印 发育，它们造就了浊积、风暴、热水喷流等多种地质 

支一燕山期岩浆活动激活，形成金矿就很自然了，因 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极有利于金矿的运移、沉淀和 

此，在商丹断裂带附近印支一燕山岩浆岩外侧变形 富集。因此，沿佛坪古陆周边、白龙江线形隆起两恻 

变质带是找金的有利部位。 浊积岩系找矿一定会有新的突破，同时还要注意白 

2)重点分析沉积岩岩性面变形、推覆剪切构造 龙江断裂活动带中的金矿。 

带：从分析志留到三叠系岩性界面特点人手，着重分 参考文献 

析区域构造应力状态，寻找有利岩性界面。现已在 I王冶平t杜远生，陈紊华西帮争岷县地区二叠纪斜坡沉积及构造 

乏要 竺 ⋯⋯ 科 超大型1个
，不断研究新的岩性界面，如三叠纪碎屑 ‘ i ⋯～⋯～ ～⋯⋯ ’ ⋯ 

岩与二 叠纪灰岩界面，三叠系与石炭系内部岩性界 3石准立
，刘瑾璇t樊硕诚，等 陕西双王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 

面以及各种沉积间断面以寻找新的金矿资源。 西安_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大力开展佛坪热隆起和白龙江线形古陆的热 4帅德杈-二台于半仓淘金矿石金矿石矿物及菌藻组掏-成都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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