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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风化淋积型氧化锰矿床的一种重要成矿模式

林金枉
冶金部第二地勘局

·

福州市

本文叙述了闽西南风化淋积型锰矿的矿质来源 —海西期 个海

相含锰层的含锰量和厚度概况
。

论述了晚第三纪至今表生条件下

经腐植酸还原作用
,

以 溶胶形式进行迁移
,

受 值
、

值
、

粘土吸附
、

重金属离子胶凝等因素控制和影响而沉淀 在推

覆构造破碎带
、

向多票翼部陡倾斜断裂带及其控制的岩溶中
,

富集成矿

的机制 同时
,

提出了本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重要成矿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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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履
’

矿 膝

闽西南工业锰矿床大部

分为风化型氧化锰矿床
,

以

小型为主
,

矿石 品质优 良
,

在我国锰业生产中占有重要

地位
。

闽西南地处南华褶皱系

遍意义的成矿模式
。

对后两类锰矿暂不涉

及
。

含锰层位 —矿源层

永梅 几古台坳断带北段
。

在加里东褶皱基底
二

,

自晚泥盆世至早三叠世
,

沉积了一套巨

旱的浅海
、

滨海相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以及部分陆相碎屑岩建造 晚三叠世至新生

代
,

堆积了陆相碎屑岩建造和陆相酸性火山

岩建造
,

区域构造线方向为北东一北北东
,

具过渡区褶皱形态
。

锰矿区局部盖层间常见

逆冲推覆构造
。

自印支一燕山早期褶皱后
,

二述海相地层巡受风化侵蚀
,

其中含锰岩层

里锰质发生迁移
,

再次沉淀
、

堆积
、

直至今

日
。

本 区风化型氧化锰矿床有 种类型 ①

断裂破碎带
、

岩溶中淋积型锰矿 ②冲积坡

积层中淋积一堆积型锰矿 ③夕卡岩一热液

矿床残积型锰矿
。

以前者最为重要
。

本文试

图论述在表生条件下锰质迁移以及在断裂破

碎带
、

岩溶中沉淀的机制
,

和在闽西南具普

迄今为止
,

闽西南尚未发现具工业价值

的原生沉积锰矿床
。

海西构造层中的海相地

层
,

含锰岩层锰含量一般为百分之几 个别

含锰层位有含锰灰岩小透镜体或铁锰结核

体
,

虽然锰含量可达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多
,

但规模与工业开采要求相差甚远
。

它们仅具

矿源层意义
。

我局综合研究室对闽西南含锰

层位做过详细研究
,

共划分 个含锰层位
,

兹简述如下

下石炭统林地组顶部含锰碎屑岩 或

透镜状含锰灰岩
,

一般有 一 层铁锰质砂

财
,

厚 一
,

含锰 一
。

个别在页岩中见锰结核
,

含锰达 多
。

中石炭统黄龙组底部硅泥质岩 或硅

质岩 夹铁锰质层或含锰白云质灰岩
、

白云

岩
,

含锰 一 层
,

厚 一
,

含锰

一
。

上石炭统船山组上部一顶部碳酸盐岩

层
,

以含锰碳酸盐岩和沉积菱锰矿小透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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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现
,

一 层
,

厚 一
,

含 锰

犯 一
。

沉积菱锰矿小透镜体含

锰可达 以上
。

须指出的是
,

连城县庙

前锰矿 号矿段菱锰矿体是经热液叠加改造

结果
,

而邻近地段沿走向
、

倾向钻探均不见

沉积菱锰矿体
。

下二叠统栖霞组顶部硅质岩段
,

含锰

岩 层 一 层
,

厚 一
,

含 锰
。

下二叠统文笔山组下段粉砂岩
、

泥

岩
,

有 一 层含锰泥岩或含铁锰结核层
,

厚
,

含锰 一
。

下三叠统中部碳酸盐岩段
,

个别矿区

见 层菱锰矿透镜体
,

厚 一
,

含锰

一 可能有热液叠加
。

淋积型氧化锰矿床的成矿机理

上述矿源层
,

在 印支一燕 山早期褶皱

后
,

遭受风化侵蚀
。

白至纪至早第三纪
,

本

区山间盆地堆积了红色粗碎屑岩建造
,

属于

干燥炎热气候环境
。

植物不发育
,

物理风化

作用为主
。

暴露地表的矿源层中锰质
,

悉被

氧化成 的氧化物 经机械破碎后汇人

江河
,

付诸湖泊
、

海洋
。

氧化物及其

集合体
,

比重较轻
,

不能靠机械分选富集成

矿
,

而趋于分散
。

晚第三纪至第四纪
,

气候

转为温暖潮湿
,

植物生长茂盛
。

由于植物的

生长和分解
,

还原性腐植酸溶液 部分地段

岩石 富含黄铁矿等硫化物
,

应有稀硫酸参

与 将 地 表 业 已 氧 化 的 还 原 为
。

重碳酸锰溶液在土壤或岩石

裂隙下渗过程中
,

由于水解和氧化作用生成

溶胶
。

此溶胶在渗流过程中
,

随
、

值的增加
,

便会氧化成相对不溶解

的 凝胶而沉定
。

凝胶

老化
、

脱水形成 矿物 —可含水或

不含水
。

胶体沉淀过程 中
,

常吸附 找
、 十

等 重 金 属 离 子 或者 说
, 、

高背景地区有利于促使氢氧化锰胶体沉

淀
。

根据本区 个矿床的统计
,

氧化锰矿

石含 一
,

常见值为 一

含 一
,

常见值为

一 含 一 八
,

一般

八
。

氢氧化锰溶胶的迁移和沉淀
,

可分 种

情况

冲积坡积层中的矿体

当含锰岩石土壤化时
,

由于腐植酸的作

用生成 溶胶
,

在土壤中渗流
、

氧

化成 矿物而沉淀
。

此 即冲积坡积层

中淋积型氧化锰矿
。

许多矿区常见锰豆
,

即

是胶体沉积的例证
。

当再度遭到风化冲刷

时
,

一部分 矿物按水力分选法则
,

进行机械堆积
,

即为堆积型锰矿 或汇人江

河
,

付诸湖海
。

另一部分 矿物
,

重

新遭受腐植酸的作用
,

再次生成

溶胶
,

或则在表层 中沉淀
,

或则渗流人基岩

的断裂破碎带中
。

但若表土层很薄
,

或者缺

乏粘土吸附等因素
,

大部分 溶胶

即直接渗人基岩
。

应当说
,

自晚第三纪至第

四纪
,

这种过程一 直在反复不断地进行
。

平缓的构造破碎带中的矿体

许多矿 区在海西构造层的向斜褶曲上
,

发育着层间逆冲推覆构造或逆掩断层
,

使向

斜构造单元上锰矿源层数量叠置增加 一

倍
。

这种产状平缓的构造破碎带厚度可达

多米
。

推覆体进受风化俊蚀后
,

渗人基

岩的 溶胶
,

由于各处岩石裂隙发

育程度不同
、

值和其他地球化学障的差

异
,

它们只能迁移数米至一
、

二十米
,

在不

同标高上分散沉淀成 矿物
。

随着仪

蚀作用不断加深
,

上述新沉淀的 矿

物重新遭受腐植酸的作用
,

溶胶

继续向下部基岩渗流 如此反复
,

直到推授

体被侵蚀只剩一二十米的薄薄盖层
,

或几乎

殆尽 而上部矿源层中的锰质几乎大部分被

汇人平缓破碎带中或其下断裂
、

岩溶中
,

由

于平缓破碎带中大精粘土物质 部分为风化



产物 或其下部钙质岩石造成较高 值的

水溶液环境
,

有利于锰质集中沉淀成矿
。

如

兰桥
、

小陶
、

仙牛踏石
、

麻坝等
。

图 为小

陶矿区湖溪呷矿床典型剖面
,

氧化锰矿体产

于 泥盆统南靖群陆相砂砾岩中的平缓破碎

带内
,

剖面东南段尚残留有南靖群砂砾岩薄

薄的盖层
。

南靖群并非矿源层
。

破碎带中锰

质来源的唯一解释是 其上推覆体中已被侵

蚀掉的海西期矿源层
。

图 为大田县仙牛踏

石矿床剖面
。

剖面西北段由于推覆体侵蚀残

留盖层渐趋厚大
,

而不利成矿
,

也说明 上述

成矿机理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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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永安县小陶矿区湖溪呻矿床地质剖面图

一第四纪表土层 一上泥盆统南靖群砂砾岩
、

页岩 一构造破碎带 一氧化锰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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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田县仙牛踏石锰矿床地质剖面图

一第四 纪表 上小 一 一上石炭统一下二叠统灰岩
、

硅质灰岩 一下石炭统林地组砂砾岩 一构造破碎带

一氧化锰矿体

较陡倾斜断裂破碎带及岩溶中的矿 遇到灰岩或溶洞时
,

水溶液具有较大的

体 值
,

溶胶迅 即沉淀富集
。

这种迁

许多矿区推覆构造发生后
,

在向斜翼部 移距离可达一二百米
。

兰桥矿区就是这种成

发育 一 条纵向断裂
,

或两条纵向断裂构 矿机制的典型实例
。

图 为兰桥矿区北采场

成小型地堑式构造
。

断裂倾角较陡
,

切穿平 矿床剖面
,

除平缓破碎带有锰矿体外
,

随倾

缓破碎带
。

如断裂插人碳酸盐岩层中
,

则有 斜的 断裂控制着岩溶
,

同时发育有 巨厚

岩溶 “ 泛发育
。

当上覆矿源层遭受风化侵蚀 的优质富锰矿体
。

图 为兰桥矿区中区矿床

时
,

溶胶沿陡倾斜断裂破碎带倾 剖面图
,

平缓破碎带受走向平行的一对纵向

斜方向往
一

渗流
。

若地层中含有黄铁矿
,

如 断裂
、

所断陷
,

断陷带上部为上侏罗

南园组火 纽岩
、

林地组砂岩等
,

氧化时使水 统南园组火山岩 巨厚的氧化锰矿体受破碎

溶流呈酸性
,

加之渗流速率较大
,

带及岩熔联合控制
,

赋存深度达
。

溶胶可迁移较大距离而不致被氧化沉淀
。

当 当然
,

上述 种情况之一若地貌上处于
·



山间盆地
,

有利于矿质汇集和免遭分散
,

则

无疑是有利成矿的重要条件
。

矿区构造型式与成矿模式

纵观闽西南主要锰矿区的构造
,

一般是

在向斜褶曲的基础上发育有局部的盖层间逆

冲推覆构造
,

并于 向斜一翼发育 条纵

向陡倾斜断裂
,

在横剖面上呈 型或 型

构造型式
。

向斜
、

推覆构造和山间盆地
,

保

证了矿质来源及其汇聚 型
、

型构造和

岩溶
,

创造了矿体赋存的空间
。

因此
,

矿体

的几何形态
,

在横剖面上
,

为由透镜状
、

囊

状组成的断续的 形或 型
。

自晚第三纪

至今
,

推覆体
、

向斜褶曲内的矿源层
,

逍受

长期风化侵蚀 在腐植酸等作用下
,

矿质以

溶胶 的形 式沿上 述 构造通 道迁

移
。

溶胶的沉淀
,

受 值
、

值
、

粘土吸附
、

重金属离子胶凝等因素的控

制和影响
。

因而
,

溶洞及其堆积物
、

破碎带

中粘土物质
、

濒临碳酸盐岩石的破碎带
,

铅

锌矿化地段
,

是矿体赋存的有利部位和 围

岩
。

综上所述
,

闽西南断裂破碎带
、

岩溶中

淋积型氧化锰矿床的成矿模式归纳为图
。

图 兰桥锰矿北采场地质剖面图

一下二叠统灰岩
、

硅质灰岩 一 一中石炭统一

上石炭统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硅质岩 一下石炭统林地组

砂砾岩 一溶洞及堆积物 一构造破碎带 一氧化

锰矿体

万或沙

竹竹
‘‘

浙浙‘

图 兰桥锰矿床中区地质剖面图
一上侏罗统南园组流纹质凝灰岩 一下二叠统文

笔山组粉砂岩
、

泥岩 一下二丑统灰岩
、

硅质灰岩

一 一中石炭统一上 石炭统灰岩
、

白云 质灰岩
、

硅质岩
,

一下石炭统林地组砂砾岩 一断层 一构造破碎带

一氧化锰矿体

图 闽西南淋积型氧化锰矿床成矿模式图

图例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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