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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地区氧化锰矿体赋存的

一个特殊的空间
—

庙前江家庙地滑体
‘”

王 炼
(冶金部福建地勘公司三队)

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闽西南庙前氧化锰矿赋存的一个特殊的地体一古地滑
。

并通过地滑体的特征

研究探讨其与锰矿的关系和找矿意义
。

关键词 地滑体 锰矿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
,

笔者在矿区工作时曾探讨过这个间题
。

当时觉察到有些地段存在着

与庙前锰矿区 l 号采矿区类似的地质条件
,

可为什么经普查工作后
,

并未发现矿体质量较好
,

矿体规模较大的矿体 ? 对此问题则众说纷云
,

莫衷于是
。

经过长期反复观察分析
,

特别是随着

矿山开采坑揭露验证
,

才认识到这与矿体特殊的赋存空间有其重要关系
。

本文拟就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空间连城庙前锰矿区江家庙古地滑体的特征研究为例
,

探

求它在找矿工作中的意义
。

一
、

矿 区地质特征概述

矿区位于闽西南上古永梅坳陷带中的清 (流)一梅 (县 )复式向斜的东翼
,

新生带新泉拗陷

南部之庙前一级 向斜的东南翼
。

其核部为上二迭统地层
,

两翼为下石炭统林地组地层
,

因受后

期构造强烈破坏故残缺不全
。

庙前盆地南侧断裂发育
。

第四系地层发育
,

覆盖于基岩之上
,

最大厚度达 20 0 米以上
,

一般约为 30 一50 米
。

主要有

坡积红土或黄土层
,

坡残积碎屑层
,

砂质粘土层
,

冲积砂砾石层及壤土层等
。

锰矿体则赋存其

中
,

且多数居于侵蚀基准面以上
。

盆地周围主要地貌单元为侵蚀构造的低山地形和侵一剥蚀构造的丘陵地形
,

堆积缓坡地

形
。

而古地滑体位于盆地南西山坡由陡变缓的转折部位(图 l )
。

(l) 因江家庙位于该地滑体的前缘
。

故用此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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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图 l 庙前锰矿第四纪地形地质草图

因叨坡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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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江家庙古地滑体
‘2)

特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1
.

形态特征

地滑体呈透镜状或纺褪体
,

银

嵌在山坡脚处
。

地貌形态呈马鞍状

台地
。

长轴 方 向北西
。

长 约 6 50

米
,

宽约 4 5 0 米
,

其平面呈扇形 (图

2 )
,

滑床纵剖面呈簸状
,

距滑体平台

面以下深约 170 一 2 00 米
,

低于现代

河床算高约 1 50 米
。

滑床后部陡壁

(滑床裸露面) 向滑动方向倾斜
,

倾

角 “
。

一 70
。 ,

中部近水平
,

前部向内

倾斜
,

倾角约 20
。

(图 3)
。

2
.

鉴别的主要特征标志

, 尹 \

蕊
巨己一

方向

口口引张沉阵带

巨口压扭带

巨刁皮力分布界城

l画 堆积岩石晚块

图 2 江家庙地滑应力分布平面略图

(2)“古
”
字未遵守地学时代定义

,

仅系习惯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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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江家庙地份体106 线纵例面图

图 4 江家庙地淆体横剖面图

(l) 有清晰滑动体断裂时形成的断裂面(滑动面 )
,

产状平均为 1 1 0
。

/ 乙“
。 。

(2) 地滑围谷在滑体两侧很显
,

宛如半弧形切入山坡
。

(3 )所见地滑平台也较明显
,

但部分被矿山开采所破坏
。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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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缘凸丘较突出
,

但 已被近代堆积层覆盖
,

故不易分出
。

(5 ) 地滑体内堆积层甚厚
,

宽达 20 。米以 上
,

而它的周围地段的堆积层厚度
,

一般小于 5 0

米
,

局部地段见基岩裸露
。

3
.

地滑体滑动的特征

判别地滑体的滑动与否
,

除上 述特征外
,

至关重要的就是调查滑体内堆积层的变形情况
,

以及分析与之伴生的断裂
,

裂隙的力学 陕质
,

借以探索滑体运动的痕迹
。

根据钻孔揭露的深部

资料和结合采场观察编录资料分析
,

认为其主要证据如下
:

( ! )滑体内堆积层自下而 上分别为块石层
,

碎屑层
,

砂质粘土层 (赋存有锰矿体 )
,

虫斑状红

土层及黄土或红土 层
。

东侧总厚约 9(j 米
,

西侧总厚约为 130 米 (图 J)
。

推测滑体在滑动过程

中具有向西侧扭动性质
,

因在中部西侧见虫斑状红土层
,

受扭压应力作用后呈舒缓波状褶曲
。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菱形应变体 (图 5 )
,

其镜面上有清晰的微细擦痕
。

(2) 在具有刚性的碎屑层中
,

受力作

图 5 虫斑状红土之菱形扭变体
(线条表 ,J’攘痕 )

用后主要表现出断裂的形变特征
,

在滑

体前部东侧
,

有一斜向压伏断层
,

走 同北

东 2了 倾 向南东
,

{顷角 52
。 ,

断距约 1
.

5

一 2 米
,

另有一横向压 冲扭断裂
‘

其产状

为
: 17 50 / 匕刁0o

。

靠近滑体 的前缘东侧

见一斜向扭张断裂
,

产状 为 } 7
’

/ 了 2 3
。

详

见图 2 所示
。

这些断层及断裂 上要是受

张应力
,

扭应力和 压应力联合作用听致
。

滑体在运动过程中其应力分布大致

可分两个区
,

即引张沉降区和扭 压 区

前者位于滑体后缘
,

见大块的半风 化砾

岩块 (40 只 20 x 1Om )
:

断续呈弧 形分布
,

盖在扭压断块上
,

二 者呈锯齿状接触关

系
,

显然是后期滑块滑动所致 ; 后者是主

滑体的分布区
,

仅在它的中部采矿场地

段 见剪切断裂发育
,

特别是亚粘土层中及砂质粘土层中往往还发育有似破劈理化构造 经观

测得知有两组剪切裂隙较明显
,

详见统计表及裂隙力学性质组合分析图 (图 6
·

7 )
。

在局部地段 还 见有堆积层相互楔入的现象
,

可想而知滑动时而产生的应力强度还是很大

的
。

(3) 从 C K
S

钻孔中之砂质粘土层中的岩芯物理试验结果分析得知
,

该 层有明显的扰动现

象
,

例如在 50 米处岩芯的粘聚力为 0
.

2 6 k g / c耐
,

内摩擦角为 150 ; 而在 56 米处岩之
一

寸粘聚力

为 0. O8 kg / c m
, ,

内摩角为 140
。

二者仅差 6 米
.

则抗剪强度有明显降低
,

可以想 日 滑体应力分

布是不均匀的
,

愈靠近滑床则应力强度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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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6 地滑之纵向张扭裂隙组合 图 7 地滑之横向张扭裂隙组合

^ 一 扭裂面 产状
: 16 『乙 l。

,

‘ 一 扭 裂面 产状
: 3 40

. 乙 12
)

B 一 张裂 面 产 状
: 3 47

’

乙 4l)
’

A 一 扭裂面 产状
: 2 8 『 ‘ 礴。

’

‘ 一 扭裂面 产状
: 29 5

’

‘ 7扩

. 一 张裂 面 产状
: 巧 5 乙 7 8

矿区 1 号采坑裂隙统计表

裂裂隙性质质 产 状状 分布位置置 与主应力轴轴 形 成机理理

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系系系走走走向向 倾 向向 倾角角角角角

纵纵向扭张张 2 5 0
。。

S EEE 飞0。。 砂 质粘土层中中 斜 交交 因 切变力作用所致致

裂裂 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 由侧应力作用所致致

22222 5 0
000

N 、VVV 1 2
叮叮叮叮叮

222222 7 。。 N WWW 5 0
.....

平行行行

横横向压扭扭 1 0 0
。。

S EEE 1 1
““

碎屑层中中中中

裂裂 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隙

22222 0 5
000

N 认夕夕 7 0
。。。

交角较大大 因滑速差所致致

22222 4 5
000

S EEE 73
. 、、、、、

三
、

地滑形成机理的分析

由于地滑体内现有的多数堆积层
,

是林地组原有的砾岩
,

砂岩
,

页岩风化物
,

其吸水和赋水

性质大不相同
,

当滑体在自身的静压力作用下使页岩 (或泥岩 )发生蠕变 (吸水后而变塑性 )而

滑动
,

则闷时产生了剪切裂隙
,

滑体向斜坡减荷
,

逐渐聚积了巨大压力差
,

终于在重力作用下
,

在某一瞬间
’

乙力超过了岩石间拉力的极限值
,

则滑体迅速地沿滑床滑动
。

滑体稳定后 又遭受

到第四纪风化作用的强烈风化改造
,

使原岩结构破坏并淋蚀出锰质
,

加之循环的地下潜水 又将

从他处锰质源源不断地带来
,

故在砂质粘土层中淋积成富锰矿体
。

因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
,

是产生地滑的主要驱动力
,

但地表或地下水作用不应忽视
,

·

(; :毛

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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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地滑可能在更新世初期形成
。

属牵引一推动混合式地滑类型
。

四
.

研究古地滑体的重要意义

简言之有三点
:
(1) 它为淋流锰矿体提供了一个理想特殊的赋存空 间

。

(2) 由于地滑体深

埋在侵蚀基准面以下
,

使锰矿体免遭风化剥蚀
,

相对地起到了保存矿体的作用
。

(3) 其地貌形

态为新奇醒目的平台式小丘
,

在野外极易识别
,

故是一个很好的间接找矿标志
。

众所周知
,

本区 自第三纪末期以来新构造运动频繁活动
,

尤其是更新世初期更为强烈
,

其

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多继承老构造而作差异性上升运动
。

由于前者多以北东和北西向断裂

发育
,

而导致在此 区内形成了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断陷盆地
,

故新构造则沿着盆地边缘活动
,

表

现最为明显突出的现象就是它而产生的大小不等的新老地滑体
。

总之
,

依笔者所见
,

这一特殊赋矿地滑体地貌在永梅坳陀区 内是屡见不鲜的
,

特别是在坳

陀区水下隆起部位则更发育
,

尤其在矿源层遭受强烈风化作兀地段内较大的古地滑体中
,

往往

赋存有规模较大的淋滤锰矿体
,

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寻找新的贮矿古地滑体
,

笔者深信随着

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
,

必将显示出它的巨大意义
。

本文得到了李玉祥工程的审阅
,

在此表示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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