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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东锰矿矿集区既是中国锰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ꎬ也是世界级的锰矿资源富集区之

一ꎮ 位于南华裂谷武陵次级裂谷(Ⅱ级)ꎬ即武陵山巨型锰矿成矿带中ꎮ 本文拟从武陵次级裂谷

(Ⅱ级)中石阡－松桃－古丈Ⅲ级地堑盆地西段中的黑水溪－杨家湾、李家湾－高地－道坨、大屋、大
塘坡和寨英－西溪堡等系列Ⅳ级地堑中的大塘坡组地层特征进行详细对比研究ꎬ为隐伏锰矿找

矿预测提供依据ꎮ
[关键词]大塘坡组地层特征ꎻⅣ级地堑盆地ꎻ贵州松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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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东锰矿矿集区既是是中国锰矿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ꎬ也是世界级的锰矿资源富集区之一ꎮ 根

据周琦等(２０１６ꎻ２０１７ꎻ２０１８)划分ꎬ它位于南华裂

谷武陵次级裂谷(Ⅱ级)ꎬ即武陵山巨型锰矿成矿

带中ꎮ 具体受武陵次级裂谷(Ⅱ级)中石阡－松桃

－古丈Ⅲ级地堑盆地西段中的黑水溪－杨家湾、李
家湾－高地－道坨、大屋、大塘坡和寨英－西溪堡等

系列Ⅳ级地堑盆地的控制ꎮ 同时ꎬ提出了南华纪

“大塘坡式”锰矿床是一种新的锰矿床类型———
含烃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亦称“古天然气渗

漏沉积型锰矿床”)ꎬ并建立了该类型锰矿床裂谷

盆地喷溢沉积成矿系统模式和找矿预测模型ꎬ具
体指导黔东锰矿矿集区新发现四个世界级隐伏超

大型锰矿床ꎬ实现我国锰矿找矿历史性突破(李建

威等ꎬ２０１９)ꎮ
据周琦等(２０１３ꎻ２０１６ꎻ２０１７ꎻ２０１９)研究ꎬ华南南

华纪含烃气液喷溢沉积型锰矿床是在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

陆裂解背景下ꎬ发生锰矿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一次事

件沉积ꎮ 南华裂谷盆地(Ｉ 级)分别由武陵、雪峰次

级裂谷盆地和其间的天柱－怀化地垒三个Ⅱ级构造

单元构成ꎮ 武陵次级裂谷盆地中进一步可划分出 ２
个Ⅲ级地堑盆地ꎬ１ 个Ⅲ级地垒和多个Ⅳ级地堑盆地

(图 １)ꎬ黔东锰矿矿集区主要位于其中的石阡－松
桃－古丈Ⅲ级地堑盆地的西段ꎮ 锰矿床则分布在Ⅲ
级地堑盆地中的Ⅳ级地堑盆地中心ꎬ地垒区域则无

锰矿体分布ꎮ 因此ꎬⅣ级地堑盆地是该类型锰矿床

的关键地质找矿标志之一ꎮ 本文就黔东松桃地区

石阡－松桃－古丈地堑盆地(Ⅲ级)中主要几个Ⅳ级

地堑盆地大塘坡组地层特征进行详细对比ꎬ探讨各

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组地层的异同ꎬ进一步细化该

类型隐伏锰矿找矿预测模型ꎬ指导该类型隐伏锰矿

床的找矿预测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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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黔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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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琦等ꎬ２０１６ 修改)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ｕｌ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
１—控制Ⅲ级地堑盆地和地垒的同沉积断层ꎻ２—控制Ⅳ级地堑盆地和地垒的同沉积断层ꎻ３—同沉积断层编号ꎻ４—Ⅳ级地堑盆地及所控

制的锰矿床名称ꎻ５—Ⅲ级地堑盆地ꎻ６—Ⅲ级隆起ꎻ７—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ꎻ８—区域性断裂及地块边界ꎻ９—Ⅰ级裂谷盆地边界

１　 主要Ⅳ级地堑盆地

黔东松桃地区石阡－松桃－古丈地堑盆地(Ⅲ
级)中较典型的Ⅳ级地堑盆地主要有 ５ 个ꎬ分别为

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李家湾－高地－道坨地

堑盆地、大屋地堑盆地、大塘坡地堑盆地、寨英－西
溪堡地堑盆地ꎮ 每个Ⅳ级成锰地堑盆地包含有数

个锰矿床(表 １)ꎮ

表 １　 研究区Ⅳ级地堑盆地划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Ⅳ ｌｅｖｅｌ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序号 Ⅳ级地堑盆地名称 所含主要锰矿床名称

１ 黑水溪－杨家湾 黑水溪、杨家湾

２ 李家湾－高地－道坨 高地、道坨、大路、李家湾、杨立掌、关口坳、锅厂

３ 大屋 大屋

４ 大塘坡 大塘坡

５ 寨英－西溪堡 普觉、桃子坪、西溪堡、举贤

２　 大塘坡组地层岩石学特征对比

通过收集整理研究区地质勘查及科研成果资

料(谢小峰等ꎬ ２０１４ꎻ安正泽等ꎬ ２０１４ꎻ张遂等ꎬ
２０１８ꎻ谢兴友等ꎬ２０１８ꎻ张平壹等ꎬ２０１８ꎻ袁良军等ꎬ
２０１９)ꎬ总结出各Ⅳ级地堑盆地中大塘坡组地层岩

石学特征(见表 ２)ꎮ 本区南华系大塘坡组(Ｎｈ２ｄ)
地层划分为两大段ꎬ即大塘坡组第二段(Ｎｈ２ｄ２)及
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Ｎｈ２ｄ１)ꎮ

２ １　 大塘坡组二段

本区各Ⅳ级盆地大塘坡组地层岩石学特征基

本类似ꎬ其中大塘坡组第二段岩性主要为灰、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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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薄－中层粉砂质页岩或灰色粘土岩及两者的互

层ꎬ底部为炭质粉砂质页岩、炭质粘土岩ꎬ越往深

部ꎬ炭质成分增加ꎬ岩石颜色逐渐变深ꎮ

２ ２　 大塘坡组一段(含锰岩系)
大塘坡组第一段岩性主要为黑色炭质页岩ꎬ

黄铁矿普遍发育ꎬ呈星点状、条带状分布ꎬ底部一

般为块状、条带状菱锰矿ꎮ 所不同的是ꎬ在大塘

坡、李家湾－高地－道坨及黑水溪－杨家湾成锰地

堑盆地中的铁矿坪、高地、杨家湾等矿床中可见气

泡状菱锰矿ꎮ

表 ２　 大塘坡组地层岩石学特征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序号 Ⅳ级地堑盆地
岩石学特征

大塘坡组第二段 大塘坡组第一段

１ 黑水溪－杨家湾

上部为灰色薄－中厚层状粘土页岩夹粉砂
质页岩ꎬ水平层理发育ꎻ下部为深灰色－灰
色含炭质粘土页岩与粘土页岩互层ꎬ层纹
清楚ꎮ

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少量粉砂质炭质
页岩ꎻ中下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凝灰质粘
土岩、粉砂质粘土岩ꎬ底部为条带状菱锰
矿ꎬ局部可见气泡状菱锰矿ꎮ

２ 李家湾－高地－道坨
上部为深灰、灰色薄层层纹状粉砂质页岩
夹灰色薄层粉砂岩及粘土岩ꎻ下部为灰黑
色炭质粉砂质页岩、炭质粉砂质粘土岩ꎮ

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炭质粉砂质粘土
岩、炭质粉砂岩ꎬ底部为灰黑色、钢灰色条
带状、块状菱锰矿ꎬ局部地段可见气泡状
菱锰矿ꎬ见断线状及草莓状黄铁矿ꎮ

３ 大屋

上部为灰至深灰色薄－中层层纹状粉砂岩
及粉砂质粘土岩ꎻ下部为深灰色－黑色层
纹状含粉砂质粘土岩与含炭质粘土岩互
层ꎬ由上而下炭质含量逐渐增加ꎮ

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数层浅灰色含黄
铁矿粉砂质粘土岩ꎻ底部见块状菱锰矿及
条带状菱锰矿ꎮ

４ 大塘坡

上部为灰至深灰色条纹状粉砂质页岩夹
砂质粘土岩ꎬ偶呈透镜状砂纹层理ꎻ下部
为灰至深灰色层纹状及条带状粉砂质页
岩ꎬ夹浅灰色薄层粘土岩、粉砂质粘土岩ꎮ

中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ꎬ岩石中见较多细
粒星散状黄铁矿ꎻ下部为钢灰色条带状菱
锰矿及含沥青玉髓结核块状菱锰矿夹黑
色炭质页岩薄层ꎮ

５ 寨英－西溪堡
灰色、深灰色纹层状粉砂质页岩ꎬ上部夹
灰色薄－中层石英砂岩、粉砂岩ꎬ底部间夹
黑色含炭质页岩ꎮ

黑色炭质页岩ꎬ下部为块状、条带状菱锰
矿ꎬ中部夹一层粘土岩ꎬ含线状、星点状黄
铁矿ꎮ

３　 大塘坡组地层厚度特征对比

通过收集整理统计研究区各Ⅳ级地堑盆地锰

矿床大塘坡组地层厚度ꎬ统计结果见表 ３ꎬ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ꎬ不同Ⅳ级地堑盆地整个大塘坡组地

层厚度差别较大ꎬ厚度最小的为黑水溪－杨家湾地

堑盆地ꎬ平均为 １８１ ５９ ｍꎬ最厚的为寨英－西溪堡

地堑盆地ꎬ平均为 ４５７ １８ ｍꎮ 其他盆地一般厚度

介于 ２００ ２５０ ｍ 之间ꎮ

３ １　 大塘坡组二段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ꎬ本区不同Ⅳ级地堑盆地

大塘坡组第二段地层厚度差别较大ꎬ黑水溪－杨家

湾地堑盆地相对较薄ꎬ平均为 １３１ １４ ｍꎬ寨英－西
溪堡地堑盆地最厚ꎬ平均为 ４０８ ７５ ｍꎬ李家湾－高
地－道坨和大塘坡地堑盆地厚度差不多ꎬ平均分别

为 ２１６ ３７ ｍ 和 ２２１ ９２ ｍꎮ

３ ２　 大塘坡组一段(含锰岩系)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ꎬ不同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

组第一段地层厚度有一定差别ꎬ但是没有第二段

大ꎬ大屋和大塘坡地堑盆地平均厚度接近且相对薄

一点ꎬ分别为 ２０ ３０ ｍ 和 １８ ５２ ｍꎬ而李家湾－高地－
道坨、寨英－西溪堡及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平均

厚度接近且相对厚一点ꎬ分别为３２ ２７ ｍ、３７ ０２ ｍ
及 ３９ ７８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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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塘坡组地层厚度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序号 Ⅳ级地堑盆地

地层厚度(ｍ)

大塘坡组第二段 大塘坡组第一段 大塘坡组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１ 黑水溪－杨家湾 ３４ ６１ ２１７ ２６ １３１ １４ １１ ４７ ８８ ３３ ３９ ７８ ５７ ０８ ２４３ ８９ １８１ ５９
２ 李家湾－高地－道坨 １１１ ２２ ３３３ ７９ ２１６ ３７ ７ ４８ ７０ ７０ ３２ ２７ １６２ ３３ ３６８ ５１ ２５２ ００
３ 大屋 １８８ ５６ ２５５ ８０ ２２１ ９２ １０ ２７ ４３ ５９ ２０ ３０ ２０２ ３５ ２６９ ５６ ２３９ ８７
４ 大塘坡 >２００ ５８６ ４８ >２５０ ３ ９６ ６８ ４６ １８ ５２ >２００ ５８６ ４８ >２５０
５ 寨英－西溪堡 １１７ ２３ ６４１ ０７ ４０８ ７５ ２ ９８ １１７ ６０ ３７ ０２ １３７ ９１ ７１８ ０５ ４５７ １８

４　 矿石品位及矿体厚度特征对比

黔东松桃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体主

要赋存于各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

岩系)底部ꎬ本次收集整理统计研究区各Ⅳ级地堑

盆地锰矿床矿石品位、矿体厚度数据ꎬ统计结果见

表 ４ꎬ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ꎬ大塘坡地堑盆地锰矿石

平均品位最高ꎬ为 １９ ５２％ꎬ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

地最低ꎬ为 １４ １３％ꎻ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

矿体厚度平均值最大ꎬ为 ３ ８５ ｍꎬ大屋地堑盆地矿

体厚度平均值最小ꎬ为 １ ３４ ｍꎮ

表 ４　 锰矿品位及矿体厚度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序号 Ⅳ级地堑盆地

锰矿品位(％) 锰矿厚度(ｍ)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１ 黑水溪－杨家湾 １０ ４９ １６ ６８ １４ １３ ０ ８８ １３ ０４ ３ ８３

２ 李家湾－高地－道坨 １０ ０７ ３２ ６２ １９ １２ ０ ５３ １４ ２２ ３ ８５

３ 大屋 １１ １０ ２１ １０ １６ ９３ ０ ５１ ３ ０８ １ ３４

４ 大塘坡 １０ ６２ ２６ ７０ １９ ５２ ０ ５１ ５ ０９ ２ １１

５ 寨英－西溪堡 １０ ２０ ２４ ６７ １６ １８ ０ ５２ １４ ５８ ２ ６９

５　 矿石相特征对比及锰矿成矿

预测

　 　 在Ⅳ级地堑盆地中ꎬ以喷溢口(一般为狭长带

状)为中心向外ꎬ依次可明显地划分出中心相、过
渡相和边缘相三个含烃气液喷溢成矿的特征相

带ꎬ而在成矿过程中形成的中心相、过渡相和边缘

相是隐伏锰矿体的空间定位与找矿预测的关键标

志(周琦等ꎬ２０１３)ꎮ

５ １　 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

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出露完整ꎬ盆地中心

走向为北东 ６５° ７０° 左右ꎬ盆地展布长大于

１０ ｋｍꎬ北东延伸至重庆市境内ꎬ盆地宽 ２ ５

３ ｋｍꎮ垂直盆地走向方向的剖面形态ꎬ表现为一北

西缓、南东陡的Ⅳ级地堑盆地(谢兴友等ꎬ２０１８)ꎮ
出现有完整的中心相、过渡相及边缘相ꎮ

中心相:位于杨家湾锰矿床 ＺＫ４０２ 至 ＺＫ２０３
一线为中心ꎬ呈长轴方向北东 ６５° ７０°椭圆状分

布ꎬ长约 １ １００ ｍꎬ宽约 ５００ ｍꎮ 其主要特征为含锰

岩系下部菱锰矿体中出现气泡状菱锰矿石和喷溢

成矿过程中产生的系列软沉积变形纹理、渗漏管

构造等ꎬ一般锰矿石品位高ꎬ矿体厚度大ꎬ主要为

气泡状、块状和少量条带状菱锰矿ꎮ
过渡相:以围绕中心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ꎬ

主要以块状菱锰矿石及条带状菱锰矿石为特征ꎬ
发育 ２－３ 层菱锰矿体ꎬ锰矿体品位较中心相低ꎬ含
锰岩系厚度也较中心相区有所减薄ꎮ

边缘相:以围绕过渡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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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条带状锰矿石和与炭质页岩互层为特征ꎬ
锰矿体品位又较过渡相低ꎮ 含锰岩系厚度较过渡

相区明显减薄ꎬ越靠近地堑盆地边缘ꎬ菱锰矿体厚

度越来越薄ꎬ直至尖灭ꎮ
该盆地目前已查明锰资源储量 ２ ０００ 余万 ｔꎬ

盆地北东端延入重庆市境内ꎬ南西端仍在向石梁

南部延伸ꎬ勘查程度较低ꎬ成矿条件有利ꎬ找矿资

源潜力大ꎬ预测资源量超过 ５ ０００ 万 ｔꎮ

５ ２　 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

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出露完整ꎬ盆地

中心走向大致为北东 ６５° ７０°左右ꎬ盆地展布长

大于 ３５ ｋｍꎬ盆地宽 ３ ５ ｋｍꎮ 在平面上呈现中部

宽缓向北西凸出、两端向南东逐渐收敛ꎬ形成 “新
月形”的地堑盆地ꎬ在横向剖面上显示出南东陡、
北西宽缓的“箕状”地堑盆地(袁良军等ꎬ２０１９)ꎮ
盆地出现有完整的中心相、过渡相及边缘相ꎮ

中心相:大致以李家湾锰矿床 ＺＫ１０７ 孔至高

地锰矿床 ＺＫ２７１５ 孔一线为中心ꎬ其长轴方向为北

东 ６５° ７０°ꎮ 主要特征是含锰岩系下部菱锰矿体

中均出现被沥青充填的气泡状菱锰矿石和喷溢成

矿过程中产生的系列软沉积变形纹理、底劈构造

等ꎬ一般分布有多层菱锰矿体ꎬ锰矿体平均品位最

高ꎬ出现一层或多层凝灰质粘土岩等ꎬ主要分布在

道坨－高地－毛塘－李家湾一带ꎬ呈长椭圆状分布ꎬ
其南西侧目前尚未控制圈边ꎬ已控制的该相带宽

１ ２ １ ８ ｋｍꎬ长大于 ５ ｋｍꎮ
过渡相:以围绕中心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ꎬ

主要以块状菱锰矿石及部分条带状菱锰矿石为特

征ꎬ发育 ２－３ 层菱锰矿体ꎬ锰矿体品位较中心相

低ꎬ含锰岩系厚度也较中心相区有所减薄ꎮ 主要

分布在锅厂、关口坳、乌罗镇、红岩、耿溪、乜江及

杨立掌、毛塘、大路等一带大致限定的区域ꎬ该相

带单侧宽 １５０ １ ５００ ｍꎬ长大于 ２０ ｋｍꎮ
边缘相:以围绕过渡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ꎮ

主要为条带状锰矿石和与炭质页岩互层ꎬ锰矿体

品位又较过渡相低ꎬ含锰岩系厚度较过渡相区明

显减薄ꎮ 越靠近地堑盆地边缘ꎬ菱锰矿体厚度越

来越薄ꎬ直至尖灭ꎬ在高地锰矿床边缘相的北西、
南西侧的边界尚未完全控制ꎮ

该地堑盆地两端闭合位置目前还未控制ꎬ高
地锰矿床位于其中部ꎬ李家湾锰矿床及杨立掌锰

矿床、道坨锰矿床及大路锰矿床分属其南西段、北

东段ꎬ高地锰矿床北侧、李家湾锰矿床北侧和锅厂

－李家湾地区及道坨及大路锰矿床北东侧均是锰

矿找矿十分有利的区域ꎬ成矿地质条件好、资源潜

力较大ꎮ 该地堑盆地除目前已查明锰资源量 ３ ４
亿 ｔꎬ预测至少还有 ２ 亿 ｔ 的找矿潜力ꎮ

５ ３　 大屋地堑盆地

大屋地堑盆地出露不完整ꎬ仅残存出露盆地

北西部分ꎬ盆地的中心相及西南缘已被剥蚀ꎮ 盆

地中心走向大致为北东 ７０°左右ꎬ推测盆地展布长

大于 １４ ｋｍꎬ盆地宽约 ４ ｋｍ(张平壹等ꎬ２０１８)ꎮ
中心相:大屋锰矿含锰岩系内无凝灰岩层、矿

体单一较薄呈条带状构造ꎮ 从两界河组、含锰岩

系、锰矿体厚度递增规律尚未达到峰值ꎬ因此大屋

锰矿的中心相可能在较南东的齐公坡一带的长

３ ２ ｋｍ、宽 ６００ ｍ 的区域ꎬ但已被风化剥蚀ꎮ
过渡相:为盆地中两界河组、含锰岩系、矿体

厚度由边缘相向中心相峰值递增区域ꎮ 北西以大

坳、大屋为界ꎬ南东以柳树塘、竹沟为边长大于

１４ ｋｍ、宽 １ ５ ２ ６ ｋｍꎮ 矿层单一ꎬ矿体厚度较

中心变薄且呈条带状ꎬ无凝灰岩层产出ꎬ锰矿品位

介于 １５％ １８％ꎮ
边缘相:为盆地过渡相带与两侧黑色页岩相

带间的狭长地带(长大于 １４ ｋｍ)ꎬ短轴方向范围

极窄距过渡相约 ５００ ｍꎮ 边缘相矿体主要为层纹

条带状、品位低于 １５％ꎬ厚度较薄ꎬ含锰岩系、底板

两界河组厚度均变化至最低ꎮ
该地堑盆地的中心相及西南缘已被剥蚀ꎬ除

目前已查明锰资源量 １ ２００ 余万 ｔꎬ预测还有 ３００
５００ 万 ｔ 的找矿潜力ꎮ

５ ４　 大塘坡地堑盆地

大塘坡地堑盆地出露不完整ꎬ大部分已被剥

蚀ꎬ仅剩盆地北西侧残端ꎬ喷溢中心的结构构造特

征出露于地表ꎮ 盆地中心走向大致为北东 ６５°
７０°左右ꎬ推测盆地展布长大于 ２０ ｋｍꎬ盆地宽约 ３

５ ｋｍꎮ
中心相:主要分布在大塘坡锰矿床内铁矿坪、

吊水洞、中山等地ꎬ其长轴方向为北东 ６５° ７０°ꎮ
主要特征是发育一系列典型的含烃气液喷溢沉积

构造ꎬ如被沥青充填的气泡状构造、底辟构造、渗
漏管构造、泥火山构造和软沉积变形纹理等ꎮ 锰

矿体平均品位最高、平均厚度最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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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相:仅出露北西段ꎬ大部分已被剥蚀ꎮ 同

样以围绕中心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ꎬ主要以块

状菱锰矿石及部分条带状菱锰矿石为特征ꎬ发育

多层菱锰矿体ꎬ锰矿体品位较中心相低ꎬ含锰岩系

厚度也较中心相区有所减薄ꎮ
边缘相:仅出露北西段ꎬ大部分已被剥蚀ꎮ 以

围绕过渡相呈环带状分布为特征ꎬ主要为条带状

锰矿石和与炭质页岩互层ꎬ锰矿体品位又较过渡

相低ꎬ含锰岩系厚度较过渡相区明显减薄ꎮ 越靠

近地堑盆地边缘ꎬ菱锰矿体厚度越来越薄ꎬ直至

尖灭ꎮ
该地堑盆地大部分已被剥蚀ꎬ在北东端松桃

邓堡一带已基本圈边ꎬ南西端已剥蚀殆尽ꎬ残留的

大塘坡锰矿区范围内勘查程度高ꎬ目前已查明资

源储量 １ ０００ 余万 ｔꎬ找矿资源潜力不大ꎮ

５ ５　 寨英－西溪堡地堑盆地

寨英－西溪堡地堑盆地出露完整ꎬ盆地中心走

向大致为北东 ６５° ７０°左右ꎬ盆地展布长大于

３０ ｋｍꎬ盆地宽 ５ ８ ｋｍꎮ 该盆地在平面上呈现北

东部宽缓ꎬ南西部相对狭窄ꎬ盆地出露有完整的中

心相、过渡相及边缘相(张遂等ꎬ２０１８)ꎮ
中心相:该盆地存在两个喷溢中心ꎬ分别位于

ＺＫ１０１２、ＺＫ１０１０、ＺＫ４１４、ＺＫ６１４、ＺＫ１２０８ 和 ＺＫ５０１１、
ＺＫ４４０９ 一带ꎬ以前者为主ꎮ 长度大于２ ０００ ｍꎬ宽
度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ｍꎮ 主要特征是普遍见有喷溢沉

积构造和软沉积变形纹理ꎬ见较多的草莓状黄铁

矿ꎬδ３４Ｓ 出现异常高的正值ꎬＺＫ１０１０ 孔中黄铁矿

的 δ３４Ｓ 最高可达 ６６ ６６‰ꎬ大于 ６０‰ꎬ锰矿体夹有

凝灰岩透镜体ꎬ以块状锰矿石为主ꎬ矿石品位最

高ꎬ一般大于 ２０％ꎬ矿体厚度和含锰岩系厚度

最大ꎮ
过渡相:是盆地的主体ꎬ其主要特征是在锰矿

体上下及矿体中ꎬ以水平层理为主ꎬ可见较多的草

莓状黄铁矿ꎬδ３４Ｓ 出现也出现异常高的正值ꎬ但明

显较中心相有所降低ꎬ一般为 ５５‰ ６０‰ꎬ锰矿体

中一般不含碳玻屑晶屑凝灰岩透镜体ꎬ主要为一

层矿体ꎬ以条带状锰矿石为主ꎬ块状锰矿石次之ꎮ
矿石锰品位中等ꎬ一般 １５％ １７％ꎬ锰矿体厚度与

含锰岩系较中心相区减小ꎮ
边缘相:分布宽度较窄ꎬ其主要特征有:锰矿

体中及上下含锰岩系中ꎬ为水平层理ꎬ草莓状黄铁

矿明显减少ꎬδ３４ Ｓ 高正的值迅速降低ꎬ为 ４０‰

５５‰ꎬ主要为条带状锰矿石ꎬ并夹多层炭质页岩ꎮ
锰矿石品位较低ꎬ一般 １２％ １６％ꎬ锰矿体厚度与

含锰岩系厚度均较小ꎮ
该地堑盆地往北西、北东和南西方向均未完

全控制ꎬ锰矿找矿潜力巨大ꎮ 该地堑盆地除目前

已查明锰资源量 ３ 亿 ｔꎬ预测至少还有 ２ 亿 ｔ 的找

矿潜力ꎮ

６　 结论

通过对黔东松桃地区各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

组地层特征进行详细对比研究后ꎬ总结出如下几

点认识:
(１)不同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组岩石特征基

本类似ꎬ大塘坡组第二段岩性主要为灰－深灰色薄

－中层粉砂质页岩或灰色粘土岩及两者的互层ꎬ底
部为炭质粉砂质页岩、炭质粘土岩ꎬ越往深部ꎬ炭
质成分增加ꎬ岩石颜色逐渐变深ꎻ大塘坡组第一段

岩性主要为黑色炭质页岩ꎬ部分夹凝灰岩及白云

岩透镜体ꎬ同时产于大塘坡组一段中的锰矿石类

型有所不一样ꎮ
(２)不同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组地层厚度不

一样ꎬ前人研究大塘坡组不同组段厚度与锰矿有

着正相关关系ꎬ该认识应该要限定在同一Ⅳ级成

锰地堑盆地内才成立ꎮ 大塘坡组地层厚度在寨英

－西溪堡地堑盆地最厚ꎬ其次为李家湾－高地－道
坨及大塘坡地堑盆地ꎮ

(３)不同Ⅳ级地堑盆地大塘坡组地层中锰矿

石品位及厚度不一样ꎬ大塘坡地堑盆地锰矿石平

均品位最高ꎬ为 １９ ５２％ꎬ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

最低ꎬ为 １４ １３％ꎻ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矿

体厚度平均值最大ꎬ为 ３ ８５ ｍꎬ大屋地堑盆地矿体

厚度平均值最小ꎬ为 １ ３４ ｍꎮ
(４)通过对各Ⅳ级地堑盆地矿相(中心相、过

渡相、边缘相)特征总结及对比后ꎬ发现寨英－西
溪堡、李家湾－高地－道坨地堑盆地最完整ꎬ其次

为黑水溪－杨家湾地堑盆地ꎬ其找矿潜力最大ꎬ为
今后锰矿找矿工作的重点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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