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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地区岩子脚锰矿床矿物学

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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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地区是我国典型的中三叠世锰成矿域和主要的优质富锰矿产区
,

具有地域小而矿床分布集

中的特点
。

目前该区已发现斗南
、

老乌
、

岩子脚
、

大筹
、

汤得
、

倘甸等矿床
、

矿点 30 余处
,

其中以斗

南最为著名
,

有斗南锰矿带之称
。

前人对斗南锰矿带进行了许多矿床地质和岩相古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牟传龙等
,

1991 ;
罗崇迅等

,

1992 )
,

但由于该区锰矿床矿物组成较为复杂且矿物结晶程度差
、

多为

隐晶质或显微隐晶质
,

因此
,

系统的矿物学工作开展较少
,

总体认识程度偏低
。

本文以斗南锰矿带中

典型锰矿床
一

岩子脚锰矿为研究对象
,

对其进行矿物学研究
,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矿床成因提供依据
。

滇东南岩子脚锰矿床位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右江褶断束西缘
,

明湖
一

苏租同沉积断裂的东南侧 (刘

宝裙等
,

19 9 4 )
。

赋矿地层为中三叠世晚期 ( 拉丁期 ) 法郎组含锰矿层下段
,

为一套浅海相泥岩
、

粉砂

岩
、

砂岩夹碳酸盐岩沉积 ( 刘仁福
,

1 988 )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和少量透镜体状
。

本次研究的样品均

采 自岩子脚锰矿矿层中
,

在系统的光学显微镜观察基础上
,

结合 x
一

射线粉晶衍射 ( x R D ) 和扫描电镜

与能谱分析技术 ( S EM
一

E D )S
,

对矿物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初步研究结果和认识如下
:

( 1) 根据手标本和显微镜下观察
,

岩子脚锰矿床的矿石构造主要有层状
,

块状和条带状
,

矿石结

构主要表现为鲡豆状
、

蚀变团块状和条带状等
。

X R D 分析结果显示矿石矿物组合为褐锰矿
、

菱锰矿
、

锰方解石
、

含锰白云石
、

水锰矿
、

极少量的黑锰矿和锰矾
;
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

、

白云石
、

重晶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
、

高岭石和石英等
。

( 2) 结合 S EM 分析
,

根据结构形态可将岩子脚锰矿的锰矿石分为鲡豆状氧化锰矿
、

鲡豆状碳酸

盐锰矿
、

过渡型氧化锰矿
、

残余改造型锰矿四类
:

鲡豆状氧化锰矿 ( 图 l a)
:

主要 以典型的鲡豆状呈现
,

锰矿物以隐晶状褐锰矿为主
,

部分钙菱锰

矿和少量水锰矿以蚀变环带的形式与褐锰矿呈同心环带状互层
。

这种环带性鲡状结构和隐晶状以及残

余胶状结构说明该类型锰矿为同沉积作用形成的
,

矿物保持了原生锰矿的基本形态
。

鲡豆状碳酸锰矿 ( 图 l b)
:

主要锰矿物为菱锰矿
,

还包括钙菱锰矿
、

锰方解石
、

含锰方解石
、

含

锰白云石等
,

少量薄层褐锰矿与锰碳酸盐呈同心环带状
,

在鲡豆和基质中同时含有少量石英和方解石
。

与鲡豆状氧化锰矿相比
,

该类锰矿石除可能受到后期成岩压实变形外
,

基本保持依稀可见的原生同心

环带构造
。

过渡型氧化锰矿
:

此类型的锰矿物形态多表现为原始鲡豆状结构发生不同程度的形变
。

如图 I c
,

原有的褐锰矿环带 已变得不清晰
,

表明在沉积后作用过程中受到轻微的压实和重结晶作用
;
在图 d1

中
,

原有同心环带凡乎全部消失
,

仅在边部与基质接触带仍保留些许环带轮廓
,

褐锰矿微晶已胶结成

团
,

说明原生褐锰矿可能通过重结晶作用和交代作用发生了成岩蚀变
,

并形成了新的褐锰矿
。

残余改造型锰矿 ( 图 l e
、

l f)
:

原有的同心环带和鲡豆结构多被破坏
,

褐锰矿已被碳酸盐锰矿物

交代
,

表现为部分残留或呈混合状
。

该类型锰矿石中矿物主要为钙菱锰矿
、

锰方解石
、

含锰方解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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