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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矿物原位 U-Pb 定年技术在大塘坡式

锰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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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坡式锰矿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锰矿资源之一，其广泛分布于黔东、湘西、鄂西、渝南等地，已发

现有 4 个超大型锰矿（王砚耕, 2018）。大塘坡式锰矿主要分布于南华纪拉张背景下形成的裂谷盆地中，主

要矿石矿物为锰碳酸盐类矿物，包括菱锰矿、钙菱锰矿和锰方解石。由于锰碳酸盐类矿物的 Rb、Sr 含量大

多相差 2-3 个数量级，而 Sm/Nd 比值也大多在 0.2-0.4 之间（朱祥坤等, 2013; 张飞飞等, 2013）。因此，目前

缺乏合适的同位素体系对此类锰矿开展直接的定年研究。随着碳酸盐矿物激光原位 U-Pb 定年技术的兴起（刘

恩涛等, 2019），对 U、Pb 含量在 ppb 级的锰矿床碳酸盐矿物直接定年成为可能。 
本次工作以大路锰矿为例，对该矿床主要矿石矿物菱锰矿开展了激光原位 U-Pb 定年，测试工作在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完成，采用 LA-MC-ICPMS。获得的菱锰矿 207Pb/206Pb-238U/206Pb 谐和年

龄为 469±69Ma（MSWD=35），这一年龄明显晚于大塘坡组的最晚沉积年龄 635Ma（裴浩翔等, 2017），暗示

该矿床很可能属于非同生沉积成因。此外，王丹等(2015)利用黄铁矿 Re-Os 法对大塘坡式锰矿进行了年代学

研究，获得的 Re-Os 等时线年龄为 459±16Ma，表明该类型矿床可能受到了后期热液改造。由于大塘坡式锰

矿所在的黔湘渝交界地区，受雪峰、加里东、印支、燕山及喜山等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同时在湘西-黔东一

带广泛发育约 400-500Ma 的铅锌、金锑、汞等低温矿床。可见，不能排除加里东期大规模的热液活动对锰

矿床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已有研究表明，大塘坡式锰矿在沉积阶段并非以菱锰矿的形式直接沉淀，而

是以氧化锰、水锰矿等形式沉淀下来，后期再转化为菱锰矿。因此，本次工作初步认为大塘坡式锰矿很可

能最终形成于加里东期，是低温热液活动的产物，当然这一认识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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