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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角闪片岩
，

与矿体呈整合接触
。

黑云变粒岩为灰黑色
，

细粒他形
一
半自形粒状变晶

结构
，

条带状构造
。

矿物成分主要有斜长石 ����
�

��� �
、

石英 ���� 一 ��� �
、

黑云母 ��� 一 ��� �
、

白云母 ��� 一 �� �
，

含少量的磷灰石
、

磁铁矿
、

褐铁

矿
、

檐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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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磁铁石英岩为灰色
，

粒状
、

柱状变晶结构
，

条

带状构造
。

矿物成分主要有角闪石 ����
一

��� �
、

石

英 ����
一
��� �

、

磁铁矿 ���� 一
��� �

，

含极少量的

磷灰石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岩石中���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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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角闪片岩为暗绿色
，

粒状
、

变晶结构
，

片状

构造
。

矿物成分主要有角闪石 ����
一 “ � �

、

石英

���� �
、

黑云母 ��� �
、

磁铁矿 ��� �
、

碳酸盐

��� 一 �� �
，

含极少量的磷灰石
、

黄铁矿
、

绿帘石
、

石榴子石等
。

岩石片理发育
，

挤压作用明显
。

岩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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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中的夹石主要为角闪磁铁石英岩
、

石英角闪片

岩
、

黑云变粒岩
，

岩石特征与矿体围岩相似
，

多分布在

①号矿体和②号矿体中
，

其中①号矿体�层
， ②号矿体�

层
，

与矿体呈互层产出
，

规模一般较小
， ①号矿体中最

大厚度�����
，

沿走向和倾向上不连续
，

呈透镜状产出
，

岩性多数为角闪磁铁石英岩
。

对矿体的连续性影响较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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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台及其周缘下震旦统南华系大塘坡组产出一

系列特征的锰矿床
，

称为大塘坡式锰矿
，

主要分布在贵

州省东部
。

典型矿床有贵州杨立掌锰矿
、

大屋锰矿
、

大

塘坡锰矿
、

道佗锰矿
、

重庆秀山锰矿
、

湖南民乐锰矿
、

古丈锰矿
、

湖北古城锰矿等
。

矿床的基本地质特征表

明其为沉积
一
层控型

，

但对其成矿机制和控矿地质条件

的争论颇多
，

不同研究者先后提出了生物成因
、

热水沉

积
、

碳酸盐岩帽沉积
、

海相火山喷发一沉积
、

冷泉碳酸

盐岩沉积等认识
。

矿床含矿岩系的层位一致
，

莲沱和南

沱两个冰期之间的凝缩层黑色岩系控制矿体产出
，

但矿

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有待进一步查实
。

通过对典型矿床的

实地考察
，

从矿床的宏观地质特征上把握矿床成因
，

为

后期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
。

含锰岩系为南华系大塘坡组第一段
，

主要为一套黑

色碳质泥页岩和粉砂质泥岩
，

夹薄层凝灰岩
。

含锰岩

系厚度与矿层厚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

含锰岩系的上覆

地层为大塘坡组第二段深灰色粉砂质页岩
，

下伏地层为

铁丝坳组灰色含砾砂岩
。

矿床受北北东
、

北东向的断裂

和褶皱控制
，

在空间上呈现等距分布特征
。

矿体受地

层控制
，

呈层状
、

似层状和透镜状产出
。

矿体长一般

�以犯一������
，

宽����一�����
，

厚一般�
�

�一�
�

��
，

矿床最

多可见三层矿体
。

矿石主要由菱锰矿
、

钙菱锰矿
、

锰方

解石以及泥质
、

有机质
、

石英
、

铁矿物等组成
。

矿石主要呈层纹状
、

块状
、

条带状构造
，

还可见少

量网脉状和气孔构造
。

矿石的结构构造特征显示
，

成矿

期可分为两期
。

第一期方解石呈薄层状
、

脉状分布于矿

石中
，

锰矿化与方解石脉层面平行
，

为沉积期成矿 � 第

二期方解石垂直于层面
，

切穿第一期方解石脉
，

也可见

与之平行的锰矿化
，

为第二期成矿
。

块状矿石中常见水

平层理
，

表明部分矿体形成于较为安静的水体环境中
。

而网脉状矿石的形成与热水沉积密切相关
。

少量矿石中

可见气孔构造
，

气孔大小一般数��
一
���

，

深度也仅有

数厘米
，

气孔被沥青充填
，

其间可见细脉方解石
。

气孔

构造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岩层沉积过程中有机质分解或者

细菌的氧化还原作用产生气体
，

在压实过程中排出
，

而

后被沥青充填形成的
。

贵州东部南华纪锰矿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板

块和江南造山带结合处
。

矿层产出于受������超大陆裂

解而形成的拉张
、

断陷盆地内
。

矿石主要以菱锰矿为

主
，

其它类型的含锰矿物少见
，

这区别于传统海相沉积

锰矿
。

矿层的形成应与热水活动紧密相关
，

热源可能来

自于与大陆裂解相关的岩浆活动
。

含矿岩系为大塘坡组

底部的黑色岩系
，

是新元古代两次间冰期之间的沉积产

物
。

其形成环境与中国南方其它时期的黑色岩系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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