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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目前据已知锰矿床，划分有4个类型:海相沉积

类型锰矿床(如广西下雷、龙头、湖南湘潭等)，沉积

变质类型锰矿床(如陕西黎家营锰矿、湖南棠甘山

等)，层控型铅−锌−铁−锰矿床(如湖南的后江桥、玛

瑙山等)和风化类型锰矿床(如广西东平、江苏栖霞

山、闽西南连城等)。以上类型的矿床多与碳酸盐、

页岩、碎屑岩等有关，产于一定的层位，或经区域变

质、接触变质作用及次生富集作用而形成具有工业

价值的矿床，为什么在新疆东天山克孜尔卡拉萨依

地区的晚泥盆纪侵入岩中会存在锰矿，该地区锰矿

其成矿环境、成矿机理是本次研究的目的。

2 研究方法(Methods)
本研究以针对锰矿化区进行系统的大比例尺地

质填图工作(1∶10000)，查明锰矿化区地层、岩浆岩、

构造等地质特征，研究与锰矿化有关的地质体，研究

其分布形态、规模、产状、矿石类型及其空间分布，了

解矿体与围岩和围岩蚀变的关系。通过采取光片、薄

片标本，系统研究锰矿石结构、构造、矿物成分及其共

生组合关系，研究锰矿物的赋存状态、自然类型、含

量、形态、结构构造及次生变化等特征;通过采取电子

探针样品，研究锰矿石的岩石地球化学成分，推测锰

矿形成的地球物理化学环境和演化过程。

3 研究结果(Results)
通过地质填图工作，锰矿化区位于晚泥盆纪的侵

入岩中，分布面积约10 km2，出露的侵入岩有二长花

岗岩、正长花岗岩、似斑状正长花岗岩、花岗斑岩、闪

长玢岩等，深成、浅成相均有，深成相呈岩基产出，浅

成相多呈小的岩脉、岩珠产出。区内构造极为发育，

发育北西、北东向多组构造。矿化体呈透镜状、脉状

或囊状产出，宽数米至数十米，延伸数米至百米不等，

品位15%~21.11%。锰矿化主要发育在似斑状正长

花岗岩的构造破碎带中，在锰矿化蚀变带和似斑状正

长花岗岩之间为一过渡的石英钠长岩带，蚀变石英钠

长岩和构造破碎带中均发育强烈的锰矿化，并伴生铅

锌矿化。岩石中的钠长石仅仅以蚀变残留矿物的形

式出现，呈他形粒状结构，以不规则他形粒状分布，颗

粒之间呈镶嵌构造，粒径0.3~0.5 mm。

岩石中的蚀变作用主要以碳酸盐化为主，其次

为硅化、黏土矿化等。岩石中的矿化作用主要以填

充裂隙和交代钠长石为主，结合电子探针结果（表

1），在石英钠长岩中锰矿化主要为氧化锰和碳酸锰

两种，氧化锰矿石主要以硬锰矿和软锰矿为主，其

次为碳酸锰矿石，锰矿多呈碎裂状构造，也可见浸

染状和网脉状构造 (图 1a，b，c，d)，粒度 0.01~0.15

mm;团块状硬锰矿也较为多见，粒度在 1mm左右。

矿石中还见伴生的微细粒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

矿和黄铜矿等硫化物(图 1e，f)，方铅矿粒度在 0.5~

1.4 mm，闪锌矿粒度在 0.02~0.1 mm。矿石主要呈

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浸染状、团块状构造。

4 结论(Conclusions
(1) 锰矿化赋存在晚泥盆纪似斑状正长花岗岩

的构造破碎带及石英钠长岩中。

(2) 未在锰矿化区发现有沉积岩、火山岩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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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金属锰矿化风化带，锰矿化在构造交汇的部位

具有膨大富集的现象，与花岗岩围岩界线清楚，局

部具有混染现象，表明区内锰矿化的形成可能与岩

浆热液作用有关，而非沉积及次生成因。与已知的

锰矿床类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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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团块状锰矿(Ps),光片K−b1;b−网脉状锰矿(Ps),光片K−b3;c—细脉浸染状锰矿(Ps),光片K−b2;d—浸染状锰矿(Ps),光片K−b3;

e—石英钠长岩中的方铅矿(Gn)和闪锌矿(Sph),光片K−b3;f—石英钠长岩中的黄铜矿(Cp)和磁黄铁矿(Pyr),光片K−b2

图1锰矿石显微照片
Fig.1 Photomicrograph of manganese ore

表1 锰矿石电子探针结果（%）
Table 1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es of manganese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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