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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锰不成钢”。同时锰在动力电池、磁性材料

等战略新兴产业不断拓展，已成为居铁、铝之后 排

位第三的大宗金属。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锰矿石和

锰系材料生产、消费大国，年消费锰矿石 4000 多

万吨，2015 年我国锰矿对外依存度达 60%。锰矿是

国家十分紧缺的战略矿产资源。 

世界锰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南非、乌克兰、巴西、

澳大利亚 、印度、加蓬和中国等国家。南非是世

界上锰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贵州省地矿局 103

地质大队在黔东地区新发现的超大型锰矿床外，全

球其他地方仅发现 9 个超大型锰矿床（指锰矿石资

源量 100Mt 及以上），具体是：南非卡拉哈里和波

斯特马斯堡、乌克兰尼科波尔（已采空）和大托克

马克（已采空）、巴西乌瑞卡、格鲁吉亚恰图拉、

加蓬莫安达、澳大利亚格鲁特岛、中国广西下雷。 

1  发现了新的锰矿床类型——古天
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 

世界锰矿床类型主要有海相沉积型、沉积变质

型两大类。海相沉积型主要为第三纪形成的氧化

锰、菱锰矿矿床，如黑海地区的尼科波尔、恰图拉

超大型锰矿床。南非的沉积变质型锰矿床则以中-

古元古代的南非卡拉哈里和波斯特马斯堡超大型

锰矿床为代表，现开采的主要为后期风化富集形成

部分。 

黔东及毗邻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床，但它

既不同于南非的沉积变质型锰矿床、又不同于黑海

周边的第三纪沉积型锰矿床。过去一直将其划

归传统的海相沉积型锰矿床。近年来，周琦、杜远

生等（2007,2012）锰矿层中发现了大量被沥青充填

的气泡状构造、泥火山、底辟构造等一系列罕见的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构造，结合碳、氧、硫等同位素

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发现与现代甲烷渗漏的冷泉碳

酸盐岩的成因十分相似，具中心相、过渡相和边缘

相的分带特征。在松桃大塘坡锰矿区，发现三个南

华纪早期的古天然气渗漏喷溢口，即构成了一个渗

漏喷溢口群等。因此，黔东地区南华纪锰矿床是一

种新的锰矿床类型——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

床（周琦等，2012）。 

2  建立锰矿裂谷盆地古天然气渗漏
成矿理论 

国内锰矿成矿理论长期引用上世纪中期、前苏

联别捷赫金院士研究乌克兰超大型氧化锰矿床的

基础上，提出的沉积锰矿相变成矿理论；国际上主

要有 Force and Cannon（1988）提出“浴缸边缘模型”，

认为菱锰矿主要沉积在盆地边缘区域氧化还原界

线附近一条狭长的带上。Roy (2006)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了“锰泵”模型等。这三种模式大同小异，

其核心均只强调外生沉积成锰作用，没有考虑锰质

主要来自深源（内源）的情况。显然，均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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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地区南华纪锰矿床是在断陷盆地中心成矿，而

盆地边缘却无菱锰矿沉积等独特特征。 

周琦、杜远生等（2007,2012,2013，2016）通

过构造古地理研究，发现在 Rodinia 超大陆裂解背

景下，黔东及毗邻区所在的南华裂谷盆地，在南华

纪早期进一步裂解成武陵、雪峰次级裂谷盆地和天

柱-怀化隆起。黔东地区锰矿床形成于武陵次级裂谷

盆地中。武陵次级裂谷盆地内部由 3 个 III 级、至

少 16 个 IV 级断陷盆地组成。IV 级断陷盆地则控制

形成了大型-超大型锰矿床。建立了“锰矿裂谷盆地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系统理论与找矿预测模

型”。锰矿成矿系统由地内子系统与表层子系统耦

合构成，同沉积断层是其垂向联系的纽带，锰质来

自深部，在次级断陷盆地中心渗漏沉积成矿。从中

心向外，沉积构造、品位、厚度、地球化学特征等 

具明显的变化规律，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的锰矿成

矿理论，揭示了“内源外生”的锰矿成矿机理。 

3  黔东地区锰矿找矿主要进展 

黔东地区锰矿成矿背景好。但由于露头矿发现

殆尽，寻找深部隐伏锰矿又缺乏创新理论支撑，传

统的成矿理论与常规技术方法难以奏效，深部矿找

矿技术难度很大，导致锰矿资源量一直负增长，多

数矿山面临关闭。2009 年以来，贵州省地矿局 103

地质大队依托与中国地质大学共同建立的锰矿裂

谷盆地古天然气渗漏成矿系统理论与找矿模式，在

其承担的贵州铜仁松桃锰矿国家整装勘查区中进

行实践检验，取得了我国锰矿找矿有史以来的最大

突破，先后新发现了亚洲最大的贵州松桃西溪堡

（普觉）（张 遂等，2015）、第二大的松桃道坨（安

正泽等，2014）和松桃桃子坪、松桃高地等四个世

界级隐伏超大型锰矿床。矿体厚度大、品位较富。

其中，松桃道坨、桃子坪超大型锰矿床已完成详查

备案登记，另外两个正在完成备案。新增锰矿石资

源量可超过 6 亿吨，超过了 2011 年我国锰矿保有

资源量的总和，且资源潜力依然巨大。黔东地区新

发现的超大型锰矿床数占全球超大型锰矿床总数

的约三分之一。 

4 结论及意义 

（1）黔东成为新的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

使我国成为仅次于南非的锰矿资源大国，缓解了我

国锰矿资源紧张的形势，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锰矿资

源安全。 

（2）新发现的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这

一新类型，已成为是中国最重要的锰矿床类型。同

时继传统的海相沉积型、沉积变质型锰矿床之后，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三大锰矿床类型之一。 

（3）锰矿裂谷盆地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系

统理论与找矿模型，可为我国具相似成矿背景的其

他地区锰矿找矿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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