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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矿资源现状及潜力预测分析
廖志杨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二零七地质队，四川 乐山 614200）

0 引 言
众所周知，地质矿产资源是与我们常生活吃穿用住息息相关

的。所以高效的地质找矿效率，前沿的地质找矿技术，以及技艺

精湛的地质找矿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且

地形复杂，山区丘陵也较多，这在无形中增大了地质找矿的难

度。目前，国内锰矿资源储存数量有限但运用量很大，导致了国

内锰资源匮乏的现状，因此，本文针对当前锰矿资源现状展开概

述，分析其潜力预测。

1 锰矿资源概述
1.1 锰的矿物类型

锰是一种金属，颜色为灰白色，并且有一定的光泽，比铁稍

软。常见的锰矿物有软锰矿（MnO2）、硬锰矿（BaMn2+Mn94+O20·
3H2O）、水锰矿（MnO2·Mn[OH]2）、菱锰矿（MnCO3）、硫锰矿（MnS）
等。其中可用于开发并有商业价值的绝大多数为碳酸锰矿和氧

化锰矿石。总体来说，锰与铁有许多相似的化学性质，但锰元素

并不是铁元素。

1.2 锰的性质
锰与铁、铬相邻，在重金属中含量仅次于铁而排第 2位。化学

活性比铬弱，比铁强。金属锰为立方晶体，机械性能硬而脆。在第

四周期过渡元素中，锰有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具有最低的熔

点与沸点，其熔化热和汽化热也较低。锰的用途非常广泛，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2 锰矿资源现状
世界锰资源分布情况：

世界锰矿床的成矿从寒武纪直到现在都在持续生成，主要成

矿时代为早元古代前寒武纪，其次是新生代第三纪渐新世时期，

这两个时期锰矿的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85%。根据成矿作用和
成矿条件因素，将锰矿床分为如下几类：海相沉积型矿床（海相

碎屑泥质岩型、海相碳酸盐岩型）、火山沉积型矿床（绿岩—硅质

岩型、斑岩—硅质岩型）、变质型矿床（锰榴石英岩型、条带状含

铁建造型）、热液型矿床（接触交代型、裂隙充填型）、风化型矿床

（锰帽型、残积型、淋滤型）和海底结核—节壳型矿床等。其中，海

相沉积型锰矿床最重要。

世界陆地锰矿资源丰富，其中排名前 6个国家的锰矿储量占
全球锰矿总储量的 2/3以上，南非锰储量占比超过全球总储量的
1/4。排名世界第二的乌克兰资源丰富但品位不高，所产锰矿多为
碳酸盐型锰矿和氧化锰。澳大利亚不仅资源丰富，品位也高，其

优质锰矿石出口全世界。南非等主流产锰国，含锰量高，多来自

垄断性较强的国家和地区。世界资源量超过 1亿 t的锰矿区主要
分布于南非、乌克兰、加蓬、加纳、澳大利亚以及格鲁吉亚等地。

3 我国锰矿石开发现状
锰矿资源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物资，我国已探明

锰矿（金属）储量位居世界第五位。但锰矿中的富矿氧化锰矿石

（Mn≥30%）和碳酸锰矿石（Mn≥25%）非常缺乏，所以锰矿是我
国重要而又短缺的矿种之一。我国是世界上锰矿资源需求大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锰矿进口国。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每年约有

70%的锰矿需要从国外进口。
我国锰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湖南省、

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这些都属于我国重要的锰资源

供应来基地，其中的富锰资源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等地。多数矿层较薄、埋藏较深，多地下开采，适合露天开

采的矿床少。我国锰产业对开采权实行许可证制度，主要分为资

源性壁垒和政策性壁垒。资源的区域性壁垒是采选行业进入壁

垒的主要障碍，对于我国的锰矿石冶炼企业而言，自有的锰矿石

品位低，平均品位约 22%。传统的锰矿石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还考虑了锰矿石的运输距离因素。因此还要进一步加强海上远

洋运输船队的建设，从而降低运输费用对锰矿石价格的不利影响。

4 工程概述
某锰矿为缓倾斜薄矿体，矿体厚 0.8~4.2m，平均厚 2.33m，地

质平均 Mn品位 17.16%。该锰矿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含锰岩系的
特征密切相关，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倾向北西，倾角 8°~
20°。矿石类型以碳酸锰为主，属低硫、低磷、底铁、浸出率高的优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经济水平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各领域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资源需
求的不断增加。 在经济建设加速的当今时代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数量持续增大，这使我们在矿产资源上的消耗越来越
多且逐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通过找矿来获得原料的丰富。 本文针对锰矿资源现状展开分析，分析锰矿资源潜力，
以期提升锰矿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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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锰矿。矿层顶、底板均为黑色碳质页岩。

（1）矿层坚硬，两层平均厚度 2.23m，f系数 6~10。
（2）伪顶为页岩，岩性是炭质页岩，强度比较低，厚度 0.66m。

该层在开采过程中，总是随采随冒，难以维护，给支护和顶板管

理了极大的困难，矿层回采而脱落。

（3）直接顶由 4层组成，有 2层页岩，厚度合计 14.1m，有 2
层粘土岩，厚度合计 0.72m。页岩、粘土岩强度低，尤其是粘土岩
强度更低，遇水泥化，粘土岩起到了分离直接顶的作用，这样的

直接顶给顶板管理带来较大难度，工作面矿压显现明显，稍有不

慎，将造成冒顶事故。

（4）直接底是页岩，层厚 0.3~0.8m，强度低，遇水泥化，容易致
使支柱钻底，失去支护作用，造成冒顶事故。局部为铁丝坳组含

砾杂砂岩，间接底板为铁丝坳组含砾砂岩（较厚），f系数 8~10。
4.1 矿区构造
矿区内褶曲构造发育，主要断层有 F1、F11及 20余条次级小

断层，断层为导水断层。断层总走向 NE，倾向 NW，倾角 30°~60°。
冷水溪断层 F1：为区内主要断裂，规模较大，贯穿整个矿区，为一
条多期活动的古断裂，并将成锰盆地切割为两半，走向具分枝复

合现象。走向 30°~50°，倾向 320°左右，倾角 30°~35°，为正断层，
区域性上表现为缓倾角、阶梯滑覆断裂组合特点。沿走向长达

20km以上，断距 300~450m，破碎带宽 5~15m，该断层向北强度
逐渐减弱，对矿体有一定的破坏性。

F11位于矿区北西侧肖家坟一带，走向 NE65°，倾向北西，倾
角 60°左右，为正断层。矿区内走向长约 500m，受制于 F1断层，向
南隐伏于地下，断距 100m左右，破碎带宽 3~5m，见断层角砾、断
层泥，角砾成分为砂岩、粉砂质页岩等，形态呈棱角状，对矿层的

破坏性较大。

其余次级小断层延矿体走向长约 100~300m，断距均为 8~
15m左右，破碎带宽 1~3m，次级小断层将锰矿体延倾向切割呈
“台阶”状，影响矿块回采，增大了采切比，次级断层对矿层的破

坏性较大。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4.2 采场结构参数
根据矿区顶板稳定性略好，矿体倾角较小的特点，采用房柱

法进行试验开采。试验开采矿块布置在+385m中段至+395m中
段之间，矿块沿矿层走向布置，走向长 50m，中段垂高约 10m，斜
长约 50~60m，1个矿块内分为 4个矿房，矿房跨度为 8m。矿块间
柱 3m，点柱尺寸 3m×3m。顶柱 3m，底柱 3m。
4.3 采准切割工程布置
中段运输平巷布置在脉内，规格 2.4m×2.4m。联络近路布置

在中段运输平巷一侧，间隔 15m左右，规格 2.4m×2.4m。拉低平巷
布置在联络近路末端，延矿层底板掘进，联通相邻近路石门，规

格 2.4m×2.4m。切割上山延矿体底板掘进，与上一中段巷道贯通，
间隔 50m左右，规格 2.4m×2.4m。回采平巷布置在相邻切割上山
之间，间隔 8~10m，规格 2.4m×2.4m，为了方便井下胶轮运输车辆
行驶，特采用延走向布置。

4.4 回采工艺
因矿区顶板相对稳定，故回采是从回采平巷开始，矿房内沿

倾斜方向自下而上，延走向后退式回采，其中留设不规则矿柱。

每个采场使用 4台 YT-28凿岩机打眼，首先从最下部的切割平

行端部向两侧凿顺斜炮孔，逐渐形成锥形工作面，然后凿与锥形

工作面平行的炮孔。炮孔排距：采场为 1.0~1.2m，孔距 0.9m，孔深
3.0~3.2m，采用乳化炸药，人工装药，导爆管连接起爆。
4.5 采场出矿
采场爆破落下的矿石采用 WZL-60型挖掘式履带式耙渣机

装运到宗南 18YA矿山专用拖拉机内直接运出地表。
4.6 采场通风
新鲜风流从中段运输巷到达切割上山进入回采平巷清洗工

作面，污风从上中段平巷进入风井，由风机抽出地表，通风不良

时辅以局部压风机通风。

4.7 空区顶板处理
主要措施是在采场内留设品位较低的不规则矿体作为矿柱

支撑顶板，无低品位矿体时采用圆木支撑，矿房回采一段距离

后，进行放顶或其自然塌落，并对联络近路和上山进行混泥土封

闭，以达到顶板管理的目的。切割上山和运输平巷遇不稳定顶板

时，采用钢支架支护掘进。

5 我国锰矿资源的潜力分析
5.1 资源潜力分析
在将来寻矿工作开展过程中，主要将海相沉积型锰矿与风华

壳型锰矿作为目标，此外还可将火山岩型锰矿与陆相沉积型锰

矿作为寻找目标。根据近些年国内矿产资源发掘潜力评估结果

可知，国内的锰矿大多存在于四川、河北、陕西、湖南等省份，估

计锰矿资源储藏量在 40万 t左右。全国六个成矿省是这类资源重
要的分布省份，潜力区在 27个左右，预测锰矿资源潜力约 13万t，
其中重要的矿床有两类：①沉积型；②风化型。
5.2 主要的潜力区分析
我国锰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扬子、华北、华南后加里东陆块，另

外在天山、祁连山一带也有分布，部分情况下多个成矿时代与矿

床类别都在相同的矿区内出现。依照成锰盆底属性和大地构造

间的内在关联，国内把锰矿的成矿带分成十四个成矿远景区与

十个三级成矿带。具体包括的成矿带有一级和二级两种。

6 结束语
伴随国内社会的前进，经济建设的加速，近些年政府也予以

高度重视，启动国家锰矿整装勘察项目，勘察找到的锰矿资源大

部分埋深达千米以上，矿体顶板均是较软弱的碳质页岩，但锰矿

石资源量较大。后续继续开展“掩护支架”“人工矿柱”等采矿方

法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进一步找出更安全、更为经济、更科学

的采矿方法，实现锰矿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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