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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是中国北方地区锰矿

找矿勘查的重大突破，目前已发现奥尔托喀讷什锰

矿、穆呼锰矿、玛尔坎土锰矿等一批大中型富锰矿，

累计探获锰矿石资源量 5000万 t以上，具有较大的

富锰矿找矿潜力。主要含锰岩系为一套晚石炭世

的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图1），长期以来在玛

尔坎苏锰矿带未发现其他含锰层位。

2 研究方法（Methods）
玛尔坎苏锰矿带近东西向展布，奥尔托喀讷什

锰矿位于锰矿带西部，穆呼、玛尔坎土锰矿位于矿

带东部，相距30 km（图1）。受第四系覆盖及地形条

件限制，矿带中部的锰矿化线索较少，仅在出露较

少的晚石炭世地层中发现了博托彦锰矿点1处。在

综合分析成矿地质背景的基础上优选找矿靶区，通

过遥感解译和路线地质调查发现锰矿化线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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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博托彦南锰矿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Btuoyannan manganese deposit, West Kunlu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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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5万矿产地质调查、大比例尺填图、槽探工程

控制，圈定锰矿体。同时分析含矿建造、控矿因素、

矿体形态、规模、矿石类型及矿石结构构造、成矿时

代等，确定找矿标志，与区内晚石炭世锰矿床进行

对比并分析成矿潜力。

3 研究结果（Results）
该地区二叠纪地层中锰矿系首次发现，开展了

大比例尺填图和槽探控制，初步控制2条锰矿体（图

1a），南侧锰矿体宽 0.5~5.5 m，延长约 700 m，0号勘

探线矿化体厚度 5.5 m，超过 1 m 刻槽样锰品位达

18.23%，矿石矿物主要以氧化锰为主，含有少量赤

铁矿（图2a）；北侧锰矿体地表出露宽0.5~3 m，呈条

带状、似层状断续出露近 350 m，锰矿品位一般为

8%~15%，矿石矿物主要为氧化锰（图 2b）。矿床赋

存于玛尔坎苏锰矿带中部博托彦南二叠系玛尔雀

坎库塞山组蚀变玄武岩、大理岩中。

目前工程对矿体的控制仅限于槽探对地表

露头矿的控制，矿体沿走向向东西两侧被第四

系覆盖，矿体向深部的延伸情况及其沿走向的延

伸情况均未得到有效控制，矿区存在较大的找矿

潜力。

4 结论（Conclusions）
玛尔坎苏锰矿带博托彦南二叠纪地层中锰矿

床的发现拓展了该地区锰矿找矿空间。长期以来，

玛尔坎苏锰矿带都以晚石炭世一套海相碎屑岩-碳

酸盐岩建造中的海相沉积型菱锰矿为主攻类型，只

关注矿带内晚石炭世的一套含锰建造。二叠系玛

尔雀坎库塞山组大理岩和蚀变玄武岩在区域上延

伸稳定，常被作为区内晚石炭世含锰岩系找锰的标

志层，未对其开展详细的调查工作。此次博托彦南

二叠纪锰矿的发现对于玛尔坎苏锰矿带锰矿找矿

和成矿规律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拓

展了西昆仑地区锰矿找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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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锰矿石照片（Mn-锰矿石）
Fig.2 Photo of manganese ore (Mn-manganese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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