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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忆担矿

是一种罕见的

矿物
,

年

发现于澳大利

亚西部砂矿
。

年我国在南岭花岗岩中首次发现了黄忆

担矿
,

含量较高
,

具有开采价值
。

过去认为黄忆担矿是褐忆妮矿类质同象

系列的一个端员成分
,

属四方晶系
。

几年来

的研究工作 证明
,

我国的黄忆担矿产在富

含天河石的花岗岩中
,

它具有与褐忆妮矿显

著的不同晶体外形及结晶习 性
,

属 单 斜晶

系
。

一 矿床地质特征

本区位于某隆起区和某沉降带之间
、

南

北向构造带的西侧
。

矿床位于一个花岗岩体
的外带

,

南北向倒居背斜和北东东
、

北西西

向张扭性断裂之复合部位
。

区内构造复杂
,

挤

压带十分发育
。

地层简单
,

主要有震旦系石

英长石变质砂岩
。

矿体呈岩墙群侵人于震旦

系地层
,

作近南北向展布
,

倾向北西
,

倾角
“ ,

南缓北陡
。

矿体厚度一般 米
。

矿

体上盘常有似伟晶岩覆盖
。

钾一氢法测定 白

野外地质工作 和晶体结构测定是分别在冶金地

质十三 队和武汉地质学院 光实验室的协助与

指导下完成的
。

斑点状连生体 简单连生
,

普通

连生类型
,

易解离 图 一
、 。

文像或蠕虫状连生体 通常不可

能完全解离 图 一
、 。

乳 浊状或星 点状连生体 常见
,

如闪锌矿中的黄铜矿
,

完全解离困难或不可

能 图 一
、 。

皮膜状或 包壳状连生体 如辉铜

矿包覆在黄铁矿或闪锌矿上
,

完全解离很困

难 图 一
、 。

同心 圆状或多层环状连生体 普

通连生类型
,

如黄铜矿和斑铜矿
,

白铅矿和

褐铁矿等
。

解离非常困难 图 一
、 。

脉状或夹层 板 状连生体 普

通
,

通常容易完全解离 图 一
、 。

页片状 或多层状连 生 体 不多

见
,

解离性是变化的 图 一
。

、

网格状连生体 如赤铁矿一钦铁

矿一磁铁矿
,

黄铜矿中方黄铜矿或斑铜矿
,

解离困难或不可能 图 一
。

这几类连生体随着磨矿更细
,

复杂的类

型 可以转变成更简单类型
。

因此
,

在描述产

品中连生体时
,

除应指明各类连生体所占比

例外
,

还应标明连生体的粒度大小乞

除按形态类型划分连生体外
,

还可按 目

的吞
、一

物在连生体中的比例
,

划 分 为 富 连生

休
,

贫连生体等
。



云 母所得年令值为 百万年
。

矿床的岩相分带明显
,

岩石化学成分特

征是官硅
、

铝
、

钾
、

氟
,

而贫钠和钦
,

各带

的矿物组分和希有元素的含量有显著差别
,

其特征列于表
。

铿白云母天河石花岗岩相带的 。
为

。 ,

黄忆担矿 的 含 量 。克加屯
,

对
。在各矿物中的分散率 进行了计

算
,

结果为 黄忆祖矿一
、

纪袒铁矿一
、

细晶石一
、

泥担铁矿一
、

扬石

一
、

埋白云母一
、

天河石一
、

斜长石一
、

石英一
。

可见矿床中担

含量较高
,

具工业价值
。

该矿床在矿物组分分布上有如下特点

矿体上部的狸诌云母天河石花岗岩相

带
,

黄纪担矿
、

黑色磁性扬石
、

锐担铁矿较

多
,

而下部缺失
。

希土矿物上部以独居石
、

黄耗担矿为

主
,

下部的 白云母钾
一

长石花岗岩相带中
,

则

出现较多的氟碳钙纪矿和硅皱忆矿
。

黄忆担矿与黑色磁性杨石具同步消长

关系
。

在矿化与造岩矿物的关系方面
,

当上

部出现铿 白云母
、

天河石时
,

则含担和希土

矿化 , 下部出现白云母
、

钾长石时
,

出现富

含希土矿化 , 而中部 出现白云 母 和 更 长石

时
,

矿化极弱
。

尚未发现黄忆担矿
。

矿床中的标型矿物主要是天河石和云母

类矿物
。

天河石皇浅兰绿色
,

色调均匀
,

但

随着时间的消逝而 渐 退 色
。

粒 度 约 厘

米
,

化 学 成 分 为 一
、

一
。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云母类矿物在矿床中呈现有

规律地变化
,

从下而
,

即由早到晚为黑云

母一白云母一锉白云母
。

黄钉担矿与铿白云

母紧密共生
。

从所获资料
,

对该类矿床的矿化富集规

律有如下几点认识

岩 相 带 特 征 表 表

垂垂直方 向向 岩相带名称称 主要 造岩矿物含量 钾钠含量量 黄忆祖矿矿 氛碳钙忆矿矿 共 生 矿 物物

上上上 锉 白 云 母母 锉白云 母 很 多多 无无 忆 粗 铁 矿矿

尸尸

⋯
夭 河 石 花花 天 河 石 细 晶 石石

十十十 岗 岩岩 石 英 妮 粗 铁 犷犷

下下下下 斜 长 石
。

锡石
、

变种给石石

独独独独独独独独 居 石石

白白白云 母 更长长 白 云 母 未 发 现现 有有 硫化物较多多

石石石 花 岗 岩岩 更 长 石

石石石石 英

钾钾钾钾 长 石

钠钠钠钠 长 石

自自自云母 钾长长 自 云 母 么 无无 较 多多 硅被忆矿矿

石石石 花 岗 岩岩 钾 长 石 福石石

石石石石 英

更更更更 长 石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云 母黑黑黑 云母钾长长 钾 长 石 无无 无无无

石石石 花 岗 岩岩 石 英
乞

, 与 ,



与黄忆祖矿有关的花岗岩
,

成岩成矿

时代为燕山早期
。

过去不少资料认为
,

南岭

含担花岗岩的成岩成矿时代属燕山晚期
。

可

是我们对南岭几个花岗岩型担矿床所获得的

资料表明
,

均为燕山早期
。

因而认为
,

从燕

山早期至晚期均为担的成矿期
。

岩石化学成分为富硅
、

铝
、

钾和挥发

组分氟
,

而贫钦和钠
。

黄忆担矿的富集与钾

有密切关系
。

黄忆担矿产于鲤白云母矢河石花岗岩

岩相带
,

并与黑色磁性扬石紧密共生
。

。

该类矿床一般赋存于区域构造次一级

北东东向断裂构造中的小岩体
。

在钨扬矿区

或其附近的构造发育
,

并有侵入时代为燕山

期的花岗岩
, 则为一种找矿线索

,

而出现铿

白云母和天河石
,

则为直接的找矿标志
。

二 物理和化学性质

。

物理性质 黄忆担矿以黄色和黄褐色

为主
,

表面有灰 白色薄膜
,

树 脂 及 玻 璃光

泽
,

晶体大小。 毫米
,

可见由几个

晶体组成的晶簇
,

半贝壳状断口 ,

新鲜断 口

黑色
,

条痕浅黄
,

中等电磁性 与独居石较

接近
。

显微硬度 二 公斤 毫米
,

相

当摩氏硬度
,

实测比重
。

镜下其晶体形态及结晶习性与褐忆妮矿

有很大不同
,

后者一般呈柱状或纺睡状
,

发育

的面主要为柱面及锥面
,

如
、 、

、

等
。

而黄忆担矿绝大多数

为板状晶体
,

发育的面主要为底面及柱面 ,

如
、 、

等
。

褐忆泥矿

解理不发育或仅有一组解理
。

而黄

忆担矿则具两组解理
,

为 。 及
。

黄忆祖矿具有结晶和变生状态两种
。

一

般黄色的为变生状态
,

均质体 , 黄褐色的为

结晶状态
,

非均质体
。

反光镜下灰 白色
,

内

反射黄揭
,

反射率 为 黄光
。

该矿物的 射 线粉晶 分 析 先 后进行两

次
,

其主要线条为 括弧内为强度 班

、 。 、 、 ‘ 、

、 。 、 、 ,

第二次为 一。
、 、

‘

、 、 、 、

。

从以上数据看
,

黄忆担矿与褐

忆妮矿相比显著的差别在于 褐忆妮矿的最

强线位于 处
,

而黄忆担矿则在

此 值区间内无强线 , 强度为 的最 强线出

现在 及 处
,

这种差别显然不能

用类质同象或所谓 “端员组分 ” 加 以解释
。

这在单晶 射线衍射研究中得到证实
。

化 学成分 黄忆担矿的 化 学 成 分为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

一
。 。

希土配分结

果为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可见其主要组分是担和希 土
,

而

希土配分说明
,

忆族占
。

晶胞参数及 空间群的初 步测 定结 果

进行了单晶 射 线衍射研究
,

对晶胞参数及

空间群作了测定
。

实验工作是在 一 型

日本 旋转阳极 优发生器上进行的
,

铜

靶电压 千伏
,

电流 毫安
,

照相时
‘

间约 小时
。

在研究工作中
,

采用对未加热

样品和加热样品 。。“

分别进行单晶照

相的办法
。

实验结果表明
,

对于未加热样品

经反复挑选后
,

同样可以获得清 价可辨的衍

射图案
。

测定结果

未加热样品

晶胞参数

空 间群

加热样品

晶胞参数

二 , 二 ,

日
。

二 ,

,

日” 。

或
。

二
,

,

空 间群 。



磁 黄 铁 矿 异 种 鉴 定 及
’

其 标 型 特 征

徐 国 风

磁黄铁矿除了可以作为硫矿石的主要矿

石矿物之外
,

其中所含的镍
、

钻和铜往往可

以达到综合利用的工业指标而具有一定的经

济价值
。

近几年来磁黄铁矿矿物学研究资料

表明
,

磁黄铁矿在自然界产出有两个异种

六方磁黄铁矿和单斜磁黄铁矿 以前常笼统

地认为磁黄铁矿属于六方晶系
。

两者在形

成条件
,

可综合利用之金属元素的含量等方

面都有所不同
、

因此 ,
在生产实践中鉴别磁

黄铁矿的异种类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现

将收集到的六方磁黄铁矿和单斜磁黄铁矿的

鉴别特征资料以及磁黄铁矿中具有标型意义

之元素混人物资料列出供参考
。

实验资料表明
,

在较高温度下稳定的六

方磁黄铁矿 相
,

时转变为单斜

磁黄铁矿 日相
。

自然界中这两个磁黄铁

矿异种成为两者的混合物产出或单独产出
。

在同一个矿床内
,

其形成往往为六方磁黄铁

矿 一 两者混合物 一 单斜磁黄铁矿的次序
。

六方磁黄铁矿和单斜磁黄铁矿最可靠的

鉴定根据是 射线研究的资料丁 六方磁黄铁

矿 。 射线衍射曲线显陡锐 角 度的单一

峰
,

单斜磁黄铁矿的衍射曲线则分裂为两个

峰
。

两者的粉晶照相谱线对比资料如表

六方磁黄铁矿和单斜磁黄铁矿的 射线

粉晶照相谱线资料 表

, 人

。

盛盛

】
⋯

““

““

名名

““

连连

压压

工

六方磁黄铁矿和单斜磁黄铁矿在化学成

分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见表
,

这些特点有

助于鉴别
、

区分该两异种
。

这在电子探针技

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年
, 。 。 对黄忆担矿测定的结

果为

晶胞参数

空 间群

,

皇‘一
,

首次获得了黄忆担矿在自然界的未加热

样品 射线单晶衍射图样 回摆图及华盛堡

图
。

从上述结果可见
,

无论未加热样品和

加热样品均为单斜晶系
。

这个结果与国外研

究者 。 、 等人所测定的褐忆妮矿的多型

和黄忆祖矿的晶胞参数及空间群是截然不同

的
。

因而过去认为属四方晶系的结论有待商

讨
。

本次测定结果还是初步的 ,

今后将随着

研究方法
、

仪器设备的改进和研究水平的提

高而不断修正
。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