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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硫 镐 矿 新 资 料

—兼论黄硫锡矿的一种新成因类型

北京地质学院研 究生部 伍大茂

湖南省地质局实验 室 谭延松

黄硫锡矿
,

又 名 方 硫锅
矿 是 年发表的一种新矿物

, ‘

首次发现

于加拿大某铅锌矿床的氧化带
,

认为是含镐

闪锌矿经淋滤沉积而成
。

由于含量少
,

粒度

细
,

矿物的物性
、

光性以及化学组成等均未

获得精确数据
。

近二十年来也未见新资料报

道
。

在研究湖南某铀镐矿床物质组分时首次

在我国发现了较多的黄硫锡矿
,

提供了进一

步研究该矿物的有利条件
。

地 质 产 状

黄硫锦矿产于下寒武系黑色页岩的断裂

破碎带
,

与其他工业矿物一起形成次生淋滤

型铀锦矿床
。

黄硫锦矿及与之密切共生的硫

锡矿集中在次生富集带
,

常见于黑色页岩和

黑色硅质页岩的裂隙和碎块的表面
,

呈粉末

状稀疏散布
,

或呈球粒状
、

菜花状 球粒集

合休
,

偶尔也呈皮壳状稍许集中
。

球粒状

和菜花状似乎为黄硫锦矿的特征形态
,

单个

球粒的直径从数微米到 毫米不等
,

显示

出清晰的胶体或偏胶体结构
。

较厚的皮壳往

往表层为黄硫锅矿球粒
,

根部则显示出硫镐

矿的粒状晶面
,

后者呈长柱状平行排列
,

但

晶面发育不甚完全
。

黄硫锅矿偶尔也见于晶

洞中与晶簇状石英伴生
。

其 他 的 伴 生 次

生 矿物主要有重晶石
、

磷铝石
、

银星石
、

锌绿松石
、

孔雀石
、

水针铁矿等
。

矿 物 特 征

黄硫镐矿物性和光性资料列于表
,

化

学分析资料列于表
,

射线主要谱线列于
表

。

在自然界中黄硫锦矿几乎总是与硫锅

矿相伴产出
,

二者极难区分
,

因此在表中也

列人了硫锅矿的部分资料
,

以便对照
。

成 因 讨 论

黄硫镐矿是次生成因的结论没有异议
。

但是有关锡的物质来源 , 形成和转化的具体

过程
,

以及黄硫锡矿与硫锅矿之间的成因联

系等诸如此类的间题却很少有人系统探讨
。

一般认为
,

以类质同象形式存在于闪锌
矿中的锦是形成黄硫锡矿的物质来源

。

本产

地的矿石及原始含矿岩层含闪锌矿 包括铁

闪锌矿
,

下同 很少 ,

锌锦比值从 到
,

有时 , 同时闪锌矿以及 其他硫 化物
的单矿物经化学分析含锡均低于。 , 此

外
,

矿区及其附近既无闪锌矿的富集现象
,

也无明显的热液活动
。

由此可见
,

该地的锦
主要不是来源于闪锌矿

。

工作表明
,

含有多种金属 元 素 的 黑色
页岩是镐的原始含矿层位

。

许 多 标 本 含锦
。 。 ,

比其克拉克值
。

富集了几十倍
。

矿区黑色岩系中锦的背景值

平均达。 左右
,

在人工重砂 中找到了

硫锦矿
,

它们与闪锌矿
、

黄铁矿等看来都是

同生沉积成因的
。

在外生条件下硫化锡与硫

化锌的类质同象混溶能力似乎并不像在内生

条件下那样普通和强烈
,

而是倾向于分离
,

因而形成硫锡矿和闪锌矿两种 独 立 的 矿物

相
。

另外
,

电渗析实验还证明黑色页岩中铜
的一部分被有机质和粘土矿物所吸附

, 迄今

仍处于半游离状态
。

这种分散于黑色岩系中

的硫锡矿和呈吸附形式的锡
,

乃是形成该地

黄硫锡矿最主要的物质来源
。

由于构造破碎
,

经过地下水的作用
,

黑

色页岩中分散的锡得到迁移和富集的机会
。

模拟实验表明 ,

分离出的硫锦矿单矿物其风

化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 几乎不易察觉
,

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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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淡黄 , 枯黄
,

枯红等色

树脂光泽

半透明一微透明

无 电磁性

静水力学法实测

。友‘加

橙黄为主
,

妈呈褐色

树脂一玻瑞光泽

半进明一徽进明

部分其朋电磁 性

显徽比皿法实侧

‘ ‘

、 、 资 料 来 抓 前人资料

生 左二
一

二达
、

蔺而矿

鲜黄
、

黄

计算

色释度性且度颇光透磁比硬

钧理性质

均质 推测

色色射性射射反均透反内非

反射率 光

度计测定
,

黄光

黄褐 色 显云雾状 》

固体介质测定

灰色
、

微带蓝色色调
, 汕 中显 蓝灰色

棕红 色一血 红色 , 抽中更明显

均质‘观测

空气 中 竹

扣 中

黄揭一栩红色

固休介质测定

同黄硫锦矿

同黄硫饥矿

弱非均质 观测

空气中 圣。

油 中

光学性质

径蚀 迅 速溶解 ,

偏尔剩下骨架状骸晶

一一一一一

一

丫丫 ,,

、

一

黄 硫 锚 矿

】

黄 硫 福 矿

。

奋

分析者 张秋菊
、

张润 吉
、

郭裕兴

与母岩黑色页岩 无论岩块或岩粉 共存时

却大大加速了风化的进程
。

这一差异的实质

是介质的化学性质
。

在中性水溶液中几乎不

落的硫锡矿
,

但在 的酸性水 溶 液中

四小时却能溶解 以上
。

可以设想 , 平均

含硫量大于 的黑色页岩
,

风化时将提供

足够的硫酸致使介质呈酸性反应
。

对矿石水

浸液和矿坑水的分析都完全 证 实 了 这一 推

论
。

酸性介质不仅加速了硫镐矿衣其他含镐

硫化物附溶解
,

而且也促进了母岩中呈吸附

万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状态的镜 “解吸 ” 出来
,

进入溶被
,

开始运

移富年
。

上述变化就化学反应可以表示为

十

乏
一

‘
二

节 ‘

含硫酸镐的地下水沿著破碎带不断向下

渗透
。

与此渗透方向相反
,

深部岩层中的一

些气体如 ‘ 、

等不断通过裂隙和孔隙

向外扩散
。

这些气体一部分可能是原来处于

封闭条件下被储存起来的 类似瓦斯
,

另

一部分可能是岩层中有机质继续转化不断分

解出来的
。

总之
,

对于富含有机质
的原始含矿岩层说来

,

还原性物质是不缺乏

的
。

达些气休不仅造成了还原的介质条件
,

而且直接与含矿溶液发生反应
‘

‘带
反应是可逆的

,
因此

,

在次生富梦带既发现

有新生成煎硫化镐矿物
,

同时也初实
,

约有

一半以上的锦元素呈硫酞锡水溶液状态
。

二
者在一定条件下处于平衡

,

然而这种平衡随

着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经常被打破
。

人工合成实验再一次重现了阿林

等人的结论 当 或碱性硫化物与可溶性

锡欲互相作用便可产生硫化镐的富水凝胶
。

实验订明
,

无论用矿石样品
,

或是用可溶性

锡盐
,

其反应产物最初都是富水的冻胶状物

质
,

经 ℃供干后呈黄色或橙黄色粉末
,

经 射线鉴定
,

属于立方吊系变体
,

与黄硫

镐矿的德拜圈谱完 全相同
。

不同条件 温度
、

反应物质等 的多次合成实验其产物都相同
,

从未见到硫化镐
’

勺六方晶系变体产生
,

这与

丘赫洛夫的论述略有不同
。

联想到下面即将

提到的事实
,

我们推测在外生条件下硫化锅

矿物的产生是 以立方晶系门 变体一
一

即黄硫

镐矿而出现价
。

既然如此
,

黄硫镐矿在自然界 ,于
‘

就应该

比较普遍
, 而事实上又为何那样稀少呢 乌

顿布格 。 认为 黄硫锡矿也许比硫银

矿更为常见
,

只是由于鉴 上跳困难
,

大量

的黄硫锦矿可能被误认为硫锡矿了
。

这种假
设不能说没有道理

。

但是
,

本文提供的实例
将从另一方面解释这个问题

,

并且把黄硫锦

矿和硫锅矿从成因上联系起来
。

从硫化锦矿物的产 状 观 察 到了一种现

象 较厚的皮壳往往其表层为具有特殊形态

的黄硫镐矿
,

而根部却显示出硫锦矿的柱状

晶面
。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 黄硫锡矿是否

可以转变为硫镐矿 最近获得的资料证实
,

上述假设确实是存在的
,

硫化锡的等轴晶系

变体不断向六方晶系变体转化
,

同时这种转

化不像某些著作所提出的加热条件
,

而是常

温常压下便可以 “ 自发 ” 地进行
。

所获得的

主要依据一是当年取得的黄硫镐矿单矿物
,

经久身线鉴定为析推 跳立方箭弄变 体 。一
,

几年以后重新以 射线鉴定
,

却开始

出现六方晶系变体 日一 的 谱 线
。

另

一事实也具有同样的说服力 当年人工合成

的两个 一 产品 经 光鉴定
,

几年以后

再以 光鉴定
,

也已经开始转变为日一
,

即具有硫锦矿的晶体结构了
。

就本产地而言
,

我们认为黄硫镐矿首先

从含镐溶液中沉淀出来
,

而后 转 变 为 硫镐

矿
,

黄硫镐矿和硫锅矿是硫化锅存在形式的

两个不 同阶段
。

立方晶系变体的黄硫镐矿实

际上处于压稳状态
,

极易转变为六方晶系变

体的硫福矿
。

这一结论是否适合外生条件
一

各种情况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总之
,

黄硫

镐矿在自然界中能大量 产出
,

但是不能 长久

存在
,

或许这就是黄硫镐矿为什么罕见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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