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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铀矿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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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

盈江铀矿 单 晶x 射线衍射分析 空间群

提 要
:

本文第一次提供了由单晶 x 射线
.

衍射分析测定的盈江铀矿的空间群 和晶胞参数
。

该矿物产于广东省下庄铀矿田
。

斜方 晶 系
,

空 间群枷。 b (6 3)
, “ = 巧

.

7 07( 3 )
,
乙二 1 7

·

4 2 4

( 3 )
, c = 2 5

.

6 9 2 ( 2 ) 久
, F 二 5 7 4 7久

” ,
z = 4

。

刀 c = 4
.

6 0 月c/ m 3 ,

D
, , , = 4

.

5 4 月c/
, 11 , 。

化学式
:

( K : ,
C a

) ( U o 刁 ) , ( P o ` ) ` ( o H ) 。
·

6 H 、 0
。

二轴晶
,

负光性
。

Z Vc = 5 6
“ ,

Z Vt]
; = 3 6一 3 5

。 。

N召 = 2
.

7 0 7

( 2 )
, N 。 : = 1

.

7 0 3 ( 2 )
,

刀户二 1
.

6 6 6 ( 1 )
。

光性方位
:

N 君 // Y
,

N , , , // X , N P // z
。

厂
`

东省翁源县下庄铀矿田 3 30 矿床氧化带发育一种鲜艳黄色的针状晶体
,

经详细的矿物

学工作后
,

证实它与不久前报道的新矿物— 盈江铀矿 (产于云南省盈江县一铀矿点 ) 〔
, ’
基

本相同
,

只在化学成分和 X 射线粉晶分析数据的一些细节上有些差异
。

由 于 晶体发育较

好
,

进行了单晶 X 射线研究和光学性质的测定
。

本文是通过直接测定
,

第一次提供了盈江

铀矿的空间群
、

光性方位和解理等方面的资料
。

1 地质产状

盈江铀矿产于广东省贵东岩体东部下庄铀矿 田 3 30 铀矿床氧化带
。

岩体内有几期以走

向 N WW 为主的基性岩墙
,

其后出现以走向 N N E 为主的含铀硅化断裂带
。

当硅化带切穿

岩墙时
,

铀矿化往往较富
,

甚至出现胶黄铁矿
、

块状晶质铀矿脉
。

矿床氧化带次生铀矿物

广泛发育
,

特别是在富矿体氧化带更为突出
。

盈江铀矿常集中在富矿体的氧化带内
。

共生

矿物主要有钙铀云母
、

铜铀云母
、

铁铀云母
、

变钾铀云母
,

其次有红铀矿
、

口硅 钙铀矿
、

硅铅铀矿
、

硅钾铀矿及少量铀矾
,

其它还有黄钾铁矾
、

石膏
、

高岭石
、

方解石和极少量铁

锰氢氧化物 0
。

2 形态
、

物理性质和光学性质

与云南产出的致密块状的盈江铀矿不同
,

本文所述盈江铀矿晶体发育良好
,

单体针状

. 共生矿物根据梁雁癸
、

杜同生 ( 1 9 6 4)
,

某热液矿床氧化带的初步研究
,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科档 室
,

地
4一 4一 2 (未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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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细长柱状
,

沿 b 轴伸长
,

一般长 2一 3 m m
,

也有小于 l m m 或长达 4
.

s m m 的
,

直径小

于 1 m m
,

柱面上有平行延长方向的条纹
。

集合体呈束状
、

放射状
。

颜色为深黄色或带褐的黄色
。

条痕桔黄色
。

强玻璃光泽
。

解理平行 { 0 0 1 } 完全
,

平行

王1 0 0 }中等
。

硬度 2一 3
。

比重 4
.

5 4 ( 3 ) g /
e m 3

(微比重管测定 )
。

在荧光显 微 镜 下 ( 3 1 0一

40 0 n m ) 发绿黄色弱荧光
,

相对荧光强度为 7 %
。

在差热曲线上 (图 1 ) 3 00 ℃ 以前有一明显钓吸热复谷
,

第一个 谷 很 强
,

谷 底
`

温
,

度

1 7 2℃
,

第二个谷弱
,

谷底温度 2 23 ℃
。

在 34 0一 84 0℃ 有一宽而平缓的吸热过程
。

9 00 ℃ 和

9 6 0℃ 有两个很弱的吸热谷
。

热重曲线 ( 图 2 ) 和差热曲线相符合
,

主要失重阶段在 3 00 ℃

以前
,

失重 5
.

6%
,

失去大部分结晶水和结构水
,

以后继续失重
,

到 97 0℃ 左右 失重结束
。

总失重量为 6
.

64 %
,

与化学分析的 H
Z
O

上 6
.

44 % 接近
。

在红 外 光 谱 图 上 (图 3 ) 2 1 0 0一 2 0 0 0 e m
一 `

(强
, , 3

)
、

6 0 0一 5 0 0 心n l 一 ’
(中

, , 。
)

、

9 1 0 ` m
一 `

(强
, , ,

)
、

4 0 0 e m
一 `

左右 (中
, , 2

) 皆为 ( P O
:
)
“ 一

基团的振动谱带
。

铀 酞离子

团
’

( U O
Z
)
“ +

的
, 。

与 ( P O
。
)
“ 一

的
, ,

重叠
。

3 4 3 0一 3 2吐0 e m
一 `

(中
, , 。

)
、

1 6 2 0 o m
一 ’

(弱
, , .〕 )

为 H
Z
O 的吸收带

。 , s

较宽
,

可能掩盖了 ( OH )
一 `
的吸收带

。

月叨
侣
ǎ日

一一一

次\O卜

图 1 盈江铀矿的差热曲线
F i g

.

1
.

D T人 e u r v e o f y主n g j i
a n g i t e

O 即 0 如 0 的 0 曲 0 10 00

t / ℃

图 2 盈江铀矿的热重曲线
F i只

.

2
.

T G e u r v e o f y主n g j主
飞 n Z让。

60初次\幼徐绷

4〕叫) 3 000 2 (刃 0 1右00 12阅

波数 / 。 m 一 ,

翻知】 4佣

图 3 盈江铀矿的红外吸收光谱
F i g

.

3
.

I n f r a r e d ab
s o r P t i o n s P e e t r u m o f y i n g j i a n官i t o

盈江铀矿在偏光显微镜下呈桔黄色
,

折光率及多色性为
:

N g = 1
.

70 7 ( 2 )
,

鲜黄色 ;

N , = 1
.

7 0 3 ( 2 )
,

鲜黄色 ; N P = 1
.

6 6 6 ,

无色
。

二 轴 晶
,

负光性
。

2 犷 = 3 6
’

一 3 5
。 ,

光轴

色散很强
, 犷 > “ 。

.

正延性
。

平行消光
。

光性方位
:

N君 // Y , N哪 // X , N 户//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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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成分

盈江铀矿的微量化学分析结果及化学式计算列于表 1
。

为了检查化学分析的淮确性
,

对样品作了电子探针分析
,

3 个晶体 6 个测点的各主要组分的百分含量变化很小
,

主要组

分的平均百分含量 (表 2 ) 与化学分析数值接近
。

表 2 还列入了产于云南盈江县的盈江铀

表 1 盈江铀矿的化学分析数据 ( % )

T
a 曰 e 1

.

C h e m 注c a l a n a l y s e s o f y i叩 j泣a鳍 i仑e ( i n p e r e e
毗

a g e )

组 分 重证百分比
修正后

重量百分比
氧原子数

阳离子元素

原子数

0 = 4 2 时

阳离子元素

原子比

U = 4时

阳离子元素

原子比

N 助 O

K 忍O

M g O

C a O

M n O

F e 2 0 3

T i 0 2

5 10 2

P Z O s

U O 3

H 20
+

H ZO
-

0
。

0 0 2 4

0
。

0 3 6 6

0
。
0 3 6 6

0
。

00 4 8

0
。

07 3 2

0
。

12 4 7

1
。

9 0 1 8

0
。

0 7 1 1

1
。
0 8 4 0

0
。

03 6 6 0
。

9 5 0 9 0
。

5 4 2 0

ù匕一ó一勺1二d
主
n

…
n.八口2

尸al了n甘八U,d,丹二Q̀.工八Uù”
..

…
n材OUn,ónó

0
。

3 1

0
。
09

1
。

2 0

1 0
。

5 0

7 5
。

4 2

6
。
1 9

0
。

2 5

10
。

7 5

7 7
。

2 6

6
。
3 4

0
。

3 7 8 5

0
。

8 1 0 3

0
。

3 5 2 2

0
。

1 5 14

0
。

2 70 1

0
。

7 04 4

3
。
93 3 4

7 。
0 17 3

18
。
3 00 6

2
。
2 4 2 1

4
。

0 0 0 0

1 0
。

4 3 1 7

共 计 9 9
。
6 1 1 0 0

。

0 0 1
。

6 1 6 6

测试者
:

本院王玉清

表 2 盈江铀矿的电子探针分析数据
T

a 从 e 2
.

E le e沙 o n m i口。口o be a n a ly s e s o f y i n g j注
a n g i亡e

组 分 下 庄 盈 江

::::
2乙介O口nonU亡曰101曰nù,1

..

…
OnJ̀九”n八éK ZO

C江 O

F e ZO 3

Y ZO 3

C e Z O 3

气L
’

h o ?

5 1仇

P Z O s

U O 3

H
,
0 士

0
。

1 1

0 。
3 4

0
。

5 1

0
。

1 8

1 0
。
4 4

7 6
。

4 9

6
。

4 4

1 1
。

10

7 6
。
5 4

7
。

3 7

共 计 9 9
。
7 4 1 0 0

。
0 0

测试者
:

本院黄裕柱
。

标样
:

U 一金属铀
; P一磷灰石

, K一钾长石
, C 拜一硅灰石 , T

卜 T h吼笋 Y一介 lA oq ; , c e

一 C e

仇
, H : 0 一

扶化学分析结果参加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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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两者比较
,

产于下庄的盈江铀矿钾和钙的 含量较 多
,

·

但
.

K
Z
O 和

C a O 的重量百分比相差很小
,

K
Z
O : C a o 盈江产出者为 1

.

6 ,

下庄产出者为 1
.

7
。

根据化学分析
,

除去杂质
,

按两种方式计算了化学式
:

① 按氧原子数等于 42 计算 出的化学式为
:

N a o
.

, 3
K飞

. 。。
C a 。 . 9 5 (U O

Z
) , . 。:

( P O
`
)

3
.

。。 ( O H )
6 . 1 6 一

6
.

0 7 H
2
0

式中 N a 、

K
、

C a
可以类质同象代替

,

简化式可以写成
:

( K
Z ,

C a) (U 0
2

)
7
( P O

;

)
。
(O H ) 6 ,

6 H
2
0

。

或用另一种形式表示如下
:

( K 3一 二C a
x

) (U O
Z

)
:

( P O
;

)
4
( O H )

5十 二 ·

6H
:
0

,

( x = 0
.

9 5 )
。

② 按铀原子数等于 4 计算出的化学式为
:

N a o . 。了K : 。 o s
C

a o . 5` ( U O Z) ` ( P O
`
)

2 . 2 ` ( O H )
3 . 5 , 一

3
.

4 6H
2
0

简化式可以写成
:

( K C a o . 5 ) (U 0 2 )
`
( P O

盛

) : (O H )
。 ·

3H
2
0

或用另一种形式表示如下
,

( K
, . 5 一 x

C a 二
) (U O Z

)
4
( P O

4
)

:

( O H )
; ·

3 H
Z
O

,

( x = 0
.

5 )

产于盈江县的盈江铀矿的化学式为
:

( K
: _ 二

C a x

) ( U 0
2

)
3

( P O
。
)

2
( O H )

1十 x .

4 H
Z
O

,

( x = 0
.

3 5 )

以上两个不 同产地的盈江铀矿的化学式的书写形式有些不同
,

但都比较接近
。

该矿物易溶于盐酸
、

硫酸和硝酸
。

.

4 x 射线结晶学特点
`

用四圆 X 射线衍射仪对盈江铀矿单晶进行研究的结果
,

证实该矿物为斜方晶系
,

空间

群 B 、 , 右
,

晶胞参数 a = 1 5
.

7 0 7 ( 3 )
,

b = 1 7
.

4 2 4 ( 3 )
, c = 1 3

.

6 9 2 ( 2 ) 入
。

V 二 3 7 4 7入
“ 。

x 射线粉 晶分析结 果 列 于 表 3
。

粉晶图的指标化是根据上述空间群和晶胞 参数 进

行的
。

由粉晶分析数据计算出的晶胞参数与用单晶获得的结果很接近
, a = 1 5

.

7 6 6 (4 )
,

b =

1 7
.

3 1 4 ( 3 )
, c = 1 3

.

7 6 1 ( 4 ) 入
,

V 二 3 7 5 6入
“ 。

由于两个化学式形式上有些差别
,

阳离子
、

铀酸离子
、

磷酸根和疑基
、

水分子的系数

不 同
,

因而由两个化学式得出的分子量不同
,

以至从公式 Z = (D “ P )八M
x 1

.

6 6)
*

计算

出的单位晶胞分子数 ( )Z 也不一样
。

由第一个化学式得到的 z = 3一9 5 ( 、 4)
,

计算比重 D 。 =

4
·

6 0 9 /
c m 3

、

。

由第二个化学式得到的 Z = 6
.

92 ( “ 7)
,

D
。 = 4

.

59 留
c。 , 。

与产于云南的盈江铀矿比较
,

产于下庄的盈江铀矿面网间距 ( d 值 ) 普遍稍偏小
。

5 几点认识

① 与盈江铀矿共生的矿物中有多个以钾为重要成分的矿物
,

如变钾铀 云 母
、

硅钾铀

矿
、

高岭石和黄钾铁矾等 ,
’

、

可见钾的丰度在下庄铀矿田是比较高的
。

因而可以说盈江铀矿

M一分子量
,

v 一晶胞体积
。

Z 和 D一文中已有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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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 悦e 3

盈江铀矿的 x射线粉晶分析数据

X才
a P yo

w d
e rd a 之a o n yi此j ia 鳍弓之e

下 盈

d 算 d 侧 d 侧

1 0
。
3 6

7
。
8 9

6
。

3 8

1 0
。

3 7

7
。

8 8

6
。
3 9

5
。

8 3

5
。

3 9

5
。

1 8

4
。

9 7

4
。
7 2

4
。
4 2

4
。

2 7

3
。

9 4

3
。
8 6

3
。

7 9

3
。

4 4

3
。

3 6

3
。

1 5

3
。

0 9

3
。
0 3

2
。

9 4 2

2
。

8 7 9

2
。

6 9 3

2
。
6 2 8

2
。
5 92

2
。
5 0 6

1 9

1 0 0

6

1 7

4

4

4

10

7

6

5 0

12

6

1 2

8

2 9

1 4

7

5

.

1 6

3

4

5

4

7

8

10 1

2 0 0

0 1 2

2 2 0

0 2 2

2 0 2

2 1 2

3 1 1

0 3 2

3 2 1
,
1 13

4 0 0

2 3 2

2 4 0

0 0 4

4 1 2

2 0 4

05 2
,
1 4 3

5 1 1

4 3 2

2 5 2

0 4 4

6 0 0

4 0 4
,
12 5

54 1

2
。

2 23

2
。

1 5 5

2
。

12 7

2
。

0 89

2
。
05 7

1 0
。

5 2

8
。
0 3 1 0

5
。

9 0

2
。
2 3 3

2
。
1 7 2

2
。

1 3 0

2
。
1 0 3

2
。

0 6 1

2
。
0 2 4

dù一从ù

月任O叨
l

。

90 3

1
。

86 1

1
。

8 0 7

1
。

7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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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6

3
。
1 5

3
。
0 9

3
。
0 3

2
。

9 4 2

2
。
8 7 8

2
。
6 9 4

2
。
6 2 7

2
。
5 9 1

2
。
5 07

2 ` 48 6

2
。

43 2

1
。

7 3 2

1
。

7 2 1

1
。
6 9 1

1
。

6 8 0

1
。
6 62

1
。

6 14

1
。
53 3

1
。

48 3

1
。

4 4 0

1
。

3 6 6

1
。

2 8 9

1
。

2 1 8

:::;
1

。

7 2 4

1
。

6 9 2

2
。

9 6 7

2
。

8 8 6

2
。
6 0 4

2
。

5 1 4

2
。

4 4 9

1
。

6 6 6

1
。
6 2 7

1
。
5 4 7

1
。
4 9 7

1
。

4 4 4

1
。

3 7 0

1
。
2 9 1

1
。 2 07

测试条件
: P w l了。 O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

,
C u K “ ,

石墨单色器
。

测试者
:

①张静宜 ; ②本院谭发兰

的出现与该矿田的元素地球化学特点有密切关系
。

② 最近发现下庄铀矿田除 3 30 矿床外
,

其它矿床也有盈江铀矿产出
,

可见该矿物在矿

田内分布较广
,

并且与块状晶质铀矿密切伴生
,

是找矿的重要标志之一
。

③ 盈江铀矿的物理性质
、

光学性质以及 X 光粉晶数据与福磷钙 铀矿 ( P h os p h ur a -

n ly it e) 相似
,

晶系和空间群相同
,

但化学成分有重要区别
,

盈江铀矿的主要阳离子成分

是钾而不是钙
。

④ 盈江铀矿与福磷钙铀矿的化学式类似
,

由于阳离子的类质同象替换
,

如 c a “ +

可以

被 K
’ 伞 、

N a ,个

等替换
,

使得这两种矿物的化学式也有些小的出人
。

两个不同产地盈江铀矿的 K Z O 和 C a o 百分含量不同
,

以至化学式中的原子比 有差异

(见化学成分一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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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资料
,

到 目前为止
,

福磷钙铀矿的化学式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

1 ) C a
( U O

Z

)
d
( P O

`
)

:

( O H )
` ·

7H ZO
,

这是 C
.

F r o n d e l 根据不很精确的化学 分析结果

和粉末图的特点与黄磷铅铀矿 ( R e n a r d i t e P b (U O Z) 、 ( p o
`
)

:

(O H )
; ·

7H
Z
O ) 相似提出的 〔 2〕

。

2 ) C a
( U O Z

)
3
( P O `

)
:
(O H )

: ·

6H* O
,

这是 八
.

n
.

m a m K , a 等在对福磷钙铀矿进行晶

体结构研究时提出的可能化学式卿
3 ) ( C a ,

N a Z ,
K Z ,

S r
)

3
( U O Z) 6 ( P O

`
)

;

( OH )
6 ·

n H 2 0和
’

4 ) C a l . 5
( U 0 2 )

?

( p o
`
)
`
( O H )

: ·
n H

20
,

这是 A
.

A
.

写e p H o K o B
等认为福磷钙铀矿存在

的两个变种的化学式 t4)
。

`
’

_

5 ) C a ( U 0 2 ) 〔 ( U O Z
)

3
(O H ) : ( P O

`
)
: 〕艺

·

1 2 H
2 0

,
’

这是 P
.

P i r e t 等最近研究 福 磷 钙 铀

矿晶体结构后得出的化学式朗
。 ’

下庄产出的盈江铀矿的化学式与 1 )
、

4 )
、

5 )可以比较
,

而盈江产出者与 2 )类似
。

盈江铀矿的晶体结构正在研究中
,

待工作完成后
,

再对化学式及单位晶 胞 分子 数作

修正
。

⑤ 综合分析这些资料可以看出
,

盈江铀矿和福磷钙铀矿的化学成分和生 成 条件有一

些相似性
。

当成矿溶液中 C a “ +

含量多时生成福磷钙铀矿
,

K
, +

含量多时
,

则生成盈江铀矿
。

⑥ 从盈江铀矿以及含钠的福磷钙铀矿的存在
,

有理由推断
,

自然界可能存 在 福磷钙

铀矿或盈江铀矿的钠类似物
。

工作中得到沈今川
、

王爱珍
、

张淑等
、

徐怀乐和张亚丽等同志的帮助
,

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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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接触概率在划分矿物共生组合中的应用

—
以冀东太平寨紫苏花岗岩为例

赵国春 .fot 同兴

(长春地质学院
,

长春 1 3 0 0 2 6 )

`

主题词
:

颗粒接触概率 矿物共生组合 紫苏花岗岩 题粒组合图

提 要
:

颗粒接触概率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在一个岩石薄片切面上
,

沿着某一条线统计一 个

晶体或矿物种与另一个晶体或矿物种的接触顺序
,

然后把每一类型的接触数目用
“

接触概率 矩

阵
”

表示
,

并与
“

随机接触概率矩阵
”

加以比较
,

从而验证一个矿物的位置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

依赖于另一个矿物的位置
。

一般说来
,

同种矿物或同世代矿物有相互接触的趋势
,

因而颗粒 接

触概率的研究能够用来划分矿物共生组合
。

冀东太平寨地区紫苏花岗岩的颗粒接触概率研究 结

果表明
,

其主要矿物相是由两个不同世代矿物所组成
。

该研究结果与镜下岩相研究结论一致
。

W i n k l e r ( `〕认为
,

变质岩中共生矿物必须相互接 触
。

F l i n n c Z ,和 V i s t e l i u s〔 3〕也 认为
,

岩浆岩中矿物颗粒分布并非杂乱无章
,

至少同一种犷物或同世代矿物有相互接触的趋势
。

因此
,

有理由用颗粒接触概率去研究和划分岩石中矿物共生组合
。

知

1 颗粒接触概率研究历史简述

侵人岩和变质岩结构的定量研究进展非常缓慢
。

原因之一就是在结构性质测量方面困

难重重
。

S a n d er 。 ’可算是第一位用定量方法来研究侵人岩结构的
。

他的
“
矿物亲邻 指数

”

已具有这方面研究的趋势
。

近年来
,

苏联地质学者采用计算矿物接触概率来研究岩石的结构
,

所用数据通过统计

方法就可以获得
。

基本方法是在一个岩右切面上
,

沿着某一条线统计一个晶体或矿物种与

另犷个晶体或矿物种的接触顺序
,

然后把每一类型的接触数月用
“
接触概率矩阵

”

表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