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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中 发 现 镉 矿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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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巨大的危害，但煤中 

镉的含量一般远低于它在地壳中的丰度，所 以人 

们对于煤中镉的关注程度较低。笔者在研究黔西 

南高砷煤的过程中，发现有镉矿物，这对于认识镉 

在成煤过程中的行为和燃煤可能造成的镉污染具 

有积极 的意义 。 

黔西 南 处 于 滇一黔一桂微 细 浸 染 型 金 矿 区 ，而 

且同时也处于贵州碳酸盐建造 中的 Hg．Sb—As一1f1 

成矿带上 j，中低温成矿元素(№ 、sb、As、1f1)和卤 

族元素富集 2。含有镉矿物的高砷煤产于贵州省 

黔西南苗族布依族 自治州兴仁县，为上二叠统龙 

潭组的无烟煤 ，在该区高砷煤 中，其砷含量较低 ， 

但汞含量较高。煤样呈碎块状产出，黑灰色，在光 

学显微镜下可以见到石英、粘土矿物、黄铁矿等矿 

物 ，基本特 征 见表 l。 

表 1 含镉 高砷煤样的基本特征 

Table 1．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d-~aring， Ilig|I coal samples 

注：As用 INAA测定 ，CA用等离子质谱测定在 USGS完成 ，其它项 目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完成 ；ES表示全硫 ，S(s) 

表示硫酸盐硫 ，S(P)表示黄铁矿硫，S(0)表示有机硫 。 

图 I 镉矿物的二次电子 图象(注 ：旁边为石英) 

Fig．1．The secondary electron image of CA mineral with quam  in the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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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镉 矿物 的能 谱分 析 

Fig．2．Energy dispersed spectrometric irⅨIge of CA minera1． 

由线谱分析可见，镉矿物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Cd和 a，是一种 主要 由 Cd、Cl、Si和 少量 的 Ba、Fe 

组成的矿物 (见 图 1)。从照片上看 ，镉矿物 产于 

裂隙中不规则状矿物(见照片 1)。由于镉矿物的 

旁边就是石英 ，而且处于坑洞中，所以在成分测试 

(能谱图)中有许多 Si出现。虽然它们的含量很 

少 ，但对于认识 Cd的赋存状态极有帮助。 目前已 

发现 Cd的矿物有 l3种，但以 Cl为主要阴离子的 

Cd矿物 还没有发现 ，有可能是 新矿物 。 

前人报道煤 中的镉主要与闪锌矿有矢 51， 

镉在闪锌矿中主要以类质同象的方式替代锌 J。 

Gluskoter和 Lindalhl发现 lllinois盆地煤中的镉主 

要产于闪锌矿中【3l，USGS的全美煤质数据库也显 

示煤中的 Cd和 zn有很好的相关性HJ，而且其可 

信度较高，达到 8(最高为 10)【5l。滇黔桂地 区高 

砷煤中镉矿物的发现为更好地研究镉在煤中的赋 

存状态、煤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 的 

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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