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0 矿   物   学   报 2017 年 

贵州织金新华磷块岩型稀土矿稀土元素

赋存状态研究现状 
 

吴盛炜 1,2，夏勇 1*，谢卓君 1，何珊 1,2，杨海英 1,2 

（1. 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000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贵州织金新华磷块岩型稀土矿为超大型规模的稀土矿床，其稀土储量仅次于白云鄂博。尤其是该矿区

重稀土 Y 元素占总稀土含量的 1/3 以上，是继赣南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之后的又一重稀土后备资源，具有重

要的战略及其经济价值。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磷矿的研究上，而对于其中的稀土相关研究程度相对较低，

关于磷块岩中稀土元素的赋存状态更是悬而未决。 

前人研究表明，织金地区磷块岩中磷主要呈胶磷矿形式存在，这种胶磷矿是一些含阴离子非晶质磷灰

石的总称，属多种矿物集合体形式，主要有碳氟磷灰石，且形态多样，如非晶质、隐晶质、纤维状和微晶

柱状等（吴祥和等，1999）。刘世荣等（2008）通过电子探针的微区成分定量和 X 射线衍射分析技术确认

织金磷矿中碎屑磷灰石为氟磷灰石, 与之前普遍认为的碳氟磷灰石不同。 

织金地区磷块岩中异常富集稀土元素。稀土元素在磷块岩中的赋存状态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

人员通过 X 射线衍射、电子探针、扫描电镜以及物相分析等手段认为稀土元素主要以类质同像存在于胶磷

矿中，稀土含量与磷含量也显示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张杰等，2007；张彦斌等，2007）。此外在织金磷

块岩中也发现了几微米大小的方铈石、碳铈石等稀土独立矿物（刘世荣等，2006）。由于大量生物化石存

在于磷块岩中，生物对磷矿的形成早期被认为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研究人员通过对磷块岩中化石的研究

发现，磷、稀土元素与生物化石的含量无明显相关性，SEM-EDS 在小壳化石中也仅能检测出较低的稀土含

量，据此认为生物在磷块岩形成中的作用可能不是非常重要，以及由于对小壳化石罕见的磷块岩很难做出

令人信服的成因解释，故有学者认为可能片面夸大了生物在成磷过程中的作用（谢宏和朱立军，2012）。 

目前关于织金磷块岩中稀土元素的赋存状态研究主要表现为化学含量分析以及扫描电镜、电子探针等

初步的显微观察，而对于稀土在磷矿中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富集规律认识存在较大不足。此外传统的赋存

状态研究方法由于分析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等方面的限制，并不适合这类型矿床的研究。随着质谱技术和

微束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区原位成分分析（LA-ICP-MS）和高分辨率的成像技术（TEM）可能更适合

沉积岩中相关矿床的研究，此外随着制样技术的发展，聚焦离子束（FIB）、超薄切片机等多种制样技术已

可以被用来进行原位观察研究的样品制备，或许为该类型矿床中微量元素的赋存状态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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