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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中 国科学 院大学 ， 北京 １ ００ ０ ４９

新华磷块岩型稀土矿位 于贵州 省织金县 ， 该矿触
；

Ｂ 矿层位于戈仲伍组上部 ， 仅存在于果化 、大戛

床 自 上世纪 ６０ 年代发现 以来
，
前人经过数次 的 野矿段 （杨兴玉等 ，

２００ ８
；
王会军 ，

２０ １ ５
） 。 区 内 矿石矿

外调 研及研究工作 ，
对稀土矿 的地质特征 已 有定性物为磷灰石 ， 脉石矿物有 白 云石

，
次为石英 、方解石

，

认识
［ ４ ＿ ９ ］

。 本 文结 合原 有资 料基 础和 实 际野外 工其他少量矿物有重 晶石 、玉髓 、黄铁矿 、方铅矿 、褐铁

作 ，通过测试分析 ，
对稀土富集规律进行初探 。矿 、有机质 、黏土矿物等 。

１ 地质概况２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织金磷块岩型稀土矿属贵州 四大磷矿集 区之
一本次研究选取 ２４ 件戈 仲伍 组含稀土样 品

，
通

的织金－清镇矿集区 ， 位于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过电子显微镜 ， 扫描 电镜 ， 电子探针 ，
Ｘ 荧光光谱 ， 和

皱带之黔 中 隆起西 南端 。 研究 区 发育北东东 向 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
对样 品进行矿石鉴定和

皱、断层 ，
逆断层沿着果化 －戈仲伍背斜贯穿全区 （ 杨化学分析 。 分析结果显示 ，

稀土元素含量在 ｌ〇〇〇 ｘ

兴玉等 ，
２０ ０８

；

王会军 ，
２０ １ ５ ） 。 区 内 主要 出 露灯影１ 〇

６

以上
， 富集稀土的样品有 ９ 件 。

组 （ Ｚ４／ ） 、戈仲伍组 （
ｅ
ＫＺ

） 、牛蹄塘组 明心３ 稀土富集规律

寺组 （
ｅ

ｉ

ｍ
） ，
和第 四 系 （ Ｑｈ 稀 土矿层位 于早 寒武根据样品矿石特征 、化学成分等信息 ，

富集稀土

系梅树村期 的戈仲伍组 （
ｅ＾ｚ

） 中 ，
主要 由 灰色 、暗灰的样 品 可 以 分 为两类 ，

一种 是 ＧＤＹＫ －

ｌ 、 ＧＤＹＫ
－２ 、

色磷 质 白 云岩 、 白 云 质 磷 块 岩组 成 ，

一 般 厚 〇 ￣ＧＤＹＫ －

３ 、 ＺＫ２５０ ８
－４ 、 ＺＫ２５０８ －

７ 、 ＺＫ２ ５０８
－

８ 、 ＺＫ２５０ ８
－９

３ ３ ． ７３ｍ
， 分为高 山 、戈仲伍 、果化 、 大戛 、交 界矿段 ，的砂屑类

，
另 一种是 ＱＺＫ １ ８ －５ － ２

、 ＱＺＫ １ ８ －７ －２ 的层纹

有 ２个矿层 （ Ａ 矿层和 Ｂ 矿层 ｈＡ 矿层分布全区 ，致密类
，
各样品稀土元素含量见表 １ 。

位于戈仲伍组下部 ，
直接与下伏的 灯影组不整合接

表 １ 富集稀土样 品稀 土元素含量
一

览表

项 目采于果底垭 口
（
ＧＤＹＫ

）
露头采于 ２ ５ ０ ８ 号钻孔 （

ＺＫ２ ５ ０ ８
）采于 １ ８ 号浅钻孔 （ ＱＺＫ １ ８

）

代号ＧＤ ＹＫ－ １Ｇ ＤＹＫ－ ２ＧＤＹＫ－ ３ＺＫ２ ５ ０ ８ －４ＺＫ２ ５ ０ ８ － ７ＺＫ ２５ ０ ８ － ８ＺＫ２ ５０ ８－ ９ＺＫ ２５ ０ ７
－ ５ －２ＺＫ２ ５ ０７

－ ７ － ２

层纹状砂砂屑砂屑层 纹状砂砂屑砂屑砂屑层纹致密状 层纹致密状
Ｂ Ｂ ；

，

Ｅｒ

屑磷块岩磷块岩磷块岩屑磷块岩磷块 岩磷块岩磷块岩磷块岩磷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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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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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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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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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２ ２ ． ０ ０４５ ０ ． ０ ０４６ ２ ． ０ ０３６ ６ ． ０ ０３ ７ ４ ． ０ ０４ ０ ３ ． ０ ０３ ７ ７ ． ０ ０４６ ３ ． ０ ０３ ８４ ．０ ０

砂屑类具有严重 的风化 现象 ，
颜色相对较深偏２ １ ． ５ ０％ ￣

３ ７ ． ９０％之 间
，

且 ？
２
０

５
含量越高 ，

稀土含量

暗 ，具 明显 的颗粒感 。 采集 位置上 ，

ＧＤＹＫ － １
、
ＧＤＹＫ －越高 ；

Ｓ ｉ０
２ 含量在 ４ ． ３ ４％ ￣

３ ８ ． ５３ ％之 间
，
砂屑磷块

２ 、ＧＤＹＫ
－

３ 为 露头采样
，
除 ＺＫ２５０８ －４采于戈仲 伍组岩 中

，
具层纹状构造者 ，

ＳＫ）
２ 含量最高 ，

如 ＧＤＹＫ －

１

上部外 ，
ＺＫ２５０ ８

－

７ 、 ＺＫ２５０８ －

８ 、 ＺＫ２５ ０８
－ ９

均采 自 戈仲为３ ８ ．５３ ％
，
ＺＫ２５０８ －４为３ ５ ． ３ ２％

 ；Ｍ ｇ
Ｏ含 量 在

伍组 下 部 。 化 学 成 分上 Ｐ
２
〇

５
含量 相 对 较高 ，

在０ ．０７％ ￣ ０ ．４３ ％之间 ，
远远低于其他 １ ５ 件稀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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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７
－

３
－

２６７ １ ３

（ ２ＲＥＹ ） 在２０ ０
￣

１０００ ｘ ｌ ０
６

的样品 。样
； Ｑ ＺＫ １ ８

－

５
－ ２和Ｑ ＺＫ １ ８

－

７
－２的Ｍ ｇ

Ｏ含量 分别 为

富集 稀 土 的 层 纹 致 密类 样 品 中
， Ｑ ＺＫ １ ８

－

５ 和０ ． ５３ ％和 １ ． ０４％
，
与砂屑类一样

，
含量相对很低 。

ＱＺＫ １ ８ －７为 １ ８ 号浅钻孔 （ ＱＺＫ １ ８
） 岩心样 ， 孔深分别综上所述 ， 富集稀土的样 品在矿石特征 、采集位

为 ４４ｍ 和 ４ ８两件样 品均为层纹状构造 ， 具有置、化学成分上均有一定规律 ，
主要分为砂屑类和层

明显的分带现象 ，
呈灰 白 色和黑灰色 。 灰 白 色部分纹致密状类 ２ 种 。 矿石特征上

，
砂屑类具砂屑结构

，

Ｑ ＺＫ １ ８
－

５
－

１ 和 Ｑ ＺＫ １ ８
－

７
－

１ 稀土元素含量 （ ＺＲ ＥＹ ） 分构造为块状或层纹状
，
有风化特点

，
层纹致密状类具

别为 ４５４ ．１ ９ Ｘ １ ＣＴ
６

和 ４７ ０ ．５３ ｘ １ ０＇ 与紧邻 的黑灰色细晶结构 ， 层纹状 构造 ， 不 见风化特征 。 采集位置

部分 ＱＺＫ １ ８
－

５
－２ （ＥＲＥＹ ＝

１ ５９０ ． ７ ３ ｘ ｌ〇
６

） 和 Ｑ ＺＫ １ ８
－上

，
富稀土样品大部分采于戈仲伍组下部 ，

仅一件样

７
－２ （ ＺＲＥＹ ＝

１２９ ８ ．１ ８ Ｘ １ ＣＴ
６

） 稀土元 素含量相差 甚品采 自 于上部 。 化学成分上 ，
富集稀土的样 品

，
具有

远 。 样品手标本上 ， 灰 白 色和黑灰色之间界限 明显 ，Ｐ
２

〇
５ 含量高 ，

Ｍ ｇ
Ｏ 含量低 的特点 ， 而不 同 的矿石结

颜色分明 ，
并且在 １ ８ 号浅钻孔 （ Ｑ ＺＫ １ ８

） 的岩心 中 ，构构造
，

《０
２
含量不 同

， 层纹状砂 屑磷块岩 ＳＫ）
２
含

普遍存在层纹状构造 。量最高 ，
达 ３ ０％ 以上

， 其 次为 块状 砂屑 磷 块岩 ，
在

层纹致密类富 稀土样无 风化现象 ，
富含稀土部１０％左右

，
层纹致密状磷块岩 《０

２ 含量最低 ，
不到

分颜色与砂屑 类
一样 ， 同属较深偏暗 ，采于戈仲伍组 １ ％

。

下 部 。 化 学 成 分 上 Ｐ
２
〇

５
甚 高 ， Ｑ ＺＫ １ ８

－

５
－２ 和４ 结论

（＾ １５ １ ８
－

７
－ ２分别 为 ３ ７ ． ９％ 和 ３ ６ ． ７％

，
明 显高于同

一总而言之
，
富集稀土者 ，

主要产于戈仲伍组底部

孔深的灰 白 色部分 ＱＺＫ １ ８
－５ －

ｌ （ １０ ． ４５％ ） 和 Ｑ ＺＫ １ ８
－磷块岩中 ， 具有砂屑 结构 ， 或层纹状构造 ， 成分上 富

７
－

１
（

１ ２ ． ９５％
）

；
ＱＺＫ １ ８

－

５
－２ 和 ＱＺＫ １ ８

－

７
－２ 的 《０

２ 含含磷灰石 ， 而极少含 白 云石 。

量分别 为 ０ ． ４５％ 和 １ ．１ ３％
，
远低 于 砂屑 类 富 稀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