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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是分散元素，很难形成独立矿床，目前只有贵州牛角

塘镉锌矿床可称独立镉矿床。其 ?@ 含量一般为 ) #%(3)5-)5A
+ &B53)5-)5，最高达 )’ !553)5-)5，平均 ! %B%3)5-)5C)D，是其他铅

锌矿床 ?@ 含量的几到几百倍，比工业对铅锌矿床伴生镉的

要求高数十倍多，形成了镉的独立矿床。该矿床中发现比较

多的镉矿物* 除菱镉矿外，还有硫镉矿、黄硫镉矿和方镉矿

（？）。菱镉矿在中国还未见过报道，这是首次，在国外早在

)+#) 年前就已发现C%D。

! 矿床地质

贵州牛角塘镉锌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与江南褶皱带过

渡带的断陷盆地中，受同生断裂控制。矿体赋存于下寒武统

清圩洞组藻类白云岩中。矿体主要为层状或似层状，与围岩

成过渡的渐变关系。矿石以致密块状和稠密浸染状为主，还

有草莓状、结核状和微层理构造，属于弱改造的层控矿床，在

其形成过程中可能有微生物和热水的参与。矿石主要由闪锌

矿、黄铁矿和白云石组成，还有少量的方铅矿、纤锌矿和重晶

石等，微量的硫镉矿、黄硫镉矿、菱镉矿和方镉矿（？）。镉矿物

晶粒都比较微小，一般为几微米，最大的达几十微米。硫镉矿

有原生的，也有次生的C’D。

" 菱镉矿特征

由于菱镉矿晶粒微小（一般几微米，大者几十微米），在

显微镜下研究比较困难* 只有通过高放大倍数的电子探针、

透射电镜等才能很好地鉴定。菱镉矿常与菱锌矿、硫镉矿和

黄硫镉矿等共伴生在一起*充填微裂隙或晶洞中，呈疏松集

合体、皮壳或薄膜状产出，有的分布在硫镉矿边部。菱镉矿和

硫镉矿颗粒形状极不规则，好像是被菱锌矿交代的残骸E图 $F。
光性特征：在单偏光镜下，无色，非常高的正突起，有闪突起；

正交偏光镜下为高级白干涉色，与其他碳酸盐矿物很难区分。

由于电子探针分析目前还不能做到定量测定碳和氧含

量，所以碳酸盐和氧化物矿物只能测试一些金属阳离子的

含量，而后进行氧化物或碳酸盐矿物的配分计算，看计算结

果的总量哪个接近 $55G，就是那个矿物。目前比较先进的

最新式电子探针对氧和碳也不能直接定量分析，只是通过

电子探针配置的计算机计算后给出的对氧化物或是碳酸盐

的分析结果（表 )）。从表 ) 可以看出：计算后氧化物的总量

远远小于 )55G，碳酸盐的总量非常接近 )55G，偏差基本都

在4)G以内，只有 2-# 号样的总量超过 )G，但H%G*是误差

允许的范围。

?@ 与 I< 在元素周期表上是同族不同周期的相邻元素，

原（离）子半径都很接近，二者之差均H)#G，此外*负电性、配

位数、电价等原子参数以及晶格能和地球化学特征也非常相

似，所以，它们之间经常进行类质同象替换。如闪锌矿中经常

含 ?@，硫镉矿中往往含 I<，而且，最近笔者还发现了 I<J-
?@J 可以形成完全类质同象系列C!D。加之，菱镉矿与菱锌矿的

晶体结构和许多矿物特征都非常相似，I< 可以类质同象代

替菱镉矿中的 ?@。所以，菱镉矿中经常含一定量的 I<。表 $
中的 2-# 和 ?-! 样号的菱镉矿比较典型，只含微量的 I<
（$:&#G和 ’:%5G）*K-$ 和 2-B 样号的菱镉矿含 I< 比较高，

达 +:#!G和 $5:(!G，但远远低于 ?@ 含量 （即 ?@ 含量是 I<
含量的 # 倍多）。因此，笔者认为它仍是菱镉矿，只是含 I< 偏

中国首次发现菱镉矿

刘铁庚 叶 霖 王兴理 司荣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5%）

摘要：国外菱镉矿早在 $+#$ 年前就已被发现，近期在贵州牛角塘镉锌矿床中发现的菱镉矿为中国首次报道。菱镉矿

的晶粒微小，一般只有几个微米，大者几十微米，常与菱锌矿、硫镉矿共生或伴生在一起，呈疏松集合体、皮壳或薄膜

状产出。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矿物学上一个空白，菱镉矿在环境保护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菱镉矿；发现；牛角塘镉锌矿床

中图分类号：L#(B:B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555-’B#(（%55#）5’-5!!’-5B



中 国 地 质 !""!年

表 ! 菱镉矿的电子探针测试及配分计算结果!"
#$%&’ ! (&’)*+,- ./)+,0),1’ $-$&20/0 ,3 ,*$4/*’ $-5 /*0 5/0*+/%6*/,- )$&)6&$*/,- !"

图 " 菱镉矿的电子探针分析图（武汉工业大学叶先贤教授测试）

#—矿物形貌；$—锌的 % 射线面分布；&—硫的 % 射线面分布；’—镉的 % 射线面分布

()—硫镉矿；*+—菱锌矿；,-—菱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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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称富锌菱镉矿比较合适，称菱锌镉矿不太恰当，以前发现

的矿物中有的元素含量高达 "PQ以上，也未参加矿物命名，

如纤锌矿的 &D 含量就达 "PQR!S。

放大几万倍的透射电镜分析结果也证实该矿物主要含

&D 、& 和 , 组分，还含少量的 N9（图 "），表明它是含锌或富

锌菱镉矿。经透射电镜定性衍射分析（图 T），它们是晶体，并

注：由武汉工业大学叶先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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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的透射电镜衍射图#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刘世荣分析；样号 $%&’
()*+ ! ,-. /)001234)56 /)2*127 50 5428)49

:262;<=9/ >< ?)@ AB)156*：C27D;9 $%&’

非混合物，进一步说明它是含锌或富锌菱镉矿。

镉是非常有害的重金属元素，是工业“三废”中最重要的

毒性物质之一，微量元素中毒性最大的元素，还是致癌物质E&F，

GHIG 年国际上就把镉列为环境污染中最危险的 ! 种物质之

一EIF，众所周知的日本富山地区镉中毒就是很好的例证EJF。所

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视镉对环境污染的研究，并

采取措施防止或减轻镉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是如何将镉固定

起来，控制它的迁移速度和速率。从目前看，主要用 K2KL!

吸附水中溶解的镉，把它转变为菱镉矿EH"G"F，是控制镉的运移

速度和速率的最好方法之一，这样可以明显减轻镉对环境的

污染，确保人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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