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铌（Nb）是我国“被别人卡脖子”的战略性关键金属，对外依存度超过 95%[1-2]。黔西北地区峨眉

山玄武岩顶部与二叠系宣威组和（或）龙潭组底部不整合接触界面普遍分布 Nb-REE 富集层[3-8]，富集

层岩性为 Fe-Al 岩系，除 Nb、REE 富集外，Sc、Ga、Zr 等关键金属也明显富集，潜在资源和经济价

值巨大[6-10]。前人对富集层中关键金属的赋存状态主要针对 REE，但认识存在很大分歧，如主要为离

子吸附态[11-13]、主要为独立矿物[14]、离子吸附+类质同象+独立矿物[8,15-16]等，对其他关键金属的赋存状

态的研究尚未系统开展，严重制约了富集层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本次工作对黔西北威宁县玉龙地

区 Nb-REE 富集层 2 件代表性样品进行了 Nb 的化学物相分析，初步探讨了 Nb 的赋存状态。 
样品采自玉龙地区虎家营向斜某地表剖面。该剖面 Nb-REE 富集层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组（P2-3em）

顶部、二叠系宣威组（P3x）底部，厚 15.86 m，岩性组合由下至上大致划分为[14]：含凝灰质粘土岩、

铁质粘土岩（赤铁矿层）、铝土质粘土岩和铝土岩。剖面中 Nb 普遍富集，38 件样品 Nb2O5 含量为

62.7×10-6～657×10-6，平均 169×10-6；其中 28 件样品（厚 11.65 m）的 Nb2O5 含量超过风化壳型 Nb-Ta
矿床的边界品位 80×10-6[17]。2 件样品 PM1-30 和 PM1-32 用于 Nb 的化学物相分析，PM1-30 位于铝土

质粘土岩顶部，Nb2O5 含量为 657×10-6，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占比超过 85%，其他包括绿泥石、绢

云母、锐钛矿、金红石、榍石、赤铁矿、磷铝铈石等，占比低于 15%；PM1-32 位于铝土岩底部，Nb2O5

含量为 554×10-6，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和勃母石，占比分别为 53%和 27%，其次是绢云母和绿泥石，

占比分别为 6.9%和

6.7%，其他包括锐钛

矿、金红石、榍石、

赤铁矿、磷铝铈石等，

占比低于 7.0%。 

表 1 是 2 件样品

Nb 的化学物相分析，

PM1-30和PM1-32化
学物相 Nb2O5 含量总

和分别为 676×10-6 和

565×10-6，与实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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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黔西北玉龙地区 Nb-REE 富集层中 Nb 化学物相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Nb chemical phases in the Nb-REE enrichment layer in the 

Yulong area, Guizhou Province 

样品 PM1-30 样品 PM1-32 

相态 w(Nb2O5)/10-6 占比/% 相态 w(Nb2O5)/10-6 占比/% 

水云母+绿泥石相 0.93 0.14 水云母+绿泥石相 0.34 0.06 
高岭石+绢云母相 40.3 5.96 高岭石+绢云母相 75.7 13.39 
榍石相 118 17.46 勃姆石相 11.4 2.02 
锐钛矿+金红石相 494 73.08 榍石相 86.2 15.26 
赤铁矿相 23.0 3.40 锐钛矿+金红石相 367 66.60 
   赤铁矿相 24.3 4.31 

总和 676 100 总和 565 100 

注：Nb 化学物相分析和 Nb2O5 含量测试在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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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657×10-6 和 554×10-6 相近，表明 Nb 的化学物相分析结果可靠。PM1-30 中 Nb 不存在独立矿

物相和离子吸附相，主要赋存于钛矿物中，其中锐钛矿+金红石相占 73.08%、榍石相占 17.46%，少量

赋存于高岭石+绢云母相和赤铁矿相中、占比分别为 5.96%和 3.40%。PM1-32 中 Nb 也不存在独立矿物

相和离子吸附相，同样主要赋存于钛矿物中，其中锐钛矿+金红石相占 66.60%、榍石相占 15.26%，部

分赋存于高岭石+绢云母相中、占比 13.39%，少量赋存于赤铁矿相和勃姆石相中、占比分别为 4.31%
和 2.02%。 

峨眉山玄武岩顶部与二叠系宣威组和（或）龙潭组底的 Nb-REE 富集层在黔西北、滇东北和川西

南等地区广泛分布[6,18-20]，不同地区 Nb-REE 富集层的岩性特征、矿物组合、化学成分以及 Nb、REE
等关键金属的分布规律等均可对比[6-8,18,20]。通过本次黔西北威宁县玉龙地区 Nb-REE 富集层中 Nb 的化

学物相分析，初步查明富集层中 Nb 不存在独立矿物相和离子吸附相，主要赋存于钛矿物中，其中锐钛

矿+金红石为最重要的赋存矿物，榍石也是重要的赋存矿物之一。成果对贵州及毗邻地区同类型 Nb-REE
富集层中 Nb 的分离提取和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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