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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西北部是我国重要的铌钽铍锂稀有金属成

矿区之一，该地区锂及稀有金属矿成矿地质条件优

越，区内产有闻名全国的宜春４１４、同安等超大型稀
有金属矿床及众多含锂瓷石矿床［１］，且矿床类型较

多。赣西北地区的稀有金属成矿作用主要集中于两

个地区［２－４］：①武功山成矿带，４１４特大型稀有金属
矿床就产于其中，该成矿带的稀有金属成矿作用与

雅山花岗岩有关，岩体位于武功山复背斜的北东端

南东翼；②九岭成矿带，稀有金属矿化发生在燕山期
花岗岩浆活动晚阶段形成的碱长花岗岩及更晚期的

细晶花岗岩脉中，这类矿化岩体进一步可分为铁锂

云母－（锂）白云母碱长花岗岩、锂云母碱长花岗岩
和花岗细晶岩脉等。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
局设立三稀项目，继续把这一带作为重点工作区，开

展综合研究和重点评价，期望取得找矿新进展。

华南重点矿集区稀有稀散和稀土矿产调查项目

组对位于江西九岭山东南侧的宜丰、上高等地的二

云母碱长花岗岩、锂（白）云母碱长花岗岩、黄玉锂

云母碱长花岗岩开展了野外调查，并结合实验室综

合研究尤其是镜下鉴定、电子探针和化学分析，发现

了磷锂铝石、锂云母、绿柱石、富钽锡石、铌钽铁矿－
钽铌铁矿系列矿物，初步证明了可利用工业矿物的

存在。

磷锂铝石是一种含锂和铝的磷酸盐矿物，标准

化学式为 ＬｉＡｌ［ＰＯ４］（Ｆ），其中 Ｌｉ可被 Ｎａ置换，
Ｆ可被（ＯＨ）置换而逐渐变为羟磷锂铝石［５］。磷锂

铝石在稀有金属花岗伟晶岩中较常见［６］，晶体粗

大，有的以米来度量。这种矿物的特点之一是 Ｌｉ２Ｏ
含量很高，一般可达１０％，高于常见的锂矿物锂辉
石（Ｌｉ２Ｏ含量 ７％），因而是一种重要的工业锂矿
物。本次工作在九岭成矿带首次发现的磷锂铝石，

在二云母碱长花岗岩、锂（白）云母碱长花岗岩、黄

玉－锂云母碱长花岗岩中均有出现，其在黄玉 －锂
云母碱长花岗岩中的含量更是高达４％ ～５％，可列
为造岩矿物。镜下观察磷锂铝石多为半自形板柱

状，晶体一般在０．２～０．８ｍｍ，有时可见极细密的聚
片双晶，正突起低至中度，正交偏光下干涉色均在一

级顶部。电子探针和 ＬＡ－ＩＣＰ－ＭＳ分析表明其主
要成分Ａｌ２Ｏ３含量变化于３５．９０％ ～３９．０９％，平均
值３７．５９％；Ｐ２Ｏ５含量变化于４５．３４％～５０．９５％，平
均值４８．８１％；Ｌｉ２Ｏ含量变化于７．４１％ ～１１．５５％，
平均值９．５８％。

锂（白）云母在九岭成矿带也是广泛分布的一

种矿物，镜下观察呈片状，形成晚于长石，数量在

９％左右，最高可达１５％。ＬＡ－ＩＣＰ－ＭＳ分析表明
锂（白）云母中的Ｌｉ２Ｏ含量约４．５％，因其在岩石中
的含量较高，因而也是九岭地区重要的锂工业矿物。

绿柱石又称“绿宝石”，是铍 －铝硅酸盐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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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岭成矿带稀有金属花岗岩中属首次发现，主要

见于二云母碱长花岗岩和黄玉锂云母碱长花岗岩

中。在薄片中矿物的切面恰好垂直于 Ｃ轴方向而
呈均质体，属岩浆结晶产物。本次九岭地区绿柱石

的发现表明本地区铍矿可能也具有一定找矿潜力。

锡石在九岭地区也普遍存在，主要见于黄玉 －
锂云母碱长花岗岩中。晶体较铌钽矿物粗大，分布

于长石、云母粒间，有时也与黄玉关系密切。本地区

含锂花岗岩中的锡石的 Ｆｅ、Ｍｎ、Ｍｇ和 Ｔｉ含量均不
高，但 Ｎｂ、Ｔａ含量较高，尤其是 Ｔａ含量高达
８．６８％。锡石的发现不但为进一步寻找钽矿提供了
线索，也为九岭山乃至区域上寻找锡矿提供了依据。

铌钽矿物主要见于黄玉 －锂云母碱长花岗岩
中，含量不高，但普遍存在；据电子探针分析，属于铌

钽氧化物中的铌钽铁矿族，既有富钽矿物，也有富铌

矿物，总体上 Ｔａ和 Ｍｎ呈正相关，所以富钽矿物均
为铌钽锰矿。富铌矿物既有钽铌锰矿，也有钽铌铁

矿，属于岩浆晚期富挥发组分结晶分异的成因。

图 １　江西九岭山上高—宜丰一带稀有金属矿物的镜下特征
Ｆｉｇ．１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Ｊｉｕ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赣西北地区的稀有金属成矿作用主要集中于武

功山成矿带和九岭成矿带，以往的工作多集中在武

功山成矿带，相对来说九岭成矿带的研究程度较低，

尤其是矿物学的认识少。本次工作对九岭成矿带与

稀有金属成矿关系密切且广泛分布的二云母碱长花

岗岩、锂（白）云母碱长花岗岩、黄玉锂云母碱长花

岗岩开展研究，发现了重要含锂矿物———磷锂铝石

的大量存在，以及绿柱石、富钽锡石、铌钽铁矿、钽铌

铁矿等工业稀有金属矿物及相关金属矿物的普遍存

在，为该地区Ｌｉ、Ｂｅ、Ｔａ及 Ｓｎ的找矿工作部署提供
了直接依据。另外，研究表明黄玉、萤石等富含Ｂ、Ｐ
络合剂元素的矿物在九岭成矿带也常见，可作为找

矿标志矿物。

近两年来国内外对硬岩型锂矿的研究与勘查高

度关注［７－９］，而磷锂铝石型锂矿类型的查证及开发

利用将有助于改变锂矿资源的格局，为新兴产业的

发展提供新的资源保障。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陈莉等

技术人员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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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８．

［９］　 刘丽君，王登红，刘喜方．国内外锂矿主要类型、分布
特点及勘查开发现状［Ｊ］．中国地质，２０１７，４４（２）：
２６３－２７８．
ＬｉｕＬＪ，ＷａｎｇＤＨ，ＬｉｕＸ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ｙｐ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ｔｈｉｕｍｍｉｎｅ［Ｊ］．
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４４（２）：２６３－２７８．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ｍｂｌｙｇｏｎｉｔｅａｎｄＬｉＢｅＳｎＴ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ＪｉｕｌｉｎｇＡｒｅａ，
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１，ＹＡＮＧＹｕｅｑｉｎｇ１，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１，ＳＵＮＹａｎ１，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１，
ＸＩＥＧｕｏｇａｎｇ１，ＦＡＮＸｉｕｊｕｎ２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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