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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发现的天然硅铋石的矿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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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硅铋石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铋的硅酸盐矿物，本次报道的天然硅铋石产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乌旗朝不楞矽

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床中，附生在蔷薇辉石晶洞或裂隙中的透闪石纤维上。常见四面体｛$$$｝及三角三四面体晶形，一

般粒径为#=#;!#=$&>>，颜色多为浅黄色，透明，玻璃光泽，性脆，条痕为无色，维氏硬度3?2（$##@）A%:;!&:!

B@／>>"，平均&!&B@／>>"，摩氏硬度&，计算密度;=$$@／C>!，计算折射率!A"=$&。矿物化学分子式为DE%FE!-$"。

G射线衍射强线［"（H）（#）］为%="7（:&）、!="<（$##）、"=;;（;<）、"=$$（%&）和$=7;（!!），结 构 精 修 晶 胞 参 数

$A$#=$$7（"）H，%A$#!&6"（;）H!，空间群为#%!"，&A%。本文还对硅铋石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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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铋石，DE%（FE-%）!，是一种罕见的架状硅酸盐矿

物。自$:";年在德国萨克逊尼尔的施内贝格附近

被发现（/8>98JEJ’($)6，"##;）后，这种矿物的研究

极少有报道。在我国，这种矿物的产地、产状、矿物

学及晶体结构研究都未见报道。本次报道的硅铋石

附 生在蔷薇辉石晶洞或裂隙中的透闪石纤维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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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采用!"#$的阴离子计算法和阳离子数等于%
的阳离子计算法（李胜荣等，$&&’）（表#）分别计算的

分子式为()*+,-.)*+&*!#$和()*+,%.)*+&*!#$+&$。根据化学

式电价守恒可知用!"#$的阴离子计算法相对较好。

表! 按阴离子和阳离子计算法计算的硅铋石晶体化学式

"#$%&! ’()*+#%,-&./,#%01(.2%#10&2%)+/+&$)#3/13#44(1#,-#35,#+/13#44(1#,-

组分
#&个点的平均

含量（!(／/）

相对分子

质量
摩尔数 氧原子数 阳离子数

!"#$时单位

分子中的阳离

子数

阳离子总数"
%时单位分子

中的阳离子数

阳离子总数"
%时单位分子

中的阴离子数

.)!$ #-+0’ -&+&’ &+$%0* &+10’- &+$%0* *+&* *+&* -+&%
()$!* ’*+1$ 0-1+,- &+#%,$ &+1*%% &+*1’0 *+,- *+,% 1+,1
总和 #&&+&& #+&’-* &+-*$% #$+&$

0 2射线衍射分析

由于该矿物产出量极少，很难分离出足够的单

矿物对其进行粉末衍射分析，因此本次选取数颗粒

度为&3#44左右、经扫描电镜检查相当纯净的硅

铋石颗粒进行2射线衍射测试。粉晶2射线衍射

实验是在.567869:2;;<单晶衍射仪上进行

的，并采用李国武等（$&&1）提出的多帧旋转图法进

行微量粉末衍射分析，实验条件为：5=>!射线，石

墨单色器，晶体与;;<的距离1&3&#%44，管压01
?@，管流*146，多帧旋转图"间隔#&A。最终测试

获得的2射线粉末衍射图如图0所示。将2射线衍

射分析所得数据与B;<<卡片（卡号9<C%-D#%$-）人

工合成的()0（.)!0）*衍射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列

于表$。由表$可以看出，二者主要衍射数据非常相

图0 粉晶衍射图（测试样品与9<C卡片）

C)E+0 2FGHIJ=KLMGL)NNGHOP)=QJHPPMGQ=NMRSIP)PMHQL9<COH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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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硅铋石"射线衍射数据与#$%卡片&’()&!’的比较

*+,-.! /012+345060789."(3+:;4773+<8406;+8+,.8=..6
.>-:848.+6;?0@&’()&!’#$%<+3;

硅铋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似。晶胞参数用单晶衍射全部可观察点通过最小二

乘法求得，结果为：等轴晶系(0’)1’’%（(）2，)0
’)/-*(（$）2/，*0+，空间群：’+/$。并对其晶体

结构进行了精修，精确结构研究见另文报道。

- 红外光谱特征

硅铋石的红外光谱测试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矿物标型实验室完成，选取单颗粒样品，使用德国

345674($红 外 显 微 镜，扫 描 范 围%))!+)))
89:’，扫描次数/(。红外光谱图见图-。从图-可

以 看出硅铋石的红外特征谱比较简单，吸收带主要

图- 硅铋石的红外光谱图

#;<*- =4>?@8ABCDE@FGHA;A@

分布 为 两 个 区 域，即 位 于’)()89:’左 右 和./%
89:’左右，可以归属于I;—J伸缩振动吸收。

% 讨论与结论

内蒙朝不楞铁多金属矿床，被誉为一处集黑色、

有色和贵金属元素于一体的多金属“宝库”。前人对

矿床找矿勘察、矿床成因等进行过大量研究（聂凤军

等，())$；徐延铭等，()’’）。已查明#@、3;、K<、IL、

=L、MN、ON均达中型矿床规模，矿床经历复杂漫长的

不同成矿期。内生成矿期成矿温度变化在+,)!
(()P。在此温度之后，矿床又经受复杂的表生地质

作用，在矿床上部形成一套具铁帽特征的氧化带。

本次发现的硅铋石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硅酸盐矿

物。它具有以下特征：

（’）硅铋石仅见于矿石晶洞或裂隙中生长的透

闪石细长纤维体上，多以完好四面体和三角三四面

体自形晶产出，表明硅铋石是在相对开放的自由生

长空间结晶而成。且无论硅铋石“附生”在透闪石纤

维上还是被纤维“穿插”，都表明其形成晚于晶洞中

产出的纤维状透闪石。

（(）块状蔷薇辉石岩薄片中，常见透闪石纤维

穿插蔷薇辉石，但在该透闪石上从未观测到这种具

明显光学特征的自形硅铋石，也不存在硅铋石与透

闪石纤维呈“串珠”附生现象，表明硅铋石是附生在

晶洞中产出的透闪石纤维体上的特有生长现象。

（/）朝不楞多金属矿床中的3;元素丰度为成矿

作用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生长在晶洞或裂隙中的

透闪石纤维是硅铋石成矿物质的“疏导体”，也是硅

铋石的“载体”。其形成条件是有充足的造岩矿物质

3;和I;（或3;(J/和I;J(）来源，在相对开放的自由

生长空间以及低温（!())P）条件下，缓慢自结晶作

用形成四面体自形晶体。

（+）硅铋石首次发现于德国萨克逊尼地区，产

于石英表面，与自然铋伴生，而我国内蒙古地区发现

的硅铋石产状不同于前者。无疑，对我国发现的硅

铋石成因研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矿物学意义，而且对

朝不楞矿床中占重要地位的铋矿石增添了新的铋矿

物种，也为前人研究矿床表生期矿物组成增添了硅

铋石和透闪石两种重要的硅酸盐矿物，对深入研究

朝不楞多金属“宝库”的成矿作用具有一定意义。

-’-第/期 王星星等：我国首次发现的天然硅铋石的矿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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