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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玉龙铌矿化体的发现及其意义 

陈 智，侯林洋，莫 兆 

(贵州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通过对贵州威宁玉龙铌矿化体的成矿地质背景、矿 区地质特征的叙述及对矿化成因 

进行探讨，提 出了区域上铌矿找矿方向：区域上陆相沉积的二叠系上统宣威组(P X)在特定的 

地质、地球化学环境下可能局部富集形成可供开发的铌矿体；与二叠系上统宣威组(P X)具有 

相同物源的陆源碎屑沉积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 1)含煤岩系，在特定的地质、地球化学障背景下 

铌是否富集成矿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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铌是一种难熔的稀有金属，具有熔、沸点高 

(熔点2 468oC，沸点5 127℃)、具有耐腐蚀、抗疲 

劳、抗变形、热电传导性能好，高温下具有极好的 

电子发射性能，超导性能极佳等特点，广泛运用于 

冶金、原子能、航空航天、军事、电子、化学等工业 

及超导材料和医疗仪器等方面 J̈。虽然铌元素 

广泛分布于各类岩石中，但铌矿床类型多、成矿复 

杂，分布稀少，国外铌矿总资源量为 32 459 kt 

(Nb：0 )，主要分布在巴西、加拿大、前苏联、扎伊 

尔及肯尼亚等国，占世界的65％。国内铌矿总资 

源量为486．49 kt(Nb：O )，占世界的 1．5％ ，国 

内铌矿总资源量占世界铌矿总资源量比例较低。 

中国的铌矿主要是钽铌矿，没有铌矿山，铌矿产量 

低，约为 80 t／a(Nb 0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对铌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国内铌矿产量已 

无法满足，需要大量进口，每年进 口量 10 000多 

吨，约占世界产量的 20％_3 ，因此加强国内铌矿 

勘查研究对保障国内铌矿需求具有较为重要 

意义。 

贵州的铌矿主要是铌钽矿，可分为含钽铌之 

云英岩化白岗岩矿床、含铌钽(主)及锂铷铯(次) 

之交代型花岗伟晶岩矿床、含钽铌之钨锡矿床和 

含铌钽矿之铝土矿床 J，前三类属岩浆后期产 

物，矿床规模小，后者为沉积成因，但品位低，平均 

含Nb O 0．010 6％，只可进行综合利用。贵州省 

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在贵州威宁玉龙 

地区开展铜矿勘查时发现了铌矿化的存在，初步 

圈定了铌矿化体 2个，矿化体平均品位分别为 

0．038 6％、0．035 9％，初步估算铌矿资源量近万 

吨，显示出了较好的找矿潜力。 

1 成矿地质背景 

根据王砚耕(1991)对贵州大地构造的划分 

方案，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陆块之西南部 

(图 1)，北东向的玉龙一中水向斜为矿区主要构造 

格架，矿区位于向斜的北西翼。 

区内沉积地层受东吴运动的影响和控制，东 

吴运动使得贵州西部同沉积断裂出现大规模的玄 

武岩喷溢和侵入，导致大面积玄武岩广布贵州西 

部 ，同时省内大部分地区上升成陆，遭受剥蚀， 

海水由南侵入贵州东部，然后向西漫进，形成贵州 

省晚二叠世特殊的古地理格局(图 2)，晚二叠世 

贵州从西向东依次出现陆相、海陆交互相及海相， 

在陆相、海陆交互相区出现了泛滥平原相的曲流 

河沉积和湖泊沉积(二叠系上统宣威组(P X)含 

煤岩系)及陆源碎屑沉积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 

(P 1)含煤岩系)，其岩性主要为玄武质细一粉砂 

岩、粘土岩等，其沉积物质主要来源于峨眉山玄 

武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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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岩中，矿化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化体较 

稳定，现圈定的矿化体仅限于浅表较小范围，但显 

示出了较好的找矿潜力，区域上陆相沉积区特定 

的地质、地球化学环境中可能局部富集形成可供 

开发的铌矿体，扩大勘查范围可望发现可供开发 

的规模铌矿体。 

(2)同样与二叠系上统宣威组(P x)具有相 

同物源的陆源碎屑沉积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 1) 

含煤岩系，在特定的地质、地球化学障背景下铌同 

样可能富集成矿，因此在贵州广泛分布的陆源碎 

屑沉积(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 1)含煤岩系)是否 

存在铌矿的富集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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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Niobium M ineralization Bod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Yulong，W eining，Guizhou 

CHEN Zhi，HOU Lin—yang，M o Zhao 

(Guizhou Institute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Guiyang 550018，Guizhou，China) 

[Abstract] By narrate the mineral geologic background and geologic features and discuss the mineralization 

genesis of niobium mineralization body in Weining，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niobium in this area is carried 

out．In this area，upper Permian Xuanwei form ation of land facies sediment concentrated and form ed develop— 

able niobium body in special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environment．In the coal—bearing rock series of upper 

Permian Longtan form ation which has the same land SOUrCe with upper Perm ian Xuanwei form ation，whether 

niobium concentrate in special geologic and geochemical environment is worth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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