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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砷假孔雀石是墨绿砷铜石与假孔雀石的中间端员组份矿物
,

首先发现于中国广西德保矿区硫化铜矿床铁

帽带
,

该物的发现使不同族的墨绿砷铜石和假孔雀石联成一类质同象系列
。

该物的化学成份为 c u o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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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假孔雀石于 1 9 9 3年 2月发现于中国广西德保

铜矿床的双瓦山
。

其化学成分介于墨绿砷铜石 〔C su

( A
,

O
`
)
:
( O H )

;

] 与假孔雀石 〔C u s
( P O

;
)
:
( O H )

;

」之

间
,

即取两者各约 1 / 2 的 ( A
s

O
`
)卜和 ( P O

`
)
“ 一 ,

其比

值接近 1
:
1

.

砷假孔雀石的发现将原属不同族的两

矿物墨绿砷铜石与假孔雀石联成一类质同象系列
,

而

砷假孔雀石属中间端员矿物
。

呈贝壳状或参差状
,

条痕灰绿色
。

硬度 H ~ 4
,

实测

比重 4
.

59
,

计算的比重 D
:
一 4

.

61
。

透光显微镜下多

色性不明显
,

浅黄绿色
,

平行消光或斜消光
,

最大消

光角 20
“ ,

负延性
,

二轴晶负光性
,

用格拉斯顿公式

计算的折光率为
n 一 1

.

8 9 6
。

3 化学成份

用 电子探针 分析其化学 成份
,

加速 电 压为

1 5 k V
,

样品电流 (在 Z
r

O
:

上 ) 是 2 0 n A
。

以 《 电子

探针矿物标样 》 作为标准样品
,

其中 C u o
、

A s : 0
5

用

光线石标样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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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用磷忆矿标样
,

5 0
3

用重晶石标

样
,

测得的特征 X 射线强度比用 B 一 A 法校正成浓度

值
。

5 个颗粒的化学成分 (W
,

%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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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产状

德保铜矿是沉称变质型 (矽卡岩型 ) 矿床
,

全矿

区共分 8 个矿段
,

其中 , N VI 姐 4 个矿段为主要矿

段
,

原生矿石主要由黄铜矿
、

毒砂
、

黄铁矿
、

磁铁矿
、

拓榴子石
、

透辉石
、

绿纤石等组成
,

在 I
、

N 矿段矿

床氧化带较为发育
,

铁帽中发现有丰富的砷酸盐矿物

及其它铜的表生矿物
。

其中光线石
、

橄榄铜矿
、

经砷

铜石
、

墨绿砷铜石
、

乳砷铅铜石
、

绿砷钡铁石
、

砷铜

矾等 8 种砷酸盐矿物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的矿物
,

另还

有砷铅矿
、

砷铜铅矿
、

砷铅铁矾
、

臭葱石等
,

此次又

在 N 矿段新发现砷假孔雀石
。

与这些砷酸盐矿物伴生

的有孔雀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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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胆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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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铅矿
、

水

针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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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铁矿
、

黄钾铁矾等
。

砷假孔雀石与硅孔雀石
、

孔雀石共生
,

一起产在

褐铁矿的空洞中
。

硅孔雀石呈凝胶状被膜覆在葡萄状

的褐铁矿表面
,

而砷假孔雀石则呈粒状或被膜状覆在

硅孔雀石表面
,

有时还见有毛发状的孔雀石生长在砷

假孔雀石的表面
。

砷假孔雀石颜色呈翠绿色并且比墨

绿砷铜石的颜色更为鲜艳
,

因此其外貌特征易与墨绿

砷铜石相区别
。

2 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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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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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斜方柱状
,

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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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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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化学成分为 C u O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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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义射线晶体分析

因该矿物结晶较细
,

未获得单晶衍射结果
,

粉晶

义射线衍射数据见表 2
,

它与墨绿砷铜石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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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求出晶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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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所有衍射面网均能指标化
。

从所获得的晶

胞参数和粉晶衍射数据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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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铜 石 有一定 的差 别 (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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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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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0弓̀ÒóU0一jo连

几尸O,r

4 6 0 0 0 1 S OB 4
.

4 9 1 0 0

O甘1二亡JO甘

5050456044

4 5

.

3 5

.

1 1

4 0 0 8 0 1

2 0 1
.

3 1 0

1
.

8 8 0

1
.

8 3 1 9 10
.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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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外吸收光谱与差热分析

红外吸收光谱显示 3 4 2 7
、

3 3 5 0 ( e` 一 ’
)处有 p H

的伸缩振动吸收带
,

18 10 ( c m 一 ’

外有 O H 一
的弯曲振动

吸收带
,

1 0 8 2
、

1 0 2 7
、

9 9 2 ( e m 一 ’
)处有 ( P (〕.

)卜 v :

振动

吸收带
,

8 3 1
、

8 0 0
、

7 7 0 ( e m 一 ` ) 处有 A s O爱
一 v :

吸收带
,

6 1 1
.

5 2 5 ( e m 一 ’
)处有 P ( )之

一 , `
吸收带

,

4 4 7 ( e m 一 ’ )处有

( A
.

0
`
)卜晰 吸收带 (见图 l )

。

5
.

5 3 % (见图 2 )
。

, 7 0仁

图 2 砷假孔雀石差热分析曲线

F坛
.

2 D T A

vcuesr
of

r
A仪

n o F哭 u d
om

a l a e h i et

石一琉矿一丈面
~

J

石奋一赢 一漏
一

漏 俪
一

未万一益 c(m
一

,

图 1 砷假孔雀石红外吸收光谱

F ig
.

1 IR 血h 劝 r p iot
o s侧比 t份 of A砚笼。 。 p se du呱 ia a

dl let

差热分析结果显示 5 60 ℃处有 O H 一
释放的吸热

谷
,

950 ℃和 980 ℃处各有一吸热谷是许多砷酸铜矿

物共有 的特征
,

热重分析结果显示 6 50 ℃左右失重

6 讨论

里绿砷铜石 〔g
u 。 ( aA O

`
)

2
( O H )

`

〕与假 孔 雀 石

【C u 。
(OP

.
) : (O H )

。

」云除阴离子不同外
,

化学分子式相

近
,

晶胞参数也相近
。

墨绿砷铜 石 为单斜晶系
,

oQ = 1 7
.

6 1人
、

b
。

= 5
.

8 1 A
、 e 。 = 4

.

6 0 人
、

p = 9 2
0

1 5 ` ,

空

间阵为 P ZI t/
。

假雀石为单斜晶系
,

丙一 17
.

08 人
、

b
。
一

5
.

7 5人
、

e o ~ 4
.

4 7人
、

p` 9 1
“
0 7

` ,

空间阵 p z
; 、 .

过去没

有把它们当作类质同象系列联系起来
.

砷假化雀石的

发现
,

把这两种矿物联系起来
,

墨绿砷铜石
、

砷假孔雀

石
、

假孔雀石成了类质同象系列
,

砷假孔雀石的晶胞

参数
a 。

= 1 6
.

9 5人
、

b 。 = 5
,
8 4人

、 e 。
= 4

.

6 0人
、

尽= 9 3
0 ,

其
a 。
值与假孔雀石相近

,

而 b。
、

C
。

与墨绿砷铜 石相

似
。

从矿物分子式看 A so 一与 P O
`
)
’ 一
的比值接近

1
:
1

,

是属该类质同象系列的中间成分的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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