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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自然界铷(Rb)的独立矿物非常罕见, 但至今已有 3 种 Rb 的独立矿物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

名及分类委员会(IMA-CNMNC)批准, 分别为铷微斜长石(RbAlSi3O8)、铷拉曼石(RbB5O8·4H2O)和沃罗申石

(Rb(LiAl1.5□0.5)[Al0.5Si3.5O10]F2)。它们均产于稀有金属伟晶岩中, 在战略性金属 Rb 矿资源的科学研究、勘查

开发中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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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rubidium-dominant mineral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commission on new minerals, 

nomencl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ineralogical (IMA-CNMNC), which are rubicline (RbAlSi3O8), 

ramanite (RbB5O8·4H2O) and voloshinite (Rb(LiAl1.5□0.5)[Al0.5Si3.5O10]F2). As essential constituents, they are 

observed in rare metal pegmat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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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 国内有关战略性金属 Rb的研究论文或著

作中普遍认为, 自然界没有独立的 Rb 矿物, Rb 分散

在锂云母、铁锂云母、铯榴石、盐矿层和矿泉中。

Rb 还与 K 呈类质同象赋存于钾矿物中, 如天河石、

钾盐和光卤石。例如, 天河石和锂云母中 Rb2O 含量

分别为 1.4%~3.3% 和 1.5%~4.0%[1–2]。但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 就笔者查阅, 目前, 国外已相继发现 3 种 Rb

的独立矿物: (1) 铷微斜长石(rubicline, RbAlSi3O8)
[3–4], 

(2) 富Rb硼酸盐-拉曼石(ramanite-(Rb), RbB5O8·4H2O)[5], 

(3) 铷云母-沃罗申石(voloshinite, Rb(Li, Al1.5□0.5) 

[Al0.5Si3.5O10]F2)
[6]。这些 Rb 的独立矿物均已被国际矿

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IMA-CNMNC)批

准, 它们的发现为 Rb 地球化学及成矿作用研究提供了

新的重要资料。下面概要介绍这几个矿物的基本资料。 

1  Rb 的独立矿物 

1.1  铷微斜长石 

理想化学式为 RbAlSi3O8, 发现于意大利

San Piero 的 Elba 岛含铯榴石稀有金属伟晶岩中。

电 子 探 针分析其成分为 SiO2 (58.68%) 、 Al2O3 

(16.48%)、K2O (6.23%)、Rb2O (17.47%)、Cs2O (0.92%)

和 Fe2O3 (0.12%), 据 此 计 算 的 分 子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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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0.574K0.407Cs0.020)1.001(Al0.993Fe0.005)Si3.001O8。属三斜晶

系, 空间群为 1P , a = 8.81(3), b = 13.01(3), c = 7.18(4) Å; 

α = 90.3(1), β = 115.7(3), γ = 88.2(1); V = 741Ǻ3; Z=4。 

在很多情况下, 铷微斜长石与寄主微斜长石结

构一致, 它通过富 K、Na 和 Rb 的先导物出溶形成, 

可能伴有流体改造。铷微斜长石产出的矿物组合电

子探针背散射如图 1。 

铷微斜长石的透射电镜分析如图 2, 铷微斜长

石与微斜长石呈现明显的界面(图 2a), 两矿物高度

出溶界面影像指示了它们结构上的连续(图 2b)。铷

微斜长石和相邻微斜长石独立衍射型式表明, 它们

具有相同的结晶方向。 

铷微斜长石是长石族中新的端员, 与微斜长石

形成固溶体系列。它产在含铯榴石稀有金属伟晶岩

内部带的低温区, 碱金属发生了高度分异, 原始钾

矿物可能是(Al, Si)无序的单斜晶系, 含有比寄主微

斜长石较高的 Na、Rb 和 P。在富钾长石中, 单斜-

三斜从(Al, Si)无序向有序过渡而来, 并在钠长石之

前出溶, 而不是结构崩塌。 

铷长石可由 3 种次固相线过程形成: (1) 从原始

(K、Na 和 Rb)长石出溶; (2) 从相同的先导溶液再沉

淀; (3) 在铯榴石中与钾长石共沉淀。 

在 12 个高分异、含铯榴石的伟晶岩及以钾长石

为主但富铷长石为辅的 21 个产地发现晚期低温细

粒铷长石, 这表明 Rb、K 长石在世界范围, 特别是

含铯榴石的稀有金属伟晶岩中都会大量存在。这种

长石近于钾长石(KAlSi3O8), Rb2O 含量可达 26.2%, 

Cs2O 为 1.5%。 

1.2  铷拉曼石 

在上述产出铷微斜长石的意大利 Elba 岛最晚阶

段稀有金属伟晶岩的石英中发现了熔融包裹体和共

存流体包裹体 , 包裹体含有非常高的硼 , B2O3 达

19.8%, Cs2O>5%, Rb2O>0.5%。在包裹体中, 除已鉴

定出的几种含硼矿物, 如天然硼酸(H3BO4)、水硼钾石

(KB5O8·4H2O)外, 还发现了两种新的子矿物(图 3)[5]:  

 

图 1  意大利 Elba 岛伟晶岩中铷微斜长石背散射图(据文献[3–4]) 
Fig.1  BSE images of rubicline from Elba Italy (after references [3–4]) 

(a) 微斜长石中(深灰色)大颗粒铷微斜长石(白色)+石英(黑色); (b) 与钠长石(黑色)和白云母(斑驳暗灰色)组合的微斜长石(灰色)中

铷微斜长石(白色)包裹了石英(黑色); (c) 在边部与不含铷的冰长石(深灰色)接触的微斜长石中(灰色)铷微斜长石(白色)和石英(黑

色); (d) 微斜长石(灰色)中脉状、细粒铷微斜长石(白色)和钠长石(黑色) 



 

692  2020 年 
 

 

Geochimica ▌ Vol. 49 ▌ No. 6 ▌ pp. 690–693 ▌ Nov., 2020 

 

图 2  铷微斜长石的透射电镜显微照片(据文献[3–4]) 
Fig.2  TEM micrographs of rubicline (after references [3–4]) 

(a)–(b) 铷微斜长石与微斜长石之间的界面; (c) 高分辨晶格影像及铷微斜长石电子衍射(SAED)型式; (d) 与微斜长石选区的电子衍射型式 
 
 

 

图 3  Elba 岛伟晶岩文象石英中 B 型熔融包裹体中的子矿物(据文献[5]) 
Fig.3  Type-B melt inclusions in graphic quartz from the Elba pegmatite (after reference [5]) 

(a)–(b) 未加热的; (c)–(d) 来自同一生长带 700 ℃, 2×108 Pa, 20 h 冷封压力釜均一化。1–铯拉曼石; 2–天然硼酸; 3–铷拉曼石; 4–水硼钾

石; 5–黄玉; Or–正长石; V 表示气相; L 表示硼酸饱和液体; G 表示富硼硅酸盐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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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铯拉曼石(ramanite-(Cs), CsB5O8·4H2O), 其空间

群为 C2/c; (2) 铷拉曼石(ramanite-(Rb), RbB5O8·4H2O), 

斜方晶系, 为铷五硼酸盐四水合物, 空间群为 Aba2。 

由于样品有限, 该研究未能直接测定作为新矿

物传统所需的某些性质, 但该作者认为至少在富硼

伟晶岩中该矿物普遍。上述独立矿物的拉曼光谱及

定性化学成分与合成的铷五硼酸盐(RbB5O8·4H2O)

相同。光性测定也困难, 但它们特征的拉曼谱可简

单与其他在许多超盐度流体包裹体中发现的透明相

区别开 , 最明显的特征是在 547 cm−1、95 cm−1、

768 cm−1 和 907 cm−1 处出现的拉曼峰。该矿物已被

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接受为新

矿物。 

1.3  沃罗申石(铷云母, voloshinite) 

Pekov et al.[6]在俄罗斯克拉半岛的 Vasin_Myl’k

山 Voron’i Tundras 稀有金属伟晶岩发现了与锂云母

类似的铷锂云母, 伟晶岩脉产在新太古代角闪岩相

变质沉积岩中。该矿物与铯榴石、锂云母密切组合, 

伴有白云母和石英。钾、铷长石、铷微斜长石、锂

辉石、磷锂铝石和锂电气石也在组合矿物中。该矿

物含 Rb2O 达 12.18%, 为纪念俄罗斯著名矿物学家

沃罗申而命名为沃罗申石(voloshinite)。 

沃罗申石一般是在铯榴石之后形成的晚期矿

物 , 充填在多矿物脉和铯榴石集合体中 ; 围绕锂

云母周围, 厚度可达 0.5 mm, 呈板状晶体集合体, 

大小 0.25 mm, 有时置换锂云母(图 4); 无色, 密度

为 2.95 g/cm3, 二轴晶(−), 2θ = 25° (2)。 

计算的 α = 1.511, β = 1.586, γ = 1.590, 光学定

向 Y = b, Z = a。 

 

图 4  沃罗申石背散射图(据文献[6]) 
Fig.4  BSE image of voloshinite 

穿过铯榴石(Pol)的带状细脉, 轴线带由锂云母(Lep)组成, 其边缘有

时为沃罗申石(Vol)和钠长石(Ab); 石英(Q)以镶边形式产出 

电 子 探 针 分 析 的 化 学 成 分 分 别 为 Na2O 

(0.03%)、K2O (3.70%)、Rb2O (12.18%)、Cs2O (2.02%)、

Li2O (4.0%)、CaO (0.03%)、MgO (0.02%)、MnO (0.14%)、

Al2O3 (21.33%)、SiO2 (53.14%)和 F (6.41%)。 

经验分子式(Rb0.54K0.33Cs0.06)Σ0.93(Al1.42Li1.11Mn0.01)Σ2.54 

(Si3.68Al0.32)Σ4O10 (F1.40(OH)0.60)2。 

理论分子式 Rb(LiAl1.5□0.5)[Al0.5Si3.5O10]F2。 

沃罗申石与锂云母形成连续固溶体, 单晶 X 射

线衍射显示为单斜晶系, 空间群为 C2/c, 单位晶胞

大小(Å): a=5.191, b=9.025, c=20.4; β=95.37, V=951.5Å3, 

Z=4, 为 2M 多型。 

X 射线粉末最强反射((d (Å)–I [hkl]): 101–60 (001); 

4.55–80 [020, 110, 111]; 3.49–50 [114]; 3.35–60 [024, 
006]; 3.02–45 [025]; 2.575–100 [116, 131, 202, 132], 
2.017–50 [136, 0.0.10]。 

2  结  语 

我国在新疆可可托海三号脉、福建南平西坑和

河南官坡等稀有金属伟晶岩中均产出有铯榴石, 江

西宜春钽铌钠长石花岗岩产出大量锂云母, 深入研

究它们的矿物组合有可能发现 Rb 的独立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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