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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硒都，恩施硒资源研究概述》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硒的基本知识、恩施硒资源
的概况以及专家在恩施硒资源的发现、研究和开发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第二部分重点介绍恩施硒资源
的研究概况，介绍有关专家对独立硒矿床、土壤、水、农作物、中药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
介绍恩施地方性硒中毒发生的原因及其流行病学、临床学和安全摄入量研究成果，并对富硒食品含硒
量范围提出了参考指标。

　　《世界硒都，恩施硒资源研究概述》可供从事恩施硒资源开发的企业家和从事富硒食品开发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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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祚全，生于1950年12月。
恩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湖北省硒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恩施州优秀科技工作者”、 “恩施市十佳人才”、 “恩施市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2003年起从事恩施硒资源开发，2008年兼任恩施市硒资源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出版《生命元素硒——兼谈恩施硒资源》等专著3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获省、州、市科技进步奖共8
项，申报专利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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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自然硒呈钢灰色，金属光泽，不透明。
风化面光泽较暗淡。
颗粒大小变化较大，大者长度达2.5cm，小者仅在电镜下才能观察到。
自然硒具有挠曲性、延伸性和可溶性等特点。
同时还发现自然硒具有易溶蚀的特点，即自然硒形成后，在偏酸水溶液作用下局部发生溶蚀，形成许
多孔洞。
 “利用扫描电镜观察发现，次生自然硒的微貌特征十分丰富，除了上面介绍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晶芽
状、晶簇状、花瓣状、花蕾状、圆球状、霉粒状、花丛状和仙人掌状等特征，显示出元素硒在低温状
态下也具有相当活泼的化学性质。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发现3种形态的自然硒均属三方晶系。
也有自然硒呈四方柱状、横切面为梯形的柱状以及平行双面的晶体存在，不属于三方晶系硒。
 “自然硒的形成，或是受矿区石灰窑的烘烤或煤的燃烧导致其周围矿石中硒化物的分解，硒的蒸发与
凝聚形成的；或是由天然硒化物通过风化作用后直接形成的。
渔塘坝硒矿区过去开采硫铁矿，致使富硒层位裸露于表面受到强烈的风化作用。
不仅提高了硒的迁移速率，促进了微地域硒的局部聚集，使硒在潜水面以上的地段再次发生局部富集
，导致次生自然硒的形成；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用富含碳质的页岩（石煤）作燃料煅烧石灰，导致局
部地段碳质硅质岩、碳质页岩受热后释放出硒蒸气，在上覆地层和裂隙或孔隙、地表乱石堆及松散堆
积物内又冷凝结晶，形成了数量多、颗粒大、形态丰富的次生自然硒。
 “蓝硒铜矿是自然界氧化表生带中稀少的铜的亚硒酸盐矿物，其结构有两种形式，即正交晶系的蓝硒
铜矿和单斜晶系的单斜蓝硒铜矿。
晶体化学式同为Cu[SeO3]·2H2O，二者构成同质二象。
” 钱汉东等（2006）[20]利用电子探针、背散射电子衍射(EBSD)等技术，对在渔塘坝发现的蓝硒铜矿
的矿物系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
 结果表明：“蓝硒铜矿在空间上分布主要是沿着黑色碳质硅质岩、碳质碎屑或泥化碳质岩岩层面展布
，岩层产状倾斜近陡立。
蓝硒铜矿赋存岩石的主要氧化物特征与硅质岩相比，主要表现为低硅、高铝、富镁钾、贫锰；微量元
素中则表现为Se、Te、Mo元素超异常富集，它们分别是沉积丰度的4783.66倍和449倍。
此外，Cr、V、Ag、Sb、U、Cu等元素相对富集，其中Mo和V分别达到工业利用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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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硒都恩施硒资源研究概述》可供从事恩施硒资源开发的企业家和从事富硒食品开发的专业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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