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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南秦岭大巴山区主要分布的早古生代地层各种岩石的含硒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含硒量与岩石的岩性和形成时代密切相关,与岩石的含

碳量和含硫量成正线性关系。碳质板岩和石煤相对于其他类岩石的含硒量高,碳质板岩一般为6×10~(-6)～35×10~(-6),石煤的含硒量为8×10~

(-6)～45×10~(-6);中、下寒武统和志留系大贵坪组的碳质板岩和石煤含硒量较高,可达30×10~(-6)。同时,下寒武统的含硒量远远大于早古生

代其他层位同类岩石的平均含硒量,是同类岩石平均含量的5～10倍。如碳酸盐岩的含硒量为2×10~(-6)～4×10~(-6);细粒岩石的含硒量较粗粒

岩石的含硒量高,下志留统陡山沟组的厚层状到中厚层状砂岩、粉砂岩和上寒武统的砾屑灰岩的含硒量相近,约0.05×10~(-6)～0.08×10~(-6),

是本区最低的。因此,并非本区所有岩石都富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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