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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西土壤中黑云母一蛙石夹层矿物的研究
*

唐 捅 六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在研究华北平原 由河流沉积物所发育的土壤时
,

曾发现在海河水系的磁河沉积物中

合有大量金黄色的云母状矿物「‘]。 这种矿物来自磁河上游的太行山花岗片麻岩山 区
。

在

发源于太行山区的海河水系的其它支流如漳河
、

淖沱河和沙河等的沉积物中
,

也有类似的

矿物存在
,

但含量不如磁河沉积物集中
。

本文曾对这种矿物进行了一些研究
,

证明属于黑

云母一蛙石夹层矿物
,

并有着向黑云母或向蛙石转变的可能
。

有关土壤中存在这种夹层矿

物的报道为数不多
,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于后
,

以供参考
。

一
、

黑云母
一
蛙石规剧夹层矿物的性厦及其鉴定

从发育于花岗片麻岩的土壤中
,

取出金色云母状矿物
。

显微镜下观察呈黄棕色
,

无多

色性吸收性
,

多数无解理
,

正交偏光间平行(0 0 1 )面的干涉色为一级灰色
,

有解理者达二级

蓝的干涉色
,

二轴晶(一 )
,

光轴角约 8 度至 5 度
, n 一 L 6 3 1 6一 1

.

6 3 3 8 ,

测定时大多数切

面是平行(0 0 1 )面
,

似属黑云母类
。

在以不同比例的三澳甲烷和酒精配成的比重每级相差

0
.

05 的一系列重液中
,

测得这种矿物的比重为 2
.

多o 。 将土壤置于过氧化氢稀溶液中缓缓

加热
,

此矿物郎迅速作手风琴状膨大并浮出水面
,

表现似蛙石
。

但经 X 射线鉴定既没有典

型的云母的 10 入 反射
,

亦没有蛙石的 14 入反射
。

图 1。 是这种矿物的(0 0 1 )衍射图
,

第一

个反射相当于 2 , 入
,

最弦的反射 出 现 在 12
.

, 入
,

并有 8
.

, 入
、

5
.

0 入
、

3. 5 凡及 3
.

1 入 等衍

射
,

这是 2 , 入 晶面的第二
、

三
、

五
、

七及八等诸级反射
。

可见这种矿物是黑云母层与蚝石

层交互迭置的规则夹层矿物
,

25 入相当于黑云母与蛙石晶层之和
,

而 12
.

, 入居于黑云母

和蚝石晶层大小的中间
。

这与 Ba
s sett[

2 ] 和 c ol e
m an 等 [3J 所报道的水化黑云母当属同一

类型
,

似为黑云母的风化产物
。

将这种矿物制备成钠质的
、

镁质的以及甘油化的样品后
,

得出同样的 x 射线图
,

但经

加热处理后郎转移至 10 入
。

可见这种矿物不含漂脱类膨胀矿物成分
,

也不是黑云母和绿

泥石的夹层
。

为了测定这种夹层矿物的其它性质
,

曾用 D ro sdo ff 等 [4] 的方法将这种矿物从土壤中

分离出来
,

洗净研磨后提取其 < 20 微米部分
。

发现其中有少数蛙石出现 (图 lb )
。

这可

能是在研磨过程中有部分黑云母层的钾被释放出来而扩展其晶层
。

这种夹层矿物的全钾量为 3
.

64 多
,

远大于蛙石的舍钾量
。

其阳离子交换量为每百克

5 9
.

08 毫克当量
,

远大于黑云母的交换量而接近于蛙石交换量的半数
。

可能是在黑云母风

化时有半数晶层脱去了钾离子
,

同时增加了有效负电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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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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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志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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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蛙石夹层矿物的研究

二
、

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物棘变为黑云母

Ba rs ha d [5l 曾发现蛙石用钾离子饱和后其性质与正常的黑云母相同
。

将本文所研究

的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物设法转变为黑云母后其性质亦变得与黑云母相同

。

图 lc 是夹层

矿物在 5”℃ 高温下加热 1 小时后的(0 0 1 ) x 射线图
,

夹层矿物原有的 25 入
、

12
.

5 入线条

及其一系列高次级反射全部消失
,

而代之以弦的 10 入反射
。

这表示夹层矿物由于蛙石层

的失水收缩而转变为云母构造
。

另外
,

用 N K CI 溶液在室温下处理夹层矿物
,

气干样品

的 X 射线图 与经 乡50 ℃ 加热处理的一样
。

表明这种矿物经复钾作用极易转变为黑云母
。

夹层矿物经钾处理转变为黑云

母后
,

其性质亦相应改变
。

测得比

重 由原来的 2
.

乡o增加为 2
.

6 0一2
.

6多。

显微镜下观察呈黄棕色
,

无多色性
,

正交下暗黑色也有黄棕色
,

二轴晶
,

负光性
,

光轴角比夹层矿物小
, n

-

1
.

6斗9 7一1
.

6兑 8 ,

比夹层矿物增大而

落于黑云母的范围内
。

夹层矿物经

钾处理转变为黑云母后
。

其含钾量

由原来的 3
.

6 4多增高至 乡
.

1多% (钾

质样品用酒精及 N 醋酸馁洗过 )
,

llIJ

固定了 1
.

究 多钾 (或每百克矿物固

图 1 黑云母
一
蜓石夹层矿物的X 射线图

a
.

未处理
,

b
.

磨细至 < 20 微米
, 。

.

5 50 ℃ 加热 1 小时
。

定 38
.

70 毫克当量钾 )
。

说明夹层矿物之转变为云母构造
,

系其中蛙石晶层固定钾离子的

结果
。

同时
,

夹层矿物转变为黑云母后
,

阳离子交换量由每百克 卯
.

08 毫克当量下降为

1 9
.

83 毫克 当量
,

表示蛙石层间交换位置上交换能力的损失达 39
.

2 5 毫克 当量
。

如将夹层

矿物转变前后的全钾量和阳离子交换量的改变作一比较便可看出
,

转变过程中钾素固定

的毫克 当量数与阳离子交换量损失的毫克当量数大致相等
。

这是可以预料的
,

因为阳离

子交换能力的损失正是由钾的固定为不可交换形式而引起的
。

三
、

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物棘变为蛙石

Ba rs ha d[ , 〕 用 7 0℃ 的 N M g CI :
溶液淋洗正常的黑云母和水化黑云母

,

曾使之转变为

蛙石
。

Ba
s s

ett [21 曾用各种浓度 的 M g CI
:

在室温下及 1 00 ℃ 下处理黑云母
,

将正常的黑云

母转变为蛙石
。

我们曾把本文所研究的夹层矿物在室温下用 N 吨Cl
:

浸润
,

井且不 时更

新溶液
,

经过较长时期 (100 天 )处理后并未见任何变化
。

继改在 1 00 ℃ 温度下用 N 吨C1
2

溶液处理(每 8 小时更换溶液一次)
,

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
,

夹层矿物逐渐转变为蛙石 (图

2 )
。

处理 36 小时后
,

夹层矿物大部变为蛙石
。

处理 72 小时后夹层矿物仅留痕迹
。

而经

1 08 小时处理后夹层矿物几全部转变为蛙石
。

此时在 X 射线 图上便出现了典型的蛙石的

各级衍射
,

表示夹层矿物中黑云母层间的钾已被置换
,

因而扩展其晶层成为蛙石构造
。

在常温下
,

夹层矿物的黑云母层间的钾未能被镁所置换
,

说明这种黑云母层中钾的结

持力较 Ba
s s

ett 所研究的黑云母中钾的结持力为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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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物经 10 0℃ N M g CI

:

溶液处理后的 x 射线图

a
.

处理 3 6 小时
,

b
.

处理 7 2 小时
, e

.

处理 10 8 小时
。

四
、

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物的成因豺兼

为什么矿物在土壤中能以黑云母
一
蛙石规则夹层的形式存在着而不继续风化 为 蛙石

呢 ? 根据熊毅的未发表材料
,

在二八面体云母中有易交换性钾和难交换性钾交互成层地

存在于晶层之间
,

因此在云母风化过程中
,

当易交换层的钾被取代而扩展其晶层后
,

难交

换层仍能保持不变
,

这样便形成了 1 0 入 与 14 入 晶层的规则夹层矿物
。

Ba
ss et :

提出的假

说认为
,

黑云母在自然条件下经过极稀的镁溶液的长时期作用
,

如有一层黑云母的钾被钙

洁笋

图 3 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矿

物经转变为黑云 母 后再经
1 0 0 oC N M g C I

:

溶液处理
1 4 小时的 x 射线图

或镁离子交换
,

则阳离子在 晶层间的结持力变弱而相邻层的钾便

结合得更牢固些
,

下一个脱钾风化便不发生在相邻层而在更远的

一个晶层
,

这样便形成了规则夹层矿物
。

假使 Ba
ss

ett 的假说是正

确 的
,

那末
。

如将钾离子加 回到夹层矿物的蛙石晶层中去使之回复

为黑云母
,

相邻的原黑云母层中钾的结持力便会变回原状
。

这时
,

若在实验条件下用浓的 M g cl 2
.

溶液处理矿物
,

应值接转变为蛙石

而不必经过黑云母
一
蛙石夹层阶段

。

但是
,

在本文的研究中
,

当我

们先用 N K cl 处理夹层矿物并加热使回复成云母 构造 (10 入)
。

然后用 1 00 ℃ N M g cl :
溶液处理 14 小时后

。

云母合量大大降低而

重又出现 12
.

5 入夹层矿物 (图 3 )
。

这说明夹层矿物中黑云母层对

钾离子的结合力仍大于蛙石层对实验加入的钾离子的结合力
。

可

见在冀西土壤中黑云母凤化产物稳定为规则夹层矿物的原因不同于 Ba
s s

ett 的假说
,

可能

是在黑云母构造中本来就存在着易交换性钾和难交换性钾的交互成层
。

五
、

摘 要

冀西土壤中的金色云母状矿物
,

经鉴定系属黑云母
一
蛙石规则夹层矿物

。

这种夹层矿

物极易 由蛙石层的复钾作用而转变为黑云母
,

但是要使夹层矿物转变为蛙石却需用氯化

镁溶液在 1 00 ℃ 温度下作较长时间的处理
。

在夹层矿物转变为黑云母的过程中
。

每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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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石夹层矿物的研究 4 4 1

矿物固定了 3 8
.

70 毫克当量的钾
,

同时损失了相当数量 (3 9
.

2 5 毫克当量 )的阳离子交换能

力
。

作者认为这种夹层矿物系 由黑云母风化而来
。

可能是在该黑云母中有着难交换钾和

易交换钾的交互成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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