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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5 0年代末以来开展了对土壤粘土矿物的研究
。

土壤粘土矿物在土壤发生分类学
,

土

壤肥力等学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

过去对大量样品的分析鉴定常采用单 “ 的鉴定方法 〔 1〕 ,

以

致有些粘土矿物还未被鉴定区分
。

本文介绍一种把各种鉴定方法有机地综合起来又鲜简单地

鉴定土壤粘土矿物的方法 〔 2~ 4〕 ,

这对土壤粘土矿物鉴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

一
、

样品来源

从预处理就除去碳酸盐
、

有机质
、
铁锰氧化物的土壤颗粒分析后的土样中

,

直接提取 100

毫升土壤粘粒供鉴定粘土矿物用
,

这样可减少土壤粘粒提取过程中的干燥环节
。

二
、

样品预处理

样品先用 C a 饱和
,

制成 C a饱和的粘粒
,

`

从中吸取 5 毫升
,

在王05 ℃下烘千
,

称重算出其

重量
,

并计算出每张薄片为 20 毫克土壤粘粒所需吸取 C a
饱和粘粒的毫升数

;
从同一样品 C a

饱

和的粘粒 中吸出一部分用 K来置换 C a ,

制成 K 饱和粘粒
。

三
、

制备薄片

薄片制备过程中
,

粘粒定向是粘土矿物鉴定的关键
。

为此
,

样品需要先用超声波分散 3

分钟
,

使其粘粒充分分散
,

然后立即吸取前面计算出的毫升数
,

这样所得每张薄片的粘粒含

量都是 20 毫克
,

用抽气法把粘粒吸到约 6 X S厘米的瓷片上
。

每一样品制 3张薄片
,

即用 C
a
饱

和的
,

用 C a
饱和加甘油的和 K 饱和的

。

然后将其在室温下风干
。

用C a
饱和的主要看这样品粘

土矿物组成在X射线衍射图谱上的基本骨架
,

作为同后面 2 张薄片衍射图谱比较的基础
,

并

作鉴定真
、

假绿泥石用 ; 用 C a
饱和加甘油的

,

主要鉴定蒙脱石
;
用K饱和的主要鉴定区别绿

泥石和蛙石
。

四
、

粘粒矿物鉴定

根据同一样品 3 张薄片的 X 射线衍射图谱来鉴定粘土矿物
。

(一 )根据 C a
饱和粘粒 X射线的衍射圈谱

伊利石 X射线的衍射峰在 o
.

9 9n m ( 已能和其他粘土矿物鉴定区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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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脱石 x射线的衍射峰在 1
.

4 2n n, ;

蛙 石 X射线的衍射峰在 1
.

42n m ;

绿泥石 X 射线的衍射峰在 1
.

42
n m

。

(二 )根据 C a饱和加甘油的粘粒 X射线衍射图谱

旅脱石 由 C a饱和粘粒X射线衍射图谱中衍射峰从 1
.

4 2n m推到 1
.

76
n m (这 己能和其他

粘土矿物区分 ) ;

蛙 石 同 C a
饱和的X射线衍射图谱

一

样 1
.

42 n 。 :

绿泥石 同C a饱和的 X射线衍射图谱一样 1
.

4 2n m
。

(三 )根据 K饱和粘较的 X射线衍射图谱

蛙 石 由 C a
饱和粘粒X射线衍射峰中从 1

.

4 2n m移到 0
.

9知 m ;

缘泥石 同 C a
饱和粘粒X射线衍射峰 1

.

42
n m

。

(四 )宾假绿泥石鉴定

如确定该样品有绿泥石
,

则把 C a
饱和粘粒的薄片在 520 ℃下加热 2小时

,

室温下冷却
,

再在

X射线仪上衍射
,

如衍射峰从 1
.

42 n m 移到 1一 1
.

4 2n m之间或完全消失
,

则为假绿泥石
,

即次

生绿泥石 , 如衍射峰仍然在 1
.

42 n m
,

其衍射峰更强
,

则为真绿泥石
,

即原生绿泥石
。

五
、

粘粒矿物含纽计算

(一 )传统的方法 把样品 X射线的衍射图谱从 2
。

( 2 0 )到 1 3
“

分成 7个区间
,

各区间所代表

粘土矿物如图 1 所示
。

根据图谱分别量出除 9
.

4一 1 1
.

8
“

以外所有区间衍射峰高度和衍射峰一

半高度 的宽度
,

计算出每个区间的面积
。

然后把各区间面积乘以相应的系数 (表 1 )
。

再把各

区间面积乘 以相应的系数所得的值相加作为 1 00 %
,

然后计算出各粘土矿物的百分含量
。

秒
石

}
蒙脱石二级

}
伊利
叫

’

过波型
绿泥石

或蛙石 蒙脱石 任 昌变矿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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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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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2 .7 0 5
.

名 4
.

2

图 1 从 2
’

到 13
’

( 2 0) 各区间所代表的粘土矿物

而
.
(2 e)

表 1 拈 拉 矿 物 对 X 射 线 的 敏 感 系 数
’

分-

一
’

丽一嘴
一 矿

_
’

了
-

一
l

易
一 ~

’ ” ’

亥~
’

k’’
二 “
矛

’ 」卜

杨
卜 ’

系 认
’

高 岭 石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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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型粘土矿物
( 1

.

4一1
.

s n 刃。 )
0

.

邪 蚝 石

过渡型粘土矿物
( 1一1

.

4 n m )

易变粘土矿物
( > Z n m )

。
.

2 2 次生绿泥石

原生绿泥石 00 伊利石 0 0 蒙脱石

(二 )近年来的方法〔幻 粘粒样品在 X 射线衍射仪上进行衍射时
,

不用绘图仪直接把衍射

线绘在专用纸上
,

而是衍射仪以每 40 秒钟转 0
.

02
。

的速度转动
,

每 0
.

02
。

在钓秒钟内的一个平

均衍射值存入计算机磁盘内
,

然后在计算机 七用数学方法对衍射峰进行拟合
,

求出各衍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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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X 1 0
“ “

m lo / L的N a A c
缓冲液

,

加入一定量的邻苯二酚
,

作用一定时间后过滤
,

滤液按上

述方法测定M n Z + 。

结果 (表 2 )表明
,

测出的M n “ 十

量重现性较好
,

且回收率在94 % 以上
,

所

以用此方法测定土壤提取液中的微量 M n Z +

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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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函数和基线的数学函数
,

这样可以较精确地得出每个衍射峰与基线之间的面积
,

其后

的计算方法同上
。

六
、

高岭石耐火粘土和埃洛石的区分

把前述的沁
a
饱和粘粒样品先 放 置于 30 一 40 ℃ 的 烘 箱 里

,

烘 至 糊 状
,

加入 D M S O

以 C H
。
) :

5 0
,

D i m e t h y l o x i d e〕
,

加盖再在 7 0℃的烘箱中烘 2 天
,

在此期间每天打开盖子几

次
,

然后象上述那样每个样品制成一张薄片
,

在室温阴处放置 1 天后
,

在 X射线衍射仪上进行

衍射
。

余下的样品用去离子水离心洗涤 8 次
,

每个样品再制一张薄片
,

在室温下风干
, ’

然后在X

射线衍射仪上进行衍射
。

根据以下方法进行鉴定
。

(一 )根据 C a
饱和加 D M S O X 射线的样品衍射图谱

耐火枯土 同C a
饱和样品的 X射线衍射图谱一样一级衍射峰在 0

.

7 2 n m
。

高岭石 由C a饱和样品的X射线衍射峰从 0
.

7 2n m移到 1
.

l ln m
。

埃洛石 由C
a
饱和样品的X射线衍射峰从 o

.

72
n m移到 1

.

l ln m
。

(二 )根据 C a
饱和加 D M S O然后再用去离子水洗涤 8 次的样品 X 射线衍射图进进行鉴定

高岭石 由C a
饱和加D M S O 然后用去离子水洗涤 8 次的样品 X射线衍射峰从 1

.

n n m

再回到 o
.

7 2 n m
o

埃洛石 由C a
饱和加D M S O 然后用去离子水洗涤 8 次的样品 X射线衍射峰从 1

.

l ln 。

只回到 1
.

o Z n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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