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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中高岭类矿物的鉴定
’

章明奎 何振立 M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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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浙江农业大学土水系 杭州 3 100 29 )(英国麦考莱土地利用研究所 )

摘 要 用 F山 .四` d e
处理一x R D

,

红外 (服 )和透射电镜 (花M )等方法对我国红城中的高岭类矿物

进行了鉴定
。

结果表明
:

花岗岩发育的赤红续中高岭类矿物为结晶良好的高岭石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簇为无序

高岭石
;
红典中也以无序高岭石为主

,

部分样品含少 t 埃洛石
,

而发育度较低的黄旗
、

红砂土及泥页岩发育的黄

红泥土则以埃洛石为主
。

关键词 高岭类矿物
;红镶

;鉴定
;

高岭类矿物指在 X 射线衍射谱中出现 0
.

7 n m 左右衍射峰的部分矿物
,

主要包括高岭石
、

埃洛石和迪恺石
,

在土壤中常见有高岭石和埃洛石
,

其中根据矿物的结晶程度
,

高岭石又可分

为(结晶良好的 )高岭石和无序高岭石
。

通常认为 X DR 图谱中特征峰的位置和衍射峰的尖度

及峰形等可鉴别这些矿物
,

但这些矿物在以上特征上的差异太微细
,

因此很难据此对它们加以

壤维镶壤红红红红,且,̀.ù̀

区分
,

特别是当这些矿物同时出现时
,

电镜
、

红

外光谱等也常用于这些矿物的鉴定
。

不同的

方法虽各有特点
,

但也存在不足
,

通常用单一

方法很难把这些矿物很好地加以区分
。

我们

采用了 X一射线衍射分析 ( XR D )
、

F o

mr
a
而de

处理 一 X R D
、

红外 ( IR )及透射电镜 ( T E M )等

方法对红壤等土壤中高岭类矿物类型进行了

研究
。

表 1 供 试 土 样

编号 土搜类型 成土母质 采样地点 声 枯粒 (以纯 )

红砂土

5
.

3

4
.

7

4
.

8

4
.

9

5
.

6

4
.

9

11̀U4

壤壤红红

红砂土
集城红红

1 供试土样

在用 X RD 对 114 个粘粒样品对矿物作初

步鉴定的基础上
,

选择了 2 2 个代表性样品对

高岭类矿物作进一步的研究
,

供试土样的基本

情况见表 l
。

黄红泥

八“ùr、ù弓玉

壤壤城壤集红红红红红

nU
. .1,̀幽、à月峪rJ6
,口只O八U
`胜1,̀,二

,孟,盛,孟
,
二,孟,二
,
人弓二,二,̀,̀,̀

2
.

1

鉴定方法及原理

粘粒提取

赤红续
黄 城

砖红城

砖红续

黄红集

黄红镶

q 红土

泥页岩

q 红土

玄武岩
红砂岩

龟 红土

变质岩

红砂岩
石英砂岩
变质岩
泥页岩

花岗岩

变质岩

变质岩
变质岩

场 红土

花岗岩

黄 镶

砖红集
砖红坡

q 红土

凝灰岩

浙江杭州
江西南昌
江西南昌

浙江嵘州

浙江龙游

浙江龙游

浙江龙游

浙江龙游

浙江衡州
浙江衡州

浙江衡州

浙江衡州

浙江诸贾
浙江诸贾

浙江诸盛

浙江龙游

福建谭州
浙江江山

广东徐闻
云南昆明

浙江龙游

浙江平阳

4
.

6

4
.

7

4
.

5

4
.

7

3 46

5 7 9

4 4 9

6 3 0

68
3 5 2

19 5

3 59

2 0 7

2 3 0

2 6 0

2 16

4 2 3

3 2 4

2 3 7

2 6 5

5 2 6

2 1 8

5 9 4

6 3 2

4 64
1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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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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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 和 f 分别为 1 8
、

2
、

3
、

4
、

6 和 2 2 号土

图 1 部分枯粒(< 2脚 )样品的 x射线衍射谱( A D为风千定向片; FM 为 oF rman lid e 处理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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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少量 0
.

5m ol L’ , N a O H 把土壤悬液 p H 调至 8
.

2 左右
,

用超声波分散
,

沉降法提取 <

2拌m 粘粒
,

并制成钙饱和粘粒样
。

2
.

2 F o n 旧 a m id e
处理及 X R D

oF mr
a m id e

为 一 种 有 机化合

物
,

其能在一定时间内与埃洛石作

用进人埃洛石层间
,

使 0
.

7 n m 一 埃

洛石变为 1
.

o n m 一埃洛石川
,

但它

与高岭石作用很弱
,

因此高岭石与

oF mr
a
而 d e

作用后
,

衍射峰位置不

变
,

因此可根据粘粒样品与 oF
r -

m a
而 d e

作用前后 X R D 中 0
.

7 n m

与 1
.

o n m 衍射峰的变化来判别主

要是埃洛石 (图 l a )
、

高岭石 (图

l b)
,

还是两者的混合物及其相对强

度
,

方法如下
:

( 1) 粘粒样品用蒸馏

水在超声波充分分散后
,

制成定 向

片
,

在 50 ℃ 以下用 电热板烘干后
,

进行 X RD 鉴定
,

记 录 X R D 图谱 ;

( 2 )用喷雾器把 10 % F o

mr
a m ide

的

水溶液转化为气溶胶喷到以上定向

片上 (注意均匀且少量
,

否则会形成

背景 )
,

20 至 30 分钟后
,

进行 XR D

鉴定 (必须在喷后 1 小时内测定 )
,

记录 X DR 谱 ; ( 3) 由于红壤中常有

一定数量的云母类矿物 ( 1
.

o n m )
,

为了更好地观察 1
.

o n m 衍射峰的

变化
,

本研究利用 iS e m en s
公司提

供的计算机软件
,

对以上获得的 X

射线图谱去背景后
,

进行叠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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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c 、
d

、 。 和 f 分别为 17
、

1 2
、

18
、

1
、

2 和 4 号土

图 2 部分粘粒 ( < 2脚 )样品的红外光谱

通过比较 0
.

7 n m 和 1
.

o n m 衍射峰的变化来鉴定高岭类矿物 (图 l a 一 f)
,

该方法可较好地反映

衍射峰的微细变化
,

所用 x 射线衍射仪为 iS e m en s D 500
,

采用 co ko 辐射
,

电压为 4k0 v
,

电流

为 40 n
认

,

扫描速率为 2肚
’

/分
。

2
.

3 红外光谱分析

称 Zm g 粘粒样品至 17 0 m g KB :
中

,

用超声波振荡充分混匀后
,

用真空泵加压制片
,

样片在

巧。℃下加热过夜后
,

用 M ag n a 一 IR S p ec t o m et e : 550 红外光谱仪测定其红外光谱
,

并用计算

机校正光谱中的水汽和 C OZ 等 (空气中)吸收峰
。

根据特征光谱鉴定矿物类别
:
高岭类矿物均

具 3 7 0 0 和 3 6 2 0 c m
一

`两个特征峰【2〕
,

结晶良好的高岭石在以上两个特征峰之间还具有 366 9 和

3 6 52 e m
·

`双峰 (图 Z a ) ;无序态高岭石的 3 669 和 3 6 5 2 e m
·

`双峰被单峰 3 6 s 3 cm
·

`
所取代 (图 Zb

,

d
,

e ,

f) ;埃洛石在 3 7 0 0 和 3 620 cm
一
之间无其它吸收峰

,

且其 3 7 0 0 和 3 6 2 c0 m
一

,
吸收峰普遍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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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定结果
鉴定结果列于表 2

。

Fo

r m
a mid e

处理一X RD 鉴定表明
,

供试土样中的高岭类矿物多以高

岭石为主
,

其中 2
、

9
、

12
、

17
、

19 和 20 号等土样中的高岭类矿物全为高岭石 ; 5
、

n 和 18 号以埃

洛石为主 ;其它均以高岭石为主
,

伴有埃洛石 ;红外光谱鉴定表明
,

仅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中

( 17 号土 )的高岭石为结晶良好的高岭石
,

其它均为无序高岭石
。

电镜分析也表明
,

5
、

n 和 18

号土有大量管状埃洛石存在
,

其它土样为高岭石或以高岭石为主
,

但大部分土样中高岭石多呈

骸骨状薄片
,

缺乏明显的六角形特征
,

表明这些土壤中高岭石结晶较差
,

为无序高岭石
。

从上可以看出
,

供试土壤中高岭类矿物有较大的变化
,

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为结晶良好的

高岭石为主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为无序高岭石 ;红壤中高岭类矿物主要以高岭石为主
,

部分

样品中含少量埃洛石 ;而黄壤
、

红砂土和泥页岩发育的黄红泥土中高岭类矿物主要为埃洛石
。

一般来说
,

以埃洛石为主的土壤发育程度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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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图与中国土壤资源利用改良区划》即将出版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高以信等编著的 (中国土壤图与中国土壤资源利用改良区划 ) 即将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
。

全书分两篇
。

第一篇 1:
4 00 万中国土壤图反映了 70 一90 年代我国土垠分类

、

分布和制图的最新研究成果
.

其土壤图的

土壤制图单元与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中的土类
、

亚类相对应
,

图斑结构单
、

复区并重
,

运用土壤遥

感制图技术
,

加强了土壤制图单元和图斑内容的定盆化
,

增进了土壤图的客观性
。

既提高了土壤图的应用价

值
.

又便于国际接轨与学术交流
。

该篇论述了土壤地理分布 ;评述了土壤分类的国际趋势和我国土壤分类的

发展和现状 ;概述了制图的原则
、

研究内容特点及图幅主要内容的表示方法
。

第二篇 1 :
1000 万中国土壤资源利用改良区划图是我国首次编制具有新的内容的专题图

。

它将自然因素

与社会因素
、

整体与局部
、

类型分区与区域分区结合
.

着重反映不同区域土壤资源的类型
、

数量和质量以及优

势土壤资源群体的开发利用潜力
。

提出了本区划图的设计思想
、

原则
、

依据和系统
,

各级区划单元的主体内容

及其编制方法
。

至于区划各论
.

则以较大篇幅按全国三大土壤区域
、

14 个土区和 75 个亚区分别阐述
。

不书可供农林牧
、

水利
、

土壤
、

地理
、

生物
、

生态
、

资源与环境科学等部门的科研
、

教学少
、

员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