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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就粘土科 学概 念及其意义
、

现状
、

研究的重点领域进行 了讨 论 阐迷
。

粘上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

是当前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

这里所指的
“

粘土
”

主要是由粘

土矿物组成的
,

粒径通常小于 2 微米的固体颗粒
。

其性质和利用状况主要取决于粘土矿物的

种类租含量①
。

因此
,

粘土科学的进展与粘土矿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

在本文讨论粘土科

学某些问题的同时
一

也论及粘土矿物学
。

一
、

粘土科学的概念及其意义

粘土学是研究枯土类矿物的化学
、

物理学性质
、

晶体结构的变化及变异的科学
。

为探索

地壳表层演化和发展规律
,

寻找粘土类矿物资源及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途径
。

人类利用粘土物质的历史悠久
,

但近代研究大多偏向于贮藏量的调查和开发利用的工作
,

对其化学和物理性质变化及变异研究得较少
。

目前国内外粘土研究已受到相当重视
,

其意义

在于
: 1

.

粘土物质分布广泛
,

占地球沉积岩岩石圈和风化壳总量近一半
。

因此
,

它与人类赖

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表层的演化历史和规律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 2

.

粘土科学的进步无疑将

促进与当今人们急待解决的环境污染
、

能源问题有关的环境科学和海洋科学的发展
。

如粘土

科学研究不仅探讨石油的形成环境条件
,

同时对讨论石油的成因间题具有重要意义 , 3
.

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
,

枯土在工农业生产上和科技方面的使用 日益广泛
,

从 日常生活用品到尖端

技术领域
,

依赖于粘土原料
,

推动和促进了粘土科学的发展
; ,l

.

粘土科学与农业生产关系极

为密
一

切
,

粘土矿物作为农业科学中上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获得长足的进步
,

而粘土矿

物学的进步又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土壤科学的发展
。

二
、

粘土和粘土矿物研究的现状

枯土研究的进展是近三
、

四十年来的事
。

本世纪初期
,

X 光射线结晶学发展
,

以及后来近

代分析技术的应用有力地充实和丰富了粘土和粘土矿物学的 内容
,

并把粘土和粘土矿物的研

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

进而推动和促进 了粘土科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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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量的粘土矿物的基本资料积累工作 已初步完成
。

由于粘
二 L矿物的特殊和复杂性

,

各

国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事粘土矿物的标准样品和标准鉴定图谱研究
。

并对积累的大

量资料中的矿物名词进行了清理
,

提出了层状粘土矿物的晶体化学分类表
,

使粘土矿物的研

究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
。

并随着 X 射线衍射技术的应用而积累了大量的粘土矿物基本结构资

料
,

对其结构 已有了初步认识〔 ,〕 。

2
.

粘土矿物研究中混层矿物受到重视
,

大量研究工作证明混层矿物分布广泛
,

在 自然界

已发现有 3 或 4 种矿物晶层混合结构的粘土矿物
,

在土壤
、

风化壳
、

现代和古代沉积物以及

热液蚀变的火成岩中都有分布
。

3
.

粘土一水体系研究报道相 当多
,

尤其在石油工业
、

陶瓷工艺
、

土木工程和土壤学领域
’

积累了大量的粘土在水 中的各种性质
,

如分散性
、

粘度
、

触变性
、

可塑性
、

收缩性
、

粘合力
、

剪切强度等决定其工农业上实用价值的资料
。

一

1
.

粘土有机化学
,

早 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

粘土一有机物交联作用研究
,

经 30 多年努力
,

已对粘土与有机物质结 合的机制有了初步了解
。

迄今在公开发表的论文 中
,

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
。

其论文涉及到粘土与各种有机物之间的反应
,

有机粘土复合体的形成
、

性质和转化
,

以

及它们在工农业和科 学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
。

近年来粘土与重要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研究
,

为探索生命起源与石油成因提供了新的途径
。

这门新的学科打破了传统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

学二者界限
,

为其理论和应用研究开创了广阔的道路
,

在国际上被誉为
“

21 世纪科学
” 。

5
.

目前粘土和粘土矿物研究的主要仪器和方法方面
,

往往不是一种仪器设备或方法所能

解决的
,

需要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 〔2〕 。

当前
,

一些常用的仪器设备
,

其发展往往具有

下列特点
:

( l) 高度的 自动化
, ( 2) 几种分析方法的仪器组合成为一体

; ( 3) 计算技术的普

遍应用— 数据处理自动化
。

因此
,

近 10 年来
,

出现 了如热天平一色谱仪
、

热天平一红外线

光谱仪
、

热天平一质谱仪等联合装置
。

此外
,

也出现了差热分析与X射线衍射联合装置用 于粘

土或粘土矿物高温变化研究
。

电子显微镜与电子衍射技术结合
、

电子探针
、

红外光谱仪
、

顺

磁共振
、

穆斯 尔谱等的应用
,

为粘土或粘土矿物深入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工具
。

关于我国粘土的矿物学研究进展
,

有关文献已有阐述 〔 2
、
3〕 。

我国粘土资源丰富
、

分布广

泛
,

利用的历史悠久
。

近 10 年来
,

粘土的矿物学研究及利用有较快的发展
。

据报道〔 2〕 ,

我国

发现了许多地开石产地
,

并发现一些钠质膨润土产地和坡缕石
、

海泡石矿物
; 我国间层 (混层 )

粘土矿物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
。

1 9 8 1年湖南发现 了第一个糊状的云母一蒙脱石 1 :1 间层矿

物
·

— 钾累托石
,

随后又发现许多规则矿物
。

最有意义的是
,

在浙江青田的叶腊石矿床 中发

现了一种新型 的由不膨胀层组成的规则 间层新矿物— 绿泥间蜡石
。

1 9 7 6年在江苏六合一带

发现了凹 凸棒石
,

以后在江苏和安徽两省又发现多处矿床和矿点〔们
。

随着粘土利用的 发 展
,

我国粘土矿物组成
、

物理
、

化学和工艺性能的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

如膨润土水化性能
、

表面性

质和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等
,

都取得有指导利用价值的成果〔“ , 5一的
。

在有机粘土化学

方面
,

主要研究蒙皂石与有机阳离子的作用机理
、

层电荷与有机 阳离子的匹配及层间定向
、

介质及制备工艺对蒙皂石有机复合的影响
,

以及有机化合物高岭石结构夹层作用研究和交联

粘土催化剂研究和应用等 〔` “一 ’ “ 〕。

三
、

粘土和粘土矿物研究的重点

近 10 年来
,

随着我国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
,

粘土科 学研究和粘土利用 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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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巫视
,

发展前景广 l闪
。

笔者 认为
,

当前我国籽
: 土和枯土矿物研究的重点是

:

1
.

在粘土矿物学研究方面
,

粘土矿物及其它层状硅酸盐的晶体结构
、

晶体化学研究受到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

当前我国粘土矿物标准样品和标准鉴定图谱的建立 以及混层矿物研究应

予足够的重视 〔 ’ 〕。

2
.

粘土表面特性研究是 目前粘土科 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

如粘土矿物对离子吸附以

及表面催化特性
。

此外
,

土一水或其它液体体系性质及其转化技术是一个受人们注意的研究

课题
。

3
.

有机粘土化学是有机化学与粘土矿物学相 结合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
。

由于有机化合物

的种类繁多
,

而粘土矿物结构具有过渡性和可变性
,

使二者相互作用极其复杂
,

因而不仅研

究内容丰富
,

而且利用前景 广阔
。

相信这一领域必定引起国内同行极大的注意
。

」
.

仪器设备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发展粘土或粘土矿物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

近年来
,

随着

以蒙皂石
、

高岭石为主的定量研究工作 的开展
,

己逐步拥有新的仪器
、

设备及方法
。

但总体

来看
,

在仪器的精度
、

自动化程度 以及仪器的一体化方面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距离
。

应加强

这方面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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