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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定

粘土矿物复合组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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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 兰州渗流力学 研究室 �

内容提要
�

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潜可 以达到最大信噪比的特性
,

有效地获得了粘土矿物复合体

「
卜的单体差示红外谱图

。

避免了� 衍射光谱中的矿 物间衍射线的覆盖和色散型红外光谱中谱带重叠等不

利因素
,

为粘土矿物复合体的鉴定提供了新的途径
。

研究表明
,

对痕量和近似的矿物组分都可 以得到谱

峰不受任何影响的纯正的红外谱图
。

差示定量结果也十分满意
。

主瓜词
�

粘土矿物复合体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差示法鉴定

作者简介
�

周炎如 男 �� 岁 副研究员 化学渗流和波谱学

一
、

引 言

粘土矿物是沉积岩中分布甚为广泛的矿物之一
,

它几乎不受沉积环境的制约
。

因此

许多学者利用粘土矿物这一特性
,

研究地层对 比
、

沉积岩成因
、

成岩作用
,

油气的生成
、

运移
、

聚集
、

保存等等
。

在上述研究工作中
,

学者们特别注意复合粘土矿物的定性和定

量的地质意义
。

尤其是定量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更为重要
,

因为它是研究粘土矿物 的空 间

和时间变化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

通常鉴定粘土矿物多采用差热
、

热天平
、

� 一衍射光谱和电子显微镜等方法
。

在地质

界曾有人用红外光谱鉴定各类矿物
。

当然在鉴定单体矿物上
,

红外光谱被认为是一种有

效的方法
。

但是由于许多学者多数是使用色散型红外光谱仪
,

对于复杂的多组份矿物来

说
,

这种光谱吸收带彼此间覆盖和重叠
,

使人们难 以辨认〔�, �〕
,

致使这一鉴定手段一直

得不到发展
。

众所周知
,

粘土矿物是一种复合多组份矿物
,

单矿物分离极其困难
,

因此

使用色散型红外光谱
,

试图逐个分开复合组份的谱图和鉴定组分中的相对含量
,

在精度

和准确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
。

即使被认为是粘土矿物复合组分的定性定量的理想方法

—
� 衍射光谱

,
�� � � �� �也指出〔� 〕

,

存在着矿物间衍射线覆盖的问题影响鉴定的质量
。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问世之后
,

国外学者很 快应用它鉴定 复合组分的矿物〔“ 〕
。

这主要是因为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是一种干涉型红外光谱
,

其精确度和信噪比比色散型

的高几个数量级〔“ 〕, 因此它具备了使用 自动差示光谱法的先决条件
,

加之计算机化可以

对复合多组分的粘土矿物谱图进行逐一分离
。

由于色散型红外光谱
,

其信噪比比干 涉型

低和杂散光 比干涉型高
,

给定量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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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根据上述红外光谱发展趋势
,

拟定了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定复合粘土矿

物的方案
。

方法的基本点是
�

利用纯粘土矿物作标准谱图存入计算机
,

对被鉴定的复合

组分的粘土矿物谱图进行自动差示光谱
,

逐个分离
,

然后用矩阵求出单体的相对含量
。

二
、

基 础 研 究

粘土矿物复合组分 的定量所要求精确度是差示光谱定量法的先决条件
,

而精确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
一噪比

,

噪音大 � 即信
一噪比低 � 不仅影响光谱的强度而且会引起弱

吸收带的频率位移
,

为差示光谱和定量工作带来难于克服的困难
。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可以达到最大 的信
一噪比

,

这是色散型红外光谱无法媲 美 的
。

因为

它是 以� � � �模拟 � 数字 � 转换器的最小有效位数 � � � � 来量度数字噪音
,

其均方根噪

音� � 由下列方程表示
�

� � 一 � �� �

��
� �
� � � ‘

八
� � �� �、、 “ ,

干涉图的均方根信
一噪比 � �� � �� 与扫描次数 � � � 的平方根和� � � 转换器的二进制位

数 � � � 成正比
,

其表达式为
�

�� � � � 了了 � ‘
�
� � �

一

� 。‘ � �

� � �

式 中�是最大信号和充满转换器之间的保险系数
。

但是当干涉图经傅里叶变换成光谱图之后
,

信
一噪比又增加了两项不利 因 素

� � � �

信
一噪比随着测量波数范围内分辨单元 �△� � 的数 目 � � � 的增加而降 低

� 〔 � � 谱带

强度��  的增加也会使信
一
噪比下降

。

因此光谱图的�� � �线的信
一
噪比�� � �应写成

�

��  � �

了�万丈号�
‘
�
�
。 �

一

‘。 “� ‘ 、, 一

� � �

” �

卫
黯

旦 远 � 二 �

式中歹。
� �

是最大波数
,

万� �
。

是最小波数
。

方程 � � � 和 � � � 说明
,

当光谱条件相同

时
,

干涉图 的信
一噪比高于光谱图的信

一
噪比

。

笔者采用通常测量粘土矿物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参数
�
� � � �� 次

,
△万� � 。�

一 ‘ ,

万�
� � � � � � � � � � �

一 ‘ ,

万。 �
。 � � � � � �

一 ‘ ,

� 二 �� 位 数
,

� � �
,

人� � � � � �
,

代入 � � � 和

� � � 式
。

结果� � � �皇 �
�

� � �� ‘。 ,

而 �� � � 之 �
�

� � � �
。 。

也就是说
,

干涉图的信
一
噪比

要比光谱图的信
一
噪比高近�� 倍

。

通过实测高岭石无吸收区 � � �  卜 � � �  � �
一 ‘ � 基 线 噪

音见图 �
。

图 � � 的光谱图噪音明显地高于图�� 的干涉图噪音
,

因此它们的信
一噪比则是

干涉图高于光谱图
。

当然为了提高测试的精确度
,

不断改善谱图的信
一
噪比

,

从方程 � � �

得知可以增加扫描次数
。

目前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均可无限制地增加扫描次数
,

有些实

验达到数十万次
。

然而对粘 土矿物而言
,

用 � �� 次即可使谱图的信
一
噪比达到 � � ��

。 ,

它比普通色散型红外光谱的信
一噪比 � � � �� � � 高近百万倍

,

它完全能满足差示光谱和

定量光谱精度小于�
�

肠� 的基本要求
。

�一 � 差示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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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涉图基线噪音 �
、

光谱图基线嗓音

圈 � 离岭石 �� � �一� � ��� �
· �间

的‘线� 音圈 � 扫描��  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一
� �   � 爪

一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称� � �

差示光谱是将混合物光谱分离成单质光谱的方法
。

设�为混合物光谱
,
� � 、

� � ⋯⋯

�
。

为混合物中的单质光谱
。

其表达式为
�

� �
� � ”

设� � � � 二 � , � ⋯ ⋯ � � 为与单质光谱相对应的纯质光谱
,

若给� �乘常数 � �
,

使其与

对应的单质光谱的浓度 �谱图表示吸收强度 � 完全相等
,

并逐个顺序相减
,

则 �

� � 一 �

属
� � 一

甄
� ‘“‘� “ ·

� � �

如果将光谱图从起始波数 �万
。

� 到终止波数 �万� � 进行连续差示
,

则得以下方程
�

一�
‘

���

���一�

�
甘广

“
今

� ,
�

� ‘叼 八 � � �
一

—
� �� � �

� �

� � 。一 �

� � 记万 �

万� �一 �

� � �

那末方程 � � � 即可以应用 自动差示光谱法求出混合物光谱中的各单质光谱
。

� 二 � 整示定, 法

有了符合理想的精确度
,

差示法不仅可以用于分离混合光谱
,

而且可以用于混合物

的定量
,

这种定量法称差示定量法
。

根据兰柏
一比耳 � �

� � ��� �一��� � � 定律
,

当辐射通

过
� 组分混合物时

,

在任一波数的辐射将分别被所存在的组分所吸收
。

在波数万处
,

总的

消光值是各组分消光值的和
。

即

� �、 � � �� 共绝粤
� �

�

写 � � �、 � � ��

� 气 � 夕 � 一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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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是入射光辐射强度
,

工是�
。

通过物质吸收后 的辐射强度
,

� 是物质的浓度
,

�是液

� 气 � 体吸收池或压片的厚度
,

�� �万� 是波数万组分�的克分子消光系数
。

差示定量法也就是通过样品谱图与计算机磁盘 中存储 的标准浓度的纯质谱图进行光

束强度的比较
。

由于粘土矿物属固体物质
。

采用� �
�压片法完成定量

。

即需求出� �
�总重量砰 中的

�
组分的�

�
单质的重量

,

样 品浓度的光密度差可由方程 � � � 改写成
�

� �万 � � 军 *、( 石 ) ( x i 一 x
{
) w ( 1 0 )

粘上矿物复合体中的
n组分可 以列出n个方程 ( 10 )

,

组成矩阵
。

1 = n l = n

E
n

( 石 , 二

买
舰 j (万 ,

只
(X‘一 X

i’) W (11)

方程 ( 11 ) 即可用高斯 一
赛德尔法编写成应用程序用计算机快速求出 各组分的 重量百分

比
。

应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作定量时
,

特别应注意对变迹函数的选择
。

作者在1982年

研究傅里叶变换光谱 的变迹 函数时指出
,

光源 的次级波峰会使矩形变迹函数的弱谱带频

率产生等效位移
,

同时影响谱带的强度
,

不适用于物质的定量
,

而三角变迹函数的任何

谱带均不受其影响
,

适用于物质 的定量
。

三
、

实 验

(一 ) 仪器与设备
文 中的红外谱图和红外光谱数据

,

全部用美国D 工G IL A B F T S 一 1 5 C / D 型和 N IC O
-

L E T 170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F T
一工R ) 测试

。

检测器为硫酸三甘酞 ( T G S )
。

样品称量采用美国P E R K 工N
一
E L M E R

,

A D
一 2 型百万分之一 ( 感量。

.
00 1 m g )电子

微量天平称取
。

压片基体 ( K R
: )称量采用北京天平厂D

一
10 0 型万分之一 ( 感量 0

.lm g ) 单盘分析

天平称取
。

澳化钾片 (中13m m ) 成型采 用天津科学器材公司修配厂生产的 15 吨油压式压片机
。

澳化钾为上海试剂厂出品的一级品
,

经仔细研磨至微米级粉末
,

置远红外烘箱中恒

温 15 0℃连续烘烤铭小时
,

放置干燥器 中备用
。

( 二 ) 样品制备

将粘土矿物的单体或复合体置于玛瑙研钵中
,

用研杆仔细研磨至微米级粉末
。

称取

0.10 om g样品和20o
.om g漠化钾于玛瑙研钵中研磨混匀

,

研磨时采用手工每分钟约 50 圈

的中速研磨
。

以1
.o42m g 的高岭石和20 o

.Om g 的澳化钾研磨混匀为例
,

寻找研磨 混匀 的

时间与高岭石A 卜
·

⋯ O H 的特征频率914
。二 一 ‘最大吸收值的关系(图 2 )

。

图中表 明
,

研

混时间大于 5分钟时
,

即达到最大吸收值
,

曲线趋向于平缓
。

因此
,

要使差示定量数据准

确
,

样品的研混时间应大于 5 分钟
,

文中以 6 分钟为最佳研棍时间
。

样品混匀后
,

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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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圈 2 样品研磨时间与离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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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时 问
、

为

直径13m m 的压模中压制成片
,

置 于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样品室测量
。

( 三 )操作参数

文中的F T
一
I R 系统的操作参数见表 l

。

表 1 F T一 lR 系统的操作今教

T able 1 O P eratin g P aram eters of the F T 一
I R

s y s t e m

波 数 范 围 4000一4 00
em 一 1 人/D 二进制位数

分 辨 率

扫 描 次 数

sem 一 i
G l

o
b
a r

检 侧 器 D T G S

四
、

结果与讨论

上述国外文献中
,

多数只叙述复合粘土矿物主要成分 的差示光谱鉴定
。

笔者的实验

不仅考虑主成分相似谱带的差示问题
,

同时还考虑到主成分中的微量组分的差示光谱
。

( 一 )
、

痕t 组分的差示光谱定性鉴定

由于红外光谱的吸收带一般较宽
,

所以在粘土矿物 中
,

痕量组分的吸收带往往被主

要组分的吸收带所掩盖
,

从而给低精度的色散型红外光谱 的差示法带来 困难
。

笔者用F T
-

IR 系统对向伊利石刚开始转化的高岭石
‘) ( 由 X

一
衍射光谱测定伊利石含量仅4

.8% )
,

进行了差示光谱实验
。

图中S谱图是向伊利石 开 始转化 的高岭石
,

其主吸收带与同图中

的纯高岭石K 比较
,

在外观上无大的差别
。

但是当用K 谱图对S谱图作差示光谱时
,

( 即

S 一 K ) 获得了清晰的D 谱图
。

将D 谱与标准的伊利石谱I对比
,

两谱除了 D 谱在520
。
m

一 ’

吸

收峰的左测多一毛刺峰外其中1105
、

1 0 2 8

、

9 1 2

、

52
0 和 47 1om 一

‘

五个主要吸收峰均完全

一致
。

实验证明
,

样品S中除高岭石外尚含有微量的伊利石
。

1 ) 样品由甘肃省地 质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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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Q

473

432

10 28

K 纯高岭石
,

S 向伊利石开始转化的高岭石
,

D S
一

K 的差示光谱
,

I 纯伊利石

圈 3 2000一400em
一
‘

标尺扩展的差示红

外光讼圈

F 19
.
3 S eale exp anded F T 一

I R

s
p
e e t r u m i

n t h
e r a n g e o

f

2 0 0 0
一
4 0 0

e
m

一
1

2 0 0
U

1
5

0 0
1

0 0 0
5 0 0

e

m

一 1

知, 拓山以二一一儿一

比较伊利石和高岭石的谱图得知
:
高岭石中51

一
O
一
Si 和5 1一O 一

A I 的特征频率分别在

1052和 10 20。m
一 ‘出现双尖峰

,

而伊利石的 ( A l
,

5 1 ) 一O一 ( A l
,

5 1 ) 的 特 征频率却

在IO28
cm 一 ‘

呈单宽峰
。

这反映了在高岭石的分子结构中
,

5 1
一
O
一
5 1和51一 O 一 A l链的5 1

、

A l原子在氧原子中是各自独立 的连续存在
,

故呈 双尖峰
。

而在伊利石 的分子结构中
,

(
A1

,

Si )
一
O
一

( A l
,

Si ) 链的 Si
,

气1原子在氧原 子 中是 互为相 间的存在
,

故呈单宽

峰
。

另外还 从谱图中注意到
,

高岭石的A 卜一OH 的弯曲振动频率在 914
。m

一 ’,

而伊利

石 的 ( M g
,

A l

,

F
e

》
二
O H 则出现在912

cm 一 ‘,

这反映了后 者 由于质量 大于前者而 向

低频位移了Z
cm 一 ‘。

同样伊利石的 (
、
、l

,

5 1 )
一
O 的振动频率在471

om 一 ‘

比高岭石的Si
一
O

在4了3
c m

一 ’

也向低频位移了2
。m

一 ’ 。

只有在高精度的F T
一工R 系统才可能用差 示光谱得到

如此相近的吸收峰
,

从而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分子结构差异
。

( 二 ) 差示光谱定性的可靠性

绿泥石矿物系列中的亚种
,

如普通绿泥石
、

叶绿泥石和络绿泥石等其鉴定频率往往取

决于 (A l
、

人1 9 )..
·

⋯ O H 伸展振动频率差异
。

笔者用标准的铬绿泥石和高岭石的混合物作

差示光谱的实验
。

图 4 中绿泥石和高岭石混合光谱S减去纯高岭石光谱K
,

获得差示光 谱

D ,

D 谱与纯绿泥石C 谱的吸收带频率完全一致
。

在混合谱M 中3694
、

3 6 2 1 和36 800m
一 ’

三

个吸收峰分别为高岭石的A 卜
·

⋯ O H 伸展振动频率和铬绿泥石 ( A l
,

C
r ,
卜烤 ) ⋯ ⋯ O H

伸展振动频率
。

用差示光谱处理后
,

D 谱铬绿泥石的3680
。m

一 ’

吸收峰附近没有任何高岭

石 的A 卜
·

⋯ O H 吸收峰的痕迹存在
,

并且波数位置也未受到干扰
,

这对鉴定绿泥石本身

的属性非常有利
。

我们熟知的普通绿泥石和叶绿泥石的O H 吸收峰均在3630
0m 一 ‘

附近
,

只

有铬绿泥石的O H 吸收峰是在3680。m
一 ‘

附近
。

从图 4 中还可 以看出
,

绿泥石中的5 1
一
O
一
5 1

和S卜O 一
( A l

,

人任g )的特征频率分别在100。和958
。m

一 ‘

出现双尖峰
,

而高岭石的 5 1
一
O
一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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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吕工

工‘工扣

的
.
冲01

琦
口切

田

甲
峨I J

娜

卜
】工二

口二

甲
公

K
.
纯高岭石 M

。

绿泥石和高岭石的复合枯土

D
.
S K 的差示光谱 C

.
纯绿泥石

圈 4 4000一400em
一
’

差示红外光谱图

F ig
.
d D ifferen ee infra一r e d

s P e
e
t r u m i

n t h
e 4 0 0 0

一
4 0 0

e
rn

一
1

流尸节扩气贪一而
em才正

和 S 卜O 一
A l分别在1032 和 lo 10

cm 一 ‘
呈双尖峰

,

这 四个吸收峰是何等的接近
,

在它们的

混合谱M 中
,

后者究全被前者掩盖
,

可是在差示光谱D 中
,

则获得了丝毫不变的绿泥石特

征频率
。

绿泥石的O H 振动频率和5 1
一
O 一 5 1

、

S 卜O 一
( A l

、

五19 )振动频率都是对鉴定其属

性起决定因素的吸收峰
,

它们的任何干扰和位移都会为鉴定同类矿物的属性带来困难
。

( 三 ) 差示光讲定 ,

为了使定量实验接近于天然粘土矿物伴生的配比
,

同时又便于检查方法的准确度
,

笔者用纯 的粘土矿物单体模 拟配制了符合实际 的粘 土矿物复合体
。

分别 称取高岭石 80

m g
、

蒙脱石 18 0m g
、

伊利石140m g
、

绿泥石 40m g和石英6om g共soom g与澳化钾soom g

一起置于玛瑙研钵中研磨混均作样品备用
。

按实验叙述的样品制备手续 压 制成 片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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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一I R 系统中测量
,

所得光谱数据用上述基础研究的方程编写定量程序计算各单体粘土

矿物的含量
,

其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的结果表明
,

随着测定谱图中官能团吸收峰 的特征频率愈多
,

定量准确度也

相对提高
。

高岭石
、

蒙脱石和伊利石均取A 卜
·

⋯O H
、

Si

一
O
一
Si

、

A l ( M g 卜
· ·

⋯ O H
、

5 1
一
O
一
A l和 5 1一 O 五个特征频率的定量结果平均

,

它们的相对偏差均小于土2
.
5 %

。

而 石

英只取了一个特征频率 ( Si
一
O
一
Si ) 的定量结果

,

其相对偏差为
一
10

.
0 % 绿泥石是四个

特征频率的平均定量值
,

其相对偏差卫虽然大于 5 %
,

但其绝 对偏差居 于前 三种矿物之

间
。

所 以相对偏差偏大的原因是由于含量低造成
,

属正常现象
。

另外
,

笔者还注意到表

中的所有粘土矿物 ( 石英除外 )用A 卜
·

⋯ O H 特征频率定量的 结果均偏低 ( 为负值 ) ,

而用51
一
O 一

Si 特征频率 的结果均偏高 ( 为正值 )
。

这可能是由于 5 1
一
0
一
Si 在粘土上矿物

表 2 复合枯土矿物差示光讼定 , 分析结果

T able 2 A n aly tieal
resu lts of th e d iffe

ren ee sp eetra fo r

the ela了 m in e
r a l m ix t u r e s

毅
人1 O H 含量 } 5 1

一

O

一

5 1 含量 A I(M g)

一

O H

频率cm
一 ‘

含量】S卜O
一

人! i含量 5 1一0

频率

cm 一i

含量
)
平均

}
配 制

,含量 ,含星

频率c m
一 卫

别
频率cm

一 ‘

7
.
, }

终 }频率
cm 一 飞

l 界 拓 } 多 拓
{

“
·

。

{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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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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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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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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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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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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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脱石

伊 利石

, 7
.
4
}

1 8
·

5

⋯ }17
·

6

{

2 4

.

0

绿泥石 } 3680 3
。

5 1
1 0

0
0 ⋯
;· 5

5

。

4

1 3

·

5

1

3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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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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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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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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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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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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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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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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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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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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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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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5
C

o
m p

o n e
t 耳u m b

e r o f 扭i耳t u r e v s 。
r e

l
a t i

v
i t y

s t a n
d
a r

d d
e v

i
a t 王o n s



期 周炎如
: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定粘土矿物复合组分的研究

中属最强吸收带
,

而 A 卜
·

⋯O H 的吸收强度只是前者的 1 / 2 弱的原因所致
。

众所周之
,

各种粘土矿物其结构有相似之处
,

因此反映在它们的红外光谱吸收带的

频率位置也很相近
。

表 2 所列的五种矿 物的不同 官能 团的频率 位置
,

有些仅 差几个波

数
。

不难预料
,

随着粘土矿物复合体 中成分数量增加
,

其吸收峰的重叠现 象愈严重
,

不利

于差示定量
。

同时高斯
一
赛德尔法对计算过分重叠现象的数据误 差也随 联立方程组 的增

加而增加
。

为了考查这个问题
,

笔者配制了 1 、

2

、

3

、

⋯⋯ 10 个不同组分数 的复合粘

土样品
,

其 中每个复合体中用三种不 同比例配制而成
,

每一复 合体的含量 取 其平均偏

差
,

进行差示定量实验
。

其结果绘制成图 5 的曲线
。

该曲线表明
,

复合体中大于 6个组

分时
,

定量 的相对偏差急剧上升
,

也就是准确度急剧下降
,

不适用于本法
。

而当复合体

中只有 6 个组分或小于 6个组分 的粘土矿物 的差示定量法才符合地质的要求
。

五
、

结 语

差示光谱和差示定量克服了 因谱带重叠带来的系统误差
,

为复合粘土矿物的定性鉴

定和定量分析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新方法
。

由于方法能获得不受干扰和不发生频率位移 的

粘土矿物单体的吸收带
,

为鉴定其结构和属性提供了精确 的光谱数据
。

对含 6个和 6 个

以下 的复合粘土矿物的定量分析
,

其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士 3 %
,

用五种吸收频率测量 的

含量
,

其绝对标准误差在0
.2一0

.5% 之间
。

收稿 日期 1986 年元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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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国际沉积学大会简介

第十二届 国际沉积学大会于八月廿四 日至开 日在澳大利亚 的堪培拉市举行
,

历时一

星期
。

来自世界各国的近千名代表会 聚一堂
,

在堪培拉大学的音乐厅进行了隆重的开幕

式
。

在开幕式上
,

沉积学会主席H
.
G
.
R eadi n g教授作了

“沉积学现状
” 的报告

。

接 着

SP E M 的主席H
.
E
.
C lif to n和维斯康辛大学的R

.
H
.
D o tt

,
J

r ,

分别作了重要的学术演

讲
,

他们的题 目是
: “全球沉积地质学研 究纲要

”
( G S G P ) 和

“沉积地质学的回顾和

展望
—有的观点陈旧 了

,

有的是新的
,

有的是借用的
,

有的还是蓝图
。 ” 最后这次大

会推选西德沉积学家H
ans.F 仓c h tb a u e r为本届国际沉积学会主席

。

这次大会共分为43个专题组进行广泛的学木交流
。

从分组的情况看
,

除了各部门沉

积学象海洋
、

湖泊
、

风成
、

火山
、

低比降河流
、

风化层和蒸发岩等单独分组外
,

墓本上

存在 三种趋势
: 1) 强调 了全球性历史性和指导性的研 究

,

像地球历史
、

沉积 学前 缘 领

域
、

太古界
、

元古界
、

总概念
、

历史与哲学
、

综合海洋等专题 ,
2) 学科的分 工 愈 趋 精

细
,

重视机理的研究
,

例如与海洋沉积有关的专题就有13 个之多
,

它们是
:
海面变化

、

陆

架
、

陆架碳酸盐
、

潮缘碳酸盐
、

岸线
、

有机 沉积
、

潮汐碎屑岩
、

陆缘礁体
、

蒸发岩
、

陆

坡
、

深海
、

碳酸盐成岩作用
,

综合海洋
、

同位素
。

在盆地类型和沉积机理 方面有前陆盆

地
、

裂谷
、

活 动板块边 缘
、

稀有事件
、

床形与构造
、

微生物
、

地球化学等
。

3) 生产实用

性的专题增多
,

如燃料
、

泥炭和煤
、

富铁沉积
、

层状金属沉积
、

锰矿沉积
,

磷酸盐
、

砂

矿沉积和地下勘探
。

这次沉积学大会预示着沉积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

即全球沉积学时代
。

实际

上
,

四分之一世 纪以来
,

板块构造
、

古海洋学
、

古气候学
、

地震学和沉积地质学都 已经

强调 了地球特征
、

构造和各种过程的统一性和 内在的联系
,

为开展全球规模 的新研究和

建立新概念提供了基础
。

沉积地质学长期以来在地球科学中
,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产

实践上一 直保持突出的地 位
,

现在面临新的挑战
,

必须开拓眼界
,

与其它学科密切合作

和交流
,

选择主攻 目标
,

确定具体课题
。

这次沉积学大会期间提出
: “全球沉积学纲要

,
( G S G P ) 供世界沉积学家评论

,

主要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

1
.
研究地层中全球性的韵律和享件

,

建立全球的层序地层 学 ( Seque rc
e
St
n at 卜

g ra p h y )
。

这就意味着沉积学的研究不再 限于岩石 圈本身
,

还涉及到水圈
、

气圈和生物

圈
。

它包括海面变化周期及其机制的研究
、

黑色页岩及大洋缺氧事件(O A E ) (下特5T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