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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用 X R D
、

D T A
、

T G
、

I R等手段
,

对产于十来个省区 的
、

不 同产状 的二八面体水

云母矿物进行了测试研究
。

样品分为 Z M
、

1 M d
、

I M
, 十 I M等几种多型

。

文中列出了它们的X R D

数据及图谱
、

加热前后的 I R谱及部分化学成分和化学试
,

详述了其热学特征
。

建议 以矿物的脱经温度

高低参
,

照 X R D 谱的无 序程度
,

在日常鉴定工作中区分出绢云母 ( 脱经温度 > 7 0。℃ )
、

水 ( 白 ) 云

母 ( 脱轻温度60 0一 7 00 ℃ ) 及伊利石 ( 脱经温度 < 699 ℃ )
。

主题词 二八面体 水云 母 伊利石 粘土矿物 热分析

第一作者筒介 杨雅秀 女 49 岁 工程师 岩石矿物

本文所涉及的二八面体水云母矿物包括通常所说的绢云母
、

水白云母
、

水云母
、

伊

利石
、

云母等粘土矿物
。

由于这类矿物分布广泛
,

产状多样
,

成分变化较大
,

特别是不

易获得纯净样品
,

造成研究上的困难
,

因而其确切含义及划分界线至今不清
。

甚至在最近

的国际粘土矿物分类表 ( 1 9 7 5一 1 9 8 0 ) 中尚未确定它们的位置
。

国内有关这类矿物的详

细矿物学资料也不多
。

因此
,

在多年测试的基础上
,

挑选不 同产状的较纯水云母样品 20

个 ( 表 1 )
,

用 X R D
、

D T A
、

IR
、

化学分析并适当配合电子显微镜
,

对它们的热学特

征与地质产状
、

结构多型和成分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样品的多型和 X射线衍射 ( X RO ) 特征

L e v i n s o n ( 1 9 5 5 ) 据 X R D资料最早报道了伊利石和水云 母的 1 人l d
、

1 久笠
、

2 入1
,

和 3 T多型的数据
,

后来
,

D ir t s等 ( 1 9 6 6 ) 又报道了 Z M
:

多型
。

与 白云 母一 致
,

它们

的主要区别在于 ( h kl ) 反射
。

本文所测样品的多型分为 Z M
: 、

I M
、

Z M
, 十 I M 及

1 M d等四类
。

典型的 X R D谱如图 1 所示
,

数据列于表 2
。

除共有的反射线外
, Z M

,

型

的主要特征为3
.

5 7
、

3
.

7 4
、

3
.

4 9
、

3
.

2 0
、

2
.

5 6
、

2
.

3 9
、

2
.

1 3入等反射
, i 入{的 特 征 反

射则是 4
.

3 2
、

3
.

6 5
、

3
.

0 6
、

2
.

9 2
、

2
.

6 5入等
。

在 2 5一 3 5 。
( 2 0 ) 区间

,
1 人I的 反 射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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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样品特征一览表
T a b le r C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g e n e r a l V l e乍V o f m a j o

r , a m p l e s

样 号 产 地 产 状 外砚特征 多 型 备 注

L :
,

陕 西洛南

{ 小 文 蛤
正长斑 岩蚀变吸的绢英岩

淡黄色
,
显 微鳞 片状

,

蜡

状 光 i子

2入I
、

镜选
,

纯

T 仁 矢 色千枚岩戒弋 2 M 含很 少量 石英

…
t一浦J卜r

C h l

〔二k

、
仁炎西 安康

} 分 姐 河

蚀 变 成的绢 云钠长石 英片

军佘

灰 白色微 具 片理
含 少 最 石 英

,

微

谁迁亮 岭 了了

东高 州
花岗六 中的 浊变 毛少

、

了{ 浅 黄绿 色致 密块伏 人I

石 板
一

很少 量昆品质白

云母

X m 釜 河 北邯哪

三 工 材

不详
,
为钠 绢云 母 白 色块状 含

少
夔量长石

、

高

山卜石
,

微 录石 英

河北沙河 P 浅变吸角 长 气又片 土 六
矢 自 色

,

致密块状
,

较硬 2 、 I 原 于羊
, 户左

,

草 羊士 ( ? ) }
: : 一 」 ` { 浙江温州
入气

一

d
荟 l ’ 州 卜四

了”

渡 船 头

K g
’

江西上 饶

下
`
佑 洲

伙3 浙 汗 i择斡

寿 山 关

二狡山气热型
.

疑灰岩蚀 变产

物

黄 白色
,

致 密块状
,

蜡代

光 泽

入I + 1 \ 【
『点样

,

全屯

厂1 1

色
户山、

红
,

致 密 艳弋
,

毛七

仪` 江西 卜浇

厂 任 洲

黄 自 泣
, ;戈 结

2 、 1
1 + l人I

( 主 )

l 人l + 竺人I

系 样
,

爪 样
,

:

炸 ( 微 )

2 3 〔关 「一

或 二 水
f

,

几:
’ 含 沃

一

叫 河 琦二毕
’ l ilr 义 -

一

手 〔介
一

青
; `

l 诬块 伏钊
、
仁 、 丫 六 改

’

山 )匕跳

〔

开欢 石 勺 丫微
’

止绿

3 一 1 湖 北片洋 二矜 票沉 积 物
`

双
产气泣

区
,

含微 是石

石 门

江
一

亨江宁 { 厂了火一二 叠系沉积 讨之灰 位农
:
卜八

以
,

含微 经石

行 门 色 仁
`

; 之
.

{l 汁 感 代 2 以 ,

纯

l “
一

工尹 !
’ `

尔 三 水
,

砚 乙̀ 袱 2 以
.

含 f次量石 英

; 。 关 汇 {色琉松 砂
_

仁范弋 1 \ 上d 勺主
一

止
.

` ,

含很少 石

关
、

王之石

乐 千
二

`

〔 戈六色土 封芝 行淡 量石 英

云南 武 屯 多_

筑 球 己块
、
弋 J入I

铬水云母
,

含微

量黄铁矿

` 认
一

d和 X
。 由许冀泉提供 12 3 0和 18 4 4由赵杏援提供 2 4 由王诗份提供 入m 由郑 立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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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比 Z M
,

的少
。

1 M d多型的主要反射峰虽与 I M一致
,

但由于无序
,

反射数目大大

减少
,

强度变弱
,

而且不对称
。

与前人 ( Y od
。 r
等

,

19 5 9 ; v e l de
, 1 9 6 5 ) 的实验 资 料

一致
,

随形成温度的提高
,

水云母的多型 出现 1 人记一 I M一 Z M
,

的变 化
,

从 表 1 可

见
,

变质成的
“

绢云母
”
类只见 Z M

工

型
,

中
、

低温火山气热蚀变的块状水云母以 Z M
,

+ z M者居多
,

而沉积和风化的外生产物均属 一人J和 1 M d多型
。

R e y n o ld s ( 1 9 6 3 ) 和

M ax w e n 等 ( 1 9 6 7 ) 早就指出 Z M
,

八 五dl 比值随灰岩和页岩变质程度的提 高 而提高
,

最近
,

W
e a v e r

等 ( 19 8 4 ) 对南阿帕拉契地区水云母矿物的研 究 发 现
,

低 温 成 岩 带

( < 28 ℃ ) 的 Z M
,

型为 。 %
,

而高温的浅变质带 ( > 36 0 ℃ ) 的 2 M
l

型为 1 0 0%
。

因而

对多型种类及其含量比的研究可获得生成温度
、

成岩变质作用程度等的重要信息
。

圈 1 水云母矿物的 X射线衍射田 ( 铜靶 )

F i g
.

1 X R D P a t t e r n s o f t y p i e a l h y d r o m i
e a

( C u K a )



舰 沉 积 学 报 5 卷

表 2 水云母矿物的X射线衍射教据
T ab le Z x一r a yd i f f r ae t i o n d at a o f h yd r o i me a s a mp l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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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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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序度不同
,

同种多型的衍射峰形并不完全相同
。

L y Z 样品系通常所说 的 绢

云母
,

显微鳞片状
,

结晶较好
,

因此
,

几乎所有的声射线都能出现
,

峰形锐而对称
,

强

度大
,

类似大片白云母的衍射图
。

H Z 样品属块状硬质粘土颗粒细小
,

虽也是 Z M :
型

,

但衍射峰形宽矮
,

显然有序性较差
。

参照 D o n
og

e r
等 ( 1 9 6 9 ) 的方法

,

按10 人峰 半 高

处的宽度所确定的锐度指数来表示水云母矿物的无序化程度
,

测得
“
绢云母

”
类矿物均

小于 3 ,

其他蚀变的水云母在 4 一 10 之间
,

而外生成因的则在 7 一 12 之间
。

由此看来
,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
,

锐度指数可指示水云母矿物的有序一无序状态
,

并可反映其生成

条件
。

化学成分及结构式

由于纯净的水云母样品很难得
,

只选出 4 个无杂质的进行了化学分析
,

并以每个脱

水式 n 个氧的氧原子法计算出结构式
,

结果如表 3
。

由表可以看出
,

几个水 云 母 矿 物

中
,

四面体片中A l的占位率在 17 一23 %之间
,

均比白云母少
。

八面体的离子数为 1
.

94 一

2
.

0 7
,

属典型的二八面体类型
。

层间阳离子为。
.

” 一 0
.

70 %
,

其中K 占85 一 90 %
,

均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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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云母矿物化学成分的及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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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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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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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8 ( 一 )

O
。

了0 ( 一 )

0
.

11 ( 十 )

0
。

9 3 ( 一 )

0
。

7 2 ( 一 )

0 。
0屯( 一 )

0 。
7 0 ( 一 )

0
.

7 4 (一 )

ééō

化验者董光复
、
阎育新

、

陆红

白云母型矿物
。

2 : 1 层电荷基本由四面体片中的A I置换 iS 引起
,

八面体电荷 少
,

有些

出现正电荷
。

与W
o a v e r和 P ol l a dr ( 1 9 7 3 ) 所列出的 29 个伊利石化学成分一致

,

但 A I与

K 都属较高者
。

与O M e 二 毛 : H e K o 等 ( 1 9 8 2 ) 精选的绢 ( 水 ) 云母样更吻合
。

四个样品中
,

L y :

最接近 白云母
,

而风化作用生成的 B 4 6
,

厂e 、

人1 9
、

iS 和 H
Z
O 都比其余三个高

,

最接

近通常所说的伊利石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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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特征

水云母类矿物热分析曲线的变化是较大的
,

早期格里姆等 ( 1 9 37 ) 提出的伊利诺州

所产伊利石之差热曲线已成为公认的标准曲线
,

其上有三个吸热谷
,

第一个在 2 00 ℃以

下
,

相当于失去层间水
;
第二个在 500 一 60 0 ℃ ,

第三个在 800 一 9 0 0 ℃之间
,

都相当于经

基水的脱去
。

本次测试所得部分典型的差热曲线列于图 2
。

第 ( 1 ) 组均为蚀变成因的

产物
,

前五种属通常所谓的绢云母
,

都是 Z M
,

多型
。

在差热曲线上的特点是
,

低温没有

或基本没有吸热谷
,

有一个谷底温度在 6 80 一 9 4 0 ℃ ,

大而宽缓又不大对称的脱经吸热谷
。

在 1 1 0 0 ℃ 以上还有一个小吸热谷
。

第 ( 1 ) 组后面几条曲线与前五种不同
,

有明显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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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图 2 水云母矿物的差热曲线 ( 40 毫克
,

F i e
.

2 D T A e u r v e s o f h y d r o m i e a s a m p l e s

」三生上上
6 0 0 1 0 O 0

0

C

( 2 )

3 0℃ /分 )

( 4 o m g
,

3 0 oC / m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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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吸热谷
,

个别的为一复谷
,

脱经谷温度降低为 5 00 一 7 00 ℃之间
,

都不具高温吸热谷
,

样品在接近 1 10 0 ℃时即开始收缩并逐渐烧结
。

第 ( 2 ) 组是外生样品的差热曲线
,

其低

温吸热谷很明显
,

部分出现复谷
,

多数脱经谷温度低于 6 00 ℃ ,

有些曲线在 9 00 一 100 0 ℃

之间出现小的吸热谷或不明显的 S形弯曲
。

水云母的差热曲线特征与粒度大小有关
,

粒度细而分布集中者
,

热效应明显
,

脱经

谷深而窄
,

如 104 样品
。

而曲线上具有二个明显的脱经谷者往往是 由于样品中有两 个 级

别的粒度造成的
。

如 G k样
,

在隐晶质的水云母中含少量小片 白云母
,

故产 生 了 6 82 和

92 0 ℃两个脱经谷
。

又如 Q 3 样品
,

具变余凝灰结构
,

火山碎屑交代成的水云 母为约 < 2件

的细小颗粒
,

而碎屑 间物质所形成之水云母鳞片较大
,

多近于 3 一 5 终大 小
,

因而在差

热曲线上形成了 5 14 和 6 03 ℃的脱径复谷
。

与上述差热曲线相对应的一些热失重数据列于表 4
。

表 中的分子水主要是层间水
,

也包括吸附水
。

据热失重曲线上的台阶
,

将分子水与经基水的界线划在 25 0一 3 00 ℃处
。

水云母的热失重数值变化较大
,

与多型的演化和矿物有序度的变化一致
。

生成温度高的

Z M
、
型绢云母类矿物层间水很少 ( 见 L y Z )

,

而外生的 I M和 1 M d型伊利石 (见 10 4
、

B 46
、

Q l
、

3 一 1 ) 层间水多
,

均在 2 % 以上
。

此现象说明层间水的多少与水云 母 的 生

成温度等条件关系密切
。

这些矿物经基水的数量亦不一致
,

变化于4
.

6一 6
.

2%之间
。

其

中 K g
、

Q 3
、

K 工5 等凝灰岩蚀变成的水云母比外生成因伊利石的轻基水量还 多
,

这 点

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

也可能是 由于火 山热液的活性高
,

矿物中出 现 部 分 O于I
一
O

: 一

的 结

果
。

表 4 水云母矿物的热失盆数据

T a b l e 4 T G d a t a o f h y d r o
m i

e a S a m p l e s

样 号

分 子 水 工 )

失 重 量 ( 拓 )

经 墓 水 总 失 重

n八qó六曰一决工J八曰门J八叨é叮曰八曰
....

……
通

J

Sóbt̀工了nt6̀7onóU

`
l

口U八曰。n臼éOJ,1,J产Cn舀n.
....

……
JqSA
ō尸a叨勺一卜一à任óaùhL y :

H 2

撇

里
1

0
。

2

0
。

9

0
.

9
, 0

。

3

1
。

6

1
。

6

1
。

8

2
。

2

3
。

0 , 0
。

3

2
。

9

4
。

0

-OJI
啥.1

叭KQK

1 ) 有两数 字者分别为二个阶段脱水 的数值

部分水云母分两个阶段脱去层间水
,

在差热曲线上也呈现出相应的低温 吸 热 复 谷

( W d
、

B 4 6
、

3 一 1
、

L n )
。

此特征很像蒙皂石矿物
。

为了查明是否在水云母晶层 中出

现了膨胀层
,

对上述四个样品的天然定向片
、

乙二醇及镁
一甘油饱和片的d 。

值反复进 行

了测试
。

它们稳定于 1 0
.

0 5一 10
.

2人之间
,

没什么变化
,

说明并不是明显的膨胀层
。

推

测
,

在这些水云母 中
,

部分层间水分子与 2 : 1 层之间可能产生了比较牢固的 氢键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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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们脱出的温度提高
,

造成二阶段脱水
。

在 自然界
,

特别是沉积物 中
,

水云母经常与其他矿物伴生
,

有些水云母本身就含少

量膨胀层
,

这些物料 的差热曲线很难鉴别
。

选出20 条差热曲线列于图 3 ,

这些样品都是

经过 X R D 鉴定的混合物
。

其 中 1一 了是含膨胀晶层的伊利石
,

或含伊利石 /蒙皂石 的伊

利石
。

共 同特点是低温吸热谷大
,

脱经温度低于 5 50 ℃
,

第三个吸热谷较 明 显 ; 8 一 15

是含绿泥石的水云母
,

不具膨胀层
。

曲线上低温吸热效应小
,

脱经温度比上一类高
,

在

…
9 0 0

] 1 0
拼

了

司
8 “ ,

》 \

9 2 6

5 台万6 2 0

8 5 9

9 1 2
8 2 4

5 7 3

1 0 7

澎 9 2 4

5 7 0

1 5
8 4 8

氛书乙
3 “

矛
“

1 2 0 9 0 0

8 7 7

1 2 2 5 3 0

9 9 0

了
9 9 4

1 0 1

1 1 5
5 3 3

9 2 2

I 8

6 3 1
9 9 3

5

算
6 1 3

I 9
1 0 1

l 0
5 7 6

1 0 8
9 0 5

2 O

2 0 0 1 0 0 0
.

C 2 0 0

! 二 {
二

}气
6 0 0 1 0 0 0℃

含杂质伊利石矿物的差热曲线

,óù1tJ宝一0
。..

lee
孟01口D

F 19
.

3 D T A e u r v e s o f i m p u r e
i l l i t e

1 一南阳 E泥 岩
,

含少量膨胀 晶层 的伊利石 十 少量高岭石
、

石英 2 一长兴 C一 P页岩
,

成分 同 1 3 一三水 R泥

岩
,

伊利石 十 少量伊利石 /蒙皂石及微量高岭石
、

石英 4 一南阳 Q粘土
,

含约 20 拓膨胀 层的伊利石
十 微量高岭石

、

石

英 5 一小渡河 Q粘土
、

伊利 石 十 少最蒙脱石
、

高岭石和 石英 6 一 洛川 Q 3古土坡
,

结 晶极差有膨胀层 的伊利石 十 蒙

脱石和少量石英 7 一 双阳 Q粘土
,

伊利石 + 伊利石 /蒙皂石及少量石英
、

长石
,

8 一广元 P一 T 页岩
,

伊利石 十 少

量绿泥石 及石 英 ; 9一 辛庄 C泥 板岩
,

伊利石 十 绿泥石及少量石英
、

长 石 ;
10 一别列托开依 R泥 岩

,

绿泥 石 十 伊利石

11 一 阿克塔什 R泥岩
,

伊利石 十 少量绿泥石和方解石 12 一同 11 13 一潜江 R泥岩
,

伊利石 + 绿泥 石 14 一广德 T 蠕

虫 状灰岩之 不 溶残余
,

伊利石 十 绿泥石 和 石英 15 一迭 里曼克 N Z泥岩
,

伊利石 + 绿泥石及石英宜都Q 粘土
,

1 玉记型

伊 利石 十 少量高岭石
、

蒙脱石及石 英 17 一 辛庄 C泥 板岩
, Z M ,型 伊利石 + 高岭石 十 微量蒙 脱石及石英 18 一 青 田

蚀变凝 灰岩
, Z M

, 水云 母 十 叶蜡石 19 一 上饶蚀变凝 灰岩
,

水云母 十 叶蜡石 + 高岭石 , 20 一 7 号原样
。

除 16
、

1 8 、

19
、

20 为原样外
,

其余均为 < 2 卜的提取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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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0一6 0 0亡之间 绿 泥石在差热曲线上的反 映不明显
.

鉴定时极易漏掉 ;61一 71是混有

高岭石的伊刊石
.

从 1 0 0。℃左右的放热峰和比 伊利石深的脱烃谷易于识别 ;81一 91是水

云母与叶蜡石的沉合初
,

属蚀变成因
。

从曲线上很难识 3JJ 出叶蜡石
。

20 是与第 7 条曲线

对 比而做的
,

2 0是 原样
.

了是提纯 < 2 比 的部分
。

说明具膨胀层的矿物在低温部分本 该

有蒙脱石式的复谷
.

但在提纯过程中
,

由于水中氢离子刊匕间两价阳离子的且换 使 其变

成了单谷
。

;云母矿物的热转变

用红外吸收光 ;
、冬辅 以 X 射线衍射分析 片五个水云母矿物的纯样 ( L 手

一 _ 、

H
: 、

K 1 5
、

Q l
`

B 4 6 ) 延行了热牡交的 研完 在差热沪内将样品加热到邹 O 亡 ( f氏温吸热反应结束 )
、

4 0 0 ℃ ( 脱轻反应开始
,

但 L J 2加热到了00 ℃ )
、

8 00 c ( 脱赶 反应结束
,

L 手
一

:

为 10 00 ℃ )

以及 1 0 0 0
、

1 1 00
、

1加 o C 等温度 叔
,

然后分别进行 IR 分析
。

现将两种 代表性图谱 列 于

图 4
。

矿物的热转变可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由室温到脱经反应发 尘 前 ( 4 0。℃ )
,

矿

物的结构未发生改支
,

光谱纂本不变 ;
第二阶段由脱经 反应结束直到 1 10 0或 12 00 ℃ ,

随

经基脱出
,

高频区 3 62三。 二
一 `
的吸收带消失

,

由于和铝配位的 O H离子空缺
,

中低频区与

铝有关的吸收带变 :匕又
、

刃 门属 于反一 O一 人 1仲缩振功的。 3 0 下口兀 。: : 11 一 1

的吸收带消失或

变弱
,

属于布曲派劝 {;扣 。 :
一

1

收带或加强 ( 1。卫。一 几。 3。 : 丁 -

9 0 0 亡的样品仍能 览
.

1出 多型
.

姊
;: o : :

、 一 “
的吸收带所取 浅

凡下下交 ( ; 0
、

工10 c l :

而归属于 吸一 O 振动的吸

于尺 D 分析也证明
.

加 热 到

说明矿钧
浮

二保持
r

抓泞泛的结构骨架
;

以上
,

相 当 J 一拓二个吸热欢 匕结束
.

红 外光 沂发生了贡的变 沈
.

动的 1 0 3 0一 10
,

O :

一
`

于
二

J’ 丁O C 、

一 {;妇脚次
, ; l : 一 、

火自 俭侧
,

! } :

级
一

;三阶段 1 100 或 1 2 0 0 ℃

举 卜只出现千心表筑一 O 抵

型的富铝红柱 石 ( 5
.

1 ( 6 )
、

3
.

4 0 门 0 )
、

2
.

6 , ( 5 )
、

2
.

5 5 ( 6 夕:
.

2 1 、

儿 。。 亡 已转变成较典

( 5〕导主要反射 )
.

~

、 ~ z一
一

图 4 水云母矿物加热后的红外吸收光谱 ( K B r

压片法 ,

b s o r p t i o n s p e e t r a

( 刃、 B r p e l l e 亡

0 f h }
一

d : o i n i e a a f t o r }1。 几 t l : 1仗

: e e l l n 上q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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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

共
一

, ’
、

{灯 {{
、

水
_

扮」 物 咬道!
、

热
之
日

r

{ 4 1

而 B理6在 1 1 0 0 ℃出现尖晶石的反 射 ( 2
.

5 3 ( 6 )
、

2
.

谨。 ( 8 )
、

1
.

4 0 1 ( 10 )等 )
,

同时存在大

量非晶质相
,

继续加热到 1 2 0 0或 1 3 00 ℃红外光谱不变
。

看来
,

水云母高温相变的产物与

原始成分关系较密切
,

京铁
、

镁者易形成尖品石
,

反之易成红柱石
。

讨 论

水云母类矿物的命名一直比较混乱
.

C : i ,n 等 ( 1 9 3 7 ) 提出
“

伊利石
”
这一 名 称是

作为泥质沉积物
f

!
,

术片于泣级公母矿物的通称
.

后来在 已确认的伊利石中发现了混层
,

因而

它成了一个不太角切 的名称 E
: 。 、 、一 : 1 ( 19 6 1 ) 在其粘土矿物台名的体票中把 由 云 母向

蛙石和蒙皂石转变的一切矿物总称水云母
,

其 中包括伊利石
:

须藤俊男 ( 1 9刊 ) 则把富

铝的二八面体的这类矿物称作
“
云母粘土矿物 ( id

、

l\ ) ” 。 “
水 化 云 母

” 、 “ 水白

云母
” 、 “

伊利云母
”
等名称也通行于粘土学术界

, “
绢云母

` ’

一词常在 岩 石 学 中使

用
。

通常认为它是细小鳞片状的弱水化白云母
。

近期
,

B r i dn l e J等明确指出
,

伊利石应

只用于不具膨胀层的 10 \ 云母 粘 土 矿物
。

苏联的文献 中
,

与伊利石同义的是水云母
。

E
.

H
.

O
, , e 二 二 : 工工e

l{o 等提出 ( 1 9 8 2 )
,

用 乙醇或甘油饱和后样 品的 d
。

膨胀值来区分绢云

母 ( o 一 5 % 的膨帐层 ) 和 水云母 ( 5一 2 0夕石的膨胀层 )
。

最近
,

B a i 1C 手 等 ( 1 9 5 4 ) 在

1 9 8 2和 1 9 8 3粘土命名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
, “ 伊利石

”
作为矿物种 名保留

,

其含义是
:

非膨胀的二八面体的
.

成分类似多硅 白云母
,

每分子式八面体片 负 电 荷 0
.

2一 0
.

3 ,

层

间阳离子空位 ( 或水分子 ) 。
.

2一 0
.

1
,

最大层 电荷为 + 0
.

8 ,

代表 性 分 子 式 为 K
。 . 7 。

( A l
, . : 。

R i奋
: :

) ( 5 1:
. : 〕
人 x

。 . : 。
) O

,
( O I J )

2 。

与此同时
,

J
.

亏r o d o 五等 ( 19 8理)在 B a i l e y

主编 的 《 云母
「

一 书巾
,

对仍利石的特征
、

鉴定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其定义 为 “ 不膨

胀的
,

二八面体铝的
,

押质的
,

以钻土 位级 ( 小于 4 ,: ;二 ) 产出的类云母矿物
。

实际上
,

在 白然界
“
;
`
存在 枯丫由自云母一端云母一 j几 ( 白 ) 云母一 妈利 }

`

一
了
, 利下 / 荣皂石混层矿

物一蒙悦 行灼矿物演之系列 在北系列 甲
.

11 日和 5 1注浙增多一 \ l和伙逐渐 :
「

艾少
,

矿物

颗粒 变细
,

绘均 111 有片二到无序
,

膨
’

}{之层 山无到有
.

由少到多
,

层门固 止态阳离子逐渐被

可交换态阳离子及 长分子取 代
.

矿物的生成温 度和 压力也是由低到
:

:

》;的变化
。

为了准确

细致地划分这类矿窃种属
,

必须有精确的 X 射线数据和 化学分析资料
,

沮这在一般的生

产实际中是做不到的 口此
.

据笔者的研究结果
,

试图依矿物的悦赶温度高低
,

提出对

二八面体水云母矿物划分的意见
,

与大家探讨
。

1
.

脱经温度 7。。℃以上者称
“
绢云母

, ,

其一般特点是显微鳞片状
,

粒 径 5 一 10 拼

以上
,

可达二级干涉色
。

X R D谱上峰锐而多
,

类 似大片白云母但较弱
,

基本 为 Z M
,

型
。

D T A 曲线上低温吸热谷很小或没有
,

相应的失重在 0
.

5 % 以下
。

K
:
O的含量大约 9 % 以

上
。

大多 为轻微区域变质或 中高温蚀变产物
。

2
.

脱经沮 度为加。一 6 00 ℃
,

特别是低于 5 50 ℃者
,

称伊利石较恰当
。

一般 矿物颗

粒细小
,

常小于 2 : ` ,

干涉色一级黄自
。

x R D 曲线上峰较宽
,

蚀变成因的 以 竹 I 多 型 为

主
,

沉积和风 化的以 ! \ ! d者居多
,

d o 可达 1 0
.

2 人
,

常含少兰吩胀层
。

D T 人 曲线 上 低温

吸热谷显著
,

相应的失水量约 1
.

5% 以上
。

K
Z
O 含 贫一般小于 了 %

。

主要产于 中
、

新生

代沉积和风化物中
,

部分低温蚀变成 因
。



4 2 几 于
「 ( 少J

全 报 5卷

3
.

脱羚温度为 60 0一 7 00 ℃者可称水云母或水白云母
。

以 ZM
:

及 ZM
: + IM 多型为

主
,

主要为热液蚀变产物
。

遭受较强成 岩作用的泥质沉积
、

冰水沉积亦属此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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