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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球粘土应成为独立矿种, 湖沼球粘土中含"内胶体"的自生高岭石是生物有机质作

用造成 ,水云母、I- M 间层粘土矿物及有机质会增加可塑性、粘结性及干燥强度, 钾、钠的增加可

降低烧结温度。沉积球粘土与残积成因高岭石为无序或较无序, 古生代煤系高岭石为有序和高度

有序, 岩浆热液成因的高岭石常为有序或高度有序; 北方古生代软质粘土(紫矸)为规模较大、较为

均匀稳定的高度有序高岭石,应积极开发。硬水铝石岩溶铝土矿应属于生物有机质成矿作用的沉

积型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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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笔者曾长期从事我国铝土矿粘土的地质找矿及

生产开发研究, 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和协助下,已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1997年,笔者曾对此项

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回顾, 并附有自己已经发

表的论著 150篇(本) [ 162] , 供同行参考和批评指正。

近 10年来,退休后的笔者在社会有关方面的信任委

托和帮助支持下,又相继取得了一些成果与经验,现

将其中重要收获归纳出来,作为 铝土矿粘土研究的

回顾 一文的续篇。文末附上近年来撰写和新近整

理的论文篇目(共 50篇) ,供读者参考。

1 对球粘土的新认识

( 1)我国球粘土应成为独立的矿种,与国际接轨

(球粘土的结晶学性质这个内在因素与高岭土及耐

火粘土不同,其派生的性质更不一样)。

( 2)湖沼球粘土中多含"内胶体"自生成因的高

岭石,是受到生物有机质成矿的重要作用所致。

( 3)国外研究指出,球粘土常含 5% ~ 45%的水

云母、少量 I- M 间层粘土矿物及有机质, 还会增加

其可塑性、粘结性及干燥强度;由于易熔杂质钾、钠

含量的增加,则产品烧结温度降低, 有利于成本减少

(指用于陶瓷)。随着我国球粘土工作的进一步开

展,我国陶瓷业将多用此类球粘土, 例如四川已找到

大型球粘土矿, 其中 K 2O 达 3% , Na20达0. 14%,

即水云母达到 30% , 其他杂质多, 现只用于地砖

生产。

( 4)球粘土一般由无序高岭石组成, 颗粒极细,

多小于 1~ 2 m ,可塑性很好, 例如广西南宁地区所

产世界级球粘土(可塑指数可达 36~ 53之间) [ 194]。

但其着色杂质铁、钛常存在于高岭石八面体结构内,

选矿时难以除掉。因此,其白度不会很高,而粘浓度

也不高(即流动性差) ,不适合作造纸涂料,可作高级

耐火材料等用。

2 对高岭石有序度的新认识

( 1)高岭石有序度的特点。根据热力学原理,晶

体结构随着温度增高, 而变体的对称性也增高。实

践证明沉积球粘土与残积成因高岭土中高岭石因形

成于常温常压环境下, 一般为无序或较无序。而古

生代煤系高岭石主要为有序(硬质粘土、夹矸)和高

度有序(软质粘土、紫矸)。但后二者的有序度不同

(且常伴生) ,则与深层热水进入粘土孔隙与否很有



关系。又岩浆热液成因的高岭石常为有序或高度有

序(其规模及稳定性较差)。

( 2)高岭石有序度与开发应用的关系。例如生

成于新生代的球粘土, 其中无序高岭石未经重结晶

和有序化, 其表面能大、可塑性好,常作陶瓷及耐火

材料的粘结剂使用。当用球粘土加热转变莫来石时

所需破坏晶格能较小。反之, 用耐火粘土则所需破

坏晶格能较大。总之,高岭石有序度的不同可影响

其理化性能。笔者曾提到我国尚缺乏高档的高岭石

产品 双 90 造纸涂料高岭石,原用南方水洗高

岭土不是高度有序度高岭石, 其粘浓度为 66. 1% ~

71. 8%,达不到 72%的要求。若开发北方古生代

软质粘土(紫矸) , 则为规模较大较为均匀稳定的高

度有序高岭石, 其粘浓度高(流动性好) ,质量较好。

3 硬水铝石岩溶型铝土矿成因的新

认识

世界此类型铝土矿 90%以上产于我国, 也是我

国最主要的铝土矿。其成因各家主张不同,笔者正

式提出"应属于生物有机质成矿作用的沉积型铝土

矿"。其生物有机质成矿作用不仅表现于原岩的湿

热风化阶段,也表现于搬运、沉积阶段, 还表现于成

岩、后生、表生以及后期风化等成矿的各个阶段。其

成矿模式可概括为"各阶段、多因素、不同程度的连

续成矿", 其中生物有机质的成矿作用是持续发展的

重要作用。其搬运方式属于碎屑和胶体不同程度的

兼有或称混合沉积。这与 阿尔汉格尔斯基

化学沉积说 以及 布申斯基 红土沉积粗

碎屑型学说 不同, 也与廖进范教授的 中国古风化

壳型铝土矿 或 古红土型铝土矿 不同
[ 179,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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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矿物学部分) [ C] . 贵阳, 1978.

[ 155] 偏岭石的加热相变[ A] .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1978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矿物学部分) [ C] . 贵阳,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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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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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C ] . 北

京,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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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 C] . 北京, 1979.

[ 160] 球粘土应被列为独立的矿种[ J] . 非金属矿, 1997, ( 1) .

[ 161] 论我国球粘土的特点及应用开发[ A] . 全国第三届非金属矿

应用开发技术交流会论文集[ C] . 建材地质, 1997, (增刊) .

[ 162] 铝土矿粘土研究的回顾[ J] . 地质找矿论丛, 1997, 1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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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ES ON BAUXITE AND CLAY DEPOSIT
LIU Chang-ling

( T ianj in Geological A cademy , T ianj in 300061, China)

Abstract: Ball clay should be def ined as an independent or e in China. T he autonomous kaolinite conta-i

ning endo-co lloid in ball clay is formed in lake basin log under influence of biog enet ic org anic mat ter.

Hydr o-m ica, I-M inter lay er clay miner als and o rganic mat ter lead to plasticity, coherence and dry ing

st reng th increment and low er K, Na to decrement of the sinter ing temperature. T he sedimentary ball clay

and the residual kaolinite are disordered o r r elat ively diso rdered kao loinite, kaolinite in Palaeo zoic coal

measures or dered o r highly ordered, magmat ic hydro thermal kaolinite ordered or highly order ed. Palaeo-

zoic sof t clay ( purple gangue) in the coal measur es occurs as relative uniform , stable and large size highly

ordered kao linite deposit s that should be vigo rously developed. Kar st diaspore baux ite should be bio-or-

ganically sedimentary bauxite deposit .

Key Words: bauxite; clay ; kao linite; ore- form ing pr oce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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