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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1 9 84 年全国铝土矿学术讨论会

刘长龄 吕达人

中国地质学会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委员会
,

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和福建省地质学会于 1 9 8凌年 10 月 2 6日一 31 日在福

建省 同安县联合 召开了全国第二届粘土科学学术讨论会
。

与会代表 1 54 人
,

他们来自地质
、

建材
、

冶金
、

煤 炭
、

石油
、

化工
、

海洋
、

转工
、

中国科学院及大专院校等部门
。

大会共收论文 1 84 篇
,

在会议上 以各种形式交流了 120 余篇
,

这 笼

继全国第一届粘土 科学学术讨论会以来又一 次粘土科学工作者共聚的盛会
。

会上 由参加 第廿七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代 表
,

地科院矿床所副所长郑直介绍了大会的盛 况
,

特 别是非金属 矿产 方面

世界的新进展
。

请 章人骏
、

许冀泉等儿位专家做了有关当前粘土研究新进展的学术报告
。

会议分成四 个专题组进行 交

流活动
,

有高岭土组
、

膨润土和镁质粘土组
,

泥 质岩组和耐火粘土组
。

小组会上用宣读论文
,

中心发言
,

讨 论中 发言

等形式进行了生动的学术交流
。

还组织了 “ 2 0 0。年粘土科学发展和同安县高岭土开发利用 ” 的专题座谈会
,

展 望 了粘

土科学工作的未来
。

会议期间参观了郭山花 岗岩风土残积型 高岭土矿床 和石碍滨海沉积型 高岭土矿床
。

此次会议的特点是以铝矿为 中心 的多科学学术会议
,

除地 质专业以外
,

还有采矿
、

冶炼
、

耐火材料工艺
,

选 矿及

综合利用等
。

现将有关铝土矿地质方面具有代表性文章简介如下
:

《 中国招土矿的成因类型 》 一文
,

把我国铝土矿的成因类型划分为 3。个类型
。

这 比过于 简单的过去 我 国铝土矿的

成 因分类
。

( 一般只分 “ 红土型
,

沉积型
,

堆积型
”
所谓三大类型 ) 而有明显 的不同

。

它 首先从构造区 的不 同分为地

台区
,

地槽这两大区
,

继而根据成矿作用
,

母岩
,

沉积相或特征矿物 因素的不同逐级加 以划分
。

《 我国主要妇土矿床成因类型及其控矿因素 》 《 中国铝上矿床类型及其成矿机理几个问题 》
、

《 中国铝土矿 成 因

调查研究报告 》 、 《 华北G层铝土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成因探 讨 》 … … 等论文
,

是对 我国铝土矿主要矿床成因类 型 或

工业类型进行了划分
,

例如划分为
: 1 ,

海相沉积矿床 ( 主要指岩溶铝土矿床 ) ; 2 ,

陆相沉积铝土矿床 ( 主 要指硅

酸盐岩中间的铝土矿床 )
, 3

,

风化壳红土型矿床 ( 又 分残积铝土矿床与坡积铝土矿床 ) , 4
,

风化壳 堆积型矿 床
。

这样的矿床分类仍然类似传统的分类
,

但简单方便
,

也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

在铝土矿论文交流过程中
,

着重讨 论了以

下几个问题
:

1
.

关 于岩溶侣土 矿床的沉积相间题 主要指 我国华北地台中石炭统的所谓 “
G层 ” 岩溶 铝土矿床的沉积 相

。

主 张

“ 海 相沉积说 ” 的认为
,

矿床 分布广
,

规 模大
,

矿石中有伊利石存在 ( 碱性环境 )
, 主张 “ 湖泊相 ”

( 含少 量 沼 泽

相 ) 沉积说的认为
。

矿床都分布于古陆附近的湖盆内 ( 岩溶洼地及漏斗 )
,

矿层本身迄未发现海相化石
、

( 如 采上 下

围岩仍见海相动物化石
,

也可用短暂的 “ 海泛
”
来加 以解释 )

。

矿石 中主要粘土 矿物往往为高岭石
,

矿层上 部一 般有

高岭石硬质枯土伴生 ( 但伊利石可以是机械搬运而来的或后生交代的 )
,

这些又是陆相沉积的证据 ( 成为海侵 到达前

的湖泊沉积环境
。

地势略高
,

使 海水 暂不能进入 )
。

2 .

关于沉积铝土矿的搬运方 式间题 主 张胶体质点在腐植酸的护胶 作用下
,

经水流搬运而沉积的 ( 即我国传 统的

学说 ) , 其次是主张古风化壳机械运动而沉积的 ( 不少是受苏联 Lll
.

H
.

布申斯爹观点的影响 ) ; 第三种意见认 为
,

一

般 以胶体搬运为主
,

经常还伴 随有呈悬浮物的 A I凝胶及高岭石
、

水云母等的胶体及碎屑
。

铝 土矿体总 是 和铝质 岩 ~

拈土岩相有关
,

而不 与碎屑岩直接接触
,

而且铝土矿矿石 中一般不含石英
、

长石等碎屑
。

而铝土矿中的碎屑结构 往往

为内碎屑
,

有时也可以 碎屑或悬浮质点为主 ( 即机械沉积为主 )
,

但矿床规模不 会大
。

总之
,

每个矿还 不一定兄全一

样的
。

、

3
.

关于岩溶铝 土矿床的物质来源间题 主张由下伏奥陶系 灰岩的风化残积的 ( 即相 当传统的 “ 钙红壤 ” 说
,

国 内

外早有存在 )
,

此次有论文 用 “ 沉积的化学分异作用 ” 来引证
,

或者说下伏灰岩残余物的化学成分 与铝土矿的 颇相类

似 , 并且是 “ 就地 取材 ” , 其 次主张铝上硅酸风化经水流搬运 而来的
,

认 为铝土矿床均沉积于 古陆附 近 的 岩 溶 洼地

内 , 第三种意见 ( 如 《 华北地 台铝土矿的物质来源 》 一文 )
,

认为铝上矿床的物质来源主要与沉积 盆地 附近古陆上的

铝硅酸盐岩石风化产物有关
,

也有下伏的岩石 的风化残佘物的参与
,

并且少数矿 区甚至可 以后者为主 ( 钙 红壤 )
。

看米

各个矿还不会千篇一律的
,

其理 由有①铝土矿 A l / T i比 值往往与岩的不 同
。

②华北铝土矿 A l / T i比 值 与 附 近 太 古

界岩石的一致 ( 中酸性— 中性火山岩
,

即现今分布较广的片麻岩及片岩等 )
。

③矿石中重矿物标型特征 可 以 证 实

( 主要与铝硅酸盐岩石的相似
,

较少的与下伏灰岩的相同 )
。

④在铝土矿层下部不整合面上有时可 见 一 至 多 层碎 l]J

岩
,

说明铝 土矿的物质来源主要不是下伏灰岩
。

⑥铝土矿与粘土岩有 时呈互层状
,

界线清楚
。

⑥铝土矿可与煤层伴生

或为夹层
。

⑦下伏灰岩长期化学风化往往使水介质呈碱性
,

不利于铝土矿中的高岭石形成
。

4 .

某 些物质成分间题 孝义铝土矿床中湃铝石及储铝的存在问题
,

多数 认为 “ 征据不足
” 。

平果铝上矿床矿石 中

有 5

— 10 拓的硬铝石难 溶问题
,

其 解释不同
。

一种 认为结品较粗的后生 “ 充 品硬铝石
”
的影响 , 另一种则 说 “ 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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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硬铝石呈紧密聚状态
,

孔隙率很小
,
比 表面积很小

,

相对来说
,

这部分矿物溶出最为困难 ” 。

而笔者认为这两种 可

能性都存在
。

总 之
,

此次全国铝土矿学术讨论会议的 召开是十分必要的
。

初步核算了我们的科研成果
,

搞清 了存 在的分歧意见和

薄弱环节
,
以及今后 努力的方向

。

在讨 论会上 与会者各抒已 见
,

认真讨论了分歧 的学术间题
,

均能做到 尊重对方的意

见
,

求同存异
,

取长补短
,

相互学习
,

并 表示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用事实来解决这些难题
。

在工作方法 上
,

既 要深入

野外地进行工作
,

搞好大比 例尺的岩相 古地理及成矿预测 ; 又要 认真细致地搞好各项室 内测试
,

提倡综合分析
。

在地 区

上 要结合生产
,

对华北
,

西南等重 要矿 区进一步研究
,

又要对开发地 区特别是西北地 区进行认真的大量工作
。

虽 说 此

次学术会议与世界先进水 平有一定差距
,

但大家团结一致
,

干 劲很足
。

希望 在下次全国铝土矿学术讨论会 议上能有较

多的地质科研工 作者参加
,

拿出更多的优秀科研 成果
,

为社会主义 “ 四化 ” 和赶世界先进水 平作贡献 1

幻
勺

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