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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
,

因为红土化作用是在强烈淋滤 (用

酸溶液 ) 与氧化良好的条件下的一种脱硅化作

用
。

S m ith s o n 和 B r o w n (1 9 5 4 ) 说
,

如果蚀变

强度较差
,

则地开石与石英的次生加大以及溶

蚀状长石颗粒同时出现
,

这一伴生关系似乎说

明长石是 自生高岭石和次生石英 的 物 质供 给

者
。

H e m in g w a y 和 B r in d le y (1 9 4 8 ) 认为粘土

矿物在溶液中通过粗碎屠的大规模运移
,

可以

导致意想不到的矿物组合
,

如新鲜的长石与琪

隙高岭石的组合
。

一些应用在鉴定沉积环境中的意义

如果认为与砂体 中粗碎屠物质同时沉积的

高岭石反应了沉积环境 (W
e o v e r ,

19 6 0 )
,

那末

就不得不认定砂岩的结 构原来就 是那样 的
。

如p o tte 刃和 G la s s (1 9 5 8 )所说的
:

用页岩来估

算沉积时的粘土矿物成份比这个准确
,

因为
,

在渗透性低的岩石中
,

原生粘土矿物可能比在

砂岩中较少受到成岩作用的影响
。

从理湍上考虑
:

非海相砂更易于形成成岩

时期的高岭石
,

这就限制了应用这种粘
: 卜去鉴

定沉积环境的可能
。

翩油物性 在部分或全部孔隙中出现次生

高岭石显然降低了作为储油层的砂岩的最初品

质
,

被粘土所 围住的碎屑显然大大降低 了未变

质建造水的渗透性
,

其影响通常比蒙脱石和绿

泥石复盖在颗粒上的薄膜还要大
。

事实上粘土

薄膜在某些情况下对储油层的出现起了部分的

作用
,

它阻碍石英在某些深埋砂岩中的次生生

长
。

在Illin o is
盆地的 C h e : te r

砂岩中
,

S m oo t

和 N ar 抓 n (1 9 6 0 )观察到储油层 中高岭石在整

个粘土矿物 中所占的比率比非含油砂岩要大
。

S m o o t (1 9 6 0 )还注意到
,

在 C h e a t o r
砂岩中

,

高岭石墉加的话
,

渗透性也相应的增加
。

在打钻和生产时
,

填隙流体性质的改变使

高岭石受到影响导致砂岩渗透 性 的 进一 步 降

低
。

虽然高岭石本身不会产生重大的水灵敏效

应(D o d d 和其他人
, 1 9 5 5 )

,
B a p tis t 和 Sw e e n e y

(1 9 5 5 )曾指出淡水相含有高岭石和伊利石的
,

砂岩岩心的渗透性
,

比之相应的油水相砂岩要

低
。

他们的资料表明
,

在 W yo m in g 的白要纪

和宾夕法尼纪只含高岭石和伊利石的砂岩中
,

蒸馏水的渗透率是油水的 0
.

3一0
.

87
。

他们指

出
,

这种效应可能不是永久的
。

在 B aP ti s 七和

Sw ee ne y (1 9 5 5) 所研究的一些岩心中
,

导入淡

水之后的空气渗透性与原来一样大或更大
,

在

高岭石粘土的情况下
,

钻进或二次 回收 过程

中淡水的导入使晶体分散
,

结果堵塞了一些孔

洞
。

当导入盐水时
,

粘土晶体显然保持集合体

状或
“

书页状
” ,

对液体的流动很少阻碍
。

如果

在导入淡水之后再导入盐水
,

可能会发生分散

的粘土重新定向地聚合起来的倾向
。

(孙以邓释自美国
“
沉积岩石学杂志

” 196 4 年

3 4 卷第一期
,

1 0 2一 1 1 1 真
,

张义捆校)

染色法油浸法测定粘土矿物中的几个简盖

第六普查勘探大队实触室 置根湘

在我们所分析的一些粘土矿物样品中
, (其

中包括露头样品和井下样品) 绝大多数替含有

不等量的碳酸盐
。

这可以将手标本加盐艘处理

观察起泡强度
,

大致估计碳酸盐的相对含量
。

如果碳酸盐含量在 50 多以上者
,

实际上已不是

粘土矿物了
,

可以不予考虑
。

如果碳酸盐含量

在 50 多以下者
,

应设法给予去除
,

否则对粘土

矿物的各填分析成果
,

会造成错误
。

在分析的

样品中还有一部分粘土矿物为 铁质浸染 成红

色
,

也有少部分因含有机质而呈黑色
、

深灰色
、

灰黑色等
。

上述这些粘土矿物样品在分析前应

设法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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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文献认为采用 1一 3多的盐酸处理为

宜
,

应该考虑到盐酸对粘土矿物的破坏性是大

的
,

如果粘土矿物破坏了
,

其成果就不具实了
。

我们也曾采用过用不同浓度的盐酸去除碳酸盐

和铁质的试验
。

但从结果中看来误差较大
,

粘

土矿物很容易遭到破坏
。

为了去除粘土矿物中的碳酸盐
,

可以考虑

二者物理性质上的差异
,

利用这种差别
,

借助

物理方法来加以分离
。

二者物理性质之差别在

于
:

粘土矿物具亲水性和吸水性
,

部分粘土矿

物如蒙脱石类矿物吸水后具膨胀性可塑性
,

比

重为 2
.

4 左右
。

而碳酸盐类矿物与酸作用后极

易溶解
,

有极少量部分可溶于水
,

比重为 2
.

7一

2
.

8 左右
。

试验证明
:

取相同粒级的碳酸盐和粘土矿

物 (小于 0
.

01 m m 者 )
,

制成悬浮液分别放入

试管中
,

可以发现碳酸盐的沉降速度要比粘土

矿物快得多
,

等碳酸盐全部沉淀后
,

粘土矿物

仍有部分在水溶液中悬浮着徐徐下沉
,

以上说

明
,

因粘土矿物具亲水性和吸水性
,

保持为悬

浮状态的时间较久
。

如果通过人工方法使颗粒

再细小一些
,

悬浮液就会保存一段相当长的时

l可
,

甚至 10 一 15 天都是可以的
。

试验证明
:

取含不等量的碳酸盐的粘土矿

物制悬浮液
,

沉淀 24 小时
。

分别取悬浮液和下

部沉淀物置于载坡片上
,

用 5万 盐酸和二者作

用
,

立即可以发现沉淀部分强烈起泡
,

而悬浮

液部分不起任何反应
,

用 同样方法放在 80 倍显

微貌 卜观察急浮液部分也无任何反应
。

进一步

将悬浮液取出烘干
,

将制好的悬浮液薄片用5厂

盐酸处理也不见任何反应
。

在 80 倍显微镜下

观察也见不到任何反应
。

以
_ L试验说明粘土矿

物中的碳酸盐全部沉淀到试管底部了
,

而悬浮

液中不再有碳酸盐存在
。

既然如此
,

用这种悬浮

液进行染色分析和进行油浸法鉴定是不会影响

粘土矿物分析鉴定成果的
。

在含有碳酸盐样品中为了 制 得
_
L述 悬 浮

液
,

对于碳酸盐含量较高的粘土矿物只取 0
.

5

克样品做分析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

试验证明样

品多取较少取为佳
,

一般在 2 克左右
。

因为当

取 0
.

5 克样品时
,

如果碳酸盐 占整个粘土矿物

中的 30 厂时
,

这样粘土矿物实质上只占 了O拓
,

只有 0
.

肠 克了
,

加之碳酸盐下沉时的 碰撞作

用
,

也带动了一些粘土矿物颗粒的下沉
。

如果

样品中具微童电介质
,

粘土矿物则就更难怂浮

丁
。

样品多取后
,

粘土矿物的相对含量多 J
’ ,

在磨制过程中只需稍加注意
,

郎可制得含大量

粘土矿物的悬浮液
。

一般情况下碳酸盐在水中的溶解度是极其

微弱的
。

用含碳酸盐的粘土矿物制成的悬浮液

尽管仍溶解有微量的碳酸盐
,

由于含量太低
,

用 5 多盐酸处理也鉴别不出它的存在
。

因此用

含碳酸盐的粘土矿物制得的悬浮液来作分析鉴

定
,

对其成果的影响也就微不足道了
。

对红色样品的处理问题
,

口前权据文献报

导多采用盐酸进行处理
,

上面已谈到用盐酸处

理粘土矿物易遭破坏
。

为此考虑采用弱酸来进

行处理
,

例如用草酸来处理粘土矿物中的铁质
,

经过试验
,

效果较好
,

未处理和经过处理的成

果墓本上一致
,

误差不太大
,

且时间也不太长
,

处理一批样品一个星期就够了
,

经过处理的样

品与盐酸联苯胺作用
,

反应不明显
,

我们
一

可以

加大试剂的浓度来弥补这一缺陷
。

油浸法在分析鉴定粘土矿物时
,

只能作为

染色法的补助方法
,

就本身方法而言
,

在工作

中仍发现了比较辣手的问题
。

目前所分析的粘

土样品
,

多以复矿物 出现的
,

这样
,

粘土矿物

的油浸特征就有较大的变化
。

囚为每种单矿物

具有一定的折光率和集合体形状
,

而复矿物经

研磨和制片后
,

多种矿物混为一起
,

单矿物集

合体就不再能表现出来
,

而各种单矿物的折光

率又混为一堂
,

次要矿物折光率被主要矿物折

光率所掩盖
,

虽然其中混有的少数的单矿物特

征在镜下仔细观察尚可发现其标型特征
。

但大

多数的少量矿物仍无法察觉
。

用同一个粘土矿物悬浮液制成薄 片
,

采用

l司一整套浸油
,

在显微镜下测定粘土矿物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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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时
,

早晨
、

中午
、

晚上得到的结果却各有差

异 (在阳光充足的睛夭测定
,

其误差可超出大

类范围 )
,

而且这种澳差是有 规律的
,

早晨较

中午折光率低
,

晚上折光率不定
,

可能是由于

粘土矿 物 的 性质 不 同而有所不同
,

有时与早

晨折光率近似
,

有时与中午近似
,

有时介于二

者之间
。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试验
。

发现

在晤室中按早中晚进行油浸法测定
,

其三种结

果近似
,

根据以 卜现象和试验结果看来
,

产生

澳差的原因是由于光线
、

温度和湿度所致
。

其

中对粘土矿物折光率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光线
,

其次是 溉度
,

此外
,

还 受 大 气 中湿度 的 影

响
。

对这三种因素来说在暗室中一天之内不会

产生较大的变化
,

滥度的变化范围在 O一 2℃ 左

右
,

湿度的变化迹象也大大不如一般室内那样

明显
。

而在一般丰间里一天之内温度的变化可

相差 4一 7℃ 左右
,

一般来讲早晨湿度较大
,

拜

能发现水气
,

部分薄片上有轻微的潮湿现象
,

到中午随若滥度的升高
,

阳光充实了
,

潮湿的

现象也拯渐消失
。

这一现象在阴雨天是不易发

现和产生的
。

_

L述因素造成粘土矿物在 不 同 时间 内 对
‘

油的吸收性能不 同
,

粘土矿 物 中水分 的含量

不同
,

也有影响
,

产生了粘土矿物折光率的有

规律变化
。

由于在唔室中这种 自然因素变化不

大
,

而且事先已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

因

此结果都能吻合
,

郎使有误差也是较小的
,

不

会影响粘土矿物的定名
。

以上是木人在五大队实验室的工作中的几

点体会和认识
,

提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
、

研究
,

由于水平限制
,

加之工作经验不足
,

敬希大家

批评指正
。

修改稿写于 6 4
.

9
.

2 六大队实啦室

气 体 法 测 定 有 效 孔 障 率

(美) J
.

w
.

阿密克斯

(一 )

St e v e n s 孔隙汁是测定有效颗粒体积的一

个方法
,

如图 2一 10 :

仪器中的一个岩心室可

与大气压力严密隔离
,

井通过一个钎形具塞阀

与孔隙计的其他部分分隔开
,

岩心室体积是预

先精确测定的
,

在工作时岩心放在岩心室中
,

在手工操作的水银池移动下形成具塞
,

在岩心

和岩心室中的空气扩散到具空系统中去
,

然后
,

在大气压力下读出刻度管上的读数
。

岩心室体

积与被抽去的空气体积之差是有效颗粒体积
,

郎颗粒体积加上封闭的孔隙体积
,

从总体积 中

减掉有效颗粒体积
,

就得到了有效 的 孔 隙体

积
。

Ste v e n s
方法是 W

a s h b u r n 一B u n tin g 方法

的改进
,

W
a s h b u r n 一

B u n tin g 方法将在铆1定孔

隙体积的章节中加以救远
。

样品 2一6 用气体膨肤法来测定颗粒体积

Ste v e n s 孔隙计

岩心室体积 A = 1 5 ce

空气体积 (第一次读数 ) = 6
.

97

空气体积 (第二次读数 ) ~ 0
.

03

空气体积 (第三次读数) 一 0

总的体积 B 二 7
.

0 0 e e

岩样体积 (由比重瓶读得 )二 10 忱

有效颗粒体积 A 一 B 二 s cc

有效孔隙率 二 Q〔(1 0 一 8)/ 10〕x 1 0 0 = 2 0书

(二 )

美国矿务局气体膨胀孔隙汁
,

见图 2一 1 1
,

也是通过有效颗粒体积的测定而计算有效孔隙

率的
。

孑L隙体积

一切测定孔隙体积的方琴得到的都是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