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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管号
树脂重量

(克)

烧碱石棉
增 重 量

(克)

吸收管最后一次恒重

第一次(克)
I
第二次(克)

4
。

7 2 6 9

4
。

9 9 0 9

4
。

8 1 2 6

4
。

3 4 6 2

4
。

3 0 3 9

0
。

9 64 0

0
。

9 3 22

1
。

0 8 9 4

0
.

8 4 7 1

0
.

6 14 2

48
.

7 23 1

49
。

9 76 7

5 4
.

4 4 7 1

6 3
。

8 6 0 2

6 2
。

7 4 0 8

4 8
。

7 2 2 9

4 9
.

9 7 6 6

5 4
.

4 4 7 2

5 3
。

8 5 9 9

5 2
。

7 4 0 8

注
:
树脂吸水性很强

,

称重时天秤一直增重
,

无法正确

称其重量
。

表中树脂重量为更换吸收管时所称得的

粗略重量
,

这一重量比加入的树脂量为大
。

六
、

使 用 效 果

通过试验
,

初步证明国产阳离子交换树脂

可以代替无水高氯酸镁在有机碳温烧重量法中

作为干燥剂用
,

两者此较
,

除树脂吸水性较高

氧酸镁差一些外 (相差程度目前还难衡量 )
,

树

脂具有较多优点
:

1
.

树脂国内生产量大
,

购买容易
,

且价格

便宜
,

回收简便
,

烘干后郎能反复使用
,

实际

消耗量不大
。

树脂 1 公斤为 16 元
,

无水高氯酸

镁每 10 0 克为 20 元
,

两者相差 10 多倍
。

2
.

树脂经大批处理后
,

随时取用
,

用时不

需捣碎
,

不需用 C O :
饱和

,

使用方便
。

3
.

树脂为均匀粒状
,

无高氯酸镁捣碎时的

粉末
,

抽气时不会流失
,

故不影响吸收管重量
。

4
.

高氯酸镁吸水后会结块
,

易使分析系统

堵塞
,

有时会造成生产事故 (质量事故和安全

事故 )
,

而树脂吸水后保持原来粒状
,

没有这一

影响
。

参考资料
:
沈钟

,

化学世界
,

第 1 期
,

(1 9 6 4 )
“

国产离

子交换树脂的吸附性能及其新应用、

(岩化组 陈伟国)

从 碳 酸盐矿 物 中定 量 分 离 非 碳酸 盐矿 物

(美) J
.

伊林堡 J
.

威尔逊

摘 要

用 10 拓 的盐酸
,

在室温 24 小时内能使碳

酸盐矿物从非碳酸盐矿物中分离出来
。

在这种

情况下
,

粘土矿物和黄铁矿几乎全不溶解
。

然

而
,

适宜于碳酸盐矿物溶解的条件石膏也能溶

解
。

菱铁矿在研究的所有九个碳酸盐矿物 中最

难溶解
。

为此
,

在这里推荐一个容易再现的鉴

定不溶残渣的方法
。

绪 论

碳酸盐岩石分析的习用方法是全分析
,

其

中除碳酸盐矿物外还包括了非碳酸盐矿物
,

如

粘土矿物
。

全分析碳酸盐岩中的钙
,

不仅包括

碳酸钙
,

而且还包括其他形式的钙
,

如粘土矿

物和硫酸钙
。

若要单分析碳酸盐矿物
,

则要从

非碳酸盐矿物中把碳酸盐矿物分离出来
。

而非

碳酸盐部分畔做不溶残渣
。

用酸处理样品是化学分离不溶残渣最常用

的方法
。

文献中提到的
,

使用的酸的种类
、

酸

的浓度
、

以及酸处理的时间和温度是多种多样

的
。

柯莱尔 (1 9 3 5) 曾用 14 解 的醋酸于室温下

从不溶的白云岩残余物中消除方解石
。

希尔斯

特和尼柯尔 (19 5 8) 研究了 25 拓 的醋酸和 25 多

的盐酸于室温之下过夜(16 ~ 20 小时 )的效果
。

他们发现用盐酸处理比用醋酸处理溶解的物质

多
,

他们工作的 目的是研究岩石中碳酸盐和非

碳酸盐部分 中 的微 量元 素
。

高 卢特 和 威勒

(1 9 5 5) 也用醋酸获得不溶残渣
。

罗依
、

高卢特和多德(1 9 5 T) 研究用 25 拓的

醋酸
、

蚁酸和盐酸在 80 ~ 85 ℃ 之 下 经过 1
.

5

小时来获得不溶残渣
。

他们也用两种阳离子交

换树脂 IR C 一50 和 IR 一 1 20 (罗姆和哈斯) 来 溶

解碳酸钙
,

为了这个工作
,

将粘土和碳酸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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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合成混合物
。

水辉石是最易受到酸的浸烛

的粘土矿物
,

在样品处理前后都拍了X 光
。

他

们推断离子交换树脂能溶解碳酸钙
,

而溶解粘

土则比酸少
。

利奥德 (1 9 5 4) 也用 IR 一 1 20 从蒙

脱石中分离碳酸盐
。

锡姆生 (1 9 6 8 )提出用 50 书 的 盐 酸 置 于

75 ~ 80 ℃ 之下烘 2 ~ 3 小时
。

为 了保存矿物颗

粒
,

他宁可用岩屑而不破碎样品
。

奥斯楚木 (1 9 6 1) 用稀醋酸和稀盐酸在室温

之下从方解石和白云石中分离粘土矿物
。

用了

X 光衍射谱来鉴定酸处理对粘土矿物的影响
。

贺尔和鲁纳尔 (19 6 0) 及格拉威 (1 9 6 1) 的工

作很有益
,

他们用次乙二氮基四乙酸络合阳离

子而去除硷土金属的碳酸盐
。

格拉威提出的资

料指出了 p H 值
、

浓度
、

温度和质点粒度对溶

解度的影响
。

本文的目的是从碳酸盐岩中进行非碳酸盐

矿物的定量分离
。

所以
,

分离必须既正确而又

能再现
。

表 1 用以研究不溶班渡的矿物

⋯
方解石

菱镁矿

白铅矿

菱银矿

菱锰矿

菱铁矿

毒重石

白云石

铁白云石

粘土矿物

钠蒙脱石 A l
)
12 7

钙蒙脱石 A P lll

伊利石 A PI3 5

高岭石 A PI g

高岩石 A I
,
1 1 7

铁绿泥石

非碳酸盐矿物

石膏

黄铁矿

碳酸钙

碳酸镁

碳酸铅

碳酸铭

碳酸锰

碳酸铁

碳酸钡

实 验 程 序

利用三种酸
:

盐酸
、

蚁酸 和 醋酸 处 理样

品来获得不溶残渣
。

酸的浓度是 1形
、

10 拓
、

25 多(按容积 )
。

酸处理的时间
,

温度也是不 同

的
。

把样品重量折算为碳酸钙
,

然后采用过量

1 00 多的酸
。

除碳酸岩样品外
,

还有九个碳酸盐矿物
,

六个粘土矿物和二个非碳酸盐矿物 (表 1 )
。

样

品颗粒大小是 60 至 2 00 目
。

称重之前
,

样品于 1 05 ℃ 下干燥 2 小时
。

用酸处理后
,

样品在预先干燥和称重过的酸洗

滤纸上过滤
。

空气凉干后
,

样品 在滤纸 上于
1 05 ℃下烘干 2 小时

,

然后称重
。

有些 样 品 于

铂金柑坍内在 9 80 ℃ 之下灼烧至恒重
,

灼热值

与不灼热值有区别
。

不溶残渣是以重量为基础用碳酸盐矿物减

少的数量来计算的
。

用 X 光衍射分析衡量酸处

理对粘土矿物的损害程度
。

在酸处理前后都拍

了X 光
。

硅质百分含量是通过用碳酸钠熔融样品
,

然后用 25 男 的盐酸浸渍获得的
。

硅质 残渣 经

过滤后于铂金柑坍内灼热至 g 8D ℃
。

结 果

表 2 资料表明用不同酸处理所获得的不溶

残渣(书)的变化
。

所得的 1 8 个值是用 一 块碳

酸盐岩石样品的
。

不溶残渣值的变 化 范 围 从

3
.

63 拓 到 4
.

55 拓
。

称重前不溶残渣在铂金柑

竭中灼烧至恒重
。

表 2 不溶残渣在不同酸度处理下的变化

情 况 室温 2 小时 }沸腾 30 分钟 }蒸发至干燥

酸 浓度 (% ) 不 溶 残 渣 (% )

肠 % 的盐酸

1。% 的盐酸

1 % 的盐酸

1 0 % 的蚁酸

10 % 的醋酸

1 % 的醋酸

4
。

2 4

4
。

2 6

4
。

2 7

4
。

39

4
。

3 6

4
。

5 6

3
。

9 7

4
。

1 7

4
。

19

4
.

1 7

4
.

3 4

4
.

4 2

3
。

6 3

3
。

9 4

3
。

9 3

4
。

0 0

4
.

2 8

4
。

2 4

用另一块样品按 25 解 的盐酸蒸发 至 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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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拓 的醋酸在室温下静置 2 小时做了一些

附加的工作
;
也用了第三种 酸处理方 法

,

郎

10 拓的盐酸煮沸 30 分钟
。

不溶残渣放 在铂金

柑坍里灼热
。

原有样品以及可溶的和不可溶的

部分
,

用发射光谱分析微量元素
,

微量元素的

分析结果列在表 3 中
。

其中大部分元素在两种

极端酸处理条件(1拓的醋酸和 25 拓 的盐酸 )之

间
,

变化不大
,

在可溶和不可溶部分中的分布

保持不变
。

当酸处理强度增 大时
,

少 数元素

—铬
、

铜
、

锰和锡在可溶部分中明显增加
。

其中铬表现得更明显
。

回收样品彼此作比较或

回收样品同原始样品作比较时
,

铬的物质平衡

更明显
。

这再次表明
,

这一方法对于确定一个

微量元素是否是碳酸盐矿物或非碳酸盐矿物的

组份是很重要的
。

我们发现列在表 l 的四个碳 酸盐矿 物 用

表 2 内的任何一种酸都能完全溶解
。

它们是方

解石
、

菱鳃矿
、

白铅矿和毒重石
。

表 4 分析结

果是用酸处理其他五个碳酸盐矿 物后所获 得

的
。

处理的条件是
:

用浓度为 10 拓 的 酸 在室

温下放遣 24 小时
,

煮沸 30 分 钟
;
加 热 至 干

燥
。

硅质分析能校正每个样品 不溶 物质 的 含

表 3 在不同酸的处理下
,

可溶和不可溶部

分的微且元幸分析

元 素 原 有

样 品

11 %的醋酸于 1 10 %的盐酸 }

}翌堡三尘卫生上生}里竺竺竺垫}
}
可溶的

}韶 }
可溶的

}韶 }

筋 %的盐酸
蒸发至干燥

可溶的
不可
溶的

6 5

1 8

7

3 9

2 5

3 3 0

2 0

3 0

10

1 60 0

8 40

3 0

6 6

O

1 5

0

0

2

1 24

0

t

0

1 1 6 2

0

5 4

0

1 6

6 9

4

2 7

13

1 2

1 4

1 6

3

1 8

1 2 1 7

20

4 3

0

2 4

0

12

4

35 6

0

7

3

1 3 2 6

0

3 7

0

15

6 6

0

l 7

2

6

0

7

2

3

1 5 0 7

8

4 8

0

2 6

t

22

4

2 90

t

7

6

1 3 2 7

0

4 6

0

1 1

6 1

0

9

i

2

t

2

1

3

1 3 3 1

3

3 l

硼钡钻铬铜锰铅镍炕银钒钦错

注 : t= 微量

量
。

白云石 0
.

5另
,

菱 镁 矿 0
.

09 多
,

菱 锰 矿

1
.

81 拓
,

菱铁矿 2
.

75 拓和铁白云石 1
.

21 多
。

不溶物质的含量表现出比硅质含量(拓)大
,

因

为不溶物质包括全部的硅质再加上其他 (例如

表 4 酸 处 理 碳 酸 盐 矿 物
—

不 溶 趁 道 (% )

矿 物 ) 白 云 石 { 菱 镁 矿 铁 白 云 石

化 学 成 分 C a
M g (C o a

)
:

M g C O s

M n C O s F e C O a
C a M g Fe (C O :

)
:

在室温 2 4 小时内

1 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1 4
。

6 3

0
。

9 1

0
。

7 8

2
。

生0

0
。

6 4

0
。

0 9

3 9
。

5 6

2 8
。

2 3

2
。

3 1

6 8
。

4 7

4 7
。

4 5

3
。

0 5

2 6
。

1 9

2
。

1 0

1
。

8 8

发沸 3 0 分钟

1 0 %的醋酸

、 ~ 1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5
。

6 4

0
。

8 9

0
。

8 2

0
。

4 8

0
。

2 5

0
。

2 4

4 1
。

4 5

1 6
。

8 4

2
。

2 6

6 1
。

7 4

4 0
。

9 2

3
。

2 7

1 6
。

7 2

1
。

9 9

1
。

7 7

蒸发至干燥

1 0 %的醋酸

i。%的蚁酸

1 0 %的盐酸

3
。

0 8

1
。

0 1

0
。

9 2

0
。

2 6

0
。

1 5

0
。

2 3

3 4
。

1 3

8
。

8 1

2
。

3 1

6 4
。

8 4

3 8
。

9 6

4
.

6 0

1 4
。

7 9

7
。

9 6

1
。

7 0

硅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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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

硅质含量不等于 不溶 物质

的含量
,

如表 4
。

这些资料表明菱铁矿 (Fe C O 。)

和菱锰矿 (M nC O 。)是九个碳酸盐 矿 物 中 最顽

固的矿物
。

在溶解这些碳酸盐矿物中
,

用盐酸

处理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

这是很明显的
。

对于用盐酸处理菱铁矿和铁白云石
,

做了

一些附加工作
。

酸浓度按 体积计算 是 5拓~

15 多
,

在室温下放置 4 ~ 24 小时
。

这些结果列

在表 5 中
。

不溶残渣是在铂金绪竭中灼烧的
。

这些资料表明
,

10 拓的盐酸在室温 24 小时 内

能充分地溶解菱铁矿
。

因菱铁矿是最难溶解的

碳酸盐矿物
,

只要菱铁矿被溶解
,

其他碳酸盐

矿物也将能充分的溶解
。

表 6 石石和黄般矿酸处理后的不溶段演(% )

矿 物

化 学 成 份

膏

C a SO ;
.

2 H Z O

黄 铁 矿

Fe S Z

不 溶 渣 (% )

l

|日||1残

酸 处 理
灼烧值 i校正值 l灼烧值 l校正值

O口0
tJ00‘O侧l

⋯
088

汗‘内h

在室温 24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竟沸 3 0 分钟
1 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蒸发至干燥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6 2
。

7 1

6 4
。

4 9

0
.

6 1

6 7
。

4 3

6 7
。

8 0

6 7
。

2 2

9 9
.

1 8

9 9
。

7 2

9 8
。

8 7

6 1
。

40

4 5
.

0 1

0
.

3 6

6 4
。

6 1

5 6
。

5 8

0
。

4 4

6 7
。

5 1

6 7
。

0 8

6 6
.

5 1

9 9
。

2 9

9 8
。

6 6

9 7
。

8 2

。

1 7

表 5

酸 浓

在室沮下用盐酸处理趁铁矿和铁白云石

4 2
。

2 9

4 7
。

5 6

4 8
。

5 1

6 3
。

1 6

6 9
.

7 9

6 0
。

9 8

。

8 5

9 8
。

7 9

9 8
。

3 2

9 8
。

3 2⋯
片‘月0nb666

不 可 溶 的 (%)

度 菱 铁 矿

6 %
1

1 0 %
{

1 5 %

铁 白 云 石

。% {
1。%

}
1。%

不溶残渣(%)一柔擎鬓其烈契
、 , 00

’ ‘
’

川 ~ 译
、 z “ z

样品重量%(灼烧)
”

一
这里样品重量% (灼烧)~ 石 膏 79

.

肠

~ 黄铁矿 67
·

99

杰
时间(小时)

盛 3 0
。

4 8

9
。

1 6

8
。

1 4

2 7
。

9 5

3
。

2 9

习
。

9 5

1 5
。

0 6

3
。

9 6

匀
。

9 9

1
.

62

1
。

5 5

1
。

6 1

粘土矿物 中也经常
一

与碳酸盐矿物共生
,

因

此研究了六块粘土样品在酸处理后
,

经过滤并

于 1 05 ℃ 之下干燥所得的不溶残渣(男)列在表

7 ,

其结果说明
:

¹ 对于同一样品来说用任何

一种酸都没有许多差别
; º 用热酸所 获得的

结果此在室温下酸处理要大 100 另 ; » 有个特

别的粘土样品 (A P I 27) 发生了阴离子或阳离

子的交换作用
。

这说明按重量来说
,

酸处理井

不溶解掉许多粘土矿物的物质
。

12别

在与表 4 碳酸盐矿物相同的条件下研究了

两个非碳酸盐矿物
,

郎石膏和黄铁矿
。

这两个

非碳酸盐矿物常常与碳酸盐矿物是共生的
。

石

膏和黄铁矿的不溶浅渣分两行 (灼热值和校正

值 )列在表 6 中
。

酸处理后
,

不溶残渣在铂金绪

墒中灼烧
。

也做了不经过酸处理而直接灼烧的

试验
。

石膏的灼烧重量是原始重量的 7 9
.

55 男 ;

黄铁矿的灼烧重量是原始重量的 6 7
.

9 9拓
。

反

应式是
:

C a SO ‘ ·

H ZO + 热 = C a SO ‘

最终重量为原始重量的 7 9
.

OT 拓
4F e SZ + 110 2 + 热 = F e ZO 3 + 8 5 0 2

最终重量为原始重量的 6 6
.

55 多
。

表 6 的

校正数值如下
:

通过灼烧不溶值的修正表明在菱铁矿溶解

的条件下黄铁矿是不溶的而石膏则几乎完全溶

解
。

表 7 粘土矿物酸处理后的不溶妞道 (% )

酸 处 理 卜
蒙借异

一
~

介豢群譬卜{戈爪二二二丁万二,兀{伊利 石匕二二了而二万二 }绿泥石
}八 t’l , {八 t

J

l l 了} {A t
’

11 1
}A

上
’

i 艺‘}

在室温24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责沸30 分钟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10 0
.

10 {100

9 9
。

7 0

10 0
.

0 0

9 9
。

9 8

9 9
。

25

10 3
。

37

10 2
。

17

9 8
。

9 1

9 7
。

16

9 9
。

9 3}10 2姗
9 9

。

8 5

9 9
.

8 0

9 9
。

6 6

100
。

10

10 0
.

13

95
。

30

9 6
。

33

9 5
。

5 0

9 3
。

6 4

9 7
·

49}10 5
·

36

9 7
·

0 2110 2
·

o ?

9 5
.

88 } 9 2
。

9 7

9 5
。

20

9 6
。

23

90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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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矿物 酸 处 理
粘土(%)

{
长石 (%)

{
石英〔% )

626000
J生
5
1匕

蒙 脱 石

A P I 2 7

66
八n050

厅性54

未处理前

在室温 2 4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支沸 30 分钟
1 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5 5

�n曰n�卜5
曰D夕口

0000
,土1孟,上,l�匀6

�口曰Ono
323

在酸处理前和在酸处理后都拍摄了粘土的

X 光衍射谱
。

这些结果列在表 8 中
。

酸处理时

井不改变任何粘土的石英或长石含量
。

其中两

块高岭石样品完全不被酸改变
,

两块蒙脱石样

品被所有的酸所 改变
。

通过 X 光分析结 果指

出
,

酸肯定破坏了 50 男的粘土
。

但化学分析结

果指出
,

酸处理后重量有所增加
,

或许发生了

表 8 酸处理前后粘土的 X 光衍射分析

粘土矿物

卜
’

处
‘ ’

理

⋯
粘土 (%)

⋯
长石 (

译
英 (% )

高岭石 铁绿泥石

目口卜O�朽曰n甘O曰口
.
月几..卜.........月..口.口万.....
..门

000
1上1上,l

.几...�...苦.
.
.月口月月 ..

.
几..........�

0
1匕0

几n22A PI g

未处理前

在室温 2 4 小时内

1 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竟沸 3 0 分钟

1。%的醋酸

1 0%的蚁酸

1 0 %的盐酸

未处理前

在室温 触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责沸 3 0 分钟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4连
孟性浦

000

6
内b6
力b999Q

廿

444000
内O几b月nO盯OUQ盯

高 岭石

A PI 17

0

0

0

2 0

阳离子或阴离子的交换作用
,

这井不改变化学

分析结果
,

然而X 光衍射谱则起了很大的变化
。

表 6
、

了和表 8 贵料表明
,

醋酸处理非碳酸

盐矿物不如盐酸那样强烈
,

醋酸不完全溶解较

不可溶的碳酸盐矿物
,

而盐酸溶解 则 可 以溶

解
。

当用盐酸时
,

所有的碳酸盐矿物都能溶解
,

所有的石膏和少量的粘土矿物也被溶解
。

醋酸

和蚁酸可以溶解石膏和少量粘土矿物
,

但不完

全溶解碳酸盐矿物
。

例常的分析可用 10 书的盐酸在室温下处理

2 4小时
。

这一程序曾用来分析许多灰岩样品的

不溶残渣含量
。

所用样品是
:

N B S 二 国家标准局的含粘土灰岩

L S 一2
,
L S 一 4 = 混合灰岩和

1 1 0 5 3 = 从新墨西哥 D r y C a n yo n 区域取

得的灰岩

酸处理样品后
,

经过滤于 1 05 ℃ 下干燥
,

这些数值列在表 9 中
。

样品在铂 金钳竭 内 于

98 0℃之下灼烧至恒重
,

这些数值列在表 10 中
。

用灼烧的方法比在 1 05 ℃ 之下干燥的方法所获

得的不溶残渣 ( 拓 )要低
,

这是由于丧失了粘土

中的晶格水和破坏了黄铁矿
,

前面已经作了讨

000

0000
乃山O曰22

80808080

Z000
C习2000888

未处理前

在室温 触 小时内

1 0%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的盐酸

责沸 30 分钟

i 。%的醋酸

1。%的蚁酸

10 %的盐酸

00022习
�a州O�口

,n曰0
0
‘月附一‘‘口Jl�‘

伊 利石

A P I 3 5

5 222000
�O�匕曰舀曰O卜O一‘6

1‘

未处理前

在室温 24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0 %的盐酸

竟沸 3 0 分钟

10 %的醋酸

10 %的蚁酸

1 0%的盐酸

888

Q0009
工JR��n

声认
‘,

蒙脱石

A P [ 1 1

8 000 888
1了�n

未处理前

在室温 触 小时内

1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责沸 3 0 分钟

1 0 %的醋酸

1 0 %的蚁酸

1 0 %的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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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在 10 5 ℃之下干级的不溶班渣 表 1 0 灼烧至 g的 ℃时的不溶挂泣

样 品

不 溶 残 渣 (% ) } 不 溶 残 渣 (%)

样 品 l

—
—1 1 0 5 3 L S 一2 无S

一
4 1 N B S i -

1 1 0 5 3 L于2 L S一4

2 2
。

3 9

2 2
。

4 6

卫2
。

4 5

2 2
。

4 1

2 2
。

5 6

2 2
。

5 5

2 2
。

7 6

2 2
。

7 1

1
。

5 9

1
。

6 9

1
。

73

1
。

7 5

1
。

7 7

1
。

7 4

1
。

7 2

1
。

7 0

1
。

6 7

1
。

6 6

1
。

6 0

1
。

6 9

0
。

18

2 2
。

3 0

2 2
。

3 8

2 2
。

2 8

2 2
。

3 1

2 2
。

2 0

2 2
。

2 4

2 2
。

3 3

2 2
。

2 9

2 2
。

33

2 2
。

4 3

2 0
。

5 9

2 0
。

6 8

2 0
。

5 8

2 0
。

5 1

2 0
。

6 6

20
。

70

2 0
。

6 8

20
。

5 9

20
。

73

2 0
。

6 9

2 0
。

7 7

匀0
。

6 5

0
。

2 6

0
.

0 8

0
。

3 9

1 1
。

1 3

1 1
。

1 6

1 1
。

1 6

1 1
。

0 8

1 0
。

9 5

1 1
。

1 3

1 1
。

1 7

1 1
。

1 6

1 1
。

1 5

1 1
。

1 7

1 1
。

2 0

1 1
。

1 3

0
。

2 6

0
。

0 7

0
。

6 3

1
。

0 4

1
。

0 8

1
。

0 5

1
。

0 2

1
。

1 1

0
。

9 8

0
。

9 2

0
。

9 9

0
。

9 8

0
。

9 8

平 均 值

变化范围

标准误差

变化系数

0
。

4 5

0
。

1 6

0
。

1 7

0
。

0 6

3
。

5 5

2 2
。

3 1

0
。

2 3

0
。

0 7

0
。

2 9

均 值 1
。

0 2

0
。

1 9

0
。

0 4

3
。

9 4

平变标变

州n.匕旧20762o
t了3
�勺r-口05 3

内0677
内b6
丹O八b月O内h内0
J.二门生.........

⋯⋯
n11n11n1111n11nnn

224
dlOD月‘�N�内匕

.

⋯
2222n召n召忍2

希
。

但是两种方法的重现性是差不多的
。

最正

确的方法似乎是在 1 05 ℃ 下干燥
。

灼烧的方法

会破坏矿物结构
,

井且不能在显微镜下鉴定不

溶残渣
口

结 论

1
.

溶解碳酸盐矿物所需要的条件
,

也能溶

解石膏和局部浸蚀粘土矿物
。

2
.

菱铁矿 ( P e CO 。
) 是所研究的九个碳酸

盐矿物中最难溶解的矿物
。

3
.

在碳酸盐矿物溶解的情况下
,

黄铁矿不

溶解
。

4
.

烘干在 1 05 ℃ 下经过酸处理的 不溶残

渣
,

比在铂金堵墙内灼烧至 98 0 ℃ 所获得的数

值要精确一些
。

在灼烧时晶格水从粘土矿物中

跑掉了
。

有些矿物如黄铁矿
,

因被氧化而使重

量有些减少
。

5
.

在例常分析中
,

要从非碳酸盐矿物 中分

离碳酸盐矿物
,

建议采用如下的步骤
:

a
.

用 10 拓的盐酸在室温 24 小时内处理样
口
口口 ;

b
.

用预先千燥井称重的滤纸过滤掉 不 溶

残渣
;

c
.

在 10 5℃ 下烘千
;

d
.

称重干燥的不溶残渣的重量
。

(仇奎华译自J o u r n a l o f S a d im e n ta r y p e t r o lo g y V s生
,

顶 2
.

19 6 4
.

p
.

4 1 2 ~ 4 1 8
.

踢增模校
。

)

用 过 氧 化 氢 和 二 苯 胺 定 量 微 量 扒

( 日 ) 西 田 宏

在硫酸酸性介质中
,

微量的饥同过氧化氢

及二苯胺起反应
,

形成深兰色的物质
,

试用这

一方法来检出和定量一般方法所不能检出的微

量饥
,

得到了良好的结果
。

本法的灵敏度是原来二苯胺法的 SD O 倍
。

一
、

试 剂

矾标准溶液
:

把 1
.

17 克偏饥酸按溶介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