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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基丙烯酸丁醋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
,

它是由 甲基丙烯酸丁醋聚合而成
,

甲基丙烯酸

丁醋分子中含有不饱和双键
,

这种双键在游离

基或其他因素作用下被打开
,

同时产生分子的

聚合
,

由于这种反应是一种连锁反应
,

使分子

链逐步增长
,

最后从液体变成 固体形成高分子

化合物
,

郎聚 甲基丙烯酸丁醋
。

IV
.

予处理
:

1
.

甲基丙烯酸丁酉创简称单体 )予处理
:

市售单体具有阻聚剂及发光杂质
,

必须进

行予处理
。

将 50 克单体于 2 50 毫升分液 漏 斗

中
,

加入50 毫升 5形 N a O H 溶液
,

盖好塞子
,

激烈振摄
,

以便洗滁除去阻聚剂
,

静置片刻
,

待

其分层
,

这时水层吴棕黑色或棕红色
,

分去水

层
,

再加入 5多 N o OH 溶液 50 毫升再行洗滁
,

直至水层呈无色为止
,

然后再用蒸馏水来洗滁
,

除去单体中的碱性
,

直至洗滁液中性为止
。

将

单体倒于干燥的三角瓶中
,

放入无水氯化钙少

许
,

放置片刻
,

加入粒状活性炭 6 克左右 (不必

严格按制 )
,

吸附除去发光杂质
,

放置过夜
,

待

在萤光灯下检查为不发光时
,

方可过滤后取用
。

2
.

过氧化苯甲酚予处理

过氧化苯甲酚在溶液中加热分解会产生游

离笼
,

是用作聚合反应的引发剂
。

市售过氧化

苯甲酚是粒状结晶
,

在萤光灯下检查
,

有的颗

粒发光有的不发光
,

必须在灯下挑选不发光的

晶体备用
。

3
.

二甲苯予处理

二甲苯也须经蒸馏法或用粒状活性炭吸附

法以除去发光物质
。

V
.

聚合

将不发光的单体于试管中
,

加入0
.

1 ~ 1拓

含量的过氧化苯甲酸
,

加盖后
,

置于 80 ~ 90 ℃

水浴内温热
,

井加以振摄使过氧化苯甲酸溶解
,

待溶解后可将试管静置于水浴中加热
,

一小时

后
,

可观察到溶液开始变稠
,

大 约 4 ~ 5 小时

后可聚合成固体
,

取出试管
。

V l. 配胶

将聚甲基丙烯酸丁醋 2 份
,

溶于 8 份的二

甲苯中
,

配成20 拓浓度的二甲苯溶液
,

由于溶

解过程较缓慢
,

可加温热以帮助溶解
。

所得溶

液郎为薄片胶
。

V H
.

制片

将岩石按一般制片方法磨光以后
,

在载坡

片
_ _

L涂上一层胶
,

粘
_

卜岩石薄片
,

转动以除去

中间的气饱
,

然后放置
,

待溶剂挥发后
,

(
丫

一
般

最好放置过夜 )
,

再行磨到制片需要的厚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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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环 氧 树 脂 制 备 岩 石 薄 片

(英) 梢 特

关于制备岩石薄片的通用方法
,

已有不少

人进行过描述
。

木文想介绍的是一种用环氧树

脂制备岩石薄片的方法
。

1 9 6 1 年卡特 和 鲁 宾

逊曾发表 了一篇用易碎物质制备薄片的专阴希

远
。

他们 首次提山了应用环氧树脂作为浸渍介

质的方法
。

最近
,

兰格富德建议
,

在光学研究

方面利用环氧树脂胶结被分离的矿物颗粒
。

但

是
,

他认为这种树脂还不宜于制备标淮的岩石

薄片
。

与此相反
,

本文作者的经验却表明
,

环

氧树脂在某些情况 卜也能有效地应用于制备岩

石薄片
。

在研究苏格兰西部高原的一些粗玄岩岩脉

时
,

发现专阴制备的岩石薄 片质量很差
,

许多

薄片因长石呈现一级黄或带有一些不规则的圆

形小孔洞而不能使用
。

显而易见
,

岩石中的膨

)JK 矿物是薄片与加拿大树胶脱离的原因
,

科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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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研磨中导致破碎
。

后来
,

用石腊代替水

做最后研磨
,

情况稍有改进
。

用加拿大树胶浸

渍岩石薄片
,

使膨肤矿物防水
,

虽然没有成功
,

但是却改进了艾克斯赖 (19 5 6年 )提出的酚醛树

脂浸渍技术
,

使之能制备出质量较高的薄片
。

但这种方法很慢
,

处理这个问题的其它方法尚

待探索
。

目前正在研究一种能使薄片与玻璃片牢固

胶结
,

井且不致膨肤而脱离的介质
。

在生产试

制 出的一系列人工树脂中
,

已有一种树脂终于

证明是合人满意的
。

经鉴定证明
,

膨肤矿物系

一种橄榄石蚀变后的假晶物质
,

可能是含有蒙

脱石组分的混合物
。

因此
,

过去看来似乎是不含

橄榄石的粗玄岩
,

现在却发现是含橄榄石的粗

玄岩
,

可见质量合乎要求的薄片是可能制备的
。

A ra ld it e A Y 10 5 型树脂的特点 薄片与

玻璃片之间胶结牢固
,

薄片不能移动
。

盖玻璃

能够拆下和重新安装
,

_

上胶时易于损伤薄片
.

树脂不溶于有机或无机溶剂
,

在化学
_

匕是惰性

的
,

因此
,

薄片在玻璃片上进行化学处理时不

必担心脱离
。

良好树脂的折光率约为 1
.

5 4
,

但

因制备的精度不同
,

允许变化范围介于1
.

5 35 ~

1
.

5 5 0 之间
.

方法 用金钢锯切取一块
1
八

6 ~ 飞/ 。英寸厚

的岩石薄片
,

在金属输或金属板上以通常的方

法将一个面磨光
。

薄片磨光后
,

清洗擦干
,

置

放一
、

二分钟
,

再检查一下磨光面
。

若表面有

麻点或不够平坦
,

则须在一块干板上重新磨光

和用干布或苯刷清
。

薄片安装过程应在稍低于 100 ℃ 的热板上

进行
。

将金属板放在水浴之上郎可获得良好效

果
。

取等量的 A Y 1 05 A ra ld ite 树脂和硬化剂
,

H Y 9 5 3F
,

放在玻璃片上加热至完全混和
。

开

始时
,

混和物因参杂有气袍可能呈不透明状
,

但很快郎会纯净
。

这时可将玻璃片从热板
_

L取

下来
。

要安装薄片的显微镜玻璃片
,

用 甲基化

酒精或苯擦洗干净(不可用去垢粉)
,

放在热板

上加温
。

此时
,

岩石薄片也要垫在一张纸上加

温
,

打光面向
_

匕

嗣后
,

取一些树脂混合物均匀地涂抹在岩

石片磨光面上
,

再将洁净的热玻璃片压在薄片
_

_

L
,

注意不要在玻璃下面形成气泡
。

二
、

三分

钟后
,

可将坡璃片更正到正确的薄片位置上或

去掉先前未发现的气饱
。

此后
,

玻璃片和薄片

勿须再动
。

全部制备过程需厉时 30 分钟
。

旨在校正薄片厚度的最后研磨以一般常用

方法进行郎可
。

玻璃片可在粗磨时 大 致 处 理

之
。

若第一次磨光时
,

薄片麻点
,

凸起很多
;

则最后细磨可在干板上进行
,

一般勿须如此
。

盖玻璃与洁净的玻璃片之间要用加拿大树

胶胶结
。

当岩石薄片与玻璃片胶结得很牢固之

后
,

还要检查一下是否还有气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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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石 矿 物 研 究 中 图 片 的 应 用

(苏) 罗佐斋 夫

在岩矿研究中应用图片
,

不仅能生动形象

的反映矿物的构造
,

共生关系及其变化等特点
,

而且能给人以具实的咸党
。

利用显微照像常不

能反映矿物的细节
,

因此建议采用下述的利用

照片绘制图片的方法
。

在进行矿物
、

岩石研究时
,

常常需要把观

察的对象记录下来
。

照像(包括显微照像 )便是

记录的方法之一
。

但是
,

显微照像的效果不太好
,

特别是经

过复印的照片
,

一些细节往往完全看不出或看

不清
。

在这方面
,

根据照片所绘制的图片可以

提供帮助
。

还在 30 年代
,

此种方法已被查瓦里茨基和

无斯涅佐娃等人所应用
,

主要用来清晰地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