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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月恤︸﹃相

压力
,

甲甲

水 溶 液

在沉积和变质条件 下
,

几乎所有的矿物

反应
。

都是在水的参加下发生的
。

由于多数

矿物是具有极化学键的无机化合物
,

因而在

水中的溶解度是完全固定的 , 而水又是影响

物质搬运的最广泛的一种溶剂
。

我们对低温

下溶液的性质 已有 比较详细的了解
,

但对地

质学有价值的许多反应常发生在高温下
,

对

其过程的性质我们了解得还不够
。

其部分原

因
,

是在高温
、

高压下
,

在水中进行许多最

简单的物理
一

化学测量是很难办到的
。

例如测

定导 电性
、

光的吸收性能
、

静电势
、

溶解度

以及对于无机化学十分重要的其他参数
,

都

往往由于 和 的增高而变得格外复杂
。

另

一个原因则是缺少适合的容器
,

象塑料
、

玻

璃乃至贵金属等容器
,

都会被破坏
,

或者被

大量溶解
,

或是被腐蚀
。

当然
,

这些困难将

会逐步得到克服
,

必要的数据总会搞到
。

所

以
,

象金属矿床这样一些复杂问题
,

我们的

认识也将随之提高和深化
。

水

水的若千不寻常的性质
,

例如它存在于

广泛的温度区间
,

具有很高 的 介 电 常数

等
,

是由水分子能够生成很强的氢键所造成

的
。

一 键上表现出的水分子的极性和不

可分蒸气的对称性
,

导致了这种键的存在
,

以及水与阳离子和阴离子有效 的 作 用 溶

指水 的沸点与冰点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温度区 间 。

合
。

如若没有如此强烈的水合作川
,

溶解

度则不会是很高的
,

原因是溶剂与溶解物 之

间相互作用的能量
,

应 当补偿 固体的相 当大

的离子键能
。

克

。卜

气炙米

江图 水的密度与燕气压 的变化

溶

解

度

董

引八自,二
量

丁 , 而。

温 度
,

七

图 饱和 溶液成分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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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低温和低压下水中石英溶解度的等压曲线

扭‘ ,

上 临 界格 点

上三 扣曲线

考千

号

丈

一
上一一一一

心

孟 凡 产
一

厂
, 一了

级内
,

总是有液相存茬的
,

其溶解度曲线见图

习
。

但对于多数矿物来说
,

一 系

统所显示的行为才有其代表性
。

石英的溶解

度是顺着溶体一蒸气曲线而减小的
,

并在水

的临界点附近接近于零
,

石英的存在
,

对临

界点的性质影响很小
。

能够观察到这个临界

终点的事实
,

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
,

即还应

当存在与液态二氧化硅有关的该系统的另一

个高温终点 图
、 。

巴恩斯 汇总了许多对地质学

有用的水溶液方面的数据
。

应当指出的是
,

许多矿物都是异元溶解的
,

即溶解物的成分

与受到溶解的相的成分不相同
。

例如
,

钠长

石部分地溶于水
,

残留下来的不溶部分则是

富铝的
。

高温下的水溶液

常温下离子溶液性状方面的知识
,

对于

认识高温下简单无机化合物水溶液的性质
,

是有一定影响的
。

我们知道
,

多 数 的 简单

盐
,

在溶解过程 中生成简单离子
,

而酸和碱

则依据其离解程度
,

分解为 弱 的 和 强的离

子
,

我们可不可 以认为 上面确定的这个模

式
,

也将适用于较高温度 下发生的变质和火

山作用呢 因为我们是把与温度有关的效应

作为此种情况下嫡的变化来讨论的
。

现将若

干典型的数值列在下面 均为
舜

图 在两个临界点区内石英溶解度的等

压 曲线 注意溶解度的对数刻度

水作为液休
,

能 存 在 到
“ , 此

时的蒸气压为 巴
。

这就是所谓水的临界

点
。

超越此点
,

就看 不到液体与蒸气的分界

线了
,

蒸气压 与液休的密度
,

用图解的形式

示于图
。

矿物在水 中的溶解度有两类
。

象

这样的一些固体
,

其溶解度是顺若液体一蒸

气曲线而增高的
,

并 长见临界现 象
。

月此
,

在 一 系 统 中
,

只 要 存 在 固 相
,

从冰的溶点到 的 熔 点 区 间

卜

固 机 水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

摘单位

今
气体 水 溶液 中 水 溶液 中

。二 一 嫡 准位

‘
水溶液 巾 水 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一 冬
。

婉 羊位
‘ , 么 干 ‘

固相 水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一 孰 摘单位
一 , 心一

固 相 水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一 ,

灼单位

上述化合物改水中离解时
,

固体中断键

所需的能
,

是靠水分子
一

与离子间的离子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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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来保证的
。

因此
,

固体 的 离 子 获得自

由
,

从而改变了溶液的嫡 , 水分子则接近离

子并失去自由
,

离子充电越强
、

离子越少
,

与离子结合的水分子就越多
。

从下面 引用的数字中
,

也可 以明显地看

出类似的趋势
。

在 的情况 下
,

两 个 离

子
,

无论是质子还是氟离子
,

都与水分子激

烈作用 , 而很高的负△ 值则与离解作 用相

适应
。

如果讨论一下弱酸
,

则可 发 现 下 列趋

势

念 一‘ , 一卜

水洛掖 中 水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一 灼单位

,

水溶液 中 水溶液中 水溶浓 中

△ 。 一 。

婉 单位

卜

水溶掖 中 水 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一 筑单位

衡的气体的成分变得复杂
。

低温下
,

与固相

处于平衡的气相是 比较简单的
,

只 含有几个

分子物质
。

但温度升高时
,

各种分子的数 目

增多
,

而且聚合作用
一

可能也增强了
。

这就得

出下述结论 由于相的成分的复杂化而可能

导致平衡
。

所以
,

可 以预 计
,

在高温下流体

相将逐渐具有分子性质
,

而分子本身则随着

温度的增高而变大
。

目前我们掌握的只 是有限的儿个数据
,

表 和表 汇总了 和 的离解常数数

据
,

主要是用 以说明压力效应
。

的离解

常数 可写作下述平衡式
一 ,

并由下式确定

二
〕〔 一 〕

〔 〕

水 中的复杂离子有两类
,

一种是 由离子

和中性分子形成的 , 另一种是由阳离子和阴

离子形成的

式中方括号用于表示浓度
。

的 离 解 常 数 衰

汉‘体才的密 度
, ,

,

。 一

一
。 一

数 爪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离 解 常

一 一

。 一

一

﹄︺﹃匕﹃匕﹄产月叹一匕六

。 ,

水溶液中 水溶液中 水溶液 中
△ 。 一 摘单位

日小 一 今
十

水溶液中 水溶液中 水 溶液中
△ 。 十 嫡单位

名 ‘

, ‘

水溶液中 水溶液 中 水溶液 中
△ 。 消单位 的 离 解 常 教 裹

生成中性分子的络合物时
,

生成的嫡一

般为负 , 而生成阳离子和阴离子络合物时
,

嫡的变化为正
。

在后一情况下
,

物质的总 电

荷减少
,

水的溶合分子数通常也减少
。

随着温度的增高
,

看来 电离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
,

尤其是高温
、

低压下更是如此 , 此

时
,

在水的溶合分子附近
,

嫡 比 普 通 水猛

增
,

离子的结合或络合作用
,

也可以随温度

增高而增强
。

布鲁尔 曾作过另一个重要

报道 随着温度的升高
,

与固体物质处于平

流体相 的密 度
,

,

离 解 常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 一

。 一

。 · 一 已

。 一 公

。

。 一

一

水蒸气的密度
,

在温度 时相 当

于压力约 巴 时相 当于约 巴
。

时
,

密度 相 当于 巴 ,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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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

相当于压力 巴
。

如果
一 ‘ ,

则在 体积克分子浓度的 溶液中
,

将只

有 多的分子离解
。

高温溶液中分子 占优势 尤其是压力减

小
、

溶剂的密度大大地低于 时
,

将引起

一个极有意义的化学现象
。

例如 卜述类型的

反应

于 〕,

固相 固 相 气休 固相 气体

在很低的气压 下和温度约 、 时进

行得完全
。

此反应 中
,

嫡的变化为十 嫡单

位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个反应 的结果所得到

的气体分子
,

比预料的要多
。

类似的反应
,

可能与火山作用有一定联系
。

金 属 矿 床

解释规模较大的
、

几乎是不溶的金属硫

化物堆积
,

是地质学的一个重要 课题
。

这些

金属硫化物
、 、

等
,

通 常与硅

酸盐
、

碳酸盐和氟化物伴生
,

产于矿脉或分

散在环绕深成侵入体的岩石 包裹体之 中
。

地

质研究强调指出
,

它们是 由水 或 热 液 生成

的
。

但是
,

常温下 一 。“ 一

时
,

铅硫化物的溶解度 为
“ 。

就是说
,

与纯的

处于平衡的水
,

其中的 离 子 数 是极少

的
。

许多金属硫化物的溶解度是如此之低
,

以致产生一个间题 它们怎么会大量地在水

溶液 中被搬运呢 须知
,

这需要有极其巨大

数量 的水 不久前所做的实验
,

对这个问题

作 出了回答
。

有人研究了下列反应
王、 么 , 。

自 云 母 石 英 巫 放 克 分 子溶 液

很广的硅酸盐矿 物和碱
一

卤族溶液 伴生
,

这

在地质学上并不是稀罕事
。

矿物中的气液包

体就常常含有很多卤素
。

赫尔杰森

运用计算机计算了溶液中 一

一 系统 个组分的物质的平衡 这些物

质直到
“

都与方铅矿处于平衡 后得出
,

这种溶液足可以搬运大量的铅 由 到 小
一 。 ,

由此可 以说金属矿床 是 热 液 成因

的
。

在此过程中
,

最主要的络合物是
令 、

确

长 石 重 址 克 分 子溶液

此反应维成相 当数量 的
,

之 后 与

发生作用
,

笋 二

固 柑 重 敬克 分子溶液 重 嗜克分子济液 气体

氯化铅的溶解度比硫化铅要大得多
,

在

温度约
” 、

压 力 巴时
,

发现溶解的

铅的浓度相 当大
。

金属硫化物
、

分布

‘ 、 , 、

和 ‘

多相系统中的平衡

现在
,

我们来讨论一下决定两个或更多

的相之间平衡的若干法则
,

同时研究一下诸

如相的转变 如石墨一金刚石
、

多组分物

系 中的熔性 如岩浆的结晶 和变质岩的矿

物组合等属于地质学范畴的一些 问题
。

在许

多情况下
,

可 以利用热力学 的 两个简 草定

律
,

即相律和克劳修斯一克拉拍龙方程
。

相 律

研究矿物组合 例如变质 岩 的 矿 物组

合 时
,

常产生这样的问题 “ 所有的矿物

相是否都处于相互平衡之 中 ” 或者 “ 在给

定物统的化学成分的条件下
,

有几个相可能

处于平衡 ” 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可 以从相

律中找 到
。

假定有一个由 组分或化学物质组成 的

物系 , 这些物质 以某种方式按照小相分配 ,

各相用字母
,

日
,

⋯
,

中表示
。

令 组分 当中

可能 的化学反应数等于
。

相律决定着独立变量的数 目
,

这些变量

可 以在处于平衡的物系中随 意 选 择
。

此数

称为物系的变度
。

强度参数 温度与压力

和描述每一相成分的变量
,

在不 同的相 中都

是独立 的数值
。

相的成分完全可用该相中每一物质或组

分的克分子数来表征
。

由于克分子数的总数

一定要等于
,

故对每一相均有 一 个

决定成分的变量
。

由此
,

这些变数的总数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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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杯、

于小 一
。

如果物系处于平衡
,

则该系统各个部分

的温度应 当相同
。

在相反的情况下
,

热量将

由受热较多的点转到受热较少的点
,

从而引

起嫡的增长
,

而系统的性质 则 将 依 赖于时

间
。

因此
,

确定温度只要一个变量就够了
。

一般说
,

为了描述压力
,

也只需要一个

变量就够了
’

,

原因是
,

如果压力不均 匀
,

物

质将搬运 这势必重新引起嫡的增长
,

但

要有一个条件
,

就是不对物系附加相应的机

械力
。

在一些天然系统中 如在变质岩 中
,

不一定所有的相都处于同一个压力之下
。

例

如
,

液体 主要是充填于岩石间隙中的水

就完全习 能 比固相本身处于 较 低 的 压 力之

下
。

因此
,

我们将只用一个变量 来 描 述 压

力
。

所以
,

变量的总数等于小 一 。

为使物系处于平衡
,

全部物质 的 化学

势
,

在所有各相 中都应是相 同的
,

故

到其他变量 电场或磁场
、

表面张力等
,

或者系统是封 闭的
,

即每个组分的质 鼠是

定的
、

不变的
,

那么相律 一 将有 各

种形式
。

甚至在某些相 如 相 中
,

如果一些

组分 例如 完全缺失
,

这甲给出的 形式

也是正确的
,

因为变 量 的 数
一

必 将 减 少

。犷一 梦一 少
一 ‘一 ,

今

这种关系的总数 等 于 中一 。

如

果 可能发生 个不 同的反应
,

则为了描述平

衡必须 个补充条件
。

变度
,

或 系统的自由度 数
,

是由变量

数与变量间的键数 结合数 之差决定的
。

二中 一 一 中一 〕

二 一 一小 一

如果
,

则变量恰好是变量间 的键

数 结合数 , 在这种情况下
,

理论上可 以

解方程
,

并计算出 每 一 变 量 的 数 值
。

若
,

则方程式多于 变 数
,

一般说
,

方程

式不能够成立
,

同时也不能认为物系是处于

平衡的
。

若
,

则可 以选择 一个任意的

变量
,

而其余所有变量刁 由平衡条件决定
。

这个变量为任意数值时
,

平衡都是可能的
。

应 当记 住 方 程 一 中 这个

数
,

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出现是随意的
,

因

为它只是在 下述情况下才有意义
,

即用 一个

压 力值来描述系统的机械条件
。

如果也考虑

几一 ” ’到平衡关系数减刁·的同一个数 ,

而平衡 关系决定着化学势的等式
。

一 数
,

通常用 表示
,

它是 独立的化

学组分数
。

让我们 看看相律是如何起作用的 若所

研究的物系只由钠长 石 。 组 成
,

则 二
, ,

二
,

中一 和
。

可 以认为
,

在某一压力和温度区 内
,

钠长石

将是稳定的
。

现在
,

我们假定 钠长 石与同

样成分的液相处于平衡
。

重新等于
,

但

中, 和 二 二 的物系
,

我们把它叫做

多变物系
。

因此
,

只有 一个变量 压力或

温度 可 以随意选择
,

同时这个选择又决定着

其他变量
。

在 和 分别 落在横座标和纵座标

的的图解上
,

多变平衡表现为一条单独的曲

线 , 该 曲线各点上的所有
、

值均相 当
一

平

衡
。

曲线把 面分为两个 区 , 在该两区内
,

钠长石可分别存在于固相和液相
。

对于钠长石一石英一硬玉系统
,

二

,

但
,

由于可能有下列反应
、

人一

硬 玉 石 英 钠 长了于

所 以
, ,

而 与以前一样仍等于
。

这个

多变平衡 钠长 石熔化 可用一条曲线表示
,

该曲线是作为压力的函数来描述平衡温度的

或作为温度的函数来描述平衡压力的
。

很显然
,

在单组分的物系中
,

可能存在

的相不多于
。

它们 是 在 固 定 的 和 值

三相点 下共同存在的
。

为了求得已知并固定成分相的该组合的

自由度数
,

可利用简化方程式 一
。

由于每一相的成分都是准确测定了的
,

所 以‘长
,

卜

妹
卜

砂引︺勺少罗
﹄

从
卜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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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应 包含表征成分的变量
,

则变量的总

数减少到
。

变量 间的结合数
,

乃是与相

的自由能有关的平衡条件数 它等于各相之

间可能的化学反应数
,

由此
,

二 一

如果我们把每一相都看成是一个 “ 组分 ” ,

同时相应地假定 一 中
,

则该式 也 就是 方程

式 一
。

为了说明此点
,

我们再讨论一下固相和

浓相中斜长 石的组合
。

对于这两个相来说
,

在自由能之间除 唯一的一个点之外
,

不能确

定任何联系
,

在这一点上两相的自由能和成

分都相等
。

因 此
,

除了 二 这 一 个 点 之

外
,

总是等于
。

还 可以讨论一 下 矿 物组

合镁橄榄石一方解石一白 云 石 一 透辉石一

气体
。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反应
。 〔 入下 ‘

〕

透辉 石 白 云 石

入专 ‘

方解石 误 橄 榄石 气体

并且 二
,

在
、 、 、

时
,

据方程式 一 小
。

相律不能够决定在给定成分的物系中将

有多少相存在 , 它只是确定其中处于平衡的

最大相数
。

这个定律可用来证 明 不 平 衡性

当 时 、 但只这 一 个定律还不足 以

证明平衡的存在
,

由于温度和压力是随时间而改变的 特

别是在变质条件下
,

所以
,

甚至发现不变

物系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

因为这种物系应

当存在于严格固定的 和 值之下 , 、

的

任何变化都将破坏平衡
。

由此可以预料
,

岩

石中将主要是发现 至少等于 的组合
。

因

而
,

数值 二 或 二 可能表明系统的不 平

衡性
。

请注意前句中的间 能二字
。

克劳修斯 一克拉拍龙方程

克劳修斯
一
克拉拍龙方程是表述 多 变平

衡 熔化
、

相的转变等 情况下压力与温度之

间的关系的
。

该方程是从方程式 一 直

接得出的
。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最初处于

平衡
,

则 △ 一
,

若压力改变 而 这些相仍保

持平衡
,

则温度 也应变化
,

以使么 仍 等 于

零
,

即 △ 少
,

从方程 一 得

一
一,︿一△

在地质人员感兴趣的许多相的转变过程

中
,

八 和 △ 值具有相同 的 符 号 盈 ,

因此

压力较高时熔点或转变点通常要高些
。

在只

有几个固相 如石英一陨石英或蓝晶石一硅

线石 参加的转变过程中
,

低压下 值

一般为 到 度 千巴
。

这个关系不是绝对

线性的
,

因为 △ 和 △ 依赖于 和
,

而 平

衡曲线的斜度
,

至少是在熔化的情况下将随

着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

多组分物系中的熔化

鉴于熔化现象对于岩浆的生成和结晶十

分重要
,

下面先从含有组分 和 的 两 组分

物统开始
,

略微详细地谈谈熔化问题
。

低共熔态 我们先假设 固体组分 和

是互不相溶的
,

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将只有

纯组分 和纯组 分 两个固 相
。

我 们 再 假

设 组分 和 在液相 中可以任一 比 例混合

并形成理想溶液 即不存在混合热
。

下式

中上角的字母 表示液相
,

表示固相 , 下角

的字母 。表示纯相
,

表示纯相的城化 温度
。

我们先看看纯相
,

其熔点为
,

将有

林 。 一
‘几 , , 三 二

,
一

艺

现在
,

我们再向液相加一定数量 的 ,

由此液相中 的克分子数 由 而变 为
。

液相中组分 的化学势
,

根 据 方 程 一

将等于

认 二 认
“ ,

因为 《 ‘
,

故其化学势比 二
, 。 要小

。

由

于这个原因
,

滩相将不再与固相处于平衡 ,

这个法则有一个众所周 知的例外
,

它涉及到在大

量水 足以使液体饱和 存在时冰以及 花肉岩或玄武岩的

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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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

为保持平衡
,

温度应降至数 值 《
。

若假设 组分的熔化嫡与温度无关
,

但不完

全正确
,

则该值可以计算出来
。

温度 时
,

组分固相的化学势等于

固溶液 如果 和 组分是互溶的
,

则

将出现不同的情况
。

如果无 论是固体溶液还

是液体溶液都是理想的
,

则有

久
,

, 尸 月 一
人 几

—
—入

一
一

场人
气人

月

,

一协 二
, 。 ,

二 一

同一温度下液相 『 的化学势等于

, 孟一 孟
, 。

君

一 。孟
, 。 , 一

用方程式 一 整理右边最后两项

方程
,

得

入 十入了, 一

式中

入一,
△

一

, ,、

一

霍 一 二 一

、口了。

一甲
一八

、

人 二 云不一一

互、

, 。

或用 △ 表 示 盆一 盆纯组分 的熔化

摘
,

写如 下式

六
一

击
△ 一

一

紫
·

毕
一 , 一

此方程可确定 《 的任一温 度 下 与

固 相 处 于平衡的液相的成分
。

相反
,

一 △

丫入

对于组分 也可以得出类 似 的 关 系 式

注意 二 一
。

可以作出两 条 曲

线
,

分别表示 和 组分的熔化温度与 液 相

成分的关系
。

曲线的交点表示 低共熔成分及

低共熔温度
。

低 于这个温度
,

在一定压力下

假没是不变的
,

物系中不 可能有任何液相

存在
。

相反
,

加热 和 混合物 首先 生成的

或当熔浆冷却在结晶过程中保留到最后的液

体
,

将一定有低共熔成分
。

由方程 一 看出
,

若熔化嫡很小
,

的比值将很大
,

而低共熔成分 将富含

组分
。

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
,

具有高熔点
、

但熔化嫡低的二氧化硅
,

才富集于前述结晶

过程的最后阶段的液体 中

异 元熔化 假设两个组分 和 生成补

充的组 分 如 和 形成 顽 辉 石
,

则具有完全固定性质的化 合物

巳经不只是 和 组分的固溶液了
。

和

组分的熔化温度和溶化嫡将有一种情况
,

即

熔化曲线位于 组分熔点之 上
。 “ 组

分的熔点 ” 表示 组分与 同一成分的 浓体

处于平衡的温度
。

在上述情况下
,

我们说

组分是 “ 异元 ” 熔化的
,

即它的分解伴随

生成其他成分的新的固相和液 相
。

一

系统 中有两个补充化合 物 镁橄 榄 石
‘
和顽辉石

。

后者异元熔化

并生成镁橄榄石 十 富 的液相
。

相反
,

顽

辉石熔浆冷却时
,

在温度 下由镁橄榄 石生

成顽辉石
。

在顽辉石异元溶化温度 时
,

固

体的镁橄榄石与液相作用并
’ 几成顽辉石

。

若

液相开始时含 比顽辉 石多
,

则结晶 过

程在 之后继续进行到低共熔温 度 曰 在

此温度下有顽辉石和
、

二氧化硅晶出
。

正长石多元熔化生成 白榴石 。

和液相
。

与顽辉 石的情况一样
,

在高压下熔

浆变为异元的
。

在某些 火山岩 的 结 晶 过程

中
,

异元熔化起着重要作用
。

笋相 系统 在含有三个或吏多组分的理

火

亡,袱,寻洛,七
卜

尸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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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系统中
,

实验数据的计算和图解是异常复

杂的
,

但近年来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

一

展认为
,

在这种复杂的系统中
,

含固定的阳

离子和阴离子配位数的液体
,

具有固定的结

构
。

附加某些变量 这些变量是描述理想程

度的偏差的 的统计混合模型
,

可能对这种

带“晶格 ”的液体是适用的
。

为了进行全部必

要的计算 这些计算全都是 以观察所有可能

的二元系统的行为为基础的
,

例如四组分系

统 中的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和 一
,

必须应用高效的计算技术
。

在

这方面布兰德尔 的尝试已经奏

效
,

人们预言类似岩浆这样的多组分岩石系

统熔浆行为的 日子
,

看来 已经为期不远了
。

杨伟忠译 自 《

》

车锥形螺纹的专用装置

许多野外队由于没有专用机床
,

加工锥形丝扣 比较困难
。

为此向大家

推荐一种专用装置 见附图
,

靠它

的作用
,

可在普通车床上切削出合乎

要求的锥形螺纹
。

勺门目 , 沪七户目网口、尹如户目气

上接第 页

大的火山岩岩流
,

以及采 自轴带范围底部沉

积物样品中的火山玻璃与玄武岩碎屑
,

都支

持一种看法
,

即可 以认为在海底推移过程中

曾有玄武岩溢出
。

红海区域内的地震次数相

当少
,

但地壳形变的标志却有不整合
、

地块

运动
、

褶皱作用和不久前珊瑚礁上升等方面

的表现
。

玄武岩的溢出月能伴随着热盐水通

过红海海底而减少
。

显然
,

时代最近的热盐

水溢流发生在 “ 大西洋 号 ” 盆地的南部
。

看来过去曾周期性地有更多的盐水进入
,

使

盆地的盐水量增加
,

经 过鞍部溢流到相邻的

洼地
,

使它们底部的沉积物增温
。

继盐水溢

流之后就是活动减少时期
,

其间盐水与沉积

物变冷
。

但可 以 证实仍有热量进入的就是盐

水的温度略有升高
。

未完待续

龚叔行译 自 《 。江

神工郎郎
书口二二

让让让让 袱
‘‘

一 一一

〔〔〔〔〔〔二
仓仓仓仓仓仓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评评评
、、

过过
仁仁兀兀

二 、 。 , 》
,

江 一

声

及

《 “ 》
, ,

、

其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是 斜尺

用两个螺钉扭紧在扁方的铁板

上
,

安置在床面 导 轨 的 内部

用螺钉和压板由下面固定
。

尺后面

的垂直面与导轨平行
,

前面按要求的
,

角度制造 与工件 的斜度相 同
,

尺的下面放在横滑架 的上平面

上
,

压臂 固定在横滑架上
,

紧
压住斜尺的拉力弹簧

,

套在圆

销 上
,

弹簧另一端固定在圆销
了 上

,

导板 沿后面的床面导

轨滑动
,

横滑架碰上导向卡板

就停止
,

并引起杠杆 活动
,

以

后通过终点
,

把动作传 到 与 其 相连

接的杠杆 上
,

使装有车刀的刀

架离开工件
。

以后
,

托架转到

起初的位置并松开杠 杆
。

最 后 将刀

具重新对 在开始切削的位置
,

进行第

二次切削
。

使用此装置时
,

只保留上 部的小

刀架丝杠
,

而把中拖板 的 丝 杠 卸下

来
,

否则
,

中拖板不会随斜尺

的斜面移动
。

〔刘彦哗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