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 矿 测 试 工 作 展 望
长春地质学院

王 昭 宏

地质学科发展史表明
,

认识岩石和矿物

的技术方法的变革
,

极大地影响着地质学科

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

光

学显微镜在地质学领域中的应用
,

使人们对

地质由宏观物理性质
、

几何形状和总体化学

成分的观察
,

发展到矿物的光学性质
、

地质体

的显微矿物成分
、

地质体的显微结构和构造

及其与地质体宏观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认

识
,

为岩石学
、

矿相学和光性矿物学提供了

有力的实验手段
。

二十世纪初
,

射线衍射

技术的应用
,

又开始揭示出组成地质体的基

本物理单位 一矿物晶体的微观结构与宏观

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
,

把人们的认识引进矿

物的原子或分子之间关系这一层次的微观特

征的领域
,

提供了晶体构造中的微观参量
,

为 射线晶体结构分析
、

结晶化学和矿物物
理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近代实验技术

方法的基础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特别是六

十年代后
,

可用于岩矿测试的一百四十余种
技术方法中

,

有二十几种相继 引 进 地 质学

科
,

使人们能够获得小至微米级单矿物颗粒
的

、

矿物的微米级区域的或薄层的成分
、

结
构

、

构造和形貌及其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等

矿物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数据
,

还能够获得

岩矿的微量及痕量元素成分数据
,

加深了人

们对岩矿的知识
。

随着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

展
,

势必会使地质学以全新的面貌担负起四

化尖兵的职责
。

本文试图对岩矿测试工作的

概念
、

特征
、

专业理论轮廓
、

技术方法的种

类和发展趋势作一简略的介绍
,

不当之处望

批评指正
。

岩矿测试的概念

在地质学科中
, “岩矿鉴定 ” 这一术语

主要是指矿物和岩石的识别 “岩矿分析 ”

一词则主要是指岩矿的化学成分的查定
。

识

别岩矿或查明其化学成分
,

通常不是地质工

作者的最终 目的
,

而是为了探索它们所赖以

形成的地质的和物理化学的条件 , 它们的选

冶条件以及它们本身作为工亚技术材料的使

用价值等等的中期目标
。

与断拜冬
‘、

几支术和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

对岩矿探索的内容也在不

断变化和发展
,

需要研究的样品数鼠急剧增

加 , 区测
、

普查找矿
、

矿产综台评价和综合

利用
、

矿床 曲戊和分布规津以及地 吹学的其

它科学研究
,

也需要大量的岩矿物叩性质和

化学性质参数
。

目前已知需要和近 脚有可能

需要探测的物理性质有
’ 一

与电磁波福射有 关

的性质 微波学性质
、

红外光光弓介性质
、

可

见光光学性质
、

紫外光光学性 质
、

匀寸线佗介

性质及丫射线学性 质 电学性 质 磁学性

质 , 热学性质 电子结构和能 呈 转 换 性质

热致发光
、

热释电
、

热激 外 , 工子 发 射
、

磷光及阴极射线发光 等 品休 扮自性质

声学性质 声子 与电子
、

膝子及分 护的相互

作用等 力学性质 , 受激辐射性听 实物

粒子束 电子束
、

中子束
、

质子束
、

离
一

子束

和原子束 辐照和放射学性质 包括辐射

照射后的性质变异等 高场强 高温
、

高

压
、

强电场
、

强 磁场
、

强 电磁波场 强 击汤

等 条件下的物理性质 岩 矿 的 微 观结构

晶体结构
、

晶 沐缺陷 及 ’序度 今 与宏 视

表象间的关系
、

宏观形态
、

结 构 构 造
、

拉

度
、

单体解离度
、

矿物包裹休性状和戍分以

及岩石的矿物成分等
。

岩矿的化学性质有

元素 主要元素和微量元素 ,戈其氧化物含

量
、

有益及有害元素赋存状态
、

原子 和离子

半径
、

氧 化还嗦电位
、

离子价态
、

健型
、

晶

体的价键结构
、

元素组态
、

微最元索分配 系

数和比值
、

稀土元素摸式
、

以

及高场强下岩矿的物理化学性吸 伪 ”
一

热力

学性质 等等
。

原有的 “岩矿 爪厄 ” 和 “岩

矿分析 ” 定义已不能全部概 括 上 述 测试内
容

。

除地质工作外
,

其它学科不
一

上农业生产

部门
,

特别是与工业技术材料有关的部门
,

对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矿物 及 矿 物 集合休

人工水晶
、

石英纤维
、

红宝石
、

金刚石
、

云母
、

萤石
、

金红石
、

忆妆石榴石
、

铸石以

及陶瓷等 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有关的数

据的需要
,

也不能创舌在 “岩矿鉴定
”

和
“

岩

矿分析 ” 原有范畴内
。

七次
,

为了满 足齐个

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对 “岩矿华定 ” 扫 叫于

矿分析 ” 提出的
一

益增 长的 公拄
,

恤 悉冬仲

仪器装置的性能
,

且 反‘目二 己 连 了测 武

工作的人员
,

为了多快好省地状得数据
,

必



须进行技术革新
、

仪器研制和方法研究
、

数

据的综合处理和解释
,

以及为了做好上述工

作所进行的有关专业理论的研究等
,

也不属

原有 “岩矿鉴定 ” 及 “岩矿分析 ” 概念的范

畴 , 此外
,

岩矿物理和化学性质数据都是用

于认识同一个对象一
一

岩矿
,

只有综合性地

和全面地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
,

才能得到比

较正确反映岩矿本质的认识
。

而 且
,

近代
“

岩

矿鉴定” 和 “岩矿分析 ” 仪器装置的多种单

机的联机化趋势
,

使得一个整机往往既能用

以测试某些岩矿物理性质
,

又能用以侧试岩

矿化学性质
,

这就不能再把有关的设备和人

员机械地分成 “岩矿鉴定 ” 和 “岩矿分析 ”

两个独立的部分
。

基于此
,

可否把上述所有
这些相互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又不能为原有
“岩矿鉴定 ” 及 “岩矿分析 ” 的概念所完全

概括在内的工作称为 “岩矿物理性质和化学

性质测试
” ,

或简称之为 “岩矿测试
” 。

综上

所述
, “

岩矿测试
”

就是研究取得岩矿物理性

质和化学性质的数据的理论
、

技术和方法
,

并对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和解释的科学
。

岩矿测试的专业特征

地质学的 “岩矿鉴定 ” 和 “岩矿分析 ”

技术方法的发展过程表明
,

它们都是来源于
其它学科

,

而又应用于具有千差万别的物理

性质和多种多样化学性质的岩矿这一对象
,

在应用过程中加以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 色
。

例如
,

光学显微镜技术 方 法
,

在

年
,

苏格兰地质学家 应用显

微镜研究硅化木之前
,

它是物哩学的一种光

学仪器
,

用于生物等对象的研究
。

那是一种

无偏光装置的 “生物显微镜 ” 。

为了

研究矿物
,

首 创了上
、

下偏光装置
,

至今还

常被称之为 或
,

由此就

构成了偏光显微镜
。

年
,

英 国 的 梭贝

用于研究岩石
。

年起
,

德国的泽柯尔 收集

了世界某些地方的岩石标本制成薄片
,

用偏

光显微镜加以较系统的研究
,

于 年出版
了内容较丰富的岩石教科书

,

年发表了

《岩矿显微镜研究法 》一书
。

同年
,

罗森布

什 发表了《造岩矿物显微

镜研究 》一书
,

他还把显微镜与旋转台组装

在一起
,

研究了矿物晶体的双拆射性质
,

区

分一轴晶和二轴晶矿物晶体
。

年又发表

了《块状岩石显微镜研究法 》
。

至此
,

显微

镜用于岩矿研究的技术方法格架基本形成
。

又例如
,

年研制出的激光显微发射

光谱仪
,

次年马克斯威尔 就

用于岩矿样品的测试
。

虽然该技术方法在其
它科学技术和生产部门获得较广泛地应用

,

但最初应用于地质学科领域就遇到了岩矿样

品种类繁多及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极为复杂的

特点
,

缺少行之有效的半定量和定量分析方
法

,

使其应用一直受到一定的限制
。

年原

国家地质总局实验管理处在南京召开的激光
显微发射光谱分析技术方法专业会议上

,

提

出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

此后
,

地质局

系统有关单位展开了岩矿样品的半定量或定

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

先后提出 “双谱线法
” 、

“元素含量比法 ” 和 “基线换算法 ” 等
,

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

岩矿测试领域还引进红外光谱法
、

拉曼
光谱法

、

穆斯堡尔波谱法
、

电子顺磁共振波
谱法

、

晶体光谱法
、 原子吸收光谱法

、

发光

分析法
、

时线萤光光谱法
、

电子探针法
、

离子探针法
、

电子显微镜法
、

干 涉 显 微镜
法

、

红外光显微镜法和中 子活化分析法
,

还

有核滋共振波谱法
、

核电四极 矩 共 振 波谱

法
、

电子能 普法
、

电 子衍射法以及多用双变

折射率测定法等二十儿种测试技术方法
。

它

们都是经过简单地引进移植
、

或多或少地适

应性地改进
、

不同程度地 完 善 成 熟三个阶

段
。

虽然总的说来
,

在适应岩矿特性这个相

当重要的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多
,

但岩矿测试

技术方法的特色已初见端倪
。

归 纳 起 来
,

其特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在技术上
,

功能

宽
,

灵敏度和精确度高
,

有的为了适应野外就

地及时地测试工作
,

还要具备轻便
、

稳定和

坚固的特点 , 在方法上具有
一

普适性的特点 ,

在专业理论和数据解释方面侧重于阐明所获

得数据与岩矿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物理化学

条件的相关关系
。

已有的岩矿测试技术方法都是来源于其
它学科

,

甚至开始引进阶段是基本相同的
。

但随着应用的不断发展
,

它必将形成某些本

学科独有的内容
。

岩矿测试技术方法的专业理论 一
岩矿信息理论

目前尚未建立较系统的岩矿测试专业理



论
。

正如岩矿测试技术方法是来源于其它学

科的情况相似
,

现有的各类岩矿测试技术方

法的专业理论
,

基本上 也是来 源 于 其 它学

科
。

因不同学科的测试内容不尽相同
,

所用

的测试技术方法也不完全一样
,

有关人员所

关心的专业理论的侧重点 也不一致
。

所以
,

虽然应用于一定范围 如固 体 表 面 相的研

究 的某些仪器装置
,

有的已组装成一个整
体联机使用 如英国的 一 型电子能

谱仪等
、

专业理论趋向于统一 如电子能

谱理论
、

凝聚态物质表 面相 理 论 等
,

创

办专业刊物
、

专著和文集也陆纹出版二
。

但更大范围的能概括各类测试技术方法的专

业理论的著述尚末见报道
。

而 现 代 岩矿工

作
,

几乎可以用得上已有的各种测试技术方

法
,

但因岩矿样品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极

为复杂 , 简单地移植使用效果并非总是理想

的
。

为了充分利用已引进岩矿测试领域的各

种技术方法的功能 以提供更多信息
,

为了对

各种信息进行地质解释以及为了适应 日益增

高的地质工作的要求而进行技术革新和方法

研究
,

甚至仅仅为了引进更多 的 新 技 术方

法
,

应该加强岩矿测试专业理论工作
。

我们

概略地分析一百四十余种测试技术方法的专

业理论
,

初步认识到其中一百二十多种的专

业理论可概活于一个在理论上紧密相关的范

畴之中
,

暂称之为“ 岩矿信息理论
” 。

所谓岩

矿信息是指人们预先不知或不全知的地质作

用最终 产物 一岩矿的物质成分和岩矿的各

层次的结构 原子核与受其约束的一群电子

之间的价
、

上力和电子被模式的组合方式
、

离
子或原 子间的空间 分布方式以及各相之间的

组合方式 等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
,

具及它

们所能反映的地质作用的物理化学条件
。

也

可以说人们事前不知或不全知的地质作用的
“ 史料 ”

一 岩矿信息被 “ 记录 ”
在岩矿这

一 “ 介质 ” 之中
,

岩矿就是一种地质作用的

信息源
。

这些信息源有的可以自发地发出信

息
,

如放射性元素的各种射线 以及磁性矿物
的 滋场等

,

这类信息是饺少的 , 另一种则需
要通过一定手段使之传变为能被某种换能器
件转换为功于加 二处理的物理量

,

即岩矿信

息的激活
,

这类需要激 活才能被人们探则的

信息是人量的
。

信息由其伐休 如实物拉子

束
、

电磁皮
、

声波和磁汤等 输送到检测器

中去
,

即信息的传输 而后通过 一定的物理

或化学过程
,

把已由换能器等听转换的物理

量等用某种检测器接收
一

来
,

即 信 息 的检

测 而后通过一定的显示器把信以以图象
、

编玛或字符的形式输送 出 来
,

即 劣息的显

示 , 而后对所显示出的数 据飞进行 处 理
、

解

释和存储
,

从而完成岩犷物理性质和化学性

质测试的鹅个程序
。

听以岩矿信息理论包括

三个基本部 分 物质结构
、

信息的激活和数

据处理
、

解释及存储
。

至于信息的探测则属

技术方法的池畴
。

物质结构 包括岩扣
’

‘

拜层次的构成及其

与岩矿宏观表象之间的关系
。

‘

可按照 “ 几何

学 ” 的观点用物质的峥态特犷 一分子
、

原

子或离子之间的空间分布去描述 还可按照
“ 动力学 ” 的观点

,

用动态特性 一 粒子间

作用力和电子云分布及能级结构去描述
。

根

据地质科学的内容
,

则可把岩矿形成时和形

成后演变过程中的 羚矿静态特性及动态特性

的信息看作是被 ,’己录 ” 在岩矿的三个范畴

内
,

即承载于三个岩矿的层次里 原子核
、

离子或原子
,

分子 戈矿物晶体
,

矿物集合体
一一岩石 包括矿石

。

信息的激活 包括射束的性质及其与物

质的相互作用
。

虽然由于岩丫
一

信 以隶属于 不

同的三个层次
,

其激活方式 也不尽相同
,

但

信息的激活毖本都是射束与各巴次的物质相

互作用的结果
。

射束可划分为三关 实物粒

子束
,

即分子束 原子束
、

离 子 束
、

质 子

束
、

中子束和电子束等 电磁波束
,

即 射

线束
、

射线束
、

柴外光 束
、 一

可见光束
、

红

外光束和微波束等 , 声波束
,

即特超声束
、

超声束和声束
。

原子核承载的信息能被离予

束
、

质子束
、

中子束和 乌寸线束 等激活 , 自

由离子或自由原子以及含有部分充 填的 壳

层或 壳层的元素的晶体的能级结 构是 分立

的
,

通常能为电子束
、

射线束
、

紫外 光束

和可见光光束以及高频电磁波等激活 , 自由

离子承载的信息还能为挣磁 场 戊 睁电场激

活 , 分子或晶体的离子和原 子 含有部分充

填的 壳层或 壳层的元素除外 的外层电子

带如 、 ‘

户
。 。 及 。 。 。 认 。 、。 、 。 ,、

, 以 叮 , , ‘ , ,

等
。

朴 如
, 了 , 一 认 爪

红 七 万
·

, 等
。



受周围配位体及凝聚态物质整体电场和热扰
动的影响

,

其能级结构往往不再是分立的
。

其
一

户具有带状能级结构的分子和部分晶体
,

能为红外光束或微波束激活 , 其离子或原子

所承载的信息以及离子或原子的内部壳层的

电子所承载的信息可被离子束
、

中子束
、

质

子束
、

电子束
、

射线束
、

射线束
、

紫外

光束以及特超声束等激活
。

由于岩矿的性质不同和用以激活信息的

手段的差异
,

信息的载体和信息的传输方式

也不尽相同
。

例如
,

以离子束为激发手段
,

可激发出携带着信息的一次散射离子
、

二次

离子
、

俄歇 电子和 射线等 , 电

子束可激发出携带着信息的一次电子
、

二次

电子
、

背散射电子
、

透射电子
、

衍射电子
、

俄歇

电子
、

射线
、

紫外光和可见光等 质子束可激

发出携带着信息的散射质子
、

透射质子
、

射

线和活化原子核等 , 中子束可激发出携带着

信息的散射中子
、

衍射中子以及活化原子核
等 , 光子可激发出携带着信息的各种能量的

光子
、

光电子和俄歇电子等 , 声子束可激发

出携 带着信息 形貌
、

密度
、

应变模量及晶

木结构等等 的声子及被调制的光子
。

信息

的载体不同
,

换能器也不一样
,

但主要是光

电换能器
。

检测器和显示器是 一些机械的
、

化学的
、

液晶的和电子的显示器及一些成象

放大装置
。

数据处理和数据解释
。

显示器输出的图

象
、

字符和编码等资料可分为能直接应用的

和需要迸一步加工处理的两种
。

前者从测试

仪器终端装置取 出即可用来表示样品的某些

特 证
,

如元素或化合物的百分含量
,

光学显

微镜测出的矿物含量和矿物几何形态等 , 后

者 则必需通过计算和对比等程序进一步加工

后方可用以表明岩矿的一些性质
,

如 射线

衍射图象
,

需要换算成晶格结构参数等
。

此

外
,

还要阐明这两类数据与岩矿 样 品 及 有

关的地质体形成过程的物理化学 条 件 的 关

系
。

岩矿信息理论的研究
,

既是我们多快好
省地引进

、

掌握和改进研制 各种 新技 术 方

法 ’基础
,

也是我们对所获得的原始数据进

行加工处理和地质解释的基础
。

目前分散于

各个技 长方法领域的专业理论
,

有的较为成

熟
,

有的正在探索
,

有待于今后大力加强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
。

岩矿测试技米方法的种类

近二十多年来
,

物质性质的测试技术方

法的发展极为迅速
,

原有的技术方法也有很

大改进
。

就 目前已知的有可能用于岩矿工作
的单机测试技术方法 即非多种仪器装置的

联机 约有一百四十余种
。

为便于了解
、

引

进
、

掌握并使之适应岩矿测试工作的要求
,

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加以分门别类
。

分类的基

本原则是依据各个技术方法的信息激活的机
理

、

主要信息的性质和测试技术的主要特征

等方面的个性和共性
。

据此初步 划 分 为 五

类
。

能谱 或波谱 技 术方法类

共振能谱法亚类 主要是基于物

质与入射射束间的共振效应所反映的物质的

能级 或能带 结构
, 以观测物质的化学性

质和结构构造等特征
。

本亚类分为电子顺磁共振波谱法
、

核磁

共振波谱法
、

核电四极矩共振波谱法
、

电子

自旋共振波谱法
、

激光一微波波谱法
、

红外
吸收光光谱法

、

晶体光谱法
、

光声光谱法
、

原子吸收光谱法
、

共振荧光光谱法
、

射线

吸收光谱法
、

丫 射线共振波谱法
、

声子谱法
。 。 、

调

制激子谱法 “

以及共振电离光谱法等 种 个

技术方法
。

幻发射能谱法亚类 主要是用各种激

发手段使物质的能级发生跃迁产生相关辐射

等
,

以观测物质的化学成份和结构
。

本亚类又分为 种 个技术方法
。

如红

外光发射光谱法
、

可见光一紫外光荧光和磷

光光谱法
、

可见光一紫外光发射光 谱法
、

射线发射光谱法 包括电子探针等 个技术

方法
、

软 射线显现电势法
、

质谱法 包

括二次离子探针和光解离谱法等 个技术方

法
、

电子能谱法 包括俄歇电子能谱法和

场电子能谱法等 个技术 方 法
、

热 发 光

法
、

饱和无共振发射光谱法
、

自动快扫描发

射光谱法及快扫描干涉分光光度法等
。

散射能谱法亚类 主要是根据射束
在和物质相互作用中发生非弹性散射效应的

能量变化与其能级结构的相关关系
,

探测物

质的结构及成份等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

本亚类共分 种 个技术方法
。

如拉曼



光谱法 包括拉曼探针法
、

相干反斯托克拉

曼光谱法及波长调制拉曼光谱法等 个技术

方法
、

布里渊散射光谱法
、

中子散射能谱

法
、

一次离子散射能谱法和 射线散射能谱

法等
。

。

射束衍射技 术方 法类

主要是利用晶体对 射线束
、

电子束和

中子束等的衍射效应以观测晶体的结构
。

包

括三个亚类
。

显微成 象技 术方 法类

常规光学显微镜法亚类 借助于光

学透镜成象技术以观测物质的形貌和结构构

造等物理性质
,

又分为多用双变折射率测定

法
、

干涉显微镜法和费氏台法等 种 个技

术方法
。

扫描光学显微镜法亚类 应用电磁

波束的反射
、

散射和光电效应等以观测物质
的微细颗粒的物理性质

。

包括扫描光学显微

镜法
、

光电子显微镜法和热释电激光扫描显

微镜法 种 个技术方法
。

光学全息显微镜法亚类 基于相干

光全息照象和全息干涉技术以观测物质的三

维形貌
、

折光率和光弹性特征等
,

射线激

光和相干电子束的出现有可能用于晶体三维

结构的直接观测
。

本亚类包括激光全息显微

镜法
、

激光全息干涉法
、

射线干涉法和电

子全息显微镜法等 种 个技术方法
。

带电粒子束显微镜法亚类 用电磁

透镜成象技术或单独的带电粒束成象技术以

观测物质的形貌及结构构造
。

本亚类又分为

电子显微镜法
、

质子显微镜法
、

场电子显微

镜法
、

激光一离子显微镜法和场离子显微镜

法等 种 个技术方法
。

声学显微镜法亚类 主要是基于物

质的弹性常数等的差异及声束聚焦成象技术

以探测物质的力学性质及结构等
。

本亚类包

括声全息显微镜法和声显微镜法两种技术方

法
。

放射性元素分析技 术方 法 类

活化分析技术方法亚类 用中子
、

带电粒子和光子辐照样品
,

使之成为放射性

同位素
,

按照其半衰期和所辐射的光子等的

能谱以探测其化学成份
。

本亚类包括中子活

化法
、

带电粒子活化法和光子活化法 种技
术方法

。

幻辐射损伤法亚类 包 括 裂 变径迹

法
、

脱晶法和多色晕法等 种技术方法
。

其它测试技 术方法类

包括色谱分析法亚类
、

电化学分析法亚

类
、

经典化学分析法亚类和热分析法亚类等

种技术方法
。

以上所列单机测试技术方法中
,

有一些

还可互相组装成联机
,

有的还在革新改进之

中
,

此外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
,

新的测试

技术方法也在不断的出现
,

所以上述分类在

变更之中
。

发展趋势简介

岩矿测试工作发展趋势可概括为测试学

科的和具体技术方法的两个 方 面
,

简 述于

下
。

根据已查阅到的文献可知
,

近 多年来

已出版几十部有关仪器装置
、

测试方法和专

业理论方面的综合性专著
,

发行十几种综合

性刊物
,

出现了早期是分立的一些技术方法

的专业理论和仪器装置相互结合的趋势
,

应
用于岩矿测试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方法已取得

良好的成效
,

今后必将引进更多的新测试技

术方法
, 以满足地质部门及其他工农业生产

部门等对我们提出的 日益增高的要求
。

在国内
,

一些地质生产单位已建立岩矿

分析和岩矿鉴定中心实验室 , 一些教学单位

已设岩矿分析专业或开办岩矿鉴定培训班
,

有的正在筹建岩矿测试专业 , 科研单位和个

别高等院校设立了岩矿测试 研 究 所 或研究

室 , 。年成立了 中国地质学会岩矿测试专

业委员会 , 全国已初步形成岩矿测试方面的

专业队伍 , 有专有的研究对象一岩矿 , 已陆

续出现了一些仪器装备系 列 如 电 子 显微

镜一电子探针一电子衍射仪等显微电子束测

试装置系列等 , 虽然就已引进岩矿测试领

域的每个技术方法而言
,

在形成本专业特色

的程度方面有所不同
,

但都或多或少地积累

了一些资料
,

有的已形成自己的休系 如岩

矿光学显微镜测试技术方法等 , 即使 目前

还没有统一
、

完整和成熟的具有木专业特色

的专业理论
,

而成因矿物学
、

矿物物理学
、

原子物理学
、

光学物理学
、

材料科学
、

结构

化学
、

晶体场理论
、

分子轨道理论以及分析

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可资引用作为基础
。

所以 , 目前已显现 出地质学科的一个分枝学

科一 “岩矿测试学 ” 的苗头
。



岩矿测试仪器装置的整机基本上沿着三

个方向发展 一是发展轻便一遥感或就地一
适时地获得数据的测试技术方法 二是研制

生产优质 高灵放度
、

高精 确 度
、

高 准确

度
、

高分辨率和多功能 一快速一自动化地

获得数据的技术方法 , 三是把一些技术上相

关的仪器装置组装成一个整机
,

多机联用
。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日益广泛
,

极大地促

进了测试工作发展
。

例如
,

它可用以进行操

作参数和操作程序的控制
、

背景的才口除
、

干

扰因素的修正以及标样校准等 , 可用于波谱

分析的傅里叶变换和哈达马德变换等进行快

速复杂的运算 , 可用于数据存储
、

检索
、

对

比和图形辨认等
。

例如
,

美国加州大学劳伦

斯一伯克力实验室的中子活化分析仪
,

利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程序控制
,

实现自动进样和

连续分析
,

每批可做 多个样品
。

广泛地引进物理学
、

化学
、

电子学和数

学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

例如
,

红外光谱和核

共振波谱采用傅里叶变换系统和哈达马德变

换系统使分析灵敏度提高 个数量级
,

试速率提高几千倍
,

样品量减少到毫微克

级
,

能一次获得多至五种组分的混合物中每

个组分的相应光谱数拟 可调谐激光器用于

红外吸收光谱法把分辨率提高 了 几 个 数量

级
。

标样的制备及其研究工作受到了重视
,

随着新技术方法的 口益广泛地应用和仪器分

析法所分析的样品数量的增大
,

需要标准样

品对各个技术方法进行检验和校准
。

此外
,

逐渐增多的微区和微粒样品的测试也需要物

理性质及化学性质充分均匀的 际样
。

所以
,

标样的制各确是相当重要的
。

综上所述可知
,

岩矿测试工作正在受到

人们更大的关注
,

正在发展测试工作的仪器

化和仪器的自动化
。

我们应尽快创办岩矿测

试学术刊物
,

还应加强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

变化幅度大的岩矿微区和微粒样品的测试技
术方法的研究工作

,

特别应加强岩矿测试专

业理论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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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矿霭唠

加工红土型镍矿石的新技术 萨得伯里炉渣中的钻

年美国矿业局 的冶金中心拟定了一 套熔化 和精炼

红上型镍矿石的 新技术
。

其操作步骤兄 将 混有少组黄铁

矿的 红土裸矿烘干 , 然后 焙烧
。

按着在淤 度为

的条件下通 加工产品 , 以选择还原镍
,

价 和少量的铁
。

冷却之后材料氧化以使铁分离出来 , 并用 含纸 溶液进行处

理
。

最后通过化学方法从所得到的溶液 中提 取钻
, 而剩佘

的镶则用 电解分离
。

佘传芬译 白 《 〔 一 。 。中。 ‘ 双“ , ,

曰 , , , 工,

加拿大 研究出一种从炉渣中提取钻的技术 , 而这 些炉

造都是从处理 笋得伯里含镍矿石的过程 中获得的
,

过 去一

向被视为废物
。

如果半工业装盆 试验得以 成功
,

那么 就要

建立炉渣 电熔车间
。

据说
, 这项新技术可 以使 公 司结

的产扭增加到 吨 年
。

佘传普译 自 《 一 中 二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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