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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平果铝土矿属喀斯特古

风化壳沉秆一近代喀斯特堆积型

矿床
。

不少作者对其矿物成分及

成因进行过研究
,

但研究手段多

局限于光学显微镜和 射线衍射

分析等
。

本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和能量色散谱仪
,

研究了平果那豆区铝土矿主要

矿物的分布状态及微观结构特征
,

初步分析了铝

矿物的溶出性能
,

为进一步研究矿物成因及工艺

加工特性提供了资料
。

那豆区铝土矿的微观结构特征

根据铝 土矿的宏观特征差别
,

选取 种不同

的矿样
,

在 一 《型离子喷镀仪上甲剑渡金

导电膜 用 一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其微观结构
,

并摄取二次电子象 一 哩
能量色散谱仪进行微区成分分析

,

确定相的分布

状态
,

并摄取成分象
。

种矿样的微观结构特征

如下

灰色豆 如 状 铝土矿 图 矿样 呈深

灰带绿色
,

较致密
,

夹杂许多豆鲡
,

表面粗糙
,

较

大的豆鲡多呈黑灰色
。

。 是电镜下的一个豆 缅
,

内部由一水硬

铝石组成
,

其成分如能谱图所示
,

含少量钦
。

一

水硬铝石的典型结图见
,

晶形较完整
,

粒

度也较均匀
,

约 一 微米
,

是矿样中粒度较粗

的一种
,

其含量约占 一
。

大多数一水硬铝

石的结构状态如 。 所示
,

即在一水硬铝石粗

晶体上附着许多一水硬铝石微小晶粒
,

其粒度多

在 微米以下
。

微区成分测定结果表明
,

粗晶

状一水硬铝石成分较纯
,

而细晶状则往往含一定

量的钦
。

矿样中也有细晶状一水硬铝石集中分布

的区域
,

如 。 ,

其粒度在 微米以下
,

结构

较疏松
,

多有蜂窝状孔洞
,

这 种结 构约 占豆鲡

的
。

豆 缅 外层的一水硬铝石粒度均较细
,

很难找

到上述较粗而完整的晶体
,

其结构如 所

示
。

在一水硬铝石中含有一定量的钦
,

呈弥散均

匀状态分布
。

此外
,

还观察了一个含钦较高的豆缅
,

其中

的一水硬铝石晶体均较细
,

儿乎都含钦
。

豆鲡内

还有氧化钵矿物的集中分布区
,

粒度约 一

微米
,

呈细而均匀的粒状结构
,

是它的形

貌象及能谱图
。

认矿物的这种存在状态
,

在河南

和山西铝矿中
,

尚没发现过 ①
、

②
。

堆积铝土矿 图 矿样呈层状构造
,

层间界面被铁染成棕红色
,

其中间部位呈灰色
,

夹

有大量豆 缅 及少量 白色碎屑
,

豆缅表面粗糙
,

较

疏松
。

。 是其中一个豆缅的断面象
,

成 分 较

上述矿样中的豆鲡纯
。

豆纳内孔洞发育
,

是孔洞边沿的一水软铝石细小片状晶体和三水铝

石假六方鳞片状晶体 〔’ , 〕 ,

它们往往与一水硬

铝石共生
。

豆 缅 内还有少量纯的一水硬铝石
,

约

占铝矿物的 一 ,

其结构比较特殊
,

如

所示
,

非常致密
,

孔隙率很小
,

破碎较困难
。

这

种晶体比表面积小
,

作为生产氧 扫阳的原料
,

溶

出比较困难
。

河南新安铝 土矿 中的一水硬铝石单

个晶体粗达 一 微米
,

是其他矿区所罕见
。

尽

管晶体大而结晶完整
,

但晶体间连结疏松
,

易于

破碎
,

孔隙率高
,

比表面积相对也大
,

溶出过程

中有利 于溶液 的渗透
,

因此可溶性能好
。

这与
。 是个明显的对照

。

该矿样的另一特征是
,

由于狱的存在使一水

硬铝石的晶体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

随着林含量增

加
,

出现珊 瑚状 纹 理
,

逐渐过渡为疏松粒状结

①杨冠群
, ,

河南新安铝土矿徽砚站构初步研究及

河南小关铝 土矿矿物成分及结构的研究
。

②杨冠群
, ,

山西幸义铝 土矿扫描电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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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晶体粒度明显变小
,

比表面积和孔隙率也急

剧增加
,

吻 的形貌象及其能谱图反映了这种

变化
。

土状铝土矿 图 矿样呈土黄色
,

土

状或半土状
。

电镜下矿样由较纯的一水硬铝石组

成
,

粒度一般 微米
。

佣而可见

圈 电镜下粗娜翻目土矿的幼构及肋

较大的晶体
,

粒度为 一 微米 。 ,

含

量约占
。

一般来说
,

一水硬铝石的粒度没有

河南新安铝土矿粗
,

晶形也没有那么完整
,

但晶

体间聚集较紧密
。

该样中还发现许多白云母类矿物
,

单个晶体

的大小从 徽米 伽 到 撇米 。

不等
。

赤铁矿呈粒状结构
,

由 微米的晶粒汇聚

或 徽米左 右的集合体
,

疏松地充填于孔润之

中
,

如 。 所示
。 , 中下部是白云母类矿

物与钦铁矿的连生体
,

拉状的是钦铁矿
。

铁质铝土岩 圈 矿样呈棕红色
,

蜂

窝状
,

质物度
。 。 是 电镜 下看到的一个孔

润
,

几乎由赤铁矿充填
,

腼 是赤铁矿的放大

象
,

赤铁矿的粒度约 微米
,

呈粒状
。

洞外是一

水硬铝石与高岭石
。 。 是另一个孔洞内部构

造特征
,

铁矿物成小于 微米的微粒才这些徽粒

聚集成球状或圆筒状的空腔
。

这种现象在本矿样

中较为罕见
,

其他矿样也没有发现过
。

从矿物组

成及结构特征看
,

与山西孝义铝土矿中的铁质铝

土岩有些相似 ①
。

矿物微观结构对溶出

性能的影响

平果铝土矿储量丰富
,

品位较高
,

自然条件

适合于开发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

但经多方溶

出工艺试验
,

均发现部粥吕矿物难以溶出
。

其原



吕口 , 梦、 , 甲刁 舀一 , , 己 〕 , 月 ,

因有不同的见解
。

一种观点认为是铁矿物的影

晌
,

它形成包裹层
,

包裹着铝矿物
,

影响铝的溶

出
。

王韦玉等。用实脸数据否定了这种论点
。

我

们在电麟下现察也没有发现烟被铁矿物包裹的现

象
,

与实验结果相符
。

另一种观点认为难溶部分

属于纯度很高的一水硬铝石自形晶体
,

其化学成

曲王书玉称
, ,

平果堆积里阳 土矿床铝矿物成因及

共在工艺方西的宜义

分较纯
,

没有性的异质同晶代换
,

晶格能较高
,

不易被溶出
。

这种观点也值得商磋
。

首先
,

钦是

否以异质同晶代换存在于铝矿物晶格中
,

还需进

一步研究
,

如果不是异质同晶代换
,

而是两种矿

物共生
,

则不会改变晶格能 其次
,

晶格能是物

质的热力学性质
,

而热力学数据表明
,

在溶出条

件下
,

理锄勺一水硬铝石晶体是容易被溶出的
,

河南新安铝 土矿就是一例 ①
。

本文认为矿石的微观结构特征对溶出性能起



圈 电镜下快成栩土岩的始构特征

了一定的作用
。

那豆区铝土矿中 一 的一水

硬铝石结构致密
,

晶体粒 度细
,

相互间紧密结

合
,

孔隙率很小
,

比表面积也很小
,

对扩散控制

的高温溶解过程
,

往往 比表面 积起决定性的作

用
。

因此这种致密状一水硬铝石溶解速度很慢
。

钦在平果铝土矿中的存在形式较为特殊
,

往

往均匀地分布于一水硬铝石中
,

改变了一水硬铝

石的结构状态
。

随着钦含量的增加
,

致密的一水

硬铝石变成疏松粒状结构
,

晶体粒度细化
,

比表

面积增加
,

孔 隙率增大
,

有 利于铝的榕出
。

但

是
,

如果钦含量继续增加
,

在溶出过程中形成足

以包裹铝矿物的偏钦酸钠时
,

将影响铝的溶出
,

使溶出速度随钦含量的增加而下降 这种规律与

工艺实验结果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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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 , , , ,
一

东南亚锡矿带锡石多色性的特征和愈义

东南亚锡矿带长约
,

从缅甸和泰国大陆

起
,

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 见图
。

矿带由东

带和西带组成
,

两 带近于平行
,

局 部 为 断层错

开
。

在此矿带内
,

锡矿床与花岗岩伴生
,

西带虽有些

晚期浅成花岗岩
,

但中成花岗岩占优势
,

东带则以浅

成花岗岩为主
。

因此
,

两带花岗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矿物学差异
, 一 同时

,

西 带 花

岗岩 中痕 量元素的分 布模式 也与东带 截 然不 同
, 。

这两个带的花岗岩有着长期而复杂

的历史
,

每个带中都产有时代显然不同的花岗岩
。

不

同时代的花岗岩有时密切伴生 ,
, ·

等
, 。

根据其空间分布等理由同意这样的

观点
,

即带内的原生锡矿床是在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

发育形成的 仍
,

含锡的脉群
、

夕卡岩和矿脉在两个带中都发育较

好
。

但含锡的细晶岩同伟晶岩及筒状矿床似乎只出现

在西带
,

而已知层控矿床仅产于东带的勿里润 印

心 和武吉贝西 马来
。

也注意到
,

含马来亚矿 ①夕卡岩出现在西带
,

而

① 、 , 。 ,

马本获矿
,

一种 亡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