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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储油层的沉积岩中蒙皂石矿物学特征报道较多
,

而作为储油层的火山岩中蒙皂石矿物学

特征报道则较少
。

本文较详细地阐述了苏北阂桥地 区含 油玄武岩中主要蚀变矿物一皂石的形态
、

成分及

X 射线衍射
、

差热
、

红外特征
,

总结 了鲍林皂 石的形态特征
,

并对皂石的分布 和成因作了探讨
。

认为加强皂

石在油气地质
,

尤其是火山岩作为储油层中的应用研究十分必要
。

关键词 含油玄武岩 皂石 鲍林皂石 矿物学特征 苏北阂桥地区

皂石是 2 : 1 型蒙皂石矿物族中三八面体膨胀性粘土矿物
,

八面体组成变化较大
。

我国

学者对皂石的形态
、

结构
、

成分及其变化甚至成因作了一些描述和探讨
,

但总体而言
,

皂石矿

物学的报道还是较少
。

林鸿福川 ( 1 985 )报道了新疆榆树沟的皂石 矿物学特征 ;对河南 内

乡
、

湖北京山的皂石矿物学特征有过报道〔2 1 ;后来在新疆托克逊发现了我国唯一的皂石矿
,

是花岗岩与镁质岩石接触带的蚀变产物〔`
·

2〕。

上述皂石与本文所要讨论的皂石在产状上明

显不一致
。

中国含油气盆地的粘土矿物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

我国学者研究较多
,

报道甚至专

著也不少
,

但多为二八面体蒙脱石
、

伊利石等矿物
,

且大多以砂岩等沉积岩 为储油层
。

虽在

准噶尔
、

内蒙二连等地发现了以火 山岩 为储油层 的油 田〔3〕
,

但少 见对其中的蚀变矿物尤其

是皂石进行详细论述
。

为此
,

本文拟对苏北金湖 凹陷阂桥地 区早第三纪阜宁组 (埋藏 )玄武

岩 (储油层 )的主要蚀变矿物一皂石作较为详细的矿物学及其成因讨论
。

1 基本地质概况

苏北阂桥地区阜宁组玄武岩位于苏北盆地西部的金湖凹陷内
。

经江苏石油勘探局勘探

试采
,

金湖凹陷阂桥第三系古新统阜宁组玄武岩富集了有 良好开发前景的油藏
。

本区玄武岩主要为陆上喷溢岩流
,

局部地段有玄武岩流进入地表水体发生淬碎与次生

爆发
,

从而形成玄武质淬碎角砾岩
。

如果考虑到早期 的成岩蚀变
、

后期叠加热液作用 以及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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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岩出露地表的风化改造
、

埋藏后的水解淋滤等地质作用
,

则本区广泛分布着致密玄武岩
、

杏仁 (气孔 )玄武岩
、

淬碎玄武岩
、

碎裂玄武岩及蚀变玄武岩
。

皂石是大多数玄武岩中分布最

为广泛 的蚀变矿物
,

其中全岩中分布最广
,

其次充填于杏仁体内
,

部分在裂隙或岩脉中产出 ;

在蚀变玄武岩中则随着蚀变强度增加而逐渐减少
,

但在不同相
、

带
、

层 中发育是不均匀 的
,

即

使是同一相带抑或层中
,

其分布也有很大差异
。

2 镜下特征

2
.

1 偏光显微镜下的特征

在偏光显微镜下
,

皂石呈褐色基调
,

主要有褐色
、

黄褐色
、

浅褐色
、

褐灰色等
,

有时也见呈

绿褐色皂石
,

可能已向绿泥石或绿泥石 一 皂石混层转变 ;形态多呈片状
、

板状
、

放射状
、

纤维

状等 ;也可见球粒状
,

在球粒内部可见板状特征 ;基本上具均一光性
,

干涉色较醒 目
,

近于平

行消光
。

本区皂石常与伊丁石
、

绿泥石
、

碳酸盐矿物伴生
。

2
,

2 扫描电镜下的特征

在扫描电镜下
,

皂石的形态特征随其产 出状态不 同而有明显差异
。

在全岩中
,

皂石多呈面式分布
,

片状
、

石棉状
,

形态多不规则 ;边缘有时光滑但略有卷曲
,

有时不光滑而呈多刺状 ;表面基本平整
。

由于全岩中没有 良好空间
,

皂石颗粒集合体均较细

小
,

片 一 片间多 以面 一 面
、

边 一 面接触
、

重叠
,

因而不利于介质流通
。

但是这些颗粒细小的皂

石在适当的条件或环境下可生长发育成颗粒比原来大数倍至数十倍的大颗粒皂石
,

由此表

面积减少
,

颗粒间产生一定的空间通道一粒间孔隙
,

有利于介质的运移和流通 〔4 〕。

在杏仁体中的皂石则不同
,

虽也可见细小的相互叠置的片状集合体
,

但在多数情况下呈

垂直杏仁壁生长的板状
、

束状
、

放射状
、

纤维状特征
。

由于生长速率的差异
,

中心部位形成片

薄
、

边缘卷 曲
、

片的平面垂直板状体生长的皂石
。

裂 隙中的皂石
,

颗粒较大
,

但形态极不规则
,

多呈石棉状
、

棉絮状
,

它可能是在充足胶体

供给下生长发育而成 5[]
。

2
.

3 透射电镜下的特征

在透射电镜下
,

皂石的形态趋于不规则
,

多呈毡状结构
,

个别显示六方片状
,

大小不等
,

一般为 3 X 4卜m ;厚薄不匀 ;边缘极不光滑
,

或呈撕裂状
、

或呈锯齿状
,

但表面较平整
。

长条

状皂石的宽度约 1拼m
,

视域内长达 10拼m
。

这些细长条大多由宽板条分裂而成
,

可能由不连

续的 :2 1 型硅酸盐条所组成
,

并构成弯曲的长约 3一 5拼m 的条带 4j[
。

与皂石共生 的绿泥石

垂直脉壁生长
,

呈极薄的叶片状
,

叶片宽约 0
.

5拼m
,

长约 2一 6拼m
。

与绿泥石共生的皂石呈片状
,

而未与绿泥石共生的皂石则呈板条状
。

2
·

4 对比及讨论

新疆榆树沟皂石的透射电镜形态呈现出
“

颗粒厚薄不均匀
,

为不规则状及板条状
,

边界

清晰
,

有淡化边
,

突刺状
,

片体多卷 曲
,

与钙蒙脱石相似 [ ` (] 林鸿福
,

1 9 8 5 ) ; 辽宁杨家杖子锌

皂石在电镜下呈
“

延长 的鳞片
,

鳞片边界模糊
,

表面光滑
” 〔6 (] 杨敏之等

,

1 9 6 4) ; 湖南某地锉

皂石则呈现
“

板条状
,

许多窄板条聚合为粗大的宽板条
,

也可见到边界较模糊的细而薄的板

条 ,,[ 7

l( 顾雄飞
,

1 9 64 )
。

前两者与本文在全岩及裂隙中所见皂石的形态较相似
,

而后者则与

本文在杏仁体中所见皂石几乎一致
。

束秀琴等〔“ 〕( 19 82) 报道了柯绿泥石 (绿泥石与皂石 :1

1 规则混层 )在透射电镜下
“

呈不规则薄片状
,

边界清楚 圆滑
,

厚薄不一
,

透明度中等
,

特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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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绿泥石与蒙皂石之间
” ;王行信〔 9 ] ( 19 86) 认为

,

产于火山角砾岩中的高电荷柯绿泥石
, “

充

填于粒间孔隙的结晶较好
,

扫描电镜下观察
,

多呈较规则的蜂窝状 ;贴附于颗粒表面的柯绿

泥石结晶差
,

多呈揉皱状和山峦状
” 。

T a b l e l

表 1 皂石的化学组成 (电子探针结果 )及其结构式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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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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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0
.

1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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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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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总层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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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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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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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含 0 一 I T i
,

b 含 0
.

0一T i
,

c
含 0

.

2 8 T i
.

d 含 0
.

3 5 T i
.

e 含 C u
、

N i
、

Z n

各 0
.

0 1
,

f 含 N ;0
.

0 1
,

g 含 N i
、

Z n

各 0
.

0 1

,
F司 = 习eF

本文虽未对柯绿泥石作专门的镜下研究
,

但从前面的讨论与对 比
,

并结合 X 射线衍射

研究
,

笔者认为
,

本文所描述皂石的镜下特征可能包含柯绿泥石在 内
。

部分教材或有关资料中谈到 4[, `“ ]
,

由橄榄石会向鲍林皂石转变
,

但其形态特征均未描

述
。

据有关资料及笔者的研究
,

认为本区皂石应为鲍林皂石
,

在透射电镜下
,

其形态为板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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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状
。

这种成束的板条是沿
a
轴延长

,

可达 30 拌m 以上
,

长宽比至少达 5 : 1
,

有时这种板条可

因某种原因而分裂
,

其间由不连续的 2 : 1 型硅酸盐条组成
。

N
.

G o v e
n[

4〕 ( 1 9 8 8) 还规定了鲍

林皂林八面体组成中镁与铁比必须在 3 : 1 一 1 0
:
1 之间

。

3 化学成分

皂石 的净负电荷主要来源于四面体 1A 一 iS
,

少量来源于八面体
。

表 1 列 出九个皂石样

品的化学成分 (电子探针分析 )及其结构式
。

从成分看
,

本区皂石四面体铝略少
,

但总体显示

在富铝环境下形成
。

s u d 。
等 [ “ ] ( 19 7 8 )描述过 日本的铁皂石

,

其结构组成为
:

( e 。 0
.

4 6 ) ( 5 1

7
.

15 A I 0
.

8 5 ) ( T i 0
.

0 5 F e Z + 2
.

5 6 M n 0
.

0 3 M g 3
.

0 1 )
。

与之相 比
,

M 1 5 一 s 样品皂石八面体

中铁量较高 (艺 F ve ` = 4
.

20 )
,

属 (高 )铁皂石
。

部分样 品中
,

皂石八面体内还发现较多 的 Z n 、

C r 、

iN
、

C u 、

M n
等阳离子

,

反映了热液成

分及蚀变环境的复杂性
。

4 x 身寸线衍射

4
.

1 自然样品

本区玄武岩遭受后期蚀变
,

同时皂石的结构缺陷破坏 了原来的有序特征
。

因此大多数

皂石 X 射线衍射 ( X R D )图上仅有少数几条特征衍射线
,

其中以 ( 0 01 )为主
,

其次为 ( h k) 二维

衍射带
,

常见 ( 02
,

1 1) 等
,

缺乏三维有序特征
。

表 2 列出 5 个衍射线 比较完整的皂石 X卫D 特

征线 d 值
,

其中以采 自未经蚀变 的灰黑色致密玄武岩杏仁体内的 M 1 5
一

4 样品的 X R D 特征

线最为完整
。

三八面体皂石 的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 do 60 = 1
.

53 一 1
.

5 54 入 > 1
.

50 人 (表

2
,

图 1 )
。

4
.

2 乙二醇 ( E G )饱和样品

表 2 皂石的 X 射线衍射数据 (人 )

T a b l e Z X 一 r a y d i f f r a e t i o n d a t a o f s a P o n i t韶

样品号 0 0 1 0 0 2 0 0 3 0 2
,

11 0 0 4 0 3
,

0 0 5 1 3
.

20 0 0 6 0 0 7 巧 2 4
,

3 1
,

00 9

0 3
,

0 6 0
,

0 0 1 0
产状

M 2 2 一 4 1 5
.

1 0 4 7
.

5 7 7 4
.

6 3 3 3
.

0 9 5 1 7 52 1 5 3 5

M 15 一 4 1 5
.

1 5 9 7
.

6 0 4 5
.

0 6 8 4
.

5 9 6 3
.

7 6 0 3
.

10 1 2
.

6 4 1
,

2
.

5 84 2
.

5 3 8 2
.

1 77 1
.

7 3 9 1
.

5 3 5

M 17 一 1 1 5
.

1 9 6 7
.

5 9 5 5
.

0 5 8 4
.

6 0 4 3
.

7 7 3 2 5 70 2
.

1 57 1 7 3 9 1
,

5 34

M 2 3 一 3 15
.

2 1 3 7
.

5 8 1 5
.

0 3 7 4
.

6 04 3
.

7 7 1 1
.

53 6

全岩

杏仁

裂隙

裂隙

本区皂石经乙二醇 ( E G )饱和 24 小时后
,

其区间 X R D 特征曲线如图 2
,

其 d 值及其结晶

度测定方法同 P
.

E
.

iB sc ay e[
`2 〕 ( 19 6 5 )列于表 3

。

可 以看出
,

E G 饱和处理后
,

皂石的 ( 0 01 )峰

单一
,

敏锐
,

强度大
,

( 0 0 2) 峰则强度较 弱
,

( 0 0 3 )峰则更弱
,

有时几乎难以准确辨认 ; 皂石 C

轴方向的有序程度取决于皂石的产状
:

灰黑色致密玄武岩及其杏仁体内
、

裂隙中未蚀变 的皂

石
,

其 V / P 值均大于 0
.

9
,

表明 C 轴方向堆垛有序程度高
,

结晶 良好 ;蚀变玄武岩及经蚀变

岩脉中的皂石
,

其 v / P < 0
.

9
,

在 0
.

7一 0
.

9 之间
,

表明其 C 轴方向堆垛有序程度和结晶性不

及未蚀变的玄武岩中的皂石
。

但总体而言
,

本区皂石的结晶程度均较好〔`2
,

` ’ ]
。

据林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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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

M 5 1一 4

M 17一 1

2 10 0 6( 20
“

0 4 8 2 6 1 14 1( 20

图 1皂石的 X衍射曲线

X一 ra y di f f
e a r tin opa t te r

n s
o f劝 P On i tc s

n A
a一

方沸石
;

c C
一
方解石

;
l P

一
斜长石

图 2皂石经乙二醇饱和 4 2

小时后的区问 X射线衍射图

Fi g
.

x Z一 a ry di fr f
e a ti on pa t t叮 n s

o f

a s Pon
i t叱 r te a tc d wi th EG

a f t叮 24 ll rs

表 3乙二醇饱和后皂石的 d(00 1)值 《人 )及结晶度 (
v

/p )

《0 0 1) Pe a k da ta

n a de ry s ta llin i ty o fsa Pon i te s te a r te d wi th EGa f te r
24 hs r

样品号

M 13
一 13

M 15
一

1 1

M 2 2书

M 2 2书 ( 1)

d(0 0 1)

18
.

2 63

18
.

0 20

18
.

0 54

18
.

3 16

d(0 0 2) d(0 0 3 )

6
.

0 10

( 6
.

0 0 1)

V/ P产 状

全

6
.

0 4 8

0
.

9 62

0
.

84 3

0
.

8 9 2

0
.

98 7 5

灰黑色致密玄武岩

绿色杏仁橄榄蚀变玄武岩

灰黑色致密玄武岩

灰黑色致密玄武岩 岩

ù、ù月,Rù一、ùgUQ户00门nUQ子né
,上

;:
OJOOOUQ
ù

M 15
一

4

M l l
一

1

M 1 5
一

I
一

3

M 16
一

7 ( 8 )

M 17
一

1

18
.

1 8 4

18
.

4 7 7

1 8
.

0 8 0

18
.

1 8 4

18
.

8 9 2

9
.

0 7 2

9
.

1 1 1

8
.

9 8 2

9
.

0 5 3

9
.

2 3 1

( 6
.

0 2 5 )

( 6
.

0 2 1 )

0
.

7 0 8

0
.

9 3 1

0
.

7 7 8

灰黑色杏仁玄武岩

灰黑色蚀变玄武岩

0
.

9 3 5

0
.

9 6 8
灰黑色玄武岩

杏仁

蚀变

岩脉
绿色

裂隙

( )人工测量值

等〔`4 〕 ( 1 9 9 2) 资料以及本区皂石实测 的 ( 0 02 )峰 ( E G )的宽度 (半高宽 X 2)
,

本区皂石在 C 轴

方向的晶畴层数将在 1 0
一

15 层之间
,

晶畴厚度 ( E G )为 1 8 0
一

270 人
,

再次说明了本区皂石 良好

的结晶性和 C 轴方向的有序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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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关于绿泥石
一

皂石规则混层 (柯绿泥石 )

柯绿泥石即绿泥石与皂石 1 “ 1规则间层矿物
,

该术语首先由 iL PP m an n( 1 9 5 4) 采用
。

表 4 柯绿泥石的 X 射线衍射 d 值 (人 )

T a b l e 4 X 一 r a y d i f f r a c t io n d a t a o f c o
rr

e
璐 i t巴

M 7 一

14 ( 1 )

全岩

M 1 5
一

5 ( 1 )

全岩
M 2 3

一 1 杏仁体 M 23
一 2 裂隙 新疆彩参 1 # 新疆富迫

0 0 1 2 9
.

7 4 7 2 9
.

6 2 4 2 9
.

6 2 4 2 9
.

3 4 8 3 0
.

0 0 3 1
.

6 0

0 0 2 15
.

0 8 6 1 5
.

2 3 2 1 5
.

0 5 0 1 4
.

9 7 9 14
.

4 9 14
.

7 3

0 0 3 9
.

5 6 9
.

6 1

0 0 4 7
.

4 7 8 7
.

5 5 9 7
.

5 6 8 7
.

18 7
.

2 5

0 0 5 5
.

8 3 1 5
.

7 1

0 0 6 4
.

8 8 8 5
.

0 3 1 4
.

7 7 4
.

8 2

0 0 7

0 0 8 3
.

7 1 5 3 7 8 0 3
.

7 6 0 3
.

7 7 3 3
.

5 7 3
.

6 0

0 0 9 3
.

1 0 4

0 0 10

0 6 0 1
.

5 3 4 1
.

5 3 6 1
.

5 3 5 1
.

5 3 6 1
.

5 4 6 1
.

5 3 9

V e 0
.

7 0 1
.

7 7 1
.

4 9 3
.

0 4 0
.

4 7 1
.

0 9

口反从
、 1: ;

_

2

` .

…
_ _ 1 _ 曰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1` 、 , . 、 飞, 1 4 11 51 ) f、 日 了, 自

`

图 3 柯绿泥石 ( M 23
一

2 )X 射线衍射曲线

F ig
.

3 X 一 r a y d if fr a e t i
o n p a t t

crn
o f co rr

e
潜 it e

近几年
,

我 国也有不 同地质产状柯绿泥石
,

束秀琴 s[] ( 1 982 )
、

林西生① ( 19 85 )
、

王行信〔9 〕

( 2 9 5 6 )
、

张荣英 [ ` ’ ] ( 1 9 8 9 )等曾先后作过研究报道
,

但林西生 ( 1 9 5 5 )报道 的柯绿泥石的产状

和成因一与后期热液活动有关
,

充填于 (新疆彩参 1 井 )玄武岩小气孔中绿色充填物一与本

文研究的柯绿泥石基本一致
,

他还报道了新疆富蕴地区断层泥中的一种柯绿泥石
,

断层两侧

的岩石是 富含铁镁矿物的基性岩石
,

且与绿泥石
、

蒙皂石等矿物伴生
。

表 4 列出本区四个柯绿泥石样品的 X 射线衍射 d 值
,

并对照列 出林西生 ( 1 985 )的柯绿

泥石 X 射线衍射 d 值
,

图 3 为 M 2 3
一

2 样品的 X 射线衍射图
。

① 林西生
.

柯绿泥石和它的 X 一
射线鉴定

.

见
:

粘土矿物 X 一
射线衍射分析技术交流会议论文

.

1 9 8 5



第十九卷 第一号 杨献忠
:

苏北阂桥地区含汕玄武岩中皂石的矿物学特征 7 1

5 差热分析

由于水分子与阳离子结合需放出离子水化热
,

释放温度随着离子种类
、

电荷与水分子的

结合力 (牵引力
、

结合能 )的增加而增大
。

皂石吸咐的离子也要放出热能
,

加热驱除这部分水

T a b le s

表 5 皂石差热分析峰谷特征 (℃ )

P e

ak
v a ll e y d a t a o f d i ffe

r e n t i a l th e r
m al a n a lys is f U r s a P o n i t eS

( R Z + ) 一 H 20 O H

样 品 号 R 十 一
氏 0 川 一 O H eF

一 O H 其 它 产状

M 1 3
一

3

M 2 2 4 ( 1 )

M 1 5 4

M 1 6
一

7 ( 8 )

2 8 0 t

3 5 0 t

4 8 0 t ( P y )

4 6 0 t ( P y )

M 17
一

1 月5 0 ( P y ) 工

全

岩

杏仁

裂

隙

内叼

自U9

外州
、J八

护卜
.

口声
-

,
橄动功

`

嘴产门é,
,

les,.丈甲..右..亩八目n曰仁CUJJC[ù11,L,̀,ù,山
` .人,人..人1人`.人

未吸热谷
,

t 放热峰

件汗1
1

所需 要 的热能 为 C a Z +
> M g Z +

>

N a + ,

表 5 中 1 10 一 12 5℃ 为 N a +

离

子 脱 去 吸 附 水 的 温 度
。

由 于

aC
Z斗 、

M扩
+

二价离子会吸附两层

水分 子
,

因 此 140 ℃ 为 ( C扩
+ +

M扩
十

)离子脱去外层 (第一层 )吸

附水的温度
,

230 一 2 40 ℃则为其脱

去内层 (第二 层 ) 吸 附水的温度
。

显而易见
,

皂石低温脱水吸热系统

的特征受层间离子 电荷源 (或离子

势 )的影响
。

皂石中外经基水脱去

温度多在 8 00 一 830 ℃
,

而 内经基

水脱水温度在 860 一 9 10 ℃
,

热稳

定性相当好
。

之所以有一定波动
,

是因为八面体中不 同阳离子含量

一卜厂
卜11 5

一

4

图 4 皂石的差热分析曲线

F ig
.

4 D i ff叮e n t i al t h e r
m

a l a n己y s is e
ur

v es o f sa 卯 in t cs

不一致
、

阳离子对 O H
一

的键合能不一样
。

由于 八面体内有一定量的 lA
” 十
或 eF

“ 十
转换

M g Z + ,

因此偶而也可见到一定量的 lA 一 O H 键及 eF 一 O H 键所排 出的结构水温 度 ; 至于

M 22 一 4 ( 1) 和 M 15 一 4 两个样品
,

可能 F e
有足够多的量

,

使加温过程中氧化形成 eF O一O H

键而产生 eF O 的放热
。

另外
,

在全岩和裂隙 中的皂 石
,

还伴生有后期充填黄铁矿 ( 4 50 一

4 8 0℃ )的放热峰 (图 4 )
。

由于结合水的密度低于游离水
,

因此皂石在缓慢脱水过程中
,

结合水释放后会造成体积

缩小
,

从而产生一定的流体压力
,

这种流体压力和后来的流体运动
,

都会促使所含有机质运

移
。

可见研究皂石的差热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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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红外光谱

图 5 为 3个皂石红外光谱曲线
,

表 6 则为各吸收带的归属
。

3 6 0 2一 3 6 2 c0 m
一 `
较宽的吸

收带属 V oH
,

该带吸收强度较弱
,

峰不敏锐
,

高频一侧从 3 7 0 0一 3 6 0 0 c m
一 `
有弱的肩状吸收

,

反映皂石八面体中 lA 一M g
、

eF 一M g 使八面体角顶氧 O
:

负电荷增加
,

吸引 O H 中和质子使

氢键增长
、

键强减弱
、

频率向低频方向飘移
,

因而 川
ZO H

、

M g IA O H
、
F e

1A 0 H
、

eF M g O H 等难

以分开 ;层 间水的仲缩振动为 3 4 6c0 m
一 ` ,

呈强度中等的较宽吸收带
,

弯曲振动为 16 4 c0 m
一 ` ,

表 6 皂石红外线谱特征 (
。m

一

)

T a b le 6 I n fr a r e d s Pec t r u
m d a t a o f s a P o in t昭

V溺 (月 ) 一 。

振动 V赴 S
一

0
一
V留 (几 )

V石
一

0

V sS 卜 O 一 S ; (川 )

V S i 一 O 一 M
占S卜 O

V M
一 O

O H 平动

层问水

V O H 闪 H 产状
V H 2 0 占H ZO

M 1 3 一 3 10 90

中强

7 8 0 7 3 0 6 8 0 6 7 0 4 60 4 0 0 32 4 2 8 1 3 6 02 9 10 3 4 6 0 1 6 4 0

M 15 一 4 10 1 8 8 8 0

10 18 8 8 0

强 弱

7 3 0 6 8 0 6 6 0 4 60 4 0 0 32 4 2 60 3 6 20 3 4 6 0 1 6 4 0

M 1 7 一 7 7 4 0 8 0 6 7 0 5 2 0 4 60 39 8 32 4

强度 弱 弱 中 中 中 强 中 弱

2 80 3 60 2

中 弱 弱

3 4 6 0 1 6 4 0

全岩

杏仁

裂隙

中 弱

峰敏锐但强 度不大 ; O H 摆

动 poH 不明显
,

与 晶格 振 动

及 iS 一 O 弯 曲振 动祸 合
。

iS 一{ ) 仲 缩 振 动
、

iS 一 O 弯

曲振动
、

M一 O 振动等参见

表 6
,

其中 1 0 2 c0 m
一 `
形成一

个很 强 的 吸 收 带
,

峰 形 尖

锐
,

属平行层的 iS 一 O 仲缩

振动 ;其高频一侧 10 9 0 c m
一 `

为中强吸收
,

归属垂直层 的

is
一

代〕 仲缩振动 [` 8]
。

据有

关资 料 [ ` 6
,

` 8〕
,

l o g o e m
一 `
与

l o 2 0 c m
一 `的分开程度 取决

于水重
n Z /皂石重

n ;
之间的

比值
。

假定分析时 所取皂

石重量一定
,

则 皂石 中水含

量越高
,

比值越大
,

双峰 的

分开程度越好
。

对 比本 区

四个皂石样 的红 外光谱特

征
,

可知其中的水含量多少

户一
歼旧划

4 (〕l川 3卜 I J( ) 飞4 (川

F ig
.

5

叭〕!川 {况 . } ( ) 14 1 )崔! 1 { }〔 l百) t o t川

图 5 皂石红外光谱图

I n far r
记

s p e e让 u m e u
yr 叱

o f sa 卯 in t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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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 M 1 3一 3 ) M 1 5一 4七M 1 7一 1
。

图 5 中还出现 1 4 3 0 。m
一 `
的吸收

,

为样品中极少量方解石〔c o 3 2 一 〕垂直 c 轴反向不对称

仲缩振动
。

7 成因与分布

当玄武岩岩浆喷溢到地表后
,

由于表面急剧冷却而固结
,

致使整个岩石变成内热外冷的

封闭系统
,

保留在内部的水蒸汽及其它气体无法逸出
,

热量无法释放
,

在玄武岩浆逐渐固结

成岩阶段
,

其中的橄榄石
、

辉石
、

火山玻璃等基性物质开始 由玄武岩引发的蚀变— 自变质

作用
,

从而形成广泛分布的皂石
。

其中橙玄玻璃会向皂石直接转变
。

这种蚀变方式似乎为

本区所特有
。

皂石或充填于矿物颗粒之间
,

或薄薄地覆盖在颗粒表面
,

呈面式分布模式
。

由

于皂石颗粒的组合方式多呈面一面
、

边一面结合
,

最终将组合成片状结构 ;而棒状
、

针状颗粒

则形成脚手架结构 ; 当颗粒接近球形时
,

则形成串珠状联接
。

有作者认为
,

皂石仅是玄武岩

橄榄石斑晶的蚀变产物
,

它以包裹橄榄石或交代橄榄石整个颗粒的形式存在
,

且其化学成分

直接与单个橄榄石颗粒造成的微环境的化学性质有关
。

这一点虽然在本区也有所见
,

且特

征 明显
,

但据镜下观察
,

橄榄石
、

辉石斑晶向皂石转变可能稍晚于基质向皂石的转变
,

肯定晚

于橙玄玻璃向皂石的转变
。

无论怎样
,

有一点是共识
:
化学系统为封闭性的

,

化学成分如 K
、

iS
、

O H 为惰性成分
,

即

上述蚀变作用发生在中温封闭的非氧化环境
,

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皂石
,

端面具有 eL w is 酸
。

但是
,

当这种环境一旦破坏而成为开放系统
,

化学元素则十分活泼
,

已形成的皂石会向其它

矿物不同程度地转变
,

端面产生具有 Br on st ed t 酸 ;如果出露地表即进人开放氧化环境
,

早期

皂石中的 F e “ 十
会氧化成 F e 3 + ,

逐渐随风化作用加强而 向绿脱石
、

蒙脱石等二八面体矿物转

变 ;如果碱性程度尤其 M扩
十

含量增加
,

且伴随热液作用
,

又会向绿泥石转变〔6〕 ;进一步向蒙

脱石
、

伊利石等矿物变化
。

8 讨论

皂石与蒙脱石属蒙皂石族
,

分别为三八面体与二八面体两个不 同的端员矿物
。

蒙脱石

尤其是沉积岩中的蒙脱石在油气地质中的应用和作用 已广为研究
,

但皂石在油气地质中的

作用似乎还没有人加以详细研究
。

这里要肯定的是
,

它的作用不会完全雷同于蒙脱石
,

因为

本区的皂石吸附有机分子 ( 乙二醇 )的能力远超过蒙脱石
。

为 了更好地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

本区的油气资源
,

加强皂石在油气地质尤其是火山岩作为储油层中的应用研究是十分必要
,

且意义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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