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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３＋在蒙脱石中吸附位置研究
———基于蒙脱石、ＣＴＡＢ和ＮＨ＋４交换层间域的蒙脱石吸附铬研究

张晓科，蔡元峰，潘宇观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内容提要：蒙脱石具良好的阳离子可交换吸附特性。在提纯蒙脱石的基础上，用氯化铵（ＮＨ４Ｃｌ）和十六烷基三
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分别交换蒙脱石层间阳离子制备了改性蒙脱石，并用提纯蒙脱石、改性后的蒙脱石吸附碱式硫
酸铬溶液中的铬离子，获得含铬蒙脱石样品。针对上述的含铬蒙脱石进行包括粉末Ｘ射线衍射术（ＸＲＤ）、电子顺磁
共振谱术（ＥＰＲ）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术（ＦＴＩＲ）以及电感耦合与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ＩＣＰＡＥＳ）等测试和
分析。吸附残余液的化学分析结果和含铬蒙脱石样品的ＸＲＤ结果显示ＣＴＡＢ对蒙脱石的层间的封闭是较完全的，
层间几乎未发生交换吸附；而ＮＨ＋４—蒙脱石和蒙脱石层间则发生交换吸附。吸附前后样品的红外吸收谱发生了较
大变化，表明三个含铬样品的红外吸收谱上出现的硅醇和铝醇向低波数延展的现象是由铬离子吸附在蒙脱石结构

片的六方孔中所致。ＥＰＲ的结果指示甚至在蒙脱石的少量四面体和／（或）八面体位中也有Ｃｒ３＋占位。

关键词：蒙脱石；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结构片的六方孔

　　蒙脱石为２：１型层状结构硅酸盐矿物，因结构
单元层中广泛存在的 Ａｌ３＋取代部分四面体片的
Ｓｉ４＋和八面体片的 Ｍｇ２＋等导致其结构层有一定数
量但不确定的负电荷，故在层间域中需要填充水化

阳离子以平衡此额外的负电荷，位于该层间域中的

阳离子普遍具有可交换性。此外，可理论预测的可

交换位置还有ＴＯＴ结构片（２：１层状结构硅酸盐矿
物的结构单元，由两个 Ｓｉ—Ｏ四面体片夹一个八面
体片构成）的边缘位、粘粒的表面位、ＴＯＴ结构的六
方孔中，甚至替代部分结构中的八面体或四面体阳

离子。至目前为止，前人针对可交换阳离子在蒙脱

石结构中的占位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已大体上

查明了阳离子在结构中的占位，阳离子一般存在于

ＴＯＴ结构片的层间域或水很难触及的位置，如四面
体片的六方孔中等等（ＨｅｌｌｅｒＫａｌｌ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Ｂａｈｒａｎ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Ｍｏｓ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ｅ
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Ｍｏｓｓｅｒ等（１９９７）研
究了铜置换蒙皂石的电子顺磁共振谱（ＥＰＲ），认为
ｇ＝２３３和ｇ＝２０５（ｇ是波谱分裂因子）电子共振
信号的出现指示 Ｃｕ２＋处在一个不易被水到达的位
置，认为是Ｃｕ２＋向结构内部迁移的开始。众多学者

均认为ｇ＝２０５的电子共振信号不随蒙脱石的脱水
而消失，表明该信号的存在表示铜处于水分子所不

能到达的位置：四面体片六元环的中间孔洞底部或

八面体位（ＨｅｌｌｅｒＫａｌｌ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ａｈｒａｎｏｗｓｋ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Ｍｏｓ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ｅ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此外Ｃｒ３＋甚至可以占据蒙脱石除层
间域以外的四面体位和八面体位置（努尔太·麦地

娜等，２０１４）。然而，对粘粒表面、ＴＯＴ边缘位和六
方孔中的占位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研究利用 ＮＨ＋４ 和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ＣＴＡＢ）交换层间的阳离子后的改性蒙脱石粘土吸
附Ｃｒ３＋，试图排除层间水合离子的影响，以期查明
Ｃｒ３＋在蒙脱石中的可交换占位，特别是区分物理吸
附和结构片六方孔的吸附。

１　样品和分析方法
１．１　样品的制备
１．１．１　蒙脱石样品及提纯

蒙脱石原矿主要由钙基蒙脱石组成，含有少量

的石英、钾长石和方解石组成。

粘土矿物的分离方法和步骤随目的和要求不同



图 １蒙脱石、ＮＨ＋４和ＣＴＡＢ层间交换的蒙脱石的二次电子像

Ｆｉｇ．１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表 １ＮＨ＋４、ＣＴＡＢ交换蒙脱石层间后反应残余溶液中元素含量分析（单位：ｍｇ／Ｌ）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ＮＨ４＋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ｇ／Ｌ）

Ｎａ Ｍｇ Ｋ Ｃａ Ｓｒ ＣＥＣ

ＮＨ４Ｃｌ交换 ４．１７ １２．０ ３．７６ １５２ １．５９ ０．８７５ｍｍｏｌ／ｇ
空白溶液１ １．７６ ０．０９ ０．５５ ０．４８ ０．００２
ＣＴＡＢ交换 ８．０２ ５．８０ １．５２ ６８．０ ０．６６ ０．８４４ｍｍｏｌ／ｇ
空白溶液２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０１

注：空白溶液１是ＮＨ＋４ 交换蒙脱石层间阳离子所用的二次去离子水，且交换时蒙脱石的用量为

１０ｇ，空白溶液２是ＣＴＡＢ交换蒙脱石层间所用的二次去离子水，且交换时蒙脱石用量为５ｇ。

而异。在本文中采用的是高速离心和静水沉降相结

合的方法（蔡元峰，２００３），其主要流程如下：①粘土
样品的洗涤和分散，将样品置于烧杯中，浸泡、超声

波分散并多次洗涤样品；②静水沉降提纯，用虹吸沉
降法吸取粘土悬浮液。③粘土分离，将吸出的粘土
悬浮液离心分离（转速５０００转／ｍｉｎ，时间３０ｍｉｎ），

并在烘箱中低温烘干。离心后的上层清液集中蒸发

提取其中的粘土；提纯实验中使用的均是二次去离

子水。

１．１．２　ＮＨ＋４改性蒙脱石的制备

　　按照ＮＨ＋４ 法测定蒙脱石的层间阳离子交
换量（ＣＥＣ）的流程制备改性粘土，其流程如下：①配

制ｐＨ为８．２０的０．５ｍｏｌ／Ｌ氯
化铵—６０％乙醇溶液 １Ｌ（姜
桂兰，２００５）；②蒙脱石样品洗
涤预分散，称取５０００ｇ粘土置
于离心管中，用５０％乙醇洗涤
多次；③阳离子交换，在离心管
内加入２５０ｍＬ交换液，磁力搅
拌３０ｍｉｎ后取下，离心，清液收
集到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并将
残渣和离心管内壁用 ９５％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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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洗涤（约５０ｍＬ），经搅拌离心后，清液合并于上述

图 ２提纯蒙脱石、ＮＨ＋４、ＣＴＡＢ置换层间离子后吸附了

Ｃｒ３＋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３＋ 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待测。④
收集 ＮＨ＋４改性粘土，底部剩余物质则为用 ＮＨ４Ｃｌ

交换过层间离子后的蒙脱石。⑤计算ＮＨ＋４ＣＥＣ，用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里面的Ｋ＋、Ｎａ＋、Ｃａ２＋、Ｍｇ２＋等阳离子
的含量，计算蒙脱石的层间阳离子交换量（ＣＥＣ）。
１．１．３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ＣＴＡＢ）改性蒙

脱石的制备

将一定量的蒙脱石加入二次水中，充分搅拌成

悬浊液，然后加入１０ＣＥＣ相当量的 ＣＴＡＢ，置电磁
搅拌器上搅拌８ｈ，随后静置分离，并用二次水洗涤５
～７次，离心分离制成有机粘土。ＣＴＡＢ用量＝蒙脱
石的层间阳离子交换量 ×ＣＴＡＢ分子量 ×蒙脱石所
需量。

１．２　吸附实验
Ｃｒ３＋的三个吸附实验均在０１０ｍｏｌ／Ｌ的溶液中

完成，溶液初始 ｐＨ＝２１２，获得的含铬蒙脱石依次
被命名为ＣｒＭ、Ｃｒ—ＮＨ＋４Ｍ、Ｃｒ—ＣＴＡＢＭ。样品名

中Ｍ为提纯的蒙脱石，ＮＨ＋４ 和ＣＴＡＢ交换层间阳离
子后所得改性蒙脱石。吸附实验中蒙脱石用量为

７ｇ，固液比为１：３０，水浴温度为５０℃，交换吸附时间
为一星期。含 Ｃｒ３＋的溶液为使用分析纯 Ｃｒ（ＯＨ）
ＳＯ４溶液和去离子水配制。实验结束后离心分离、
洗净并烘干含铬蒙脱石粘土。收集残余溶液、清洗

液等并定容至１Ｌ，测试离子浓度。
１．３　分析方法

样品的微形貌观察在 ＪＥＯＭ６４９０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配有能谱仪）下完成，工作条件：电压

２０ｋＶ，ＷＤ１０ｍｍ；ＥＰＲ的测试工作在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
司生产的 Ｘ波段 ＥＲ２００型波谱仪上完成，测试条
件：微波频率为 ９７６ＧＨｚ，功率为 １９９２０ｍＷ，信号
转换时间为８１９２０ｍｓ，时间常数为４０９６ｍｓ，测试所
用的样品重量为０１００ｇ；红外吸收光谱（ＦＴＩＲ）是在
美国热电公司的Ｎｉｃｏｌｅｔ８７００红外光谱仪上采集，采
用溴化钾压片法制备样品。ＸＲＤ测试在日本理学
的Ｄ／ＭＡＸШａ型固定靶 Ｘ射线衍射仪上进行，测
试条件：Ｃｕ靶，４０ｋＶ，３０ｍＡ，扫描范围３°～４０°，步进
扫描，步长００２°／步，预置时间０３ｓ／步。以上分析
均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南京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反应前后溶液的ＩＣＰＡＥＳ分析

如表２所示，实验所用初始溶液为０１ｍｏｌ／Ｌ的
硫酸铬溶液中除铬以外，各阳离子的含量均很低或

低于检测限。初始溶液的ｐＨ＝２１２，吸附反应结束
后，残余溶液的 ｐＨ分别为２２１、２２０、２１９。根据
吸附后的铬离子浓度变化，可以看出Ｃｒ—ＣＴＡＢ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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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提纯蒙脱石、含Ｃｒ蒙脱石及ＮＨ＋４、ＣＴＡＢ置换层间域蒙脱石吸附Ｃｒ
３＋后残余溶液中元素含量分析 （单位：ｍｇ／Ｌ）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Ｃｒ
３＋（ｕｎｉｔ：ｍｇ／Ｌ）

样品 Ｎａ Ｍｇ Ａｌ Ｓｉ Ｋ Ｃａ Ｍｎ Ｆｅ Ｎｉ Ｓｒ

０．１ＭＣｒ（ＯＨ）ＳＯ４ ０．４７ ０．０１ － － ０．１７ ０．１３ － － 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ＣｒＭ ４．３８ ６．８２ １．２５ ０．５７ ４．８２ ８３．３ １．１４ １．４７ ０．３８ ０．７０

Ｃｒ—ＮＨ＋４Ｍ ３．０４ １．４８ １．７９ １．４３ ３．６３ ５．３２ ０．８９ １．８８ ０．２５ ０．３４

ＣＴＡＢ—ＣｒＭ ２．２５ １．７２ ４．７８ １．５４ ７．８１ ７．８１ ０．９６ １．３２ ０．２４ ０．２１

样品 ｐＨ Ｃｒ３＋初始浓度 残余液中Ｃｒ３＋浓度 Ｃｒ３＋吸附量 Ｃｒ３＋吸附量（ｍｍｏｌ／ｇ）
０．１ＭＣｒ（ＯＨ）ＳＯ４ ２．１２ ６１７ － － －

ＣｒＭ ２．２１ ６１７ ４０９ ２０８ ０．５７１

Ｃｒ—ＮＨ＋４Ｍ ２．２０ ６１７ ３９９ ２１８ ０．５９９

Ｃｒ—ＣＴＡＢＭ ２．１９ ６１７ ５３６ ８１ ０．２２３

表 ３蒙脱石、ＮＨ＋４和ＣＴＡＢ层间交换的蒙脱石加热红外吸收谱的振动归属表（１）（单位：波数／ｃｍ
－１）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ＮＨ＋４ ａｎｄ

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ｈｅａｔｅｄ（Ｕｎｉｔ：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ｍ－１）

谱带归属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温度 室温 １００℃ ３００℃
υＡｌ２ＯＨ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２４．３ ３６２３．９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２４．３ ３６２４．７ ３６２３．７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２５．９ ３６２６．８ ３６２２．７
Ｈ２Ｏ ３４２９．８ ３４１８．２ ３４２２．４ ３４３２．１ ３４３１．１ ３４１８．９ ３４２０．８ ３４４１．８ ３４４０．０ ３４３０．３ ３４２６．７ －
Ｈ２Ｏ ３２４８．０ ３２４４．７ ３２４２．３ ３２４０．２ ３２３４．６ ３２３０．９ ３２３１．７ ３２３４．６ ３２４０．８ ３２２８ ３２２６．１ －
δＨ２Ｏ １６３９．５ １６３９．６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３８．３ １６４１．２ １６３７．６ １６３６．４ １６４６．４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３５．５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３０．４
Ｓｉ—Ｏ—Ｓｉ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３９．６ １０３９．１ １０３８．３ １０３９．８ １０４０．７ １０３９．４ １０３８．６ １０３６．９ １０４４．５ １０３５．４ １０４２．７
Ａｌ２ＯＨ ９１３．４ ９１５．０ ９１４．９ ９０９．３ ９１５．０ ９１５．３ ９１４．８ ９１２．４ ９１５．５ ９２０．４ ９１９．１ ９１６．３
ＭｇＡｌＯＨ ８４６．６ ８４７．０ ８４４．９ ８４５．９ ８４６．７ ８４６．６ ８６５．７ ８４４．５ ８４７．４ － － ８４０．８

Ｓｉ—Ｏ—Ｓｉ石英 ７９６．１ ７９５．０ ７９５．９ ７９４．９ ７９５．６ ７９６．５ ７９６．４ ７９３．９ ７９５．６ ７９５．０ ７９５．９ ７９４．９
Ｓｉ—Ｏ—Ｓｉ石英 ７７８．０ ７７８．６ ７８０．６ ７７８．６ ７７７．８ ７７７．５ ７７８．０ ７７８．１ ７７７．３ ７７７．６ ７８０．６ ７７８．６
ＣＨ２ － － － ７２３．０ － － － ７２３．０ － － － －

－ － － － － － － － ７２６．５ ７２８．５ ７２４．４ ７３２．６
Ｓｉ—Ｏ—Ｓｉ ６９４．２ ６９５．１ ６９３．０ ６９５．５ ６９３．４ ６９５．３ ６９３．６ ６９４．４ ６９３．６ ６９７．９ ６９５．６ ６９７．９
Ｓｉ—Ｏ—Ｓｉ ６２５．４ ６２４．４ ６２４．５ ６２５．３ ６２６．３ ６２６．７ ６２６．３ ６２５．６ ６２２．４ － － ６２４．５
Ｓｉ—Ｏ—Ｓｉ ５２１．１ ５２２．１ ５２２．５ ５２１．７ ５２１．６ ５２２．０ ５２１．５ ５２０．４ ５２１．１ ５２４．９ ５２３．５ ５２１．７
Ｓｉ—Ｏ—Ｓｉ ４６７．５ ４６７．８ ４６７．３ ４６５．１ ４６６．１ ４６６．１ ４６６．６ ４６２．８ ４６６．２ ４６６．３ ４６７．３ ４６４．６
Ｓｉ—Ｏ—Ｓｉ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３ ４２２．０ ４２０．４ ４２２．４ ４２１．７ ４２１．２ ４２０．９ ４２４．５ ４２１．１ ４２０．１ ４２４．９

注：“－”为峰不显著或不易辨认。

的吸附量最小（０２２３ｍｍｏｌ／ｇ），表明 ＣＴＡＢ封闭了
蒙脱石的层间域。在 ＮＨ＋４ 和 ＣＴＡＢ置换层间离子
样品的吸附铬离子的残余液中，金属阳离子的浓度

均比较低，Ｓｉ、Ｍｇ、Ｆｅ、Ｍｎ、Ｎｉ等均低于２×１０－６，仅Ｋ
和Ｃａ的浓度比较高。而与ＣｒＭ相比，Ｋ＋的浓度在
三个样品中都比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在Ｃｒ—ＣＴＡＢ
Ｍ的残余液中，Ａｌ的含量为 ４７８×１０－６显著大于
Ｃｒ—ＮＨ＋４Ｍ、ＣｒＭ的残余液中的Ａｌ的含量，后两者

分别为１７９×１０－６、１２５×１０－６。此外，吸附前后溶

液的 ｐＨ稍增大，但三者几乎相同，表明如果 Ａｌ来
源于粘粒的溶解，那么三个残余溶液中 Ａｌ和 Ｓｉ的
量也应大致相当，而在Ｃｒ—ＣＴＡＢＭ残余液中Ａｌ显
著高于后两者的事实应该表明部分 Ｃｒ３＋代替了
Ｃｒ—ＣＴＡＢＭ样品中的四面体或八面体中部分的
Ａｌ３＋。
２．２　蒙脱石的形貌特征

在扫描电镜下蒙脱石下可观察到完整的片状形

态，图１ａ是提纯的蒙脱石的二次电子像，其形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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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提纯蒙脱石、含Ｃｒ蒙脱石及ＮＨ＋４、ＣＴＡＢ

置换层间离子后吸附Ｃｒ３＋加热红外谱图
Ｆｉｇ．３Ｔｈｅ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Ｃｒ３＋ 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Ｃｒ３＋ ａｄｓｏｒｂ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ｈｅａｔｅｄ

为片状、小颗粒状。图１ｂ是铵根离子交换
了层间离子的蒙脱石，其表面粗糙、粘附有

少许小颗粒，颗粒较致密；图１ｃ和１ｄ均是
ＣＴＡＢ交换层间离子所得蒙脱石的形貌像，
常见比较明显的片状形态，单颗粒表面光

滑，甚少见到粘附小颗粒状蒙脱石，样品比

较松散。此外，ＣＴＡＢ交换层间所得蒙脱石
片状颗粒表面有一些孔洞（图１ｄ）。在片
间不均匀地分布着大小和形状不等的孔

洞。

２．３　ＸＲＤ分析结果
从ＸＲＤ谱图可知提纯后的样品中依

然残留有少量的石英。改性后的蒙脱石和

纯样分别在相同浓度的Ｃｒ３＋溶液完成吸附
实验，得到的含铬蒙脱石的 ＸＲＤ谱图上可
以看出。蒙脱石样品的 ｄ００１值为１５３ｎｍ，
而吸附了Ｃｒ３＋后的ＣｒＭ中ｄ００１为１５６ｎｍ；
Ｃｒ—ＮＨ４＋Ｍ和 Ｃｒ—ＣＴＡＢＭ的 ｄ００１分别
为１６７ｎｍ和ｄ００１为２２８ｎｍ。
２．４　红外吸收光谱特征

图３所示为提纯后的蒙脱石、改性后
吸附铬和在不同温度下受热处理的样品的

红外吸收光谱，针对谱图上吸收峰的详细

解译列于表３、４之中。从谱图分析可知，
吸附前后、热处理前后各组样品的红外吸

收谱的变化高度相似。

与提纯后样品 Ｍ的红外吸收光谱相
比，吸附了铬的样品，如 ＣｒＭ、Ｃｒ—ＮＨ＋４
Ｍ、Ｃｒ—ＣＴＡＢＭ 等，的光谱在 ３５００～
３１００ｃｍ－１范围内的谱线形态具有明显差
异，归属于吸附水（或硅醇和铝醇）振动的

吸收峰明显的向低波数方向延展，且在此

范围内，ＣｒＭ、Ｃｒ—ＮＨ＋４Ｍ、Ｃｒ—ＣＴＡＢＭ
的图谱走向是趋近于平行的，表明致使谱

线向低波数方向延展的原因是相同的。在

Ｃｒ—ＣＴＡＢＭ谱上在３０００～２７００ｃｍ－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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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蒙脱石、ＮＨ４＋、ＣＴＡＢ置换层间离子后吸附了Ｃｒ３＋的电子顺磁共振谱一、二阶导数图
Ｆｉｇ．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Ｅ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Ｃｒ３＋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ＮＨ４＋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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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出现甲基的伸缩振动峰，表明位于蒙脱石层间的

ＣＴＡＢ并未被水合 Ｃｒ３＋离子所取代。也就是说，
ＣＴＡＢ已将蒙脱石层间封闭，并阻碍 Ｃｒ３＋离子进入
其层间。故上述向低波数延展的现象不可能是由层

间水合阳离子的作用所致。

表 ４蒙脱石、ＮＨ＋４ 和ＣＴＡＢ层间交换的蒙脱石加热红外吸收谱的振动归属表（单位：波数／ｃｍ
－１）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ＮＨ＋４ ａｎｄ

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ｈｅａｔｅｄ（Ｕｎｉｔ：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ｍ－１）

谱带归属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Ｍ ＣｒＭ
Ｃｒ—
ＮＨ４＋Ｍ

Ｃｒ—
ＣＴＡＢＭ

温度 室温 ５００℃ ７００℃
υＡｌ２ＯＨ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２４．１ ３６２４．３ ３６２４．２ ３６３０．１ ３６２４．０ ３６２５．４ ３６２４．１ － － － －
Ｈ２Ｏ ３４２９．８ ３４１８．２ ３４２２．４ ３４３２．１ ３４４３．１ ３４１８．９ ３４２０．８ ３４４１．８ ３４４０．３ ３４４５．３ ３４４７．９ ３４４７．５
Ｈ２Ｏ ３２４８．０ ３２４４．７ ３２４２．３ ３２４０．２ ３２１４．０ ３２２０．７ ３２１１．３ － － － － －
δＨ２Ｏ １６３９．５ １６３９．６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３８．３ １６３５．４ １６３４．６ １６３５．７ １６３６．２ １６３３．４ １６３３．５ １６３６．４ １６４２．４
Ｓｉ—Ｏ—Ｓｉ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３９．６ １０３９．１ １０３８．３ １０５６．６ １０４０．７ １０３９．４ １０３８．６ １０４４．９ １０４５．５ １０４５．１ １０４２．７
Ａｌ２ＯＨ ９１３．４ ９１５．０ ９１４．９ ９０９．３ ９１８．３ ９３０．３ ９２６．８ ９３０．４ － － － －
ＭｇＡｌＯＨ ８４６．６ ８４７．０ ８４４．９ ８４５．９ － ８７５．５ ８７５．５ ８７１．４ ８６６．４ ８６６．０ ８６５．７ ８６５．０

Ｓｉ—Ｏ—Ｓｉ石英 ７９６．１ ７９５．０ ７９５．９ ７９４．９ ７９６．８ ７９８．７ ７９９．４ ７９９．９ ７９５．６ ７９６．５ ７９６．４ ７９６．７
Ｓｉ—Ｏ—Ｓｉ石英 ７７８．０ ７７８．６ ７８０．６ ７７８．６ ７７７．８ ７７８．６ ７８０．６ ７７７．５ ７７７．３ ７７７．５ － －

－ － － － ７２６．０ ７２１．０ ７２３．５ ７２７．５ ７３２．８ ７３１．５ ７３１．７ ７３３．０
Ｓｉ—Ｏ—Ｓｉ ６９４．２ ６９５．１ ６９３．０ ６９５．５ ６９３．８ ６９４．３ ６９３．０ ６９３．４ ６９３．４ ６９０．８ ６９１．６ ６９０．６

－ － － － － － － － ６４１．４ ６４１．７ ６４２．３ ６４３．８
Ｓｉ—Ｏ—Ｓｉ ６２５．４ ６２４．４ ６２４．５ ６２５．３ － － － － － － － －

－ － － － － － － － ５７２．３ ５７０．７ ５７０．５ ５５８．９
Ｓｉ—Ｏ—Ｓｉ ５２１．１ ５２２．１ ５２２．５ ５２１．７ ５２３．６ ５２５．０ ５２６．５ ５２４．７ － － － －

－ － － － － － － － ４８４．１ ４８４．３ ４８５．３ ４８１．９
Ｓｉ—Ｏ—Ｓｉ ４６７．．５ ４６７．８ ４６７．３ ４６５．１ ４６９．１ ４６９．１ ４６９．３ ４６７．８ － － － －

－ － － － － － － － ４４２．５ ４３７．１ ４３８．２ ４３６．４
Ｓｉ—Ｏ—Ｓｉ ４２０．０ ４２０．３ ４２２．０ ４２０．４ ４２２．４ ４２２．７ ４２１．２ ４２６．５ － － － －

注：＂－＂为峰不显著或不易辨认。

在不同温度的热处理后，四组样品的红外吸收

光谱形态的变化高度一致，表现为蒙脱石脱去吸附

水、结构羟基而导致结构的坍塌。其中 Ａｌ２ＯＨ
（９１３ｃｍ－１）和（ＡｌＭｇ）ＯＨ（８４７ｃｍ－１）的伸缩振动、不
对称伸缩振动的信号均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减弱，

直至融合在硅氧骨干的伸缩和不对称伸缩振动中，

而Ｃｒ３＋的信号并未凸显出来。Ｃｒ２Ｏ３的 Ｃｒ—Ｏ伸缩
振动的吸收峰出现在６５２和５６２ｃｍ－１附近（Ｆａｒｚａｎｅｈ
ａｎｄＮａｊａｆｉ，２０１１）。四组样品受７００℃的热处理后，
均出现了４２１、４３７、４８２、５７０、６４４、７３３和８６５ｃｍ－１的
吸收峰，这些吸收峰的出现应该与脱羟基后形成了

Ａｌ—Ｏ、Ｆｅ—Ｏ、Ｍｇ—Ｏ和 Ｃｒ—Ｏ键耦合振动有关。
如４８２ｃｍ－１的吸收峰被归属为莫来石及合成前驱体
的硅氧四面体中Ｏ—Ｓｉ—Ｏ和铝氧八面体中的 Ａｌ—
Ｏ—Ａｌ的耦合弯曲振动，８６５ｃｍ－１的吸收峰被归属于
铝氧四面体的 Ａｌ—Ｏ伸缩振动，５７０ｃｍ－１的吸收峰

被归属为铝氧八面体的 Ａｌ—Ｏ伸缩振动（Ｂｅｒ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而Ｂａｓａｋ和Ｇｈｏｓｅ（１９９４）等针对铜铬尖
晶石的红外吸收谱中出现４２５、５０２和６４４ｃｍ－１的三
个宽的吸收峰，认为其与结构的四面体和八面体中

存在的不同种类的阳离子成键有关。因此可推知经

过热处理后 Ｃｒ３＋可能由层间进入到八面体片的空
位中，与Ａｌ、Ｆｅ、Ｍｇ等共同构成了八面体片。
２．５　电子顺磁共振谱（ＥＰＲ）结果

原始纯蒙脱石Ｍ的 ＥＰＲ一阶导数谱上出现了
ｇ＝４４６１（＋）、３９８５（－）、３５７２（－）和２０的共
振峰，并在ｇ＝２０左右出现了一系列超精细分裂的
“六线”共振信号，表明此样品中存在 Ｆｅ３＋和 Ｍｎ２＋

（Ｔｏｌｏ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ＣａｉＹｕａ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侯
碧辉等，２００５）。吸附铬离子后，ＣｒＭ、Ｃｒ—ＮＨ＋４Ｍ、
Ｃｒ—ＣＴＡＢＭ的一阶谱图表现出显著的区别，在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Ｈｚ的区域中顺磁振动信号显著增强，甚
至掩盖了原来的来自 Ｍｎ２＋的共振信号。由二阶谱
图可以看出，Ｃｒ—ＮＨ＋４Ｍ 和 ＣｒＭ 相对于 Ｃｒ—
ＣＴＡＢＭ、Ｍ有较大的变化。在ＣｒＭ的ＥＰＲ谱上出
现１９７０新的共振信号，且以１９７０为主峰，此共振
信号被认为由是［Ｃｒ（Ｈ２Ｏ）６］

３＋引起的（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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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蒙脱石、ＮＨ＋４、ＣＴＡＢ置换层间离子后吸附了Ｃｒ
３＋加热５００℃的电子顺磁共振谱一、二阶导数图

Ｆｉｇ．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Ｅ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Ｃｒ３＋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ｈｅａｔｅｄｔｏ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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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蒙脱石、ＮＨ＋４、ＣＴＡＢ置换层间离子后吸附了Ｃｒ
３＋加热７００℃的电子顺磁共振谱一、二阶导数图

Ｆｉｇ．６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ＥＰ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Ｃｒ３＋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

ＮＨ＋４ ａｎｄＣＴＡＢ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ｈｅａｔｅｄｔｏ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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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ｃｈｅｎ，１９９１）。而在 Ｃｒ—ＮＨ＋４Ｍ的 ＥＰＲ谱上出
现了ｇ＝２０８９新的共振信号，何宏平等将出现在 ｇ
＝２０７０的共振信号归属于铜在蒙脱石结构片六方
孔的占位（Ｈｅ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因此 ｇ＝
２０８９可被类推为Ｃｒ３＋存在于上述类似占位。Ｃｒ—
ＣＴＡＢＭ中出现 ｇ＝１９８０新的共振信号，而 ｇ＝
１９８０的共振吸收峰则被解释为 Ｃｒ３＋在八面体位置
的证据（Ｈｅｎ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６），也被解释为蒙脱石
层间［Ｃｒ（Ｈ２Ｏ）６］

３＋阳离子存在的证据（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ｃｈｅｎ，１９９１）。

四组样品在分别经过 ５００和 ７００℃的热处理
后，它们的电子顺磁共振谱发生了类似的改变。经

５００℃的热处理后，含铬样品的二阶谱图上出现了 ｇ
＝２３３０、２０３５和 １９７０左右的振动峰，前两个振
动信号在含铜蒙脱石中被解释为铜处于不受水影响

的结构位置（Ｍｏｓｓｅｒ，１９９７），也就表明Ｃｒ３＋进入到蒙
脱石不受水影响的结构位置。经过７００℃的热处理
后，ＣｒＭ、Ｃｒ—ＮＨ＋４Ｍ、Ｃｒ—ＣＴＡＢＭ的一阶谱图均
出现了 ｇ＝１９７０左右的振动峰，表明蒙脱石层间
［Ｃｒ（Ｈ２Ｏ）６］

３＋离子脱羟基并进入到八面体中

（Ｈｅｎ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６）或从水不能到达的结构位置
迁移进入八面体位。

３　讨论
３．１　三种离子在蒙脱石层间域的高度分析与可能

的安置方式

　　钙基蒙脱石的 ００１面网间距为 １５１ｎｍ左右
（ＴＯＴ高度为０９６ｎｍ），在被其它阳离子替代后，其
层间域的高度发生改变，随阳离子种类的不同，其改

变的幅度也不同。根据阳离子的种类，可根据理论

的有效离子半径并结合实测的 ＸＲＤ图谱推知阳离
子在层间的安置方式。ＣＴＡＢ和Ｃｒ３＋在层间的安置
方式已经有研究。朱建喜等（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根据
ＸＲＤ结果并结合理论分析计算，推知 ＣＴＡＢ在蒙脱
石层间大致为单层平躺（０２ＣＥＣ）、双层平躺、假三
层、单层斜立和双层斜立（＞２２ＣＥＣ）等几种存在方
式，与之对应的 ００１面网间距分别为 １４７ｎｍ、
１７８ｎｍ、１９８ｎｍ、３０５ｎｍ、４０３ｎｍ。努尔太·麦地
娜等（２０１４）理论计算了［Ｃｒ（Ｈ２Ｏ）６］

３＋水合离子在

蒙脱石层间按Ｌ４、Ｌ３和Ｌ２方向垂直ＴＯＴ结构层安置
时的 ００１面网间距分别为 １７５ｎｍ、１４７ｎｍ和
１５２ｎｍ。ＮＨ＋４（尺寸为０１４８ｎｍ）在溶液中可以与４
个水分子形成以氢键为主导的四面体形的水合阳离

子（ＰｅｉＳｈｉｔ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其沿Ｌ３方向的尺寸最大，

约为０７１８ｎｍ。因此，理论上［ＮＨ４（Ｈ２Ｏ）４］
＋充填

在层间域后的蒙脱石的 ００１面网间距可达到
１６７ｎｍ；而本文用ＮＨ＋４ 交换层间离子后样品的００１
面网间距为１２５ｎｍ，与蒙脱石的一层水结构的面网
间距一致；可能表明 ＮＨ＋４ 在层间并不以［ＮＨ４（Ｈ２
Ｏ）４］

＋存在。

上述三个样品在０１ｍｏｌ／Ｌ碱式硫酸铬溶液中
吸附后，其层间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经 ＮＨ＋４
和ＣＴＡＢ交换的蒙脱石的００１面网间距分别为１６７
和２２８ｍｎ，而ＣｒＭ的００１面网间距为１５６ｎｍ。与
蒙脱石原样相比，提纯的蒙脱石吸附铬离子后层间

域增大了００２８ｎｍ、ＮＨ＋４ 和离子交换后的样品的层
间域显著增大，达到１６７ｎｍ，此二样品均表现出层
间域为二层水合 Ｃｒ３＋离子充填的特征。而经过
ＣＴＡＢ交换的样品的００１面网间距几乎没有改变。
说明ＣＴＡＢ占据层间域后阻碍了Ｃｒ３＋离子进入此位
置，亦表明结构层的柱撑后蒙脱石对 Ｃｒ３＋的吸附能
力减弱，甚至丧失。

３．２　吸附位置
根据已有资料表明，蒙脱石吸附阳离子的可能

位置有层间阳离子位、八面体位和四面体位，以及因

物理吸附发生的位置诸如粘粒的表面、边缘等

（ＨｅｌｌｅｒＫａｌｌ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ａｈｒａｎ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Ｍｏｓ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ｅ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
２００１ｂ；努尔太·麦地娜等，２０１４）。

与蒙脱石的红外吸收光谱相比，吸附 Ｃｒ３＋离子
后的三个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在高频区的谱形变化

较大，而在低频区的谱的形态几乎没有改变。在高

频区的变化均表现在３５００～３２００ｃｍ－１之间吸收峰
的强度增强，而导致谱峰向低波数方向延伸。

Ｆａｒｍｅｒ（１９７４）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强极性的离子替代
层间的Ｃａ２＋所致。而在中、低波数区域中的吸收峰
其形态、强度均和蒙脱石的基本相同，这或许暗示了

Ｃｒ３＋离子并未进入蒙脱石结构片。但在ＣＴＡＢ—Ｃｒ
Ｍ中 Ａｌ２—ＯＨ振动峰由 ９１３ｃｍ

－１移动到 ９０９ｃｍ－１

处，该样品在加热处理前后均出现了ｇ＝１９８０的峰
（Ｈｅｎ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７６），该样品因为ＣＴＡＢ的柱撑而
变得疏水，受层间阳离子水合离子的影响比较弱，且

残余液中 Ａｌ３＋含量的异常变化，这表明有少量的八
面体位的Ａｌ３＋被Ｃｒ３＋替代。

同时，与蒙脱石的电子顺磁共振谱相比，吸附

Ｃｒ３＋离子后的 ＣｒＭ、Ｃｒ—ＮＨ＋４Ｍ、ＣＴＡＢ—ＣｒＭ等
三个样品的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Ｈｚ区间中的一阶导数谱均
出现了Ｃｒ３＋离子后的信号，前两个样品因大量 Ｃ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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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吸附了约０．６ｍｍｏｌ／ｇ的 Ｃｒ３＋）存在于层间域
而导致谱的信号饱和。而在 Ｃｒ—ＣＴＡＢＭ中出现 ｇ
＝１９８０（吸附了约０２２ｍｍｏｌ／ｇ的 Ｃｒ３＋）左右的共
振信号比ＣｒＭ和 Ｃｒ—ＮＨ＋４Ｍ的信号要弱很多，表
明ＣＴＡＢ离子的存在阻碍了 Ｃｒ３＋离子进入层间，而
可能存在诸如粘粒的表面、结构片六方孔、结构片边

缘位、甚至进入结构片等位置。吸附了 Ｃｒ３＋的 Ｃｒ
Ｍ、Ｃｒ—ＮＨ＋４Ｍ、Ｃｒ—ＣＴＡＢＭ等三组样品经 ５００℃
和７００℃的热处理后，均出现了ｇ＝２３３和ｇ＝２０５
左右信号的事实，表明 Ｃｒ３＋位于水不能轻易到达的
位置，即Ｃｒ３＋进入到四面体片六元环的中间孔洞底
部或八面体位，该位置已被其他学者的研究提出

（ＨｅｌｌｅｒＫａｌｌ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ａｈｒａｎ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
Ｍｏｓ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ｅ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
２００１ｂ）。而在７００℃热处理后的样品上仅剩余 ｇ＝
１９７０左右的共振信号，表明 Ｃｒ３＋由上述位置或层
间脱羟基而迁移进入八面体位。

４　结论

Ｃｒ３＋离子被吸附在蒙脱石粘粒的表面、结构层
的层间域、结构片的六方孔中以及结构的八面体等

位置。

ＥＰＲ的谱图研究表明，ｇ＝１９８０左右的电子顺
磁共振吸收信号热处理前后的强度减弱但一直存在

的现象，指示了Ｃｒ３＋离子能够迁移至ＴＯＴ结构片的
六方孔或八面体位。

致谢：感谢南京大学分析中心眭云霞高工、朱卫

工程师帮助测试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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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奖”评选揭晓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０９／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０６．０２０

　　中国地质学会“金罗盘奖”设立于２０１４年。为鼓励青年
人扎根基层，在野外一线建功立业，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国土

资源部地质勘查司、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人事司共同发起并

设立了中国地质学会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奖”。

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１００人。
第二届“金罗盘奖”申报及推荐工作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

日启动，经过候选人申报、单位推荐等环节，进入到专家评审

阶段，８月１９日，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金罗盘奖”评审会召
开，评审会主任委员由孟宪来常务副理事长担任，委员由中

国地质学会咨询委员会的两院院士、专家及中国地质学会常

务理事单位、部分省级地质学会主要负责人共计３２人组成，
经无记名投票，产生了第二届“金罗盘奖”获奖者。评选结果

经公示无异议后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正式发布。
本届１００名“金罗盘奖”获奖者均来自地质勘探野外一

线，他们在艰苦的野外工作条件下，在地质理论探索和地质

找矿实践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希望全国广大青年地质工作者

向他们学习，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地质事业的发

展作出贡献。 （高梦瑶　供稿）　

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奖”获奖名单 （按获奖者姓氏拼音排序）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别庆礼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云南地质勘查

院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蔡建芳 核工业二四三大队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蔡雄翔 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 浙江省地质学会

蔡学文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地质学会

曹楠
四川省地矿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中心
四川省地质学会

陈丰 天津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天津市地质学会

陈贺起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地质勘查

院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陈群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

五地质大队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

勘查协会

陈小荣 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 浙江省地质学会

陈琰

（女）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

分公司

陈玉峰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张掖

矿产勘查院
甘肃省地质学会

陈宗念 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 江苏省地质学会

程晓军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三

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崔原 辽宁省第十地质大队 辽宁省地质学会

代连铎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五队 辽宁省地质学会

窦磊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广东省地质学会

符启基 海南省资源环境调查院 海南省地质地理学会

高显忠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

四川总队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质勘查中心

郭高轩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城市地质专业委员会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韩强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勘

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

学会

郝延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第二地质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质学会

何洪潮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八一二地质

队
安徽省地质学会

侯建华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山东省地质学会

胡兴优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

院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胡云喜 重庆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

勘查协会

黄传冠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西省地质学会

黄栋良 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湖南省地质学会

黄小强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一一大队 湖南省地质学会

黄增保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甘肃省地质学会

靳军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

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质学会

景山 江苏华东基础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江苏省地质学会

居维伟
江苏华东有色深部地质勘查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省地质学会

李朝灿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

湖南总队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质勘查中心

李成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陕西省地质学会

李钢柱 武警黄金第二支队 武警黄金指挥部

李睿 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 甘肃省地质学会

李石桥 武警黄金第十二支队 武警黄金指挥部

李玉彬 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西藏地质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