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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作用比淋滤作用更容易使岩石风化

刘铁庚
，

叶 霖
，
王兴理

，
邵树勋

，

周家喜

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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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干旱地 区少雨
，

蒸发量大
，

日温差变化剧

烈
，

因而普遍认为干早地区岩石风化主要是物理风

化
。

但是
，

我们模拟实验结果显示
�

蒸发作用 比淋

滤作用更容易使岩矿石风化

实验设备很简单
。

���
。 。
的烧杯两个和 �一�

�� 试纸若干
。

实验所用材料是
�

两块矿物组成
、

结构构造相

似的新鲜硫化矿石
，

大气降水几十 ��
。

硫化矿石采

自贵州省牛角塘锡锌矿床
。

赋矿 围岩为下寒武统

清虚洞组藻类 白云岩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与围

岩呈渐变的过度关系
。

矿石主要 由闪锌矿
、

黄铁矿

和白云石组成
，

方铅矿极少见
。

矿石 中有用元素主

要是锌
，

其次是锡 ��含量一般为�����一������

��一 �
，

最高达 �
�

���
，

平均为 ���� � ��
一 ‘ 。

比地壳

克拉克值高 ���个数量级
，

是其他铅
一

锌矿床 ��含

量的几十到数百倍
。

大气降水为贵阳地 区的大气

降水
，
�� 值为 �

�

�
。

实验全过程均在常温常压下

进行
。

实验流程
�

将选好的两块硫化矿石标本用贵阳

地区的雨水冲洗干净
，

并分别置 于两个烧杯 口 之

上
，

使其下半部低 于烧杯 口
，

上半部高于烧杯 口
。

再用雨水先将两块标本全部淋湿并分别注满两个

�����烧
。

这样标本的下部浸在水 中
，

上部暴露在

空气中
。

其中一块标本作淋滤实验
，

另一块作蒸发

实验
。

而后不定期的往烧杯中注水�通常 �� �左右

两个烧杯同时加水一次�
。

但两个烧杯的加水方式

不同
。

一个沿烧杯内壁注水
，

不使水弄湿标本
。

另

一个是从标本的顶部注水
，

使整标本全淋失
。

实验共进行 ��� �后
。

两块标本却发生了完全

不同的变化
。

淋滤实验的标本基本与实验前一样
，

看不出明显变化
。

而蒸发实验的标本发生 了翻天

复地变化
，

面貌全非
。

�
�

蒸发实验的标本变得非常疏松并有碎块脱

落
。

实验前两块标本同样 比较坚硬
，

小刀 才能刻

动
。

实验进行 ��� �后
，

作蒸发实验的标本用毛刷

轻轻的一碰
，

便有许多粉末或小碎块脱落
。

而且
，

在实验进程中无论是标本的顶部或是底部都 �一�

�� 的碎块 自然脱离标本
。

进行淋滤实验性的标本

仍保持实验前坚硬
，

小刀才能刻动
。

�
�

蒸发实验的标本顶部布满大量 白色的次生

矿物
。

进行 �� �后
，

蒸发实验的标本顶端出现稀稀

疏疏白色霜状的次生矿物
。

随着实验的继续进行
，

标

本顶端的次生矿物越来越多
。

实验进行到 ��� �时
，

白色次生矿物基本复盖了整个标本上部
。

白色次生

矿物几乎全是含水硫酸镁
，

少量的硫酸钙
，

极量的硫

酸锌
。

淋滤实验的标本无任何次生矿物形成
。

�
�

蒸发实验标本的颜色由乳 白色变为黑色或

绿黑色
。

实验前两块标本都是乳 白色
，

实验进行

���天后
，

作淋滤的标本仍保持乳 白色
，

蒸发实验的

标本变为黑色或绿黑色
。

�
�

淋滤液及浸泡液的 �� 值的变化
。

实验前

期无论是淋滤液或是浸泡液的 �� 值是逐渐下降
，

由 �
�

�降到 �
�

�
。

中后期
，

作蒸发实验的浸泡液的

�� 值基本稳定在 �
�

�左右
，

而作淋滤实验的淋滤

液的 �� 值继续上升至 �
�

�
。

为什么蒸发作用 比淋滤作用更容易使岩石风

化� 因为淋滤作用水主要是与标本的表面接触
，

而

且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

水岩反应还没来得及进行或

进行的比较弱
。

而蒸发量作用是将深部的水通过

岩石内部的毛细管作用运移到岩石表面
，

运移速度

一般比较缓慢
，

这样水岩反应便在整个标本进行
，

水岩作用强烈
。

不仅分解了不稳定的矿物
，

溶解了

易溶的元素
，

进而破坏了岩石的结构构造
，

因而岩

石很容易风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