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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料 薄 膜 薄 片 的 喷 制

陈文仁 靳耀德

( 甘肃省地质局实验室 )

在磨制好的岩石或矿物薄片表面
,

加盖一片
,

盖玻璃
,

这是目前岩矿薄片制备过程中重要

工序之一
。

它技术要求高
,

工序烦琐
,

盖玻璃容易破裂
,

容易带入气泡
,

成本高
,

效率低
。

特别是要磨制一片比一般标准薄片大的薄片
,

碰到的困难就更多了
。

因此能否不加盖玻璃
,

用其它材料代替
,

这已成为人们注意研究的问题
。

有人在磨好的薄片
一

上滴上水
,

但是水容易挥

发
,

在鉴定过程中
,

一个薄片往往要加水多次
,

比较麻烦
。

因此
,

又有人使用了甘油或其它

类似材料
,

但是 由于甘油之类物质粘性大
,

会弄脏薄片
,

不便使用
。

1 9 76年莫莎用塑料喷涂

盖薄片的方法发表后
,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道比埃和波吉斯二人在应用此方法的过程中
,

发

现涂料与加拿大树胶或 t’l a k es i d e ”
粘合剂之间发生化学反应

,

生成乳 状物质
,

严重时会

损坏薄片
.

后来他们又采用聚氨基甲酸脂上光清漆
,

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

我们首先使用 了丙基硝酸
,

碰到了与道比埃等人所碰到的同样问题
,

甚至沿薄片边缘和

裂隙发生膨胀
,

致使薄片损坏
。

后来我们改用了过氯 乙烯树脂
,

以二氯乙烷作溶剂
,

取得了

较好的结果
。

( 一 ) 过级乙烯一般性质

过氯乙烯是在聚氯乙烯的分子中
,

引入氯原子成为聚过氯乙烯
。

含氯量高达 ” %的过氯

质苏长岩和捕虏体苏
一

长岩
,

以及含矿的石英闪长岩相比较
,

可能是通过其它方式形成的
。

在霏细苏长岩和花斑岩形成时
,

由于陨石物质的冲击使地壳物质发生熔融
,

含矿岩浆的

形成同样应当借助于比形成硫化物要早的岩浆活动来实现
,

这些硫化物的形成和太古代一元

古代的超基性岩体有关
。

因此
,

萨德贝里铜
一

镍矿床是先形成的硫化矿石
,

经岩浆的再沉淀 作用 ( 在不含硫 化物

的苏长岩浆的作用下 ) 的结果形成的
,

这些硫化矿石和太古一元古代的超基性岩体有关
。

硫化物是从较深处 ( 从次生岩浆发生的地段 ) 和硅酸盐 (苏长岩和闪长岩 )一起被带出
,

它们同围岩碎块紧密伴生
。

在硫化物熔融体结晶和矿体形成的过程 中
,

发生了硫化物质的再

分配
,

硫化物离开硅酸盐迁移到围岩中去
,

也就显示出了类似于其它矿床硫化物系统的所有

性质
。

热液作用同样出现了
,

但是是小规模的
,

主要是在早期和晚期成矿阶段
。

对萨德贝里硫化矿床形成机制的研究
,

克服了许多有关它们的成因解释方面的难点
,

其

中最重的一点是
,

硫化物和与其共生的硅酸盐岩成分之 间是不相适应的问题
。

( 李纪良译自 《 苏联地质 》 1 9 7 8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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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
,

其分子式为
:

( C H C I一 C H C I )
: 。

过氯乙烯的性质与含氧 民多少 丁关
,

了年通过氯乙烯 含氧量为62 一 6 7 %
,

比重 1
.

50 一 1
.

7 7 5
,

软化点为 8 0
“

C 一 1 2 5
“

C
。

过氯乙烯为一种乳白已的泡沫塑料
,

能完全解于二氛乙烷和丙酮
。

鉴于二氯乙烷与加拿

大树脂反应微弱
,

我们采用了二孰 乙 瓦 洛解后为完全透明的液体
,

涂到薄片上
,

二氯乙烷

迅速挥发
,

1一 2分钟 ;舀元 全
二 , 燥

,

介
一

讨润之而形成一种完全透明的薄膜
。

经测试透光率与标

准盖玻片制成的而片相比
,

完全相同
,

如下表所示
。

塑料薄膜盖薄片与标准盖玻璃薄片透光率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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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 L K O一 l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过氯乙烯的性能与用途很广
,

这里只介绍了与本试验有关的一些性能
。

( 二 ) 塑料盖薄片的制备

方法一
,

喷涂塑料盖薄片
:

1
.

将已磨制好欲盖盖玻璃的薄片
,

用棉花蘸上酒精擦洗干净
。

2
.

将 已完全溶解的过氯乙烯 ( 配制方法
:

将 10 克过氯 乙烯溶于 5 00 毫升的二氧 乙烷中 )

均匀地喷涂在薄片上
。

喷头 与薄片的距离可根据喷咀的大小而定
。

我们使用的喷头为自制玻

璃喷头
,

喷咀直径约 1 毫米左右
,

薄片与喷头相距 10 厘米左右
。

喷涂时间一般 1一 2秒钟
。

如

果一次喷涂嫌太薄
,

需要加厚时
,

要等到完全干燥后再喷
,

否则会造成高低不平的皱纹面
.

3
.

喷涂后一般 1一 2分钟就会完全干燥
,

待干燥后
,

可在显微镜下检查厚薄和均匀程度
。

如果发现喷涂的薄膜不满意
,

则可用棉球少少蘸上一点苯
,

或二甲苯 或二 氯乙烷等有 机溶

剂
,

将塑料薄膜轻轻擦去
,

重新喷涂
。

但千万注意要少蘸
,

因为这些溶剂一般都溶解加大树

月旨
。

4
.

喷涂的整个操作过程应在通风橱内进行
,

因为有机溶剂对人体是有害的
。

方法二
,

蘸涂塑料盖薄片
:

由于喷头会使喷沫四处飞扬
,
了污染环境

,

有损于人体健康
。

我们设想用其它方法代替喷

涂
,

避免上述问题发生
。

经我们试验用浸蘸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

该方法不需任何设备
,

操作简便
,

其方法如下
:

将擦洗千净的薄片迅速地放入按前述方法配制好的涂料中蘸一下
,

立即取出
,

并使多余的涂料流入盛涂料的容器中
,

干燥后擦去背面的涂料即可
。

如果涂层不

理想
,

可按前述方法擦去后再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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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讨 论

1
.

塑料涂制的薄片
,

可用于一般岩矿鉴定
,

特另lJ是对于染色试验 更为有用
。

染色 试验

的缺点之一是
:

染色试剂与耍染色的矿物 中某些特定离子反应生成带色液体
,

它不仅染了要

染矿物本身
,

而且 向四周扩散
,

有时 也污染了周围井它矿物颗粒
,

使它们 也染上了相同的颜

色
,

容易给人造成错觉
,

得出错误的结沦
。

其次 l’l :

有些染色试验 中
,

经过一系 列的 化学处

理
,

使有些矿物不是被汇*解掉
,

就是被浸蚀
,

使薄片交到产重损坏
。

如果使用塑料薄膜盖薄

片
,

就能避免 以上问题的发生
。

为 了便某些待测定的矿物染色时不致 使其它 矿物也 染上颜

色
,

可采取在要染色的矿物颗粒表面 ( 或薄片的部分区域 )
,

在钢针上裹上少许棉花
,

蘸上

少许前面提及的有机洛剂
,

轻轻地擦去塑料障膜
,

然后再按染色程序进行
,

这样只染了要染

的矿物颗粒 ( 或部分区域 )
,

其它的矿物颗粒 ( 或区
.

域 ) 则保扮了原来的颜色与速明度
,

既

便于观察比较
,

又不损坏薄片
。

其次染 色以后 的矿物
,

时间一长由于受氧化作用又还原到原来

的颜 色或 变成其它的颜 色
,

要长期保存只好加盖盖玻璃
,

但在加盖盖玻璃的过程中
,

为了排出

气泡要反复推拉
,

这样有些染色薄膜会被挤掉
。

如果在染后的梅片上涂上一层塑料薄膜
,

就

不会损坏染色薄膜
,

既方便又可长期保存
。

对于在空气 中易氧化的矿物光片
,

若要长期保存
,

同样可在其表面涂上一层塑料薄膜
,

防止氧化
。

如果要再使用
,

用上法擦去即可
。

2
.

对疏松多孔的岩石
,

在制片时必须事先进行处理
,

否则涂上塑料薄膜后
,

在孔隙处始

终会感到有低佳现象
,

不论涂多少次
,

也难改变这种状况
。

3
一次涂片不宜太厚

,

太厚了由于表面干燥迅速形成一层密封薄膜
,

使内部的溶剂无

通路挥发出来
,

在薄膜 内部往薄弱的地方流
,

因此就会形成有些地方干燥快
,

有些地方干燥

慢
;
有些地方薄

,

有些地方厚的皱纹面
。

4
.

涂 了塑料薄膜的薄片
,

在显微镜下与盖了标准盖玻璃的薄片进行比较
,

几乎没有什么

差别
.

但是用肉眼观察
,

涂 了塑料薄膜 的薄片表而没有盖了盖玻璃的薄片那样透明
,

光亮美

观
。

这是因为盖玻璃经过精密的机械加工
,

涂在孚剖 犷上的加拿大树脂经过盖玻璃的挤压
,

也

十分平坦
,

自然光投射到此种表面
,

不会发生光的散射现象
,

因此表面看起来透明光亮
。

涂

在薄片表面的塑料薄膜
,

由于薄片本身经研磨后表而总是高低不平
,

涂上的塑料薄膜又是自

然干燥
,

必然在塑料薄膜表面有许多微小的甚至肉眼看不到的高低不平 的洼坑
。

当自 然光

投射到这样的薄片上
,

就会发生光的散射现象
。

因此使我们直观的感到没有盖了盖玻璃的薄

片那样光亮
。

这与大家所熟悉的石英表面的油脂光泽的现象相 类似
。

但在
.

显微镜下用透光观

察
,

则不会有什 么影响
。

5
.

标准盖薄片的厚度
,

一般为0
.

17 毫米
。

此厚度在显微镜制造时就已作了校正
.

大于此
·

厚度就会产生过校正
,

小于此厚度就会 出现校正不足
。

塑料薄膜与标准盖玻璃相比薄的多
,

如果使用高放大率 ( 数字孔径大于 0
.

4 ) 的接物镜
,

就会产生校正不足的现象
。

但是用那样

的接物镜在视觉显微镜下观察
,

塑料薄膜仍然可以使用
,

但对于显微照相最好还是使用标准盖

玻璃薄片
。

6
.

塑料薄膜比较软
,

容易被硬物刺 伤
,

因此涂好后的薄片
,

一定要保存在薄片盒 内
.

一

方面避免硬物刺伤
,

一方面防止落上灰尘
。

如呆万一落上灰尘
,

可用水冲洗
,

绝不要揩擦
。



由以上可以看出用过氯乙烯喷涂的盖薄片
,

制作简单
,

质量符合要求
,

成本低
,

效率高
,

适合于大批薄片的制作
。

但对有些重要的非加盖玻璃不可的薄片
,

仍应以加盖玻璃为好
.

在试验中
,

黄曹华
、

王镇岳等同志研制喷头
,

喷涂薄片
,

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和帮助
, ·

在此致以谢意
。

尹一~ ~ ~ ~ ~ 、
奢会 议 简 讯 参

陕 西 省 地 质 学 会 第 四 届

代 表 大 会 暨 学 会 年 会在 西 安 召 开

陕西省地质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

于 1 9 8 0年 4月 19 日至24 日在西安召开
.

参

加会议的有上届理事会的理事和有关单位推荐的新的理事候选人
,

有已成立的各专业委员会

的正副主任和秘书
,

有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代表和其他代表
,

有省科协
、

中国 科学 院及四

Jll
、

甘肃
、

河南等省地质学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
,

共 13 0人
.

这次大会的议程和内容有
:

( 1 ) 听取上届理事会关于学会 恢复活 动一年来 的工作报

告
;

( 2 ) 修改审定陕西省地质学会章程
;

( 3 ) 选举新的理事会
; ( 4 ) 各专业委员会讨论

今后学术活动计划
:

( 5 ) 宣读学术论文和专题学术报告
。

经代表协商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
。

高汉瑾 当选为理事长
,

张伯声
、

袁耀庭
、

阎廉泉为

副理事长
,

张思纯为秘书长
。

与会代表认真讨论和通过了新会章
.

新的会章规定
,

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
。

闭会期

间
,

理事会是执行机构
。

理事会下设
:

( 1 ) 各种专业委员会
;

( 2 ) 刊物编辑委员会
; ( 3 )

地质科技工作委员会
;

( 4 ) 秘书处
。

目前已建立了地层古生物
,

构造地质
,

矿床
、

矿物
、

岩石和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和勘察地球化学
,

水文地质
、

第四纪
、

地貌和工程地质
,

探矿工

程
,

试验分析等七个专业委员会
,

并拟筹建煤田地质专业委员会
、

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
.

大会共收到论文 4 28 篇
,

涉及到地层古生物
、

构造地质
、

矿床地质
、

矿物岩石和地球化

学
、

煤田地质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数学地质
、

航空地质和遥 感地质
、

第四 纪地 质和地

貌
、

物化探
、

探矿工程技术
、

试验分析和岩石测试
、

环境地质等学科
。

在大会上宣读论文 17

篇
。

木会决定今年出版会刊两期
,

以报道大会概 况
、

论文题目和摘要及部分论文全文
;
并 由

各专业委员会制订计划
,

召开中小型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

袁耀庭
、

刘鸿允
、

王永众
、

阎廉泉和张伯声等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

受到与会代

表的热烈欢迎
。

( 地质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张治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