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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田高岭土矿特征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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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同煤盆地中广泛分布有沉积型高岭土矿，赋存层位主要为石炭系太原组和二叠系
山西组，矿石类型主要为软质高岭土和硬质高岭土以及少量烧变高岭土．成矿物质主要来源
于盆地周围的太古代古陆，在风化、生物和有机质成矿作用下，在陆相淡水中形成沉积型高

岭土矿，高岭土和煤层形成在盆地相对稳定时期 （两者沉积环境相似），即广阔的受水面积和

舒缓的水力流泻环境．用Ｘ光、红外光谱对加温样品的分析表明，烧变高岭土的烧变温度为
６００～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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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背景

大同煤田位于华北地台的山西隆起北部，北依

内蒙地轴．该煤田为一不对称的向斜构造盆地，向
斜轴经云岗、玉井，呈 ＮＮＥ向．盆地西、北、东侧为
大面积出露的太古界集宁群，盆地南东侧为大面积

出露的太古界五台群（图１）．集宁群的岩性主要由
一套经中深—深度变质作用、普遍遭受不同程度混

合岩化的各种含石榴石、石墨、矽线石、透辉石、紫

苏辉石的麻粒岩和片麻岩组成．五台群以中深变质
的片麻岩、麻粒岩和变粒岩为主．

盆地内盖层出露地层由老至新主要为［１］：①
寒武系分布于盆地外缘，为一套浅海碎屑岩 －碳
酸盐建造．②奥陶系马家沟组为厚层状灰岩及薄
层状灰岩互层．③石炭系：本溪组为山西式铁矿
及鲕状铝土矿、砂岩、砂页岩、泥岩；太原组，

底部为中粗粒砂岩或含砾粗砂岩，砂岩之上为碎

屑状高岭土层，中部以煤层为主，夹高岭土、粉

砂岩、细砂岩，上部为泥岩及粉砂岩、砂岩，砂

岩之上为根土层和煤层．④二叠系：山西组底部
为厚层中粗砂岩、含砾粗砂岩，中部为煤层夹高

岭土层，上部由深灰色的泥岩、砂质泥岩、粉砂

岩、灰白色石英砂岩组成，夹 １～４层不连续煤
层；下石盒子组为砂质泥岩夹砂岩；上石盒子组

为含砾粗砂岩、泥岩、砂岩；石千峰组为含砾砂

岩及粉砂岩、砂质泥岩，局部夹粉砂质灰岩．⑤
侏罗系：永定庄组以杂色砂砾岩、泥岩为主；大

图１　大同煤盆地区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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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第四系；Ｅ—第三系；Ｋ—白垩系；Ｊ—侏罗系；Ｐ—二叠
系；Ｃ—石炭系；Ｏ—奥陶系；—Ｃ—寒武系；Ａｒ３—太古界五台
群；Ａｒ１－２—太古界集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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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主要为煤层、泥岩、细砂岩、粗粒砂岩；云

冈组为中粒砂岩、粗粒砂岩、砂砾岩及砂质页岩．
⑥白垩系：下统左云组为一套以冰碛、冰水冲积
为主的碎屑岩建造．⑦第三系为棕色亚粘土．⑧
第四系为黄土和砂砾石层．

２　高岭土矿的区域分布及自然类型

大同煤田不仅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也

是耐火粘土、陶瓷原料的产地，特别是产于石炭

系和二叠系煤层顶、底板 （或夹于煤层中）中的

优质高岭土，层数多，主要层位基本稳定，质量

优，可作为高级陶瓷原料．
２１　区域分布特征

（１）软质高岭土 （俗称木节土）．由结晶略
差颗粒较细的高岭石组成，其赋存层律为：①太
原组 （Ｃ３ｔ）内，在煤田南西部发育３～７层，单
层厚度０５～９１５ｍ，以０８２～４９３ｍ为主；而
在北东部一般仅发育有 １层 （俗称镜石），厚度

００５～０３０ｍ．②山西组 （Ｐ１ｓ）内，在煤田南西
部的地层中局部可见灰色、灰紫色软质高岭土，

一般厚度小于０５ｍ；而在北东部发育为２～３层，
单层厚度０３０～３０ｍ，多以０６５～１５０ｍ为主．

（２）硬质高岭土．①太原组 （Ｃ３ｔ）内，在煤
田南西部发育２～３层，北东部发育１层，单层厚
度００１～８６６ｍ，一般为０９６～３８３ｍ，其中的
碎屑状高岭岩在煤田内分布层位较稳定，走向上

有时被砂岩替代；②山西组 （Ｐ１ｓ）内，在煤田北
东部发育４～６层 （分别俗称点子石、黄瓜石、黑

砂石），单层厚度０１０～３０ｍ，多以０２５～１８０
ｍ为主，在南西端不发育．

（３）烧变高岭土．主要分布在山阴偏岭及怀
仁小磨一带，矿体赋存层位同软质高岭土，烧变

高岭土是煤层与其相伴生的高岭土在煤层自燃过

程中形成的高岭土变种．
２２　主要高岭土矿自然类型、特征［２］

２２１　软质高岭土 （俗称木节土）　软质高岭土
可细分为紫色软质高岭土、灰白色软质高岭土．
①紫色软质高岭土 （俗称紫木节）：块状、粉状，

微层理发育，矿石呈条带状构造；紫色、紫黑色

木节土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其有机质和铁的含量，

一般有机质越高，颜色越深．矿物成分主要为定
向排列的细鳞片状高岭石，在空隙中常发育有蠕虫

状、鳞片状未被铁质和有机质污染的自生高岭石．
紫木节有机质含量较高，紫黑者有机炭达６２％，腐
植酸达 ８２２％．②灰白色软质高岭土（俗称白木
节）：块状、团块状，贝壳状断口，微层理不发育，一

般为浅黄色、带紫的灰白色，矿物成分主要为细鳞

片状高岭石（７３％）和石英（１４％），石英颗粒大小
（ｍｍ）为００８４×００５６～０１９６×０２８，有机质含量
不高．重矿物组成见表１，化学成分见表２．
２２２　硬质高岭土　主要有粗晶蠕虫状高岭土、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碎屑状高岭土、含一水软铝石

高岭土、砂质高岭土．①粗晶蠕虫状高岭土（俗称黑
砂石）：深灰色、黑灰色，粗晶蠕虫状结构，最大高岭

石蠕虫晶体长达２０ｍｍ，块状、条纹状构造，条纹主
要由高岭石颗粒和有机质多少而显示，矿物成分主

要为高岭石（９３３８％）、云母（２３７％）、有机质
（２０５％）、石英（０２３％）等．②细晶蠕虫状高岭土
（俗称黄瓜石）：灰色、黑灰色，细晶蠕虫状结构，肉

眼少见或看不见高岭石晶体，有细晶蠕虫状（３０％

表１　高岭土人工重砂分析结果［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ｌａｃｅ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ｆｋａｏｌｉｎ

序号 高岭岩自然类型 主要重矿物 次要重矿物

１ 紫色软质高岭土（紫木节） 锆石、白钛石 电气石、金红石、海绿石

２ 灰白色软质高岭土（白木节） 金红石、石墨、锆石 白钛石、海绿石、针铁矿、石榴子石

３ 粗晶蠕虫状高岭土（黑砂石） 锆石、黄铁矿、磁铁矿、褐铁矿
电气石、铁铝榴石、赤铁矿、磷灰石、绿帘石、自

然金、辉钼矿

４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黄瓜石） 锆石、磁铁矿、褐铁矿、黄铁矿
钛铁矿、磁黄铁矿、磷灰石、绿帘石、辉石、角闪

石、自然铅

５ 碎屑状高岭土 磁铁矿、锆石、金红石
石榴子石、黄铁矿、褐铁矿、磷灰石、绿帘石、辉

石、自然铅

６ 砂质高岭土 锆石、石榴子石、电气石 独居石、榍石、锐钛矿

７４１第２５卷　第２期　　　　　　　　李景春等：大同煤田高岭土矿特征及成因



表２　高岭土的化学成分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ｋａｏｌｉｎ　　　　　　　　　　　　　　　ｗＢ／％

序号 高岭土类型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ＴｉＯ２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Ｈｆｍ Ｃｆ 烧失量

１ 紫色软质高岭土 ４１．９０ ３５．５５ １．８８ １．００ ０．２４ １．１３ ０．１０ ０．０８ １．３０ １．３８ １５．２９
２ 灰白色软质高岭土 ５２．８８ ３１．０７ １．５５ ０．２６ ０．５２ ０．９９ １．２８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１８ １０．６２
３ 粗晶蠕虫状高岭土 ４５．２２ ３７．８４ ０．０７ ０．０ ０．２３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１１ － － １５．１４
４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 ４４．７０ ３７．３７ ０．１６ ０．０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０７ － － １６．０７
５ 碎屑状高岭土 ５０．２０ ３４．３０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９８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１３．５１
６ 砂质高岭土 ７１．９５ １８．３３ ０．５４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７４ ０．４１ ０．０４ ０．７９ ０．１１ ８．５０

　注：“－”表示未测试

～５０％）和隐晶状高岭石两种，矿物成分主要为
高岭 石 （９２７％）、云 母 （１８８％）、有 机 质
（３０９％）、石英 （０２６％）等．③碎屑状高岭土：
浅灰色、浅紫灰色，碎屑结构，外观酷似砂岩，

致密块状构造，碎屑主要由蠕虫状、板柱状高岭

石及石英组成，含少量植物碎片，高岭石蠕虫粒

径 （ｍｍ）００１４×０４６９～０２２４×０９２４，石英碎
屑多为棱角、次棱角状，也有磨圆较好的，粒径

（ｍｍ）０２１×０１４９～０６３×０５６，另外还有一种
细粒石英集合体．高岭石含量６０％ ～９２０７％，石
英６％～２０％，胶结物为细鳞片状高岭石，碎屑状
高岭岩底部含砂量高、颗粒较粗，向上变细．④
含一水软铝石高岭土 （俗称点子石）：深灰色、灰

紫色，因含灰白色的点状一水软铝石而得名，矿

物成分主要为高岭石、一水软铝石 （１０％ ～
２０％），一水软铝石由高岭石脱硅而成，化学成分
以含铝量高为特征，一般 ｗ（Ａｌ２Ｏ３）大于４０％．⑤
砂质高岭土：灰色、灰白色，砂粒结构，块状构

造，矿物成分主要由石英 （棱角、次棱角状，部

分圆粒状）、高岭石碎屑组成，含少量水云母、微

斜长石，镜下微斜长石格子双晶明显．硬质高岭
土的重矿物组成见表１，化学成分见表２．
２２３　烧变高岭土　主要有：块状烧变高岭土、
松散状烧变高岭土、块状含铝质鲕团状高岭土．
烧变高岭土中铁质呈细圆点状．研究高岭土加热
时矿物成分的变化，对陶瓷的成瓷过程具有重要

意义，也可为确定本区烧变高岭土的烧变温度提

供依据．浙江省地矿局实验室对紫色软质高岭土
矿石分别在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和１１７５℃加温
２ｈ的样品和烧变高岭土做 Ｘ射线衍射分析［３］，
结果见图２．在５００℃时，高岭石在低角度区的衍
射峰都有出现，但强度明显减弱，而在高角度区

衍射峰缺失较多，说明高岭石结构基本保存；在

６００℃时，样品的衍射峰强度进一步减弱，几乎分
不清衍射峰，高岭石随着结构水的析出而变成偏

高岭石；在８００℃时，样品的衍射峰已基本消失，

图２　烧变高岭土及不同温度下锻烧紫色软质高岭土的Ｘ射线衍射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ｐｕｒｐｌｅｓｏｆｔｋａｏｌｉ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ｋａｏ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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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石结构接近完全破坏；在１０００℃时，已出现新
相，有部分莫来石和β方英石峰，但强度很低，一般
认为出现莫来石的温度为１０５０～１１００℃，故本区
高岭石向莫来石转变的温度较低；在１１７５℃时，莫
来石和 β方英石的衍射峰进一步增多增强．在图２
中，烧变高岭土Ｘ射线衍射图谱与紫色软质高岭土
加温样品的Ｘ射线衍射图谱相比较，可以看出烧变
高岭土的烧变温度大致在６００～７００℃，相当于形
成偏高岭石的温度或稍高一些．据红外光谱对加温
样品和烧变高岭土的分析对比表明［３］，其烧变温度

也为６００～７００℃．烧变高岭土仍可用于陶瓷业骨
料和耐火材料．

此外，在断层影响地带，高岭土发生蚀变吸

水形成多水高岭石，据 Ｘ射线衍射和红外光谱分
析［３］为１０?多水高岭石．

３　矿石主要物理特征及工艺性能［２，３］

可塑性：从塑性指数和塑性指标来看，软质

高岭土 （木节土）（塑性指数６６～１１５，塑性指
标２９７～５２９）均属于中可塑性，其中灰白色软
质高岭土 （白木节）可塑性较好 （接近强塑性），

碎屑状高岭岩较差．粗晶蠕虫状高岭土 （黑砂石）

和细晶蠕虫状高岭土 （黄瓜石）在 －０４５ｍｍ
（４０目）属于低可塑性，在 －００７６ｍｍ（２００目）
属于中可塑性．可塑性与粘土粒度有关，粒度越
细，可塑性越高．

耐火度：软质高岭土耐火度在 １５８０～１７７０
℃，硬质高岭土耐火度在１６９０℃以上．

烧成白度：烧成白度在１３５０℃氧化焰中烧
成，耐火粘土烧白度在１０％ ～４３％，一般在２０％
以上；陶瓷粘土烧白度在７１６％ ～９４２％，一般
在７５％以上，其中碎屑状高岭岩烧白度较好．

抗折强度：一般在５～８．１９ｋｇ／ｃｍ２．最高为紫
色软质高岭土（紫木节土）１２４６ｋｇ／ｃｍ２，最低为灰
白色砂质高岭石粘土４２３ｋｇ／ｃｍ２．以上抗折强度
的测定是在未抽真空时测定的．

粘土的粒度、密度：高岭土平均粒度为０４９～
１３５μｍ，多数在０７４μｍ左右，密度为２６ｇ／ｃｍ３．

比表面积：采用连续流动色谱法测定，一般

为３５５８９～５４８６６ｃｍ２／ｇ．

４　成因

４１　成矿物质来源

（１）石墨．石墨呈黑色片状体在灰白色软质
高岭土 （白木节）中普遍分布，样品加工过程中

多数漂浮在水面．显晶石墨只产出于某些特定中
深－深度变质岩系中，在本地区，只在集宁群分
布有石墨片麻岩、含榴石墨片麻岩，这说明本地

区高岭土来源于集宁群的风化产物．
（２）重矿物组合．从表１可以看出，高岭土

中重矿物组合中，铁铝榴石、绿帘石、辉石、角

闪石、磁铁矿、电气石、金红石、独居石、榍石、

自然金、锆石等矿物 （或组合）都与区域上的太

古界五台群和集宁群的矿物 （或组合）相对应，

也说明本地区高岭土可能来源于五台群和集宁群

的风化产物．此外，高岭土中的重矿物如锆石、
电气石、金红石的磨圆度很好，表明物源经较长

距离搬运．
（３）微斜长石．本区砂质高岭土中均含有微

斜长石，在偏光显微镜下可见微斜长石的边缘或

一端均已蚀变成高岭石，微斜长石格子双晶明显，

这种格子双晶与太古界集宁群的混合岩化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片麻岩的微斜长石一致，也说明本地

区高岭土可能来源于集宁群的风化产物．
（４）微量元素分析．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

（表３）表明，本地区高岭土的微量元素与区域太
古界集宁群和五台群的含榴片麻岩、黑云片麻岩

大致相同，有些元素 （Ｖ，Ｔｉ）更趋富集，也说明
本地区高岭土可能来源于五台群和集宁群的风化

产物．
（５）古地理．大同煤盆地为断陷盆地，基底

为太古界集宁群和五台群，其北东端依内蒙地轴，

南西端为华北地台的山西隆起，四面均为古陆包

围，据此推断集宁群和五台群的风化产物可能为

本地区高岭土的形成提供物源．
４２　古地理环境和成矿机理

（１）从地层层序来看．本地区高岭土主要富
集在含煤地层太原组 （Ｃ３ｔ）和山西组 （Ｐ１ｓ）内，
沉积层序的韵律为：砾岩、含砾粗砂岩—粗砂岩

（底部）—中砂岩—细砂岩 （中部）—粉砂岩—

碎屑状高岭土 （有时为泥岩或根土层）—煤层—

高岭土—煤层—高岭土或泥岩 （上部）．从上述沉
积韵律可以看出，高岭土形成古地理环境应与煤

层的相似．砾岩、含砾粗砂岩、粗 （中）砂岩形

成在盆地相对下降 （或盆地周围上升）较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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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高能量环境中沉积．而高岭土和煤层形成在
盆地相对稳定时期 （两者沉积环境相似），即广阔

的受水面积和舒缓的水力流泻环境 （沼泽），是在

较低能量环境中沉积；砂质高岭土和碎屑状高岭

土说明高岭土形成时的水力条件应比煤层更相对

动荡些．当气候适宜，大量植物生长繁茂，植物
根、叶、枝、杆和少量高岭土共同沉积形成煤层

（泥炭）；当气候变化，植被虽发育，但量有限，

植物根、叶、枝、杆的沉积不至于形成煤层 （泥

炭）时 （有时仅形成煤线），地理环境中化学风化

作用和淋滤作用相对较强，易形成高岭土 （有时

夹煤线条带）沉积层；当气候变化，植被一般

（或不）发育时，地理环境中物理风化作用相对较

强，易形成泥岩．
（２）高岭土中含有硅质包体、高岭石之间有

细粒石英集合体，黄焱球等［４］通过对东胜含煤地

层成煤期沉积环境、古介质等的分析，并用有机

吸附实验对高岭石与有机质的吸附关系进行了实

验．结果表明：高岭石在河流环境中的富集成矿
与水介质中大量有机质的存在有关，植物分解产

生的腐殖质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在 ｐＨ值 ＞５５和
适量的多价阳离子存在的条件下，介质水中的腐

殖质可通过多价阳离子与高岭石和石英相互牢固

吸附，形成高岭石 －有机质 －石英复合体，从而
使高岭石能够与石英一起搬运、沉积；某些具有

一定疏水性的有机质与矿物的吸附所产生的粗粒

复合体和疏水特征，改变了矿物颗粒表面的亲水

性，促进了高岭石的沉积富集；本区高岭石中含

有硅质包体、高岭石之间有细粒石英集合体，可

能是高岭石－有机质 －石英复合体沉积后石英重
新富集和结晶的结果，也说明可能有上述机理存

在．
（３）从高岭土中微量元素定量分析结果来看

（表４）［１］：一般认为淡水中ｗ（Ｂ）＜１４×１０－６，
ｗ（Ｂ）／ｗ（Ｇａ）＜３３，ｗ（Ｓｒ）／ｗ（Ｓａ）＜１为大陆环
境；ｗ（Ｓｒ）／ｗ（Ｂａ）＞１为海洋环境．据此分析，本地
区高岭土应为陆相淡水沉积．
４３　高岭土沉积期后改造

（１）高岭石定向排列．本地区的高岭石 （粗

晶的肉眼可见，细晶的在显微镜下可见）常呈定

向排列，其原因可能为受后期北西 －南东向的挤
压所致．依据为：在煤盆地东翼，岩层产状发生
急剧变陡，甚至倒转，同时有高角度仰冲断裂形

成；盆地内岩层多呈波状起伏及局部拱曲．

表３　高岭土和太古界的片麻岩微量元素光谱分析结果［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ａｏｌｉｎａｎｄｇｎｅｉｓｓ′ｓ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ｈｅａｎ　　　　　　　　　ｗＢ／１０－６

岩石类别 Ｍｎ Ｇａ Ｓｒ Ｂａ Ｚｒ Ｔｉ Ｐｂ Ｓｎ Ｎｉ Ｃｏ Ｍｏ Ｖ Ｃｕ Ｚｎ Ｙ Ｌａ

紫色软质高岭土 １４０ ４６ ３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８６００ ５４ １０ １５ － １５ ８５ ３２ １０ ３６ －

灰白色软质高岭土 １００ ３３ １００ ３３０ ３６０ ７０００ ４０ １０ ２３ １０ １８ ２６０ １６ １０ ３３ －

粗晶蠕虫状高岭土 １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 － １０ － － － ２０ ２０ － －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０ － ２０ １０ － － ３０ ２０ － ２００

碎屑状高岭土 １００ ３５ １００ １５０ ４５０ ９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５ １０ ３１５ １０ ５ ５ －

砂质高岭土 １００ ３０ － 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 －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

含榴片麻岩 １００ ３０ ４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 － １０ １０ － ６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０

黑云片麻岩 １００ ４０ ８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 － １０ １０ － ６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０

　注：“－”表示未测试

表４　高岭土微量元素定量分析结果及其比值［１］
　　　　　　　　　Ｔａｂｌｅ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ｋａｏｌｉｎ′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Ｂ／１０－６

序号 　　　　高岭土类型 Ｂ Ｇａ Ｓｒ Ｂａ Ｂ／Ｇａ Ｓｒ／Ｂａ

１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吴家窑） １２．３ ４４．７ ３．４ １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７
２ 粗晶蠕虫状高岭土 １１．５ ４５．７ 检测限以下 ９．３ ０．２５ １
３ 细晶蠕虫状高岭土（塔子山） ７．９ ５６．２ １．７ １０．９ ０．１４ ０．１６
４ 碎屑状高岭土（细粒） １５．５ ５１．３ ５．６ １５．５ ０．３０ ０．２６
５ 碎屑状高岭土（粗粒） ３９．８ ４５．７ １０ １４．０ ０．８７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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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岭石晶体大小．据吴六汀［３］美国有人
把木屑加粘土进行成煤试验，结果表明：有粘土

物质存在时密封加温 （＞１３０℃），木屑变成煤，
加温时间越长，形成的煤质量越好，粘土主要起

催化剂作用．硬质高岭岩常与煤层伴生，其结晶
较好，可能与此有关．同时在成煤过程中引起的
温度和压力及其它物、化条件的变化，也可促进

高岭石重结晶．
（３）烧变高岭土［３］．据Ｘ光、红外光谱对加

温样品的分析表明，其烧变温度为６００～７００℃．

５　结　论

（１）大同煤田不仅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
且也是一个丰富的耐火粘土、陶瓷原料的产地，

特别是产于石炭系和二叠系煤层顶、底板 （或夹

于煤层内）中的优质高岭土，层数多，主要层位

基本稳定，质量优，可作为高级陶瓷原料．
（２）软质高岭土在太原组内较发育，硬质高

岭土在太原组和山西组内发育．

（３）大同煤盆地中的高岭土矿成矿物质主要
来源于盆地周围的太古代古陆 （集宁群和五台

群），高岭土和煤层形成在盆地相对稳定时期 （两

者沉积环境相似），即广阔的受水面积和舒缓的水

力流泻环境 （沼泽），在较低能量环境中沉积，在

风化、生物和有机质成矿作用下，在陆相淡水中

沉积形成高岭土矿．
（４）据Ｘ光、红外光谱对加温样品的分析表

明，烧变高岭土的烧变温度为６００～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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