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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守 则 

1． 实验需要进行充分的预习和必要的准备工作。 

2． 实验完毕需经教师检查记录后才能离开实验中心。 

3． 注意保护实验标本，遇到问题应及时报告教师协助处理，不准私自处理。 

4． 不准利用实验标本从事与实验无关内容，不准将标本带出实验室。 

5． 要遵守实验课堂纪律，不准打闹和喧哗、不准脱离集体。 

6． 学生对实验标本应爱护，对于不听从教师指导和违反实验规定以致标本损坏或丢失，

按规定进行赔偿。 

实验注意事项 

  地质实验是一项演示性实践项目，即着重观察和鉴别矿物和岩石标本。掌握基础理论

和知识是进行实验的一个前提，但是实验性的实践环节无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通过

实践，掌握认识和鉴别各类矿物和岩石的能力。 

  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实验，要求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应认真预习本实验指导，了解实验目的、内容，熟悉矿物及岩石的性质及鉴别

方法。另外，实验小组成员应协调工作，并做好必要的预习。 

二、正式实验 

在进行正式实验前，要注意组织纪律，指导教师安排好后，方可进行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进行工作，决不允许私自带离和破坏实验

标本。实验完毕，应清将标本归还原位。实验中做好必要的记录。 

实验记录应由指导教师检查后方可结束实验。 

三、 实验报告的书写 

实验报告是实验者最后交出的实验成果，是实验资料的总结，实验完毕实验者应根据

预习和实验中的现象及记录等，及时、认真地写出实验报告。一般实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

容： 

１、 实验报告应当使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报告纸； 

２、 实验名称、日期、地点、条件和实验人员等； 

３、 实验目的、实验所用标本或器材等； 

４、 实验内容，扼要说明实验内容及如何进行实验，以及实验观察和鉴别记录； 

５、 实验总结 结合有关理论对实验中的现象、产生的疑问等进行分析和总结，以

提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认识鉴别标本的能力，并提出应注意的事项，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一

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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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主要造岩矿物的鉴别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1、全面地观察矿物形态及物理性质等特征； 

2、初步掌握肉眼鉴别的基本方法；学会常见矿物的鉴别并写出简单的报告。 

二、实验仪器与设备 

各种常见矿物标本。 

三、实验方法与步骤 

肉眼鉴定矿物的大致过程是从观察矿物的形态着手，然后观察矿物的光学性质、力学

性质，进而参照其他物理性质或借助于化学试剂与矿物的反应，最后综合上述观察结果，

查阅有关矿物特征鉴定表，即可查出矿物的定名。但对常见矿物的鉴定特征还需要记忆。 

矿物的形态有晶体形态和集合体形态两类： 

晶体形态：同种物质同一构造的所有晶体，常具一定的形态，一般常见的造岩矿物形

态有纤维状、柱状、板状、片状、鳞片状、粒状等。 

集合体形态：矿物在自然界中多呈集合体产出，故集合体形态的描述具有实际意见。

常见的有：晶簇状，结核状，鲕状，肾状，钟乳状，葡萄状，放射身状等。 

矿物的物理性质是多种多样的。为便于运用肉眼鉴别常见的造岩矿物，这里要求掌握

下面几方面特征： 

（1）颜色：矿物的颜色极为复杂；是矿物对可见光波的吸收作用产生的。按成色原

因有自色、他色、假色等。 

（2）光泽：矿物的光泽是矿物表面的反射率的表现，按其强弱程度可分为金属光泽、

半金属光泽和非金属光泽。常见有玻璃光泽、珍珠光泽、丝绢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

土状光泽等。 

用人为方法严格划分光泽等级是困难的，要多观察、慢慢体会、逐步掌握。 

（3）解理：解理为矿物重要鉴定特征，解理等级及区分的办法如下： 

极完全解理：极易裂开成薄片，片大而完整，平滑光亮； 

完全解理：易成解理块，面平难，见断口； 

中等解理一碎块可见小面，既有解理又有断口，呈阶梯状； 

不完全解理一碎块难见小面，断口贝壳状，参插不齐。 

后二者难分，有时可写成中等一不完全解理。矿物解理的完全程度和断口是互相消长

的。 

（4）硬度：常用的确定矿物硬度方法为刻划法，刻划工具除摩氏硬度计外常可借助

指甲（2.5）、小刀(5.5~6)、石英(7)，在野外使用时较方便。 

污染手的为 1，不污染手而指甲能划动时为 2，指甲划不动而刀刻极易者为 3，刀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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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者为 4，刀刻费力者为 5，刀刻不动而石英能刻动为 6，石英为 7。 

硬度常因集合体方式及后期变化而降低，所以刻划时要先找到矿物的单体及新鲜面。 

四、实验内容安排 

（1）实验标本：黄铁矿、石英、正长石、方解石、角闪石、辉石、橄榄石、白云母、

黑云母、高岭石。 

（2）实验举例： 

黄铁矿 )( 2FeS  

形状：立方体或块状。颜色：铜黄色。条痕：绿黑。光泽：金属光泽。硬度：：5~6。

解理：无。断口：参差状。 

主要鉴定特征：形状、光泽、颜色、条痕。 

石英 )( 2Sio  

形状：柱状或块状。颜色：乳白或无色。条痕：无色。光泽：玻璃、油脂光泽。硬度：

7。解理：无。断口：贝壳状。 

主要鉴定特征：形状、光泽、颜色、条痕、断口。 

方解石
)(CaCo3  

形状：菱形粒状或块状。颜色：白或无色。条痕：无。光泽：玻璃光泽。硬度：3。

解理：三组完全。 

主要鉴定特征：形状、解理、硬度、与稀盐酸起泡。 

正长石 )O(KAISi 83  

形状：短柱状或板状。颜色：肉红色。条痕：白。光泽：玻璃光泽。硬度：6。解理：

中等，解理面成直角。 

主要鉴定特征：解理、光泽、颜色。 

黑云母
)O(AlSi(OH)(MgFe)[K 10323  

形状：片状鳞片状。颜色：黑或棕黑色。条痕：无。光泽：珍珠光泽。硬度：2~3。

解理：一组完全。 

主要鉴定特征：形状、光泽、颜色、解理。 

角闪石 )(OH)]OAl)、(AlFe)[(SiFe)、Na(Mg(Ca 2211442  

形状长柱状。颜色：绿黑色。条痕：淡绿。光泽：玻璃光泽。硬度：6。解理：两组

解理交成 124°（56°） 

断口：锯齿状。 

主要鉴定特征：形状、光泽、颜色。 

五、上交材料 

每人上交一份内容完整详尽的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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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常见三大类岩石的鉴别与比较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1、全面地观察岩浆岩的矿物成分、形态和结构构造； 

2、初步掌握肉眼鉴别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基本方法；学会常见岩石的鉴别并

能写出简单的报告。 

二、实验仪器与设备 

常见的三大类岩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标本。 

三、实验方法与步骤 

肉眼描述和鉴别岩石的基本内容为矿物成分和结构构造，这是岩浆岩分类命名的基

础。拿到一块岩石，一般描述的顺序是：首先是颜色，其次为结构、矿物成分、构造及次

生变化等。 

现将描述各种特征的方法及注意要点简述如下： 

（一）岩浆岩 

（1）颜色 

这里所指的颜色就是岩石整体颜色，不是指岩石中某一种矿物的颜色，特别要注意那

些矿物颗粒比较粗大的岩石，很容易着眼于其中个别矿物的颜色，而忽略对整块岩石颜色

的观察。颜色不是孤立的，它与岩石所含的矿物种类，含量及岩石的化学成分有内在的联

系。因此，颜色也能大致反映出岩石成分和性质。我们观察岩石的颜色是指从深色到浅色

这个变化范围的大体色调。岩浆岩常见的颜色有黑色-黑灰色-暗绿色(超基性岩)，灰黑色-

灰绿色(基性岩)，灰色-灰白色(中性岩)，肉红色-淡红色(酸性岩)等。 

因此，可以根据颜色的深浅初步判断此种岩石是基性的，还是中性的，或是酸性的。

以此作为综合鉴定的一个因素。 

（2）结构与构造 

岩浆岩的结构，是指组成岩石的矿物的结晶程度、晶粒大小、形状及其相互结合情况。

通过观察岩浆岩的结构可以判断岩石是深成岩、浅成岩还是喷出岩。如果是结晶质的岩石，

矿物颗粒一般较为粗大，肉眼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各种矿物颗粒，一般有等粒结构、不等粒

结构及似斑状结构都是属于深成岩类的结构特征，不论它是深色还是浅色的岩石都基本上

是这样。如果岩石中矿物颗粒微细致密不易辨认，只见到斑状结构、隐晶质结构及玻璃质

结构，也不论颜色的深浅，一般都是属于喷出岩的结构特征。而浅成岩的结构特征，介于

深成岩与喷出岩之间，常常为细粒状、微晶粒状及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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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的构造特征，大多数具有致密块状构造，尤以深成岩类最为普遍，但深成岩有

时也有流线流面构造，一般出现于岩浆岩体边缘部分，反映岩浆岩形成时的相对流动方向。

喷出岩常具有流纹状构造、气孔构造、杏仁构造，特别是流纹状构造是酸性喷出岩的显著

标志。浅成岩的构造特征也介于两者之间。 

通过岩石的结构与构造特征的辨别，可以区分出岩石是属于深成的、浅成的或喷出的，

可以逐步缩小它的鉴定范围 

（3）矿物成分 

进一步观察组成岩石的矿物成分特征，这是最关键最本质的方面，应努力将岩石中的

全部造岩矿物鉴定出来（可根据各种矿物的形态及其物理性质、利用简单工具如小刀、放

大镜等去进行鉴定）。并且大致目测估计各种矿物的颗粒大小和百分含量。以分出那些是

主要矿物，哪些是次要矿物，逐一加以记录描述，作为岩石特征综合分析与定名的依据。 

观察矿物成分时应首先鉴定浅色矿物，然后鉴定暗色矿物。具体来说先看岩石是否存

在石英，含量多少，含量多的应属酸性岩类，也必然属浅色岩的范围。再看是否有长石存

在，如果不含长石。即为无长石岩应属超基性岩类，必然属于深色岩的范围（此时，若暗

色矿物以橄榄石为主的为橄榄岩，以辉石为主的则为辉岩。）如果岩石含有长石，必须仔

细观察定出是正长石还是斜长石，那种量多，那种量少，确定其主次，以区分酸性岩、中

性岩或基性岩。如果以正长石为主，又同时含多量石英，则可确定为酸性岩类。如果以斜

长石为主，然后再看暗色矿物。再次观察暗色矿物，如果暗色矿物含量多，且以辉石为主

的则属基性岩类，如以角闪石为主则应属中性岩类。 

对所观察的岩石如果已从岩石的结构上已确定为喷出岩，一般应先鉴定其基质，再看

是否存在斑晶，并确定斑晶的矿物成分，如班晶为石英或长石，面岩石颜色又浅，则应属

酸性喷出岩。如肯定为斜长石斑晶或暗色矿物斑晶，则应属中、基性的喷出岩，其中以角

闪石斑晶为主的属中性岩，以辉石斑晶为主的属基性岩。 

（4）综合分析及岩石定名 

按照上述步骤鉴定所获得的全部特征，还必须作全面的综合分析。如果发现在各项特

征中存在某些特征不协调的矛盾现象，则应对所出现的特殊矛盾现象进行仔细的复查工

作。是否由于鉴定的错误而产生矛盾。如果经过复查认为肉眼鉴定上没有差错，则应考虑

是否其他原因的影响（如岩石遭受风化、蚀变等）。并应作出一定的解释再送到室内作其

他仪器的鉴定与分析。最后根据综合分析的结果，对被鉴定的岩石进行定名。  

（二）沉积岩 

沉积岩分为碎屑岩、黏土岩、化学岩和生物化学岩三类。在对沉积岩进行鉴定时，应

着重注意其颜色、矿物成分、结构和胶结物与胶结类型及生物化石等。肉眼鉴定时，同岩

浆岩鉴定一样可借助放大镜、小刀，条痕板等用具外，对碳酸盐岩石的鉴定还可用稀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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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滴试。实验时应耐心细致、认真观察，做到实事求是地分析描述。 

（1）颜色  指岩石的整体颜色，如成分复杂颜色多样时，则应远离眼睛（0.5-1m）做

整体观察，表示时用复合名称，次要的颜色放在前面，后面才是主要颜色，还常加上形容

词说明颜色的深浅、浓淡、亮暗程度。如：深紫红色、浅蓝灰色、灰绿色、褐红色等。 

（2）物质成分  碎屑岩中碎屑物质是碎屑岩的特征组分，常作为划分类型的定名依

据，碎屑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云母等矿物碎屑和各种岩屑。 

黏土岩是一种颗粒十分微小的岩石，成分又较复杂，其矿物成分往往肉眼无法区分，

多借助于物理类实验室方法进行研究。 

化学岩和生物化学岩在形成时经过了严格的分异作用，故多是单矿物岩石，成分较为

单一。以硅质岩、碳酸盐岩及盐岩较常见。 

（3）结构  对于碎屑岩首先要观察碎屑的大小、形状和各碎屑的相对含量，其次要

观察碎屑的分选性、滚圆度、排列是否规则及表面特征(粗糙、光滑、有无光泽、擦痕)等。

结构还包括胶结物的成分和特征，火山碎屑岩的胶结物主要为火山灰；碎屑岩的胶结物主

要有钙质、铁质、泥质和硅质胶结。碎屑岩可分为角砾状结构、粒状结构、砂砾结构、粉

砂结构等。 

黏土岩多呈肉眼不易区分颗粒的显微结构，矿物成分为高岭石、蒙脱石、水云母等，

一般为泥质结构。 

化学岩和生物化学岩一般为结晶结构及生物结构。 

（4）构造  入屑岩中对能够观察到的层理，特别是薄层及微层状岩石要尽可能描述

其层面的厚度，形态类型，还应注意层面有无波痕、泥裂等层面构造，以及含结核情况。 

黏土岩构造观察除应注意层理类型、有无页状层理外，还应注意有无干裂，雨痕、虫

迹等层面构造，黏土岩还常有斑点构造及瘤状构造等。此外黏土岩中常含生物化石。 

生物化学岩、化学岩种类甚多，但以硅质岩、碳酸岩较为常见，而且多为单物岩石，

成分单一，具有致密块状结构。 

（三）变质岩 

变质岩是由原先已经形成的岩浆岩、沉积岩或变质岩，经过变质作用使岩石的矿物成

分和结构、构造等发生改变而形成的新的岩石。 

变质岩同岩浆岩一样多为结晶质岩石，其描述和鉴定方法略同于岩浆岩的侵入岩。变

质岩的结构、构造反映变质作用的类型、变质作用因素及作用方式、变质程度等；而变质

岩的矿物成分可反映原岩的性质及变质时的物理化学条件，特别是那些新生成的变质矿物

有特殊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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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鉴定和描述变质岩时应着重观察变质岩的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等方面特征，步

骤是先根据岩石构造进行大致划分，再结合结构特征和矿物成分确定岩石名称。 

（1）矿物成分 

变质岩的矿物成分，除保留有原来的矿物，如石英、长石、云母、角闪石、辉石、方

解石、白云石等外，由于发生变质作用而产生了一些变质矿物如石榴子石、滑石、绿泥石、

蛇纹石等。根据变质岩特有的变质矿物，可把变质岩与其他岩石区别开来。 

（2）结构、构造 

变质岩按结构和岩浆岩类似，全部是结晶结构，但变质岩的结晶结构主要经过重结晶

作用形成的。一般在描述时称为变晶结构，如粗粒变晶结构、斑状变晶结构等。 

如果变质作用进行的不彻底时，原岩变质后仍保留有原来的结构特征，称变余结构。

命名时一般仍以原岩名称命名只需加上“变质”二字即可，再进一步可加上主要的新生成

矿物名称作为修饰，如：变质砾岩，变质流纹岩，变质石英砂岩等。 

变质岩的构造主要是片理状构造和块状构造，其中片理状构造又可细分为片麻状构

造、片状构造、千枚状构造和板状构造。 

一般具有定向构造的，可按岩石结构进行命名，如千枚岩为千枚状构造，片岩为片状

构造。不具有定向构造的，可再按结构和矿物成分进行命名，如大理岩、石英岩等。 

四、内容与安排 

（一）岩浆岩 

（1）实验标本：闪长岩、花岗岩、玄武岩、玢岩、花岗斑岩、辉长岩、流纹岩 

（2）实验提示：根据岩浆岩的生成条件和组成岩浆岩的矿物成分不同，岩浆岩特征

具有以下规律： 

超基性 →基性→中性 →酸性 

颜色：         深  →  浅 

石英：（含量）无——少量 → 多 

暗色矿物：    橄榄石 → 辉石 → 角闪石→黑云母 

长石：基性斜长石→中性斜长石→正长石 

对于深成岩浆岩一般为等粒结构，部分为似斑状结构，但基质都是显晶质浅成岩结晶

颗粒较细，颗粒呈隐晶质结构，常见斑状结构 

喷出岩的结晶一般较细，大都是隐晶质或玻璃质。 

深成岩、浅成岩的标本呈致密块状构造，喷出岩具有流纹状构造及杏仁状构造等。 

（3）实验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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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肉红色、灰色。全晶质等粒结构，块状构造，有时为斑状构造，矿物成分主

要为石英和正长石，其次有黑云母、角闪石。 

辉长岩：灰黑至黑色，全晶质等粒结构，块状构造暗色矿物为黑色的辉石、橄榄石、

黑云母，浅色矿物为斜长石。 

玄武岩：暗紫褐色，斑状结构，基质为隐晶质，有气孔构造，气孔呈圆形至椭圆形，

孔壁一般比较光滑没有次生矿物充填。成分与辉长岩相似。 

（二）沉积岩 

（1）实验标本：火角砾岩、凝灰岩、砾岩、砂岩、石灰岩、白云岩、泥灰岩、泥岩、

页岩。 

（2）实验举例： 

火山角砾岩：暗紫色，火山角砾主要为紫红色的斑状安山岩岩块，其次为石英及少量

黑云母晶屑，角砾含量约 70%，棱角状、无分选性，铁质和硅质胶结。 

石灰岩：深灰、浅灰色，矿物成分以方解石为主，其次含有少量的白云石和黏土矿物。

由纯化学作用生成的灰岩具有结晶结构。晶粒极细。由生物化学作用生成的灰岩，含有一

定的有机物残骸。 

长石砂岩：黄红色，碎屑成分主要为正长石。(含量 40%)、石英(含量 50%)，可见少

量云母片，中砂为主、含少量粗砂，铁、泥质，孔隙式胶结，块状构造。 

页岩：由黏土脱水胶结而成，以黏土矿物为主，大部分有明显的薄层理，呈页片状。

按胶结方式不同又可分为硅质页岩、黏土质页岩、砂质页岩、钙质页岩及碳质页岩。遇水

易软化。 

（三）变质岩 

（1）实验标本：板岩、千枚岩、黑云母片岩、绿泥石片岩、花岗片麻岩、大理岩、

石英岩。 

（2）实验举例 

绢云母千枚岩：黄褐色，千枚状构造，肉眼观察为致密结构，显微镜下为显微鳞片变

晶结构，主要成分为绢云母，含少量石英细晶片麻岩：灰白色，片麻状构造，中粒鳞片、

粒状变晶结构，主要成分为石英、正长石及黑云母等。片状矿物与岩石、石英相间呈断续

的条带状排列组成片麻状构造。 

大理岩：由石灰岩或白云岩经重结晶变质而成，等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

成分为方解石、白云石，遇盐酸强烈气泡。大理岩常呈白色、灰白色。 

五、上交材料 

每人上交一份内容完整详尽的实验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