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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olin is 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study of 
kaolin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lassific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of kaolin, and do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kaolin ore deposit and indicator 
for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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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岭土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建筑工程中，对高岭土矿的研究有利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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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高岭土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总结，从高岭土定义和分类、高岭土矿床与找矿标志等3个方面进行综

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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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在工业中利用高岭土的国家之一。高岭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黏结性、烧

结性及烧后洁白性，并被广泛应用于陶瓷、造纸、石化、医药、涂料、纺织、橡皮工业、国防尖端技术

等领域。我国的高岭土储量位居世界第四，高岭土矿点有 700 多处。最近 30 多年，国内对高岭土的研究

取得巨大进展，已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建筑工程中，为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

的作用[1] [2]。 
目前，国内关于高岭土的研究较多，但是课题较为分散，缺少较为全面、综合性的归纳。并且，在

高岭土开发技术与设备方面，我国都相对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国，欧美、日本等国拥有较为完善的技术

与较为先进的设备。例如，我国对高岭土的选矿方法较多采用浮选，技术也相对落后，而目前欧美，日

本等国拥有较为完善的悬空工艺与设备，方法也较多采用高梯度磁选和浮选。 
高岭土行业在发展，随着科技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对高岭土的研究也有新的创新与突破，高岭

土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本文对高岭土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总结，从高岭土定义和分类、高岭土矿床与

找矿标志等 3 个方面进行综合概述，以便从整体上对当前高岭土矿床的研究有个全面的认识。 

2. 定义与分类 

高岭土是以高岭石族矿物为主组成的粘土或岩石的总称。高岭石族矿物有珍珠石(又称珍珠陶土)、地

开石(又称迪开石、凯迪石)、高岭石、埃洛石(旧称多水高岭石、叙永石)四种，均属层状硅酸盐矿物，其

中以高岭石和埃洛石为主。 
高岭土的矿石类型可根据高岭石的质地、可塑性和砂质的含量划分为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和砂

质高岭土三种类型。硬质高岭土，质硬，无可塑性，粉碎、细磨后具可塑性；软质高岭土，质软，可塑

性一般较强，砂质含量小于 50%；砂质高岭土，质松散，可塑性一般较弱，除砂后较强，砂质含量大约

50%[3] [4]。 

3. 高岭土矿床 

目前按照高岭土矿的成因，一般划分为风化矿床(风化残积矿床、风化淋积矿床)、热液蚀变矿床和沉

积矿床，三大类四种矿床类型(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1)。也有两种复合作用的产物，如福建龙岩土属热液

蚀变风化残积型高岭土矿。 
由于地质情况复杂，对成矿作用也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对许多矿床的成因都认为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一些研究者认为，利用氧同位素组成作为矿物、岩石形成条件的地球化学指标，对于解决复杂

的、暂时还有争议的高岭土矿床的成因问题是很有前途的。 
高岭土矿床 20 世纪 80 年代曾被划分为 3 种类型、6 种亚类型，即风化型(风化残积亚型、风化淋积

类型)、热液蚀变型(古代热液蚀变亚型、近代热液蚀变亚型)和沉积型(古代沉积亚型、近代沉积亚型)，现

在归纳的类型有 1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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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uses list of kaolin deposits 
表 1. 高岭土矿床成因一览表 

矿床类型 成矿时代 成矿条件 矿床规模 矿体 
形态 

主要工

业矿物 
主要伴生

矿物 
矿床 
实例 

风
化
矿
床 

风化

残积

矿床 
第四纪 

由细粒酸性脉岩、花岗岩、

伟晶花岗岩、凝灰岩等原地

风化而成。温湿、湿热气候；

丘陵、低山地形；稳定的区

域构造，原岩中、小构造发

育则利于成矿 

一般为中、小型，少数为

大型，个别为特大型。长

数十米至两千米，延深

20~40 m，厚度 15~35 m 

似层状、透

镜状、槽状。

位于地表浅

部，向下过

度到原岩 

高岭石

或埃洛

石 

石英、长

石、云母、

水云母、褐

铁矿 

高岭、星子、

砂子岭、界

牌、飞天燕、

东沟、永春等

高岭土 

风化

淋积

矿床 
第四纪 

由含黄铁矿粘土质岩石风

化淋滤而成，原岩地板为较

纯、较厚碳酸盐岩。矿体产

于碳酸盐岩古岩溶剥蚀面

上的洞穴中 

小型。单个矿体直径几米

至数十米，厚数十厘米至

7~8 米，沿剥蚀面断续分

布，有的矿带延长可达上

百公里 

囊状、巢状、

不规则状 埃洛石 

有机质、三

水铝石、明

矾石、水铝

英石、褐铁

矿 

叙永、庐江、

习水等高岭

土矿 

热液蚀变矿

床 中生代 

由富含长石的岩石、粘土质

岩石经中、低温热液蚀变而

成。构造发育，中低温酸性

水介质则利于成矿。近代火

山喷发期后温泉热水淋蚀

作用亦可成矿 

一般为小型，个别大、特

大型。走向长数百米，延

深数十来米至百余米，厚

度数米至数十米 

似层状、透

镜状、脉状、

不规则状 

高岭石、

迪开石、

珍珠陶

石 

石英、绢云

母、黄铁

矿、明矾

石、叶腊

石、蒙脱石 

阳东、略阳、

上饶、青田、

长白、那大、

羊八井等高

岭土矿 

沉积矿床 

石炭纪、 
二叠纪、

侏罗纪、

第三纪、

第四纪 

形成方式有原生沉积和次

生沉积。原生沉积矿床产于

含煤碎屑岩系中，滨海相或

湖沼相沉积。次生沉积为碎

屑建造沉积，多分布在有风

化型高岭土来源的古河漫

滩、古湖沼及古海湾地段 

大、中、小型。走向长数

百米至数千米，宽数十米

至 100~200 m，厚度  
< 10 m 

层状、似层

状 高岭石 
石英、云

母、水云

母、蒙脱石 

大同、唐山、

章邸、水曲

柳、晋江、南

安、清远等高

岭土矿 

 
1) 酸性脉岩(石英斑岩、细晶岩)风化型高岭土矿床，如安徽祁门坑口高岭土矿床、福建晋江白安高

岭土矿床。 
2) 花岗岩或混合片麻岩风化残积型高岭土矿床，如江西景德镇高岭村、江西九江星子、福建龙岩、

台湾金门高岭土矿床。 
3) 长石石英砂岩风化型高岭土矿床，如广东茂名山阁高岭土矿床。 
4) 中酸性火山岩单纯风化型或热液蚀变叠加风化型高岭土矿床，单纯风化型如福建永春大丘山高岭

土矿床，热液蚀变叠加风化型如苏州阳山东北部的观山高岭土矿床。 
5) 花岗岩体边缘混合岩蚀变风化型高岭土矿床，如湖南衡山界牌马迹桥高岭土矿床。 
6) 古喀斯特岩溶淋滤充填或填充叠加蚀变型高岭土矿床，前者如四川叙永、山西阳泉高岭土矿床，

后者如苏州阳东东段、苏州阳东白鳝岭高岭土矿床。 
7) 酸性凝灰岩蚀变型高岭土矿床，矿石为石质，含地开石较多，如江西上饶下高洲、浙江青田北山

高岭土矿床；有的则以地开石为主，如浙江松阳、新疆伊宁白杨沟高岭土(地开石)矿床。 
8) 含硫热泉蚀变型高岭土矿床，如云南腾冲、西藏羊八井高岭土矿床。 
9) 煤系沉积型高岭土矿床，如山西平朔、辽宁本溪高岭土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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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湖、滨海碎屑沉积型高岭土矿床，如江西吉安凤凰圩河湖沉积高岭土矿床、福建晋江第四纪

滨江沉积高岭土矿床。 
中国高岭土矿床种类虽多，但缺乏优质的超大型矿床，单个矿床的资源量一般都较少。 
据《世界矿产矿资源年评》，2007 年，世界高岭土查明资源量 222 亿吨。大型优质高岭土矿床主要

分布在美国、巴西、英国和中国等少数国家。已发现的超大型优质高岭土矿床，分布在美国佐治亚州与

巴西沿太平洋沿岸，都是中生代的海洋沉积高岭土，矿层巨厚，覆盖层薄，易于采挖，且其矿物成分主

要为片状的高岭土。中国尚未发现此类型矿床。 
至 2008年底，中国高岭土查明基础储量 6.4 亿吨。中国高岭土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六大区 21 个省(市、

区)，但又相对集中，广东省是探明高岭土储量最多的省，其次是福建、江西、江苏、广西、湖南和陕西

等省，其他有高岭土储量的省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

海南、四川、贵州和云南(图 1)。 
典型矿床特征如下： 
1) 风化残积亚型高岭土矿床 
该类矿床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是中国目前陶瓷原料的主要来源。湖南衡阳界牌高岭土矿床是该类 

 

 
Figure 1. Kaolin (china clay) mineral distribution diagram 
图 1. 高岭土(瓷土)矿产分布示意图(来源于中国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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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典型矿床，是中国著名的制瓷用高岭土产地之一。矿床是沿一条大的断裂带分布，位于燕山早期白

石峰二云母花岗岩与前震旦系板溪群五强组凝灰质板岩、泥质粉砂岩的接触带上，在这里见有条纹条带

状钠化混合岩、绢云母斜长片麻岩、白云母片岩、石英钠长岩，并有伟晶岩脉穿插，这些遭受了蚀变的

岩石，又遭受了强烈的风化，具有明显的风化壳垂直分带，形成了巨大的高岭土矿床。 
2) 风化淋积亚型高岭土矿床 
以四川叙永埃洛石矿床为代表，其分布在四川台向斜南缘的叙永台凹内，矿体产于龙潭煤系与茅口

灰岩之间的不整合面上，这些埃洛石可用于高压电瓷、高档陶瓷和石油催化等。叙永式埃洛石矿床的风

化淋积剖面，自上而下可划分为五个带：a) 弱风化淋滤带该带：一般出露于地表，呈平缓残丘状。高岭

石粘土岩经地表水淋洗发生退色而呈灰白色；b) 淋滤氧化带：粘土岩疏松，黄铁矿消失，出现较多的褐

铁矿，有形成铁盘，高岭石已部分解体；c) 淋滤淀积带：为叙永式埃洛石的主矿体粘土岩中高岭石消失，

该带的埃洛石不是由高岭石转变而成，而是通过中间的铝、硅胶体凝聚而成；d) 淋滤脱硅带：形成了三

水铝石或三羟铝石，埃洛石脱硅所排出的 SiO2在附近沉淀，形成了次生石英和玉髓；e) 灰岩风化溶蚀带：

该带位于岩溶发育面上。它是由含强酸性硫酸溶液的地下水长期对灰岩侵蚀的结果，残留的方解石碎块

和粘土物质组成了这层薄的风化残积带，粘土矿物以高岭石、埃洛石、三水铝石和伊利石/蒙脱石混层矿

物为特征。该带发育程度控制了埃洛石矿体的形态和厚度。 
3) 古代热液蚀变亚型高岭土矿床 
以江苏苏州高岭土矿为代表，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高岭土生产基地。主要包括阳西、阳东、观山三大

矿区，其中观山高岭土矿床规模又居首位。以观山高岭土矿床为例，矿区发育北北东、北东向和北西向

成矿前断裂，其间普遍有火成岩脉穿插，矿体主要受印支期剥蚀面构造所控制，呈北西向倾斜，矿区内

中、低温热液蚀变活动普遍，主要与火山活动后期热液活动有关，晚期岩脉侵入又有叠加蚀变作用。 
4) 近代热液蚀变亚型高岭土矿床 
本亚型矿床典型代表为云南腾冲和西藏羊八井矿。蚀变温度一般不超过 200℃，矿石成分常以高岭

石、埃洛石、明矾石、蛋白石、石英为主。云南腾冲高岭土矿床位于腾冲地热区以热泉为中心约 100 km2

区域内。区内基底岩石由燕山期花岗岩组成。被南北断裂带切割，以硫磺塘–魁阁坡断裂和杏塘–热水

塘断裂为主，近南北向分布。地热区内分布着许多低温、中温、中高温和高温热泉、沸泉、喷气孔等。

大都呈东西向和南北向，与区域构造方向一致。热水区水热蚀变强烈，岩石发生硅化、高岭土化和泥化

作用，出现了以高岭土矿物为主的一系列中、低温蚀变矿物。还出现有一些石膏、磷钙铝石、菱磷铝锶

石和磷铝铈矿及沸石类矿物。 
5) 古代沉积亚型高岭土矿床 
该类矿床其矿石呈泥沙状块体，松软而未压实板结。矿石类型分为软质粘土和砂性高岭土，前者如

广东清源、吉林水曲柳的高岭土矿床属此类，大部作耐火粘土使用；后者如广东茂名、广西合浦的高岭

土矿床属此类。以广东茂名高岭土矿床为例，位于茂名市北郊金塘、山阁、羊角一带。高岭土产于第三

纪盆地内。茂名高岭土矿物以石英和高岭石为主。风化和半风化物质，经河流的短距离搬运，在盆地中

沉积下来。这种以长石、石英为主要成分的砂砾层，透水性良好，砂砾层中常夹有煤线和含黄铁矿。砂

砾层之上下皆有油页岩、褐煤层。属富含有机质的酸性还原沉积环境，有机酸有利于铁质的淋滤。这些

成矿作用的叠加，就形成粒度细、纯度高，含铁量低的片状高岭石的巨大、优质涂布级高岭土矿床。 
6) 近代沉积亚型高岭石矿床 
典型例子为大同含煤建造沉积型高岭土矿床，为沉积成岩所形成的硬质高岭土(又称高岭岩)矿床，也

是我国北方瓷用和耐火材料用高岭土的重要基地。矿区与大同煤矿一致，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呈北



我国高岭土矿床类型与分布特征概述 
 

 
171 

东–南西向分布，横跨云岗、怀仁、浑源、山阴、平鲁、朔县等地，面积约 2000 km2，构造位置属云岗–

平鲁构造盆地。含矿岩系与含煤岩系完全一致，主要是石炭系上统的太原组，其次是二叠系下统山西组。

高岭石矿层与煤层紧密共生，一般为煤层夹层，太原组分布着九层煤，其间夹有 11 层高岭土。本区矿石

自然类型可分粗晶高岭岩、细晶高岭岩、隐晶质及隐晶质含一水铝石的高岭岩、碎屑状高岭岩等四种。 
7) 复合型高岭石矿床 
典型例子是福建龙岩东宫下高岭土矿，属于蚀变花岗岩风化残余型矿床。高岭土矿体直接产于白云

母钠长石花岗岩风化壳中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矿石矿物主要有高岭石、埃洛石、水白云母、石英

及少量长石。高岭石的结晶有序度较低，粒度一般大于 2 μm，埃洛石粒度多小于 2 μm。龙岩高岭土矿石

具有贫铁、钛和自然白度高的特征，可选性好、储量具大，属优质大型高岭土矿。矿体规模、产状和矿

石质量与风化壳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高岭土矿床的成矿作用除受有利于风化作用成矿的母岩、构造、

气候、地貌和水介质条件等控制以外，还明显地受我国大陆板块东南部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下内生岩浆

分异作用及岩浆期后热液蚀变作用的影响。矿床的成矿过程经历了内生岩浆分异作用、热液蚀变作用和

表生风化成矿作用三大地质作用，属于复合型矿床。 

4. 找矿标志 

地面露头标志：高岭土矿天然露头是最重要的直接找矿标志。 
风化剥蚀面及其形态标志：不整合及其形态轮廓是重要的间接找矿标志。 
岩溶构造标志：岩溶构造主要与构造期褶皱虚脱和断裂发育部位相关，且紧贴古风化剥蚀面，故应

研究这些有利部位的岩溶洞穴，将其与现代岩溶分布控制条件区别开来。 
构造标志：高岭土矿受控制于构造期褶皱虚脱、断裂发育部位的古岩溶体系。应研究恢复构造期间

构造发育特点，沿有利构造部位找矿[5] [6]。 
我国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酸性岩及其火山碎屑岩分布很广，可选择其中铁钛含量低的岩体，如

分布在粤、滇、黔、闽、赣、湘、浙等省，作为找矿的远景区。风化残余型高岭土矿床的找矿前提条件

为： 
1) 由于内生地球化学分异作用，在酸性侵入、喷发和火山碎屑岩中铁、钛含量低。同期不同次侵入

的岩体成分稍异，后侵入的较先侵入的铁、钛含量低。这些岩石是立项的找矿对象。 
2) 岩浆期后的各种地质作用，也可使母岩成分发生变化，如钾长石化、绢云母化和钠长石化等蚀变

作用，由于构造运动造成的母岩破碎等，这些作用都对高岭土矿的成矿有利。 
3) 表生地球化学作用发育，自然地理条件好，如气温高、潮湿、雨量大、植被多、地表水属酸性介

质、还原环境和地势高差小等，使易溶性元素分离，而形成具有一定厚度和品位的高岭土矿。 

5. 总结 

本文对高岭土相关资料进行总结，从高岭土定义和分类、高岭土矿床与找矿标志等 3 个方面进行综

合概述。其中主要是高岭土矿床部分，对矿床成因、分类、分布及典型矿床进行了重点概述。本文对于

熟悉我国目前的高岭土矿床研究现状，了解我国主要高岭土矿床分布特征都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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