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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个系统的矿物缩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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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北京 9$$$":）

摘 要：本文在/;.6变质岩系统分类分委员会!$$<年提出的矿物缩写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

加以修改和补充，制定了一个系统的矿物缩写表。该矿物缩写表由两部分组成，主表（表!）中的矿物缩写由/;.6
变质岩系统分类分委员会编制，共!=:个矿物；副表（表:）由笔者编制，为新增加的!%个矿物。二表成为一个完整

的矿物缩写表，共计!<!个矿物，建议予以推广并在使用中进一步完善，为最终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打下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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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石学特别是变质岩石学的研究中，矿物缩

写符号有广泛的应用，如描述不同变质相矿物共生

组合、编制矿物共生图解和相图、光薄片鉴定图册以

及岩石命名等，由于矿物名称字母较多，不便应用，

需要用矿物缩写符号来代表。但认真研究矿物符

号，使之规范化的并不多见。9%":年\T7HZ首次编

制了一个造岩矿物缩写表，部分得到应用。!$$<年，

/;.6变质岩系统分类分委员会（6’0+）提出了一

个规范化的较系统的矿物缩写方案加以推广，本文

即在该方案的基础上，稍加补充和修改，使之成为一

个系统全面的矿物缩写方案，在国内试行，逐步使之

规范化和统一化。

9 国内外矿物缩写符号的制定和应用现状

9%":年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矿物缩

写符号表，部分地质学家和岩石学家都是根据自己

的需要制定了少量的矿物缩写符号。9%":年，\T7HZ
首次制定了一个造岩矿物缩写符号表，其中单一矿

物9"!个，复合矿物9>个，共计9%"个，矿物缩写符

号由!!:个英文字母组成。这一方案曾被国内外

部分岩石学家和部分著名杂志所采用，对矿物缩写

统一化起了一定作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内外学

者未予采用，而是自行制定矿物缩写符号，多者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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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矿物，少者也有#"多个（董申保等，$%&’；

()*+,-./0-)/12，$%&%；游振东等，$%%’；卢良兆等，

$%%’；沈 其 韩 等，3"""；4*)5-./ 6-)57.，3""3；

(,85，3""9），除部分矿物缩写符号因习惯形成一致

外，另有不少矿物缩写符号很不一致，对阅读文献和

进行矿物共生组合对比造成了很大不便。现选择近

十年来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专著、教科书和变质岩

图集等$$种资料中使用的其中3#种矿物的缩写，

编成同一矿物缩写符号对比表（表$），从中可以看出

目前 矿 物 缩 写 符 号 的 使 用 十 分 混 乱。3""!年 由

:--;;<=77><1-和?<1@=+AB7/代表CDE=变质岩系

统分类分委员会（=F6?）编制了一个矿物缩写表，吸

收了4),5G原有的$&#个矿物，又新增了H%个矿物，

共计3#9个矿物缩写符号，其中有些矿物名称则根

据6-./-)7.<和(-+;（3""#）、6-./-)7.<（$%%%）的矿

物缩写作了修改，=F6?希望推荐使用。

表! 同一种矿物使用不同缩写符号实例

"#$%&! ’())&*&+,#$$*&-(#,(.+/.),0&/#1&1(+&*#%/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称 不同矿物缩写符号

I1J75, 钠长石 IJ，-J，I(
I.<5A75, 钙长石 I.，-.，IK
I.57L<.75, 叶蛇纹石 I.5，I5L，-.5，IKM
I)-L<.75, 文石 I)-L，-)-L，I)L，IE
(7<575, 黑云母 (7，(7<，(5，J7，(M
()*+75, 水镁石 ()*，()+，J)*
FA1<)75, 绿泥石 FA，+A，FA1，FNO
F<)*./*B 刚玉 F<)，+<)，F).，+<)
F-1+75, 方解石 F+，F-1，+5,，FIO
F<,875, 柯石英 F8，F<,，+<,，+5
F<)/7,)75, 堇青石 F<)/，F)/，F).，F<)，FP
/<1<B75, 白云石 P<，P<1，PQ
R.85-575, 顽火辉石 R.，,.，RK
N<).J1,./, 普通角闪石 NJ，AJ，NJ1，N(O
C1B,.75, 钛铁矿 C1B，71B，CO6
;S@,1/8T-) 钾长石 4@8，;@，4U
6*8+<>75, 白云母 6*8，B*8，68，6=
V),AB75, 葡萄石 V),，T)A，V?，V?RN
V*BT,11275, 绿纤石 V*，V*BT，VBT，V*B
W*-)5G 石英 W，X，WY，W5G
=5-*)<175, 十字石 85-*，85，=M
=+<T<175, 方柱石 =+，8+T，=FV
=,)T,.57., 蛇纹石 =57，857，=5T

8571TB.<B,1-., 黑硬绿泥石 =)T，=)+，=,T

3 推荐一个较系统完善的矿物缩写方案

由表$可以看出，当前岩石学文献中矿物缩写

符号已到了十分混乱的程度，矿物缩写符号的规范

化和统一化已提到了重要日程，应尽快研究这一问

题。现在又有=F6?推荐矿物缩写表的契机，本文

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CDE=）变质岩系统分类分

委员会（=F6?）制定并推荐的矿物缩写表作为主体，

在已有的3#9个矿物缩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

际应用情况增加了3%个矿物缩写符号，总计达3!3
个矿物，详见表3和表9，表3中的矿物中文名称是

根据中国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地质词典补充的。

9 对推荐的矿物缩写符号表的解释

23! 4567编制矿物缩写表的总体原则和具体规定

CDE=的=F6?编制的矿物缩写符号表已充分

吸收了4),5G（$%&9）矿物缩写表中原有的矿物缩写

符号，有的矿物英文名称则根据 6-./-)7.<和(-+;
（3""#）或 6-./-)7.<（$%%%）做了修改。!-+B75由

-,L7)7.,（I,L）替代；"原列入4),5G（$%&9）矿物表中

的#种矿物———+-)B,L7,5,、@<88-75,、T)<5<,.85-575,和

5A<BT8<.75,与6-./-)7.<和(-+;（3""#）的矿物属不

相容，未在表3中列出；#F-S+17.<-BT7J<J,和F-S
+17.<T2)<Z,.,两种矿物由+17.<-BT7J<J,和+17.<T2[
)<Z,.,替代，其缩写符号为F-B和FTZ；$FA)28<575,
（F51）是一类矿物的概称，其包含+17.<+A)28<575,、<)[
5A<+A)28<575,和T-)-+A)28<175,9种矿物，其矿物缩写

符号分别为F+51、Q+51和V+51；%缩写符号U-+、U,/、

U58、6;5和 6)J分 别 由U,3SI+5、U,3SR/、U,3SM8、

6LS45和 6LS?J)代替；&有的矿物名称属于一类

矿物的概称或统称，在 6-./-)7.<和(-+;（3""#）中

未提及但较常用，放入推荐的表3中，这#个重要的

矿物 类 别 名 称 是-BTA7J<175,、T2)<Z,.,、+-)J<.-5,
B7.,)-1和<T-X*,B7.,)-1，分别用两个英文字母代

表，其缩写为IB、VZ、FJ和QT。

矿物缩写应用中其他一些规则：!有些矿物突

出了重点元素，可用一短线与矿物缩写字母联结，例

如：F-SF17.<T2)<Z,.,，可缩写成F-SFTZ；"铁的化合

价可以U,3代表二价铁，U,9代表三价铁，如L)<88*[
1-)ST2)<T,S-1B-./7.,L-).,5可缩写成F-6LU,3SE)5，

元素符号不需分开，只有矿物缩写之前有一短线分

开即可，元素按含量大小排列，含量较多的放置在后

面；#有些矿物名称的字头有+17.<、<5A<、T-)-、@,))<、

@,))7+、B-L.,887<、+-1+7<和A2/)<Z2、A2/)<Z21、8</7+
等字样，在编制矿物缩写符号时，见表#；$有些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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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推荐的矿物缩写符号表（按首字母顺序编排）

&’()*! +,-*.’)’((.*/,’0,1-2.*3144*-5*5(6"#$%1-%7+8（’..’-9*5,-’):;’(*0,3’)1.5*.

!!!

）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称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

!!

称

! "# "$#%&’ 钠长石 ()" *+, *$%-.+,/%&’!! 斜硅镁石

0 "1& "1&%-.$%&’ 阳起石 (2" *$1 *$%-.1+$.3’!! 斜绿泥石

) "43 "-4354%&’ 钙铁闪石 (( *$4 *+$.3%&.%4!! 硬绿泥石

2" "’6 "’6%3%-’ 霓石 (7 *$8 *’$’8&%-’!! 天青石

(" "98 "$:5$%9’$48;53 碱性长石 (<" *.’ *.’8%&’!! 柯石英

7 "6& "’6%3%-’=5,6%&’ 霓辉石 (>" *;+ *53;+.$%&’!! 斜锰柱石

< ": ?:’3/5-%&’（":’3/5-%&’） 镁黄长石 (@ *;A *$%-.;B3.A’-’!! 单斜辉石

> "$/ "$/5-4%-’ 铁铝榴石 7C *34 *.34%’3%&’!! 堇青石

@ "$- "$$5-%&’ 褐帘石 7! *3- *.3,-4,/!! 刚玉

!C" "$8 "$,/.8%$%15&’ 铝硅酸盐 70 *38 *3%8&.#5$%&’!! 方石英

!!" "/ "/;+%#.$’ 闪石 7) *8& *588%&’3%&’!! 锡石

!0 "- "-.3&+%&’ 钙长石 72 *&$ *+3B8.&%$’!! 纤蛇纹石

!) "-4 "-45$,8%&’ 红柱石 7( *,/ *,//%-6&.-%&’!! 镁铁闪石

!2 "-+ "-+B43%&’ 硬石膏 77 *D *.D’$$%&’!! 铜蓝

!( "-: "-:’3%&’ 铁白云母 7< *E. *$%-.E.%8%&’!! 斜黝帘石

!7 "-$ "-5$1%/’ 方沸石 7>" F’’ F’’3%&’!! 迪尔石

!< "-- "--%&’ 铁云母 7@ F6 F%6’-%&’!! 蓝辉铜矿

!> "-& "-5&58’ 锐钛矿 <C F% F%.;8%4’!! 透辉石

!@ "; ";5&%&’ 磷灰石 <! F.$ F.$./%&’!! 白云石

0C ";. ";.;+B$$%&’ 鱼眼石 <0 F3D F35D%&’!! 镁电气石

0! ";B "38’-.;B3%&’ 毒砂 <) F8; F%58;.3’!! 硬水铝石

00 "39 "39D’48.-%&’ 亚铁钠闪石 <2 G1: G1:’3/5--%&’!! 钙叶绿泥石

0) "36 "356.-%&’ 文石 <( G4 G4’-%&’!! 浅闪石

02 "&6 "-&%6.3%&’ 叶蛇纹石 <7 G$# G$#5%&’!! 锂电气石

0( "&+ "-&+.;+B$$%&’ 直闪石 << G- G-8&5&%&’!! 顽火辉石

07 ",6 ",6%&’ 辉石 <> G; G;%4.&’!! 绿帘石

0< "A "A%-%&’ 斧石 <@ H5 H5B5$%&’!! 铁橄榄石

0> I+/ IJ+/%&’（I.’+/%&’） 软水铝矿 >C" H’0K"1& H’33.K"1&%-.$%&’!! 镁阳起石

0@ I- I.3-%&’ 斑铜矿 >!" H’0K*+L *$%-.9’33.+.$/L,%8&%&’!! 斜铁锂闪石

)C I31 I3,1%&’ 水镁石 >0" H’0KG4 H’33.KG4’-%&’!! 铁浅闪石

)! I3: I3..:%&’ 板钛矿 >)" H’0KM#$ H’33.+.3-#$’-4’!! 铁角闪石

)0 I3$ I’3B$ 绿柱石 >2" H’0KN8 H’33.&81+’3/5:%&’!! 铁钙闪石

))" I38 I533.%8%&’ 冻蓝闪石 >( H$ H$,.3%&’!! 萤石

)2 I3& I53%&’ 重晶石 >7 H. H.38&’3%&’!! 镁橄榄石

)( I8& I,8&5/%&’ 锰硅灰石 >< H8 H’33.8%$%&’!! 铁辉石

)7 I& I%.&%&’ 黑云母 >>" H8; H’$48;53!! 长石

)< *5$ *5$1%&’ 方解石 >@" O54 O54.$%-%&’!! 硅铍钇矿

)> *5/ *$%-.5/;+%#.$’ 单斜角闪石（闪石） @C O#8 O%##8%&’!! 三水铝石

)@" *# *53#.-5&’/%-’35$ 碳酸盐矿物 @! O’4 O’43%&’!! 铝直闪石

2C *#E *+5#5E%&’ 菱沸石 @0 O+ O’+$’-%&’!! 铝黄长石

2! *1（*1） *+5$1.1%&’ 辉铜矿 @) O$- O$5,1.;+5-’!! 蓝闪石

20 *1$（*8$） *+3B8.1.$$5 硅孔雀石 @2 O$& O$5,1.-%&’!! 海绿石

2) *1- *5-13%-%&’ 钙霞石 @( O- O5$’-5!! 方铅矿

22 *1;（*$;） *+5$1.;B3%&’ 黄铜矿 @7 O; OB;8,/!! 石膏

2( *’$ *’$54.-%&’ 绿菱石 @< O3（O3;） O35;+%&’!! 石墨

27 *’- *$%-.’-8&5&%&’ 斜顽火辉石 @>" O3’ O3’’-5$%&’!! 铁蛇纹石

2< *98 *$%-.9’33.8%$%&’ 斜铁辉石 @@ O38 O3.88,$53!! 钙铝榴石

2> *+$ *+$.3%&’ 绿泥石 !CC O3& O53-’&!! 石榴子石

2@" *+/ *+5/.8%&’ 鲕绿泥石 !C! O3, O3,-’3%&’!! 铁闪石

(C *+- *+.-43.4%&’ 粒硅灰石 !C0 O& O.’&+%&’!! 针铁矿

(!" *+L *$%-.+.$/L,%8&%&’ 斜锂闪石／斜锂蓝闪石 !C) M#$ M.3-#$’-4’!! 普通角闪石

(0" *+3 *+3./%&’ 铬铁矿 !C2 M1 M’31B-%&’ 铁尖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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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称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

!!

称

!"# $% $&%&’(&)*+,& 钙铁辉石 !#- ./ .0/123+,&!! 白云母

!"4 $&5 $6&56,+,&（$&56,+,&） 赤铁矿 !#7 .,1 .2’,+1&88+,&!! 钙镁橄榄石

!"-" $*( $9*(25+,&（$2&*(25+,&） 黑铝镁钛矿 !#: .08 .088+,&!! 莫来石

!"7 $8 $68+,& 石盐 !4"" .; .&);+’+,&!! 黝硅镁钙石

!":" $< $285<0+/,+,& 铝闪石 !4! =& =&>?&8+’&!! 霞石

!!" $/ $6/,+’*/+,& 绿钙闪石 !4@ =)( =2)(&)*+,&!! 块硅镁石

!!! $0 $05+,& 硅镁石 !4A =/’ =2/&6’!! 黝方石

!!@ $08 $&086’%+,& 片沸石 !4B =,) =6,)28+,&!! 钠沸石

!!A $C’ $6DC’& 蓝方石 !4#" =C( =C(9+,&（=C(2&+,&!! ） 灰闪石

!!B E88 E88+,& 伊利石 !44 F65 F),?265>?+(28&!! 斜方闪石

!!# E85 E85&’+,& 钛铁矿 !4- F8 F8+3+’&!! 橄榄石

!!4 G% G6%&+,& 硬玉 !47 F5> F5>?61+,&!! 绿辉石

!!-" G? G2?6’’/&’+,& 钙镁辉石 !4:" F> F>6<0&5+’&)68!! 不透明矿物

!!7" G2& G2&/5+,?+,& 铅铍闪石 !-" F>H F),?2>C)2H&’&!! 正方辉石

!!: IJ/ IKJ&8%/>6) 钾长石 !-! F) F),?2186/&!! 正长石

!@"" I+& I+&/&)+,& 水镁矾 !-@" F/0 F/05+8+,&!! 大隅石

!@! I8’ I628+’+,& 高岭石 !-A L18 LC)21?82)&!! 烧绿石

!@@" I8’MN)> I628+’+,&MN&)>&’,+’& 高岭石 蛇纹石 !-B L1, L&1,28+,&!! 针钠钙石

!@A I8/ I68/+8+,& 钾霞石 !-# L&) L&)+186/&!! 方镁石

!@B" I.*MN%*L2,6//+1M.6*’&/+2/6%6’6*6+,& 钾镁砂川闪石 !-4 L* L6)6*2’+,&!! 钠云母

!@#" I2O IPO08+,&（I2O08+,&） 铁锰钠闪石 !-- L*, L+*&2’+,&!! 易变辉石

!@4 I)’ I2)’&)0>+’& 柱晶石 !-7" L?* L?&’*+,&!! 多硅白云母

!@- I)/ I6&)/0,+,& 钛闪石 !-: L?8 L?82*2>+,&!! 金云母

!@7" IMN%* L2,6//+1/6%6’6*6+,& 钾砂川闪石 !7" L8 L86*+2186/&!! 斜长石

!@: I,> I6,2>?2)+,& 红钠闪石（红闪石） !7! L5> L05>&88C+,&!! 绿纤石

!A" IC IC6’+,& 蓝晶石 !7@ L’ L&’,86’%+,&!! 镍黄铁矿

!A!" Q6O Q6O08+,& 天蓝石 !7A L2 LC))?2,+,&!! 磁黄铁矿

!A@ Q1, Q&01+,& 白榴石 !7B L)* L6)*6/+,&!! 韭闪石

!AA Q5 Q+52’+,& 褐铁矿 !7# L)? L)&?’+,&!! 葡萄石

!AB Q5, Q6052’,+,& 浊沸石 !74 L)8 LC)2>?C88+,&!! 叶蜡石

!A# Q2 Q988+’*+,&（Q2&88+’*+,&） 斜方砷铁矿 !7- L)8KR81 LC)2>?C88+,&KR681!! 叶蜡石 滑石

!A4 Q>% Q&>+%28+,& 锂云母 !77 L)> LC)2>&!! 镁铝榴石

!A- Q;/ Q6;/2’+,& 硬柱石 !7: L)3 L&)23/S+,&!! 钙钛矿

!A7 QO Q+O6)%+,& 利蛇纹石 !:"" LH LC)2H&’&!! 辉石

!A: .6* .6*’&,+,& 磁铁矿 !:! LC LC)+,&!! 黄铁矿

!B"" .6) .6)+68+,& 钠柱石 !:@ T,O T06),O!! 石英

!B! .1（.+1） .+1)218+’& 微斜长石 !:A U(S U+&(&1S+,&!! 钠闪石

!B@" .16（.+） .+16 云母 !:B U%’ U?2%2’+,&!! 蔷薇辉石

!BA" .&+ .&+2’+,& 钙柱石 !:# U%/ U?2%21?)2/+,&!! 菱锰矿

!BB .&8 .&8+8+,& 黄长石 !:4" U+, U+1?,&)+,&!! 钠透闪石

!B# .*? .6*?&5+,& 磁赤铁矿 !:- U, U0,+8&!! 金红石

!B4" .*M$(8 .6*’&/+2?2)’(8&’%& 镁角闪石 !:7 N6 N6’+%+’&!! 透长石

!B-" .*MI,> .6*’&/+2S6,2>?2)+,& 镁红钠闪石 !:: N1> N16>28+,&!! 方柱石

!B7" .*MU(S .6*’&/+2)+&(&1S+,& 镁钠闪石 @"" N% N+%&)+,&!! 菱铁矿

!B: .*/ .6*’&/+,& 菱镁矿 @"!" N%* N6%6’6*6+,&!! 砂川闪石

!#"" .*MN%* .6*’&/+2/6%6’6*6+,& 镁砂川闪石 @"@ N%8 N2%68+,&!! 方钠石

!#!" .’/ .+’’&/2,6+,& 铁滑石 @"A" N&> N&>+28+,&!! 海泡石

!#@ .’, .2’,52)+882’+,& 蒙脱石 @"B N&) N&)+1+,&!! 绢云母

!#A .’O .2’6O+,& 独居石 @"# N+8 N+88+56’+,&!! 夕线石

!#B .2 .28C(%&’+,& 辉钼矿 @"4" N5& N5&1,+,&!! 蒙脱石，蒙皂石

!##" .)1 .6)16/+,& 白铁矿 @"- N> N>?68&)+,&!! 闪锌矿

!#4 .)* .6)*6)+,& 珍珠云母 @"7 N>% N>2%05&’& 锂辉石

7:B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7卷

 
 

 
 

 
 

 
 

 
 

 
 

 
 

 
 

 
 

 

 

 

 

 

 

 

  

 
 

 



续表!"!

!!!

#$%&’%()*+,-.)!"!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称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

!!

称

!"# $%& $%’()& 尖晶石 !!* +,- +.,-/0&’()!! 电气石

!1" $%- $0%%2’-’() 假蓝宝石 !!3 45% 4&675%’()&（4&6.)5%’()&!! ） 钛铁尖晶石

!11 $%5 $%)550-8’() 锰铝榴石 !!#" 468 460-.6’8)!! 钙铬榴石

!1! $-& $92.-& 黑电气石 !:" ;)5 ;)5,6’0(’8)!! 符山石

!1: $-% $)-%)(8’() 蛇纹石 !:1" ;’6 ;’6’0(’8)!! 蓝铁矿

!1< $8 $80,-.&’8) 十字石 !:! ;-/ ;)-/’9,&’8)!! 蛭石

!1= $8> $8’&>’8) 辉沸石 !::" ?’( ?’(92’8)!! 蓝透闪石

!1@ $8% $8’&%(./)&0() 黑硬绿泥石 !:<" ?/90（?/’） ?2’8)A’90!! 白色云母

!1* $8- $8-.(8’0(’8) 碳锶矿 !:= ?. ?.&&058.(’8)!! 硅灰石

!13" $86 $8’52.6’8) 斯石英 !:@" ?-B ?0’-0B’8)!! 斜钙沸石

!1# +&9 +0&9 滑石 !:* ?82 ?’82)-’8)!! 碳钡矿

!!" +/8 +0-0/’8) 绿闪石 !:3 ?,5 ?C58’8)（?,)58’8)!! ） 方铁矿

!!1 +.D +.%0D 黄玉 !:#" E8/ E)(.8’/)!! 磷钇矿

!!! +- +-)/.&’8) 透闪石 !<" F). F).&’8)!! 沸石

!!: +-G +-’GH/’8) 鳞石英 !<1 F. F.’5’8)!! 黝帘石

!!< +-. +-.’&’8) 陨硫铁 !<! F-( F’-9.(!! 锆英石

!!= +5 +592)-/0B’8) 镁钙闪石 !<:" FIG F’((I0&G’8)!! 铁锂云母

!!@ +8( +’80(’8) 榍石

注：与J-)8D（1#3:）的矿物缩写表比较，"矿物缩写符号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K4L$）变质岩系统分类分委员会（$MAN）新增的矿物缩写

符号，其他与J-)8D（1#3:）相同。在A0(G0-’(.和O09B（!""<）、A0(G0-’(.（1###）的名词中，序号=、1"、:3、:#、=<、=#、1":、11#、1::、1@@、1@#、

1*"、13"、!"1、!:<的矿物英文名称均未提到，且$MAN将其称为09/’8)的矿物（表中序号为<）改称为0)P’-’()。

表/ 本方案新增加的矿物缩写符号表

!!!

+,-.)/ 0)1,--2)3’,&’$%4$54$6)6’%)2,.4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称 序号 矿物缩写符号 矿物英文名称 矿物中文名

!!

称

1 QG5 QG)5’() 中长石 1@ R0D R0D,-’8)!! 青金石

! QG& QG,&.-’0 冰长石 1* A0& A0&092’&)!! 孔雀石

: Q89 Q(.-82.9&05) 歪长石 13 A)( A)&0(’8)!! 黑榴石

< Q8% Q(8’%)-82’8) 反条纹长石 1# S&P S&’P.9&05)!! 奥长石

= O0G O0GG)&)T’8) 斜锆石 !" S%& S%0&!! 蛋白石

@ OH8 OH8..(’8) 倍长石 !1 U)( U)((’()!! 叶绿泥石

* M28 M2’058.&’8) 空晶石 !! U’) U’)G/.(&’8)!! 红帘石

3 M-5 M-.558’) 青铝闪石 !: U82 U)-82’8)!! 条纹长石

# V’0 V’0/.(G 金刚石 !< U92 U-.92&.-’8)!! 蠕绿泥石

1" W,& W,&’8) 尤莱辉石 != $2) $02)’8)!! 次透辉石

11 X,9 X,92’8) 铬云母 !@ $)B $)B0(’(0’8)!! 铁堇青石

1! X)8 X,&’8) 中柱石 !* $%( $%2)-)!! 榍石

1: YH YH%)-582)() 紫苏辉石 !3 $D> $D0’>)&H’8)!! 硼镁石

1< Z0 Z05%)- 碧玉 !# 4-8 4-0&’8)!! 纤闪石

1= R0> R0>-0G.&’8) 拉长石

除主要组成矿物外，还含有一些微量矿物（#=[）需

要参与命名，可将微量矿物以缩写的方式置于岩石

名称之前，其间不用短线联结，如P-80/%2’>.&’8)，又

如0/\P-82H-’9&05)则表示此种岩石主量矿物为辉石

和斜长石，并含#=[的石榴子石和角闪石，而石榴

子石的含量略多于角闪石。

/7! 8#9:矿物缩写表中需要修改的矿物缩写符号

对表!中有*个矿物缩写符号拟加以修改：!
L-0%2’8)（石墨）的矿物缩写符号原为L-，与中国对

花岗 岩 的 习 惯 缩 写 符 号 相 同，为 避 免 混 淆，将

L-0%2’8)的缩写符号改为L-%；"M20&9.9’8)（辉铜矿）

的 缩写符号为M9，与国 内 原 用 于M0&9’8)的 缩 写 相

##<第=期 沈其韩：推荐一个系统的矿物缩写表

 
 

 
 

 
 

 
 

 
 

 
 

 
 

 
 

 
 

 

 

 

 

 

 

 

  

 
 

 



表! 不同矿物字头的缩写表

"#$%&! ’()&*#%#$$*&+(#,(-).-/0(//&*&),1*&/(2&.

矿物字头 缩写代号 矿物名称 矿物缩写符号

!"#$% ! !"#$%&’((%)%"*+,#"#-’ .’/0!)+
1(-)% 1 1(-)%2(34%"#-’ 12-"
56(6 5 56(62)(34%"#-’ 52-"
.’((% .’/ .’((%7"6,2%8)%$’ .’/09"$
.’((#2 .’: .’((#283(%8)#""#-’ .’:05("
;67$’4#% ;7 ;67$’44#%)64-#$74#-’ ;70<4
!6"#2% !6 !6"2#%2"#$%8)(%=’$’ !60!8=
>%?#2 @6 >%?#20&’((%7’?(#-’ @6.’/09’?
<3?’%=3 1< <3?(%=32"#$%),*#-’ 1<0!),

同，拟改为!2；!!)(34%2%""6（硅孔雀石）所写符号为

原为!2"，改为!4"；"!)6"2%83(#-’（黄铜矿）的缩写符

号原为!28，改为!"8；#;#2(%2"#$’（微斜长石）缩写

符号原为;2，改用矿物名称的前:个字母为;#2；$
;#26（云母）的缩写符号原为;26，改为;#；%A)#-’
;#26（白云母）的缩写符号原为 A*26，改为 A*#使

之不超过:个字母。这些拟修改的矿物缩写均列在

表/中原有矿物缩写之后的括号中。

3B3 本方案制定的一些基本原则

（C）矿物缩写符号统一由/&:英文字母组成，

单一矿物不能超过:个字母，一般也不用C个字母

代表。相当一部分矿物缩写采用矿物英文名称开头

的/&:字母组成，或采用不同音节代表性字母组合

而成，总之以不重复为原则。

（/）矿物缩写符号第C个字母一般应大写，其后

的字母小写，一般不单用全部大写或小写。

3B! 本方案增加表3的原因

（C）>!;D的矿物缩写表是在E(’-F缩写表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GH个矿物，总数达/I:个矿物，但

仍遗漏了一些重要矿物，必须要加以补充。

（/）增加的矿物如合并于表/中，可省却一个表

格，但容易冲淡原有表格内容的一致性，单独列出容

易看出增加矿物的总体内容和其特点。

I 小结

推荐的矿物缩写表以>!;D推荐的矿物缩写表

为主（表/），对其中J个矿物的缩写提出了修改意

见，另外增加了/H个矿物的缩写表（表:），对KL9>
推荐的缩写表加以补充，使其更加完整和全面，也为

我国这方面的规范化和统一化以及与国际接轨打下

良好的基础，希望各位学者推广使用，并在使用中不

断修改完善。

4&/&*&)5&.

M(,2’6$?N6(?"3AOBCHPHBQ$K$-(%?,2-#%$-%;’-6*%(8)#25’-(%"%R

73［;］BS%$?%$：S%$7*%$>2#’$-#&#2TU’2)$#26"B

M’4-;9B/VV:BK7$’%,46$?;’-6*%(8)#25’-(%"%73（/$?’?）［;］B

M"62WX’""5,Y"#4)’(4B

O%$7>)’$Y6%，>)’$Z#)6$，S,S#6$7F)6%，!"#$BCHP[B;’-6*%(8)#2
;68%&!)#$6（C\IVVVVVV）]=8"6$6-%(3U’=-［;］B!%**#44#%$

&%(-)’!%*8#"6-#%$%&-)’;’-6*%(8)#2;68%&!)#$6，;#$#4-(3%&

9’%"%736$? ;#$’(6"D’4%,(2’4BM’#̂#$7：9’%"%7#26"5,Y"#4)#$7
<%,4’（#$!)#$’4’）B

_66WW%>##‘%"66$?D%"&>2)*#?B/VVJBS#4-%&*#$’(6"6YY(’‘#6-#%$4(’2R

%**’$?6-#%$Y3-)’KL9>4,Y*#44#%$%$-)’434-’*6-#2%&*’-6R

*%(8)#2(%2W4［Q］BA’Y‘’(4#%$VCBV/BJB

E,(-M,2)’(6$? ;6(-#$.(’3B/VV/B5’-(%7’$’4#4%&;’-6*%(8)#2

D%2W4（J-)’?）［;］B>8(#$7’(B

E(’-FDBCHP:B>3*Y%"4&%((%2W0&%(*#$7*#$’(6"4［_］BQ*’(#26$;#$R

’(6"，[P：/JJ&/JHB

S,S#6$7F)6%6$?a,a,’2),$BCHH[B]6("35(’26*Y(#6$!)%?6"#-’4#$

@%(-)!)#$6［;］B!)6$72),$：!)6$72),$5(’44#$7（#$!)#$’4’

X#-)]$7"#4)6Y4-(62-）B

;6$?6(#$%_QBCHHHB."’#42)’(’49"%446(3%&;#$’(6">8’2#’4（P-)]?#R

-#%$）［;］BU)’;#$’(6"%7#26"D’2%(?K$2B，U,24%$，Q(#F%$6，

L>QB

;6$?6(#$%_Q6$?M62W;]B/VVIB."’#42)’(’49"%446(3%&;#$’(6"

>8’2#’4（H-)]?#-#%$）［;］BU)’;#$’(6"%7#26"D’2%(?K$2B，U,24%$，

Q(#F%$6，L>QB

>)’$Z#)6$，>)’$E,$，9’$7N,6$4)’$7，!"#$B/VVVBU)’!%$4-#R
-,-’46$?9’%"%7#26"]‘%",-#%$%&>)6$?%$7N#4),#!%*8"’=，!)#$6
［;］BM’#̂#$7：9’%"%7#26"5,Y"#4)#$7<%,4’（#$!)#$’4’）B

N%,b)’$?%$7，<6$N,̂#$7，b)6$7b’*#$7，!"#$BCHP[BU)’<#7)0
5(’44,(’6$?L"-(60<#7)05(’44,(’;’-6*%(8)#2M’"-4#$-)’]64-

Z#$"#$76$?O6Y#’;%,$-6#$4，!)#$6［;］BM’#̂#$7：!)#$6L$#‘’(4#R

-3%&9’%42#’$2’45(’44#$7<%,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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