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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优质的黑色翡翠#墨翠%也是一种稀有&高档和时尚的玉石材料!是 !% 年间价值增长最快的翡翠品种之一'

对世界上几个不同产地来源的墨翠的岩石矿物学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比较!认为目前市场上的墨翠主要包括硬

玉质黑色翡翠&绿辉石质墨翠和以闪石为主要成分的黑色(翡翠)!它们包括缅甸的乌鸡玉&墨翠&黑干青!危地马拉

的墨翠和银河黑金玉!此外日本和哈萨克斯坦也有类似缅甸乌鸡玉的黑色翡翠产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产地来源

墨翠的主要矿物组成&玉石的结构和包体特征组合具有一定的标型性!可以考虑作为区分其来源的标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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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在我国被称为缅甸玉!是因为过去中国市

场上绝大部分的翡翠来自缅甸#鱼海鳞等!;&&=$袁

心强!!%%>%!但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翡翠实

际上可以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张位及!!%%!$张庆

麟!!%%$%' 黑色的翡翠#墨翠%过去并不为人们所重

视!传统缅甸翡翠有(黑不起价)之说!但随着缅甸高

档黑色翡翠的商业价值被发掘#周树礼等!!%%!%以

及危地马拉黑色翡翠的再发现#X9O65J9IK H5II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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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玛雅墨翠和银河黑金玉的开采及进入

市场!黑色翡翠开始受到市场重视' 由于黑色翡翠

的质量分级要素较为单一!产地来源就成为重要的

评估依据之一!因此!对不同产地来源黑色翡翠标型

等特征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性#丘志力!!%%%$欧阳

秋眉等!!%%!%' 本文主要通过对缅甸墨翠和世界其

他几个产地来源墨翠的比较!对不同来源墨翠的标

型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不同产地的黑色翡翠基本特征

979!缅甸黑色翡翠

大多数优质的缅甸黑色翡翠属于籽料!采于冲

积矿床的底部' 它们通常呈鹅卵石状!表面有一层

光滑的呈灰黄色或棕色的薄皮' 欧阳秋眉#!%%'%曾

将来自缅甸的黑色翡翠分为墨翠&黑乌鸡&黑干青 $

种' 墨翠的主要矿物组成为绿辉石#"%`以上%及少

量钠长石&透闪石&钠铬辉石' 乌鸡玉主要由单矿物

含量达 &'`的硬玉和 '`的其他矿物或黑色色素组

成!包体成分为各种氧化物&硫化物&有机盐&二氧化

碳及各种碳氢化合物#.@:9IB9IK /G!;&&&%' 笔者

对来自缅甸近 ;% 个黑色翡翠样品进行的薄片观测&

电子探针分析及 a射线衍射分析结果显示!缅甸的

黑色翡翠主要包括硬玉型&绿辉石型和闪石型#含硬

玉%$ 种类型!基本证实了前人的研究结论!但黑色

翡翠具体的矿物组成和前人结果有一定的差别'

绿辉石质墨翠的润性较好!半透明 透明!显微纤

状变晶结构!与硬玉成分相比!2B.略高!有较高的

(6

!

.

$

&39

!

.含量!其)9.&(6

!

.

$

&2B.与透辉石相近!

但39

!

.与原岩相比略显高#表 ;%' 电子探针分析结

果表明!!#39%b*!#39% c!#)9%+的平均值为 %7$""!

恰好介于根据化学成分命名标准的 %7!`和%7"`之

间!故可看作为由绿辉石单一矿物组成的岩石' 微量

元素)O

!

%7%;=`!)O含量越高!则颜色越深'

硬玉型黑色翡翠!外观往往呈掺有白色斑状的

黑色!玉石的透明度较差!呈柱状&纤状变晶结构'

解理缝和晶体颗粒间常有黑色的矿物浸染#表 !%'

经探针分析其成分与标准的硬玉成分基本一致#张

位及!!%%!%' 这种类型的黑色翡翠有时可以含有较

多的闪石矿物!其探针点成分总量低!2B.

"

)9.!

39

!

.明显高于通常的阳起石!可能是一种富含钠的

阳起石或镁质钠钙闪石'

表 9!不同产地的黑色翡翠电子探针成分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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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绿
辉
石
型

%'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闪
石
型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7%; &;7>''

危
地
马
拉

硬
玉
型

24\">A&HA; 核部 '&7%= %7%% !'7>= %7!! %7%' %7%> %7;$ ;'7'% ;%%7>'

24\">A&HA; 边部 '&7&$ %7%> !$7"> ;7!" %7%> %7'< ;7%; ;'7%= ;%;7<"

绿
辉
石
型

24\">A';A; ''7$$ %7;$ ;%7;= %7%% &7&< %7;! '7!' ;!7&$ <7%> ;%%7&!

24\">A>>A! '>7&& %7%= '7"% $7<; '7> %7%% &7%" ;$7<< =7$' &&7;<

3X2/()!%$<% '>7&! %7%' ;%7;' %7%% ;%7"" %7$> >7'; ;!7<% =7<& ;%%7$=

哈
萨
克
斯
坦

硬
玉
型

d; '=7=& %7>! ;$7'! '7'$ !7!& >7>$ =7;" ;;7%" &&7=>

d' '<7"$ %7;! !%7&" %7!$ %7"= %7%; !7&% >7%$ ;!7&=

3G.

%7%!

;%%7%;

危地马拉数据来自文献X9O65J和H5IIM66:#;&"%%$哈萨克斯坦数据来自狄敬如等#!%%%%$缅甸样品来自缅甸北部帕敢地区!电子探针测试由

南京大学测试中心完成!电子探针型号为\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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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闪石类矿物为主要组成的黑玉不能放入

翡翠中讨论!但对不同样品的观察表明!主要由闪石

组成的缅甸黑玉往往含有较高的硬玉组分!只从玉

石工艺特征上有时较难硬性分开#标准鉴定可以依

据物理常数进行区别和定名%' 例如我们观测的多

件标本!黑玉具有纤状&柱状变晶结构!主要由透闪

石# 8=%`%和硬玉# 8$%`%组成!透闪石呈柱状!多

穿插硬玉!说明其生长晚于后者' 从其矿物组成特

征可以看出其实这种闪石为主的黑玉和主要由硬玉

组成的黑色翡翠具有近似的成因!是黑乌鸡的一种

类型'

97<!危地马拉黑色翡翠

危地马拉翡翠产于 25P9B@9河!沿着 25P9B@9断

裂带#2dE%分布!位于北美洲#玛雅板块%和加勒比

海#)F5OPeT板块%的交汇处' 目前发现的宝石级翡翠

多分布于蛇纹岩体中的高温高压变质岩中' 25P9B@9

河南岸与加勒比海#)F5OPeT板块%接壤!其南部翡翠

矿体位于 )9OOGV960O9IKM和 /9,ITMI9K9之间的

96KM9T村庄!北部翡翠矿位于 ;%% ZQ东西走向带中!

直到-e5X5IK5#危地马拉城北部 !' ZQ%' 该地出产

的墨翠!部分品质比缅甸的要好!一种叫(玛雅墨翠)

#\9KM3MBO5%!呈深墨绿色!还有一种叫(银河黄金

玉)#0969SPGS056K%!因为在黑色的翡翠中含有银镍

镉铂金等矿物!如满天星斗!故而得名'

危地马拉产出的硬玉质黑色翡翠!由硬玉晶粒

或钠长石硬玉晶粒中的团簇状石墨包体致色!探针

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石墨的含碳量近乎百分之百' 次

要矿物含量均低!磷灰石含量很少!但在样品24\">A

&HA; 中达到 '`!呈脉状充填' 副矿物云母族 NOMGA

TJMOZGPM#39

%7&<

]

%7%$

% #2B

;7'

(6

;7%

dM

! c

%7>

% #(6

;7&

RG

!7;

%.

;%

#.X%

;7&

属于该地特有的标型矿物!具有退变质结

构!钠长石呈残余包体分布与硬玉晶粒间隙中!自形

度较好的方沸石和闪石环绕于硬玉周围!其成因可

能与富钠长石脱硅化有关#表 !%'

称为玛雅墨翠的绿辉石型墨翠在西班牙统治时

期曾用于做石斧等工具' 外观呈黑色 深绿色似玄

武岩!主要是铁绿闪石 绿辉石质的岩石#结晶致密

者称其为墨翠!X9O65J等学者称其为暗绿玉%!其数

量比硬玉质翡翠的数量还要多' 具有变质隐晶质全

结晶结构!耐磨性&抛光性好!成品中难见晶粒边界!

内部结构由于构造剪应力而呈完全糜棱岩化' 因成

分中的绿铁闪石 39)9392BdM

!

! c

*(6dM

$ c

+

!

RG

=

(6

!

.

!!

*.X+

!

致色!!#(6%b*!#dM% c!#(6%+范围从 %7;%`

8%7!;`!表明富铁贫铝是其主要矿物绿铁闪石的

元素特征#表 ;%!其中铁的氧化物含量极高!可达

'` 8;%`' 富铁绿辉石和绿铁闪石多呈复杂共生

关系!伴随少量钠长石呈不连续的晶粒分散在硬玉

中!或者充填与硬玉晶粒的裂隙和晶界间!偶尔可见

榍石呈溶蚀残晶片# f; QQ%与钠长石共生!黝帘石

有时取代辉石' 样品可能发生异剥钙榴岩化向锥辉

石硬玉和绿辉石g云母成分转变!形成硬玉型墨翠'

银河黑金玉#0969SPGS056K%同新发现的危地马

拉蓝色绿辉石一样仅仅产出在 2dE南岸#]GQ[M

X5J9OK! !%%%%' 因含稀有重金属#包括银&镍&镉&

黄铁矿&铂和金%包体而出现斑点的黑色翡翠!其表

面反射出点点金属光泽!犹如布满星星的黑夜般璀

璨!故被当地称为0969SPGS056K' 这种翡翠目前只在

危地马拉有发现'

97=! 哈萨克斯坦黑色翡翠

哈萨克斯坦靠近巴尔喀什湖的伊特穆隆达翡翠

矿床位于早古生代蛇绿岩套中!岩体围岩为蓝闪石

片岩和铝铁闪石片岩' 翡翠矿体中部主要为灰色和

绿色翡翠!向外渐变成绿色透辉石 硬玉&暗绿玉&绿

辉石!其中大部分金云母转变成蛭石!硬玉出现部分

钠长石化#鱼海鳞等!;&&=$]GMU6MIZ5! !%%$%' 该矿

区的黑色翡翠总体呈黑色或暗灰色!可称为黑色硬

玉岩!商业价值较低!总体含量少!黑色主要是由于

细分散的石墨和磁铁矿所致! 含量约 ' ` 8$' `!

成分为硬玉#约 &% `% 和绿辉石#约 ' `% #狄敬如

等!!%%%%' 由于晶粒较粗故其抛光面上(翠性)非常

明显'

97>! 日本黑色翡翠

日本的翡翠以硬玉 钠长石岩条带#内部为钠长

石英岩!外部为硬玉%等形式存在' 最著名的硬玉产

地1P5GB9J9A.FQG地区位于沿 3,,ARhh走向从日本

九州中心到XGK909GMI 带的后古生代高温高压变质

带#$$% 8!"% 29%蛇蚊岩片岩的东北部' XGK909GMI

带是前侏罗纪复合地质构造体!蛇纹岩含高压页岩

#蓝片岩和榴辉岩%!其中的超碱性岩主要是蛇纹石

化纯橄岩 斜方辉橄岩及蛇纹石化碳酸岩#25OGTFGP9!

!%%'%'

日本黑色翡翠也是含石墨致色' 含锶矿物

#GP5GB9J9GPM&OMIBMGPM和Q9PT@Y9O9GPM%有时充填在半自

形到自形的硬玉晶粒中或呈脉状充填硬玉岩!是当

地翡翠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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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翡翠的标型特征探讨

<79! 成分标型

要根据玉石的主量元素组成区分不同产地来源

的玉石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不同产地来源的

玉石往往由当地具有不同地球化学性质的岩石变质

或交代而来!形成的地球化学条件也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其主量元素及矿物组成仍然是区别不同来源玉

石的重要指征之一#RFG#$%&7! !%%'%'

根据化学成分!产自日本&哈萨克斯坦的黑色翡

翠可与缅甸硬玉型墨翠归为一类' 三地的不同之处

在于"缅甸硬玉型墨翠的致色杂质主要以有机碳#如

各种碳氢化合物%为主并含少量氧化物#廖任庆等!

!%%'%!此外还含有微量的锶&铬&锰元素 #X9OKMO!

;&&'%$哈萨克斯坦黑色翡翠目前的商业价值较低!

致色杂质以石墨&磁铁矿为主#' ` 8$' `%$日本黑

色翡翠因晶粒间的石墨杂质而显黑色!富 RO矿物的

存在也是日本硬玉岩独一无二的特征!此外还有一

种属 NMOOGMOGPMA硅钛酸铈钇矿族的新矿物 29PT@Y9O9A

GPM' 危地马拉的 \9KM3MBO5黑色翡翠主要由锥辉石

和绿辉石组成!偶见云母!其致色原因主要是因为富

含铁的氧化物!dMb#dMc(6%范围从%7;% 8%7!;!表

明富铁贫铝是其主要矿物绿铁闪石的元素特征'

<7<!结构标型

矿物玉石的结构是玉石成因及形成条件的重要

表征!玉石的结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指矿物晶

体的内部结构$二是指玉石中矿物的大小及其相互

关系#陈光远!;&"<%'

缅甸绿辉石质黑色翡翠具有翡翠的典型显微粒

状和纤维状结构!绿辉石呈纤维状微晶!不完整短柱

状!部分呈长柱状!近乎于定向排列或呈不规则粒

状!粒径一般小于 %7! QQi%7$ QQ'

有时绿辉石玉具有碎斑结构!斑晶定向性差!偶

有微平行的定向性!粒径可达 %7' QQi%7" QQ8

%7> QQi%7& QQ'

危地马拉的\9KM3MBO5黑色翡翠中的绿辉石结

构均一!具有中粒#;%

!

Q8; QQ%网状结构!可交生

等比例绿铁闪石 富铁闪石' 与辉石交生的闪石为

嵌晶结构!且晶体轮廓出现异常双晶' 微量钙铝榴

石呈微细脉贯入或呈空腔状为自形闪石充填' 少量

斜黝帘石呈他形晶环绕主晶!有时含量也可达到

!%`呈晶簇状或巨晶!偶见溶蚀榍石和充填间隙的

钠长石#X9O65J! ;&&>%'

哈萨克斯坦原生矿床由于曾遭受强烈的构造挤

压作用!翡翠具不等粒变晶结构!块体裂隙发育!多

呈网状或不规则交叉状!部分边部片理化明显' 翡

翠总体粒度较粗!大多数肉眼可见明显的颗粒!粒径

变化范围较大!%7%$ QQ i%7%' QQ 8;7' QQ i!

QQ'部分样品中!硬玉大小明显分为两组!具(似斑

状)特征' 硬玉颗粒遭受强烈变形而呈弯曲状或碎

裂为多个小块体!不均匀消光明显' 正交偏光显微

镜下!部分硬玉呈浅黄绿色!有的向中央渐变为

无色'

日本 1P5GB9J9A.FQG地区产出的黑色翡翠!不规

则自形到半自形棱镜式硬玉#多小于 %7$ QQi%7!

QQ%呈交织结构集聚!有时含有少量呈交叉结构的

NMSP56GPM富锶矿物充填在半自形到自形的硬玉晶粒

中!或呈脉状充填硬玉岩' OMIBMGPM和 Q9PT@Y9O9GPM有

时和榍石&锆石&金红石共存而富*G# cEO%'

<7=!包体标型特征

玉石中的包体是鉴定玉石种类的重要标志#丘

志力!;&&"%' 前人对缅甸翡翠样品的观察表明!硬

玉中的包体一般相对较小! 大者直径约 !%

!

Q! 小

者只有 I

!

Q' 包裹体分布无规则! 时呈孤立单体!

时而密集出现' 原生包体在晶体中多沿晶体生长面

产出! 而次生包体多沿颗粒边界的短裂隙#早期次生

包裹体% 或重结晶的亚颗粒边界等产出#彭卓伦!

!%%>%' 各地黑色翡翠中的典型包体特征具体见

表 $'

缅甸乌鸡玉中充填在其晶粒间隙的丝状尖状黑

色物质是其致色的黑色次生包裹体!存在于硬玉的

微细结构缺陷中'

黑色富铁闪石包裹体是危地马拉黑色翡翠 \9KM

IMBO5的典型特征#X9O65J!;&&>%' 危地马拉(银河黑

金玉)因其黑色翡翠上分布的金属包体反射出光芒

而得名!这些金属包体主要以特殊的贵金属金&银&

铂&镍&镉和黄铁矿为主'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产于缅甸&危地马拉&日本和

哈萨克斯坦的黑色翡翠成分&结构和包体等几个方

面标型性特征的对比显示!市场上黑色翡翠根据主

要成分可分为硬玉质和绿辉石质两种类型!缅甸硬

玉质黑色翡翠致色主要是由硬玉晶粒间隙中的黑色

=&! 岩#石#矿#物#学#杂#志#################第 !" 卷

 
 

 
 

 
 

 
 

 
 

 
 

 
 

 
 

 
 

 

 
 

 
 

 

 

  
 

 

 



表 =!各地黑色翡翠中的典型包体特征

:*5&%=!?0(#*$',0)01')3&.,'0)-+#0(0$#2'332*$*3-%$',-'3,01/'11%$%)-5&*346*/%'-%6*/%,

玉
种

产
地

主矿物晶粒之间的包体 描述 包裹体 备注

硬
玉
型

缅
甸

有机碳质物&铁质矿物
充填在解理缝和颗粒间!

呈网络状分布

较大的富X

!

.贫 )X

>

以及较

小的贫X

!

.富)X

>

二相包裹

体!可能出现固相锆石包裹体

危
地
马
拉

钠长石&白云母#有时为黝帘石%

# f;%%

!

Q%

多出现在具有环带生长

结构的粗粒硬玉的核部
石墨#含量接近纯碳%

呈包体状分布于硬玉晶粒间

或硬玉和钠长石晶体的交

生处

日
本

富锶矿物

GP5GB9J9GPMRO(6

!

RG

!

.

<

#.X%X

!

.

OMIBMGPMRO

>

EO*G

>

RG

>

.

!!

Q9PT@Y9O9GPMRO

>

*G

'

#RG

!

.

<

%.

"

充填在半自形至自形的

硬玉晶粒中!或呈脉状充

填硬玉岩!有时和榍石&

锆石&金红石共存

包裹体鲜有

哈
萨
克
斯
坦

细分散的石墨和磁铁矿
黑色物质常呈团状或网

脉状分布
常见铬尖晶石的残余体

偶见包裹有细粒的含铜黄

铁矿

绿
辉
石
型

缅
甸

少量残余硬玉

与绿辉石呈环带状结构!

说明绿辉石是硬玉不稳

定结晶条件下的产物

钠铬辉石!微量锶&铬&锰

)O含 量 可 从 %7%%` 8

%7%;=`!)O含量越高!则颜色

越深

危
地
马
拉

痕量石英&黑色富铁闪石包裹体

以微米 亚微米的微型包

体存在于较大的硬玉晶

粒中

气液两相包裹体 # ;%% 8;%

!

Q%液相包裹体以及方沸石

固相包裹体

气液包裹体密集晶簇状分布

于硬玉晶粒核部!少量沿愈合

裂隙分布$液相包裹体沿晶体

的!轴定向分布

杂质包体所致!而绿辉石质者多由主要矿物自身对

光强烈吸收致色' 半透明 不透明的黑色翡翠可以

根据矿物组成&结构以及矿物包裹体的组合进行初

步的产地来源判断' 但由于目前缺乏产于美国&意

大利&俄罗斯等国家黑色翡翠的详细资料!除非出现

特征的矿物及包裹体组合!单一证据的产地鉴别还

存在明显的困难'

@%1%$%)3%,

)FMI 0@9IB:@9I7;&"<72GIMO965B:)9@T9PG5I 9IK 2GIMO965B:+O5TNMA

SPGIB*2+7)F5IB_GIB+OMTT! $=> 8$<'#GI )FGIMTM%7

HG\GIBO@ 9IK /j HML@7!%%%7+OM6GQGI9O:TP@K:5LPFMS5QN5TGPG5I SF9OA

9SPMOGTPGST9IK S9@TMT5LPFM]9V9ZFTP9I W9KMGPM*\+7\MJM66MO:RSGA

MISM9IK *MSFI565B:! !" $" 8$&#GI )FGIMTM%7

X9OKMOX7;&&'7*O9SMM6MQMIPT9TS565OGIB9BMIPTGI W9KMGPMT*\+7\5@OI96

5L0MQ565B:! !>#<%" '%" 8';;7

X9O65J0,9IK H5IIM66:*h7;&"%7DI@T@962MP9Y9TGPMTLO5QW9KMGPGPMA

YM9OGIBTMONMIPGIGPMQM69IBM! 25P9B@94966M:! 0@9PMQ969*\+7(A

QMOGS9I 2GIMO965BGTP! <#'%" &= 8&<7

X9O65J0,7;&&>7\9KMGPGPMT! 96YGPGPMT9IK OM69PMK O5SZTLO5QPFM25A

P9B@9d9@6PE5IM! 0@9PMQ969*\+7\5@OI965L2MP9Q5ONFGS0M565B:!

;!" >= 8="7

]GMU6MIZ5,?7!%%$70M565B:5L0MQT*2+7.SM9I +@Y6GS9PG5IT/PK7!

/GPP6MP5I! ).7! >$!7

]GQ[MX5J9OK7!%%%7(707#)71707%! \9KMGPM*2+7'> 8'"7

/G95-MI_GIB9IK EF@ CGIJMI7!%%'7)FMQGS96S5QN5TGPG5I 9I96:TGT5L

IMNFOGPMTLO5QKGLLMOMIP65S96GPGMTGI )FGI9*\+7\5@OI965L0MQTk

0MQQ565B:! <#;%" !' 8$%#GI )FGIMTM%7

/@5?@MNGIB7!%%<70MQQ565BGS96SF9O9SPMOGTPGST5LY69SZ F5OIY6MIKM

W9KM*\+7\5@OI965L0MQTk0MQQ565B:! &#>%" '& 8=!#GI )FGA

IMTM%7

25OGTFGP9*7!%%'7.SS@OOMISM9IK SFMQGS96S5QN5TGPG5I 5LY9OG9I LM6KA

TN9OTGI 9W9KMGPGPMLO5QPFM1P5GB9J9A.FQGKGTPOGSPGI PFM-MIBM

FGBFA+b*AP:NMQMP9Q5ONFGSYM6P! \9N9I *\+72GIMO965BGS9629B9A

VGIM! =& #;%" $& 8';7

.@?9IBCG@QMG7!%%'7CG@2MG\9KMGPM" +O9SPGS96\9KMGPMRSGMISM*2+7

a@M6GI +OMTT! ;$> 8;><#GI )FGIMTM%7

.@:9IBCG@QMG9IK /GX9ITFMIB7;&&&7-MUGMJ5LOMSMIPTP@KGMT5I

Y69SZ W9KMGPMW9KM*\+7*FM\5@OI965L0MQQ565B:! !=#<%" >;< 8

>!>7

.@?9IBCG@QMG9IK /GX9ITFMIB7!%%!7RP@K:5I QGIMO965B:5L5QNF9A

<&!第 $ 期########### #严若谷等"世界几个主要翡翠产地墨翠标型特征初探

 
 

 
 

 
 

 
 

 
 

 
 

 
 

 
 

 
 

 

 
 

 
 

 

 

  
 

 

 



SGPMW9KM*\+7\5@OI965L0MQTk0MQQ565B:! >#$%" ; 8>#GI )FGA

IMTM%7

+MIBEF@56@I 9IK +MIB2GIBTFMIB7!%%>71IS6@TG5ITGI W9KMGPMLO5Q[@OA

Q9*\+7(SP9RSGMIPG9O@Q39P@O96G@QDIGUMOTGP9PGTR@I:9PTMIG! >$

#>%" &" 8;%;#GI )FGIMTM%7

CG/GWG9I! /j aG95:@! /G@ hMGK5IB! #$%&7!%%$729JARGPARGP\9KMLO5Q

[@OQ9" 9N9OPGS@69OW9KML5OQMK Y:K:I9QGSQMP9Q5ONFGTQ9IK QMPA

9T5Q9PGTQ*\+7\5@OI965L0MQTk0MQQ565B:! ' #>%" ; 8= #GI

)FGIMTM%7

CG@ EFG6G7;&&"71IS6@TG5I 5LPFMN56:SO:TP966GIMNOMSG5@TTP5IMT9IK GPT

GKMIPGLGS9PG5I TGBIGLGS9ISM*\+7\MJM66MO:RSGMISM9IK *MSFI565B:!

;%#$%" >" 8'%#GI )FGIMTM%7

CG@ EFG6G7!%%%7[69SZ W9KMGPM*\+7\MJM66MO:RSGMISM9IK *MSFI565B:!

$" '! 8'$#GI )FGIMTM%7

RFG0X! )@Gh?! *O5NNMO+! #$%&7!%%$7*FMNMPO565B:5L9S5QN6Ml

T5KGS9IK T5KGSAS96SGS9QNFGY56M9TT5SG9PG5I 9IK GPTGQN6GS9PG5ITL5O

PFMQMP9T5Q9PGSNO5SMTTMTGI PFMW9KMGPGPM9OM9GI I5OPFJMTPMOI 2:9IA

Q9O! L5OQMO6:[@OQ9*\+7)5IPOGY@PG5ITP52GIMO965B:9IK +MPO565A

B:! ;>'#$%" $'' 8$=<7

RFG0X! RP5SZFMOP[9IK )@Gh ?7!%%'7]5Q95SF65O9IK SFO5QG9I

W9KMGPM9BBOMB9PMTLO5QPFM2:9IQ9O9OM9*\+72GIMO965BGS9629B9A

VGIM! =&#=%" ; %'& 8; %<'7

?@ X9G6GI 9IK )FMI a@MQGIB7;&&=7dM9P@OMT5LPFMW9KMGPMKMN5TGPTGI

PFMJ5O6K 9IK PFMN5TTGYG6GP:P5LGIK 9W9KMGPMKMN5TGPGI )FGI9*\+7

0M565BGS9629PMOG96T! !" !! 8!=#GI )FGIMTM%7

?@9I aGI_G9IB7!%%>7\9KMGPM0MQ565B:*2+7)FGI9DIGUMOTGP:5L0M5A

TSGMISMT+OMTT! ! 8;;#GI )FGIMTM%7

EF9IB2MG! X5@ +MIBLMG! h9IB\G9IQGIB! #$%&7!%%>70MQ565B:9IK

QGIMO965BGS965LNO5NMOPGMT5LY69SZ W9KMGPM*\+7\G9IBT@ 0M565B:! !"

#!%" ;%% 8;%!#GI )FGIMTM%7

EF9IBCGIB6GI7!%%$7\9KMGPMW9KMKMN5TGPTGI PFM5PFMOTP9PM*\+7)FGI9

0MQTk\9KMT! $" $" 8$&#GI )FGIMTM%7

EF9IBhMGWG7!%%!7\9KMGPMKMN5TGPBM565B:GI +F9OZ9IP9OM9! I5OPF 2:A

9Q9O*\+7?@II9I 0M565B:! !;#>% " $<" 8$&%#GI )FGIMTM%7

EF5@ RF@6G9IK /9GX5IBVF5@7!%%!7*FMNO5TNMSP5LY69SZ BMQTP5IMTKMA

TGBIGIB9IK NO5SMTTGIB* \+7 \5@OI965L0@G6GI DIGUMOTGP:5L

*MSFI565B:! !!#;%" != 8!&#GI )FGIMT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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