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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溧阳梅岭玉"软玉#的宝石学研究

何明跃!朱友楠!李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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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省溧阳市南部小梅岭地区的 梅 岭 玉"软 玉#产 于 花 岗 岩 和 大 理 岩 的 外 接 触 带 中%通

过野外地质调查$室内显微镜和扫描 电 子 显 微 镜 观 察 和 分 析$f射 线 粉 晶 衍 射 物 相 分 析$电 子 探

针成 分 分 析 和 物 理 性 质 测 定 表 明&梅 岭 玉 的 主 要 矿 物 组 成 为 透 闪 石!含 有 少 量 磁 铁 矿 和 粘 土 矿

物!具纤维状变晶结 构’梅 岭 玉 中 透 闪 石 的 主 要 化 学 组 分 为’A2!$6N2$-H2!次 要 组 分 7H!2$

/!2; 的含量明显高于和田玉中透闪石’玉石的颜色可分为白色$青白色和青色!随U8!h 含量增加

颜色加深!半透明至不透明!玻璃光泽!平均 密 度 为!&++N(IKC!硬 度;!9!折 射 率"&9""点 测#%

梅岭玉的特殊内部结构使其块度较大$裂隙较少!具有较好的加工工艺性%

关键词!梅岭玉’软玉’透闪石’纤维状变晶结构’溧阳’江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中华民族开发利用玉石的历史悠久!素有)玉石之国*$)世界玉石之乡*之美誉%从新

石器时代起!软玉以其独有的宝玉石性质!一直是制作工具$礼器$陈设装饰等玉器的主要

原料%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玉器距今已有七千多年历史%在以玉器为主要载体

的玉文化演化中!玉的社会属性经历了神化$人格化$道德化的演化过程!软玉成为神物$权

力$地位$财富$高尚和纯洁的象征%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

之众$做工之精$影响之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玉器无法比拟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国有质地优良$蕴藏丰富的上品玉石+++软玉%
传统理论一直认为!我国出土古玉中的软玉来自于新疆和田%然而!新石器时 代 尚 属

原始社会!按理是不可能有长途贩运的!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汉代的玉料+++软玉!并

非来自新疆!新疆的软玉是在汉武帝"公元前"<*!>>#后才传入内地的"闻广!"+>+#%所以

当时的软玉应当是)就近取材*!这也是新石器时代玉料来源的基本特征"闻广!"++:#%我

国内地广泛分布玉器文化!但未发现有历史遗留的软玉矿床!是否存在历史遗失的产地的

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江苏梅岭玉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年的江苏地矿局区调队的区调找矿!到

"+>+年发现软玉的找矿线索!采集到已不同程度纤维化的致密块状透闪石集合体+++软玉

"钟华邦!"+>+!"++*#!直到"++!年梅岭玉的发现者钟华邦先生正式将其命名为)梅岭玉*
"钟华邦!"++;#%苏南地区梅岭玉"软玉#矿点首次发现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古玉的来源问

 
 

 
 

 
 

 
 

 
 

 
 

 
 

 
 

 
 

 

 
 

 
 

 

 

  
 

 

 



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于!**"年:!>月对梅岭玉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样品采集工作"
并进行了宝石学特征的室内研究!

"!梅岭玉的地质特征

梅岭玉矿床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平桥乡小梅岭村的东南部"矿区南部属安徽省广德县管

辖!梅岭玉矿床分布在燕山晚期庙西花岗岩与二叠纪栖霞组镁质碳酸盐岩外接触带中#钟

华邦"!***$"玉石呈不规则脉状或团块状分布于接触带外带的透闪石岩中!梅岭白玉与透

闪石岩呈过渡关系"其化学成分相同"结构与粒度不同!

!!梅岭玉的f光粉晶衍射物相分析

从f光粉晶衍射谱线图#图"$可看出"其主要谱线依次为%C&"!;#C"*$&>&<">#""*$&

C&!:<#!<*$&!&:*<#";"$’矿物f射线粉晶鉴定手册中透闪石的主要粉晶衍射谱线依次为%

>&<*#""*$&C&""#C"*$&!&:*C#";"$#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由于纤维状透闪

石择优取向非常高"要求粉末尽可能的细"仍有可能出现谱线强度值的差异"但基本谱线强

度还是一致的"说明梅岭玉的主要矿物成分为透闪石!

图"!梅岭玉的f粉晶衍射谱线图

UAN&"fF@HSGAPP@HIBA$MJ)8IB@(K$P68A%AMNLHG8

C!梅岭玉的电子探针化学成分分析

梅岭玉的主要矿物成分为透闪石!闪石族矿物的化学组成复杂"类质同象代 替 普 遍!
在钙质闪石亚族中透闪石 阳起石系列的化学成分通式为%-H!#6N"U8$; (’A>2!!)#2Q$!"
其中镁铁间可呈完全的类质同象代替"本系列矿物的晶体化学式中"#-Hh7H$E&"&C<"7H

**" !!!!!!!!!!!岩!石!矿!物!学!杂!志!!!!!!!!!!!!第!"卷

 
 

 
 

 
 

 
 

 
 

 
 

 
 

 
 

 
 

 

 
 

 
 

 

 

  
 

 

 



’*&9:!"7Hh=#,’*&;!’A&:&;*$当 6N!h%"6N!hhU8!h#&*&+*!称为透闪石"B@8K$F
%AB8#!6N!h%"6N!hhU8!h#&*&;*至’*&+*称 为 阳 起 石"HIBAM$%AB8#"王 濮 等!"+><#$此

外!尚有少量铝代替镁和铁!少量钠&钾&锰代替钙&镁$阴离子中可有少量氟&氯代替羟基$
为研究梅岭玉的组成矿物’’’透闪石化学成分特征!对梅岭白 玉&青 白 玉 进 行 了 电 子

探针分析!所得数据如表"!并由此计算出梅岭白玉和青白玉中透闪石的晶体化学式分别为

"-H"&:<;97H*&""<;=*&*;<>#"6N<&+C;CU8*&**!;-@*&*"9> 6M*&**;;-$*&**><7A*&**"9#("’A>&*"*!.A*&**!;
,%*&*"!9#2!!)"2Q#! 和"-H"&:C*>7H*&"C!!=*&*!C*#"6N<&+C:*U8*&**9*-@*&**;"6M*&**><-$*&**+<7A*&**>!#
("’A>&*"+;.A*&**<C#2!!)"2Q#!$从透闪石的晶体化学式可见!梅岭玉中透闪石的钙原子数大

于"&C<!钠原子数小于*&9:!应属于钙质闪石亚族*而当"-Hh7H#E&"&C<&7H’*&9:&"7H
h=#,’*&;&’A&:&;*时!属透闪石 阳起石系列*6N!h%"6N!hhU8!h#值大于*&+!为透

闪石矿物"王濮!"+><#$这与粉晶衍射的测试结果是一致的$

表!!梅岭玉中透闪石的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结果 !E!‘!!

E6:+.!!N+.;,-/3B2;-/D-/:.636+=4.4/0,-.B/+2,.23F.2+23G768.

样品 ’A2! .A2! ,%!2C-@!2C U82 6M2 6N2 -H2 -$2 7A2 =!2 7H!2 /!2; 总量

白玉"
白玉!

青白玉"
青白玉!

;:&9:

;:&C<

;;&:*

;:&CC

*&**

*&*;

*&*"

*&*:

*&**

*&";

*&**

*&**

*&"C

*&*C

*&**

*&*9

*&*<

*&**

*&*<

*&*9

*&**

*&*+

*&"9

*&**

!C&99

!C&;>

!!&+C

!C&<+

""&;+

""&>*

""&<"

""&C;

*&";

*&**

*&""

*&*;

*&*C

*&**

*&"<

*&**

*&!+

*&CC

*&C:

*&!!

*&;!

*&CC

*&;<

*&<!

*&<:

*&<9

*&;*

*&<>

+<&;;

+<&":

+"&+C

+C&;!

样品 ’A<h .A<h ,%Ch -@Ch U8!h 6M!h 6N!h -H!h -$!h 7A!h =h 7Hh

白玉"
白玉!

青白玉"
青白玉!

>&*!C<

:&++:*

:&++9*

>&*<!+

*&****

*&**;*

*&***+

*&**:9

*&****

*&*!;"

*&****

*&****

*&*";*

*&*CC;

*&****

*&*"*"

*&**;*

*&****

*&**;!

*&**9:

*&****

*&*"*+

*&*"+>

*&****

<&+C:<

<&+CC"

<&+C>*

<&+<C9

"&:!:+

"&:9C!

"&:;;<

"&:*9!

*&*"9:

*&****

*&*"!+

*&**;+

*&**C!

*&****

*&*"9<

*&****

*&*;"*

*&*;>9

*&**:!

*&*C>:

*&"<*!

*&*>>:

*&"<++

*&""<;

!!测试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电子探针室$

梅岭玉中透闪石的 高 含 量 组 分 依 次 为+’A2!;;&:*‘!;:&9:‘!平 均 值 为;9&9:‘*

6N2!!&+C‘!!C&99‘!平均值为!C&C*‘*-H2""&C;‘!""&>*‘!平均值为""&;>‘$
与国内较知名产地的镁质大理岩产出的软玉比较"唐延龄!"++>#!7H!2和/!2; 的含量明

显偏高$U8!h 含量与其颜色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白玉中U82的含量仅为*&*!‘"两点

平均值#!青白玉中U82的含量为*&*;‘"两点平均值#$结合传统理论!透闪石 阳起石中

铁和镁的占位比率!即U8!h%"6N!hhU8!h#决定了其颜色的深浅!随铁的含量增高而颜色

加深$

<!梅岭玉的物理性质

$&!!颜色

梅岭玉的主体颜色为白色或灰白色!与和田玉相同!当铁的含量增加时!颜色会随之加

"*"增刊!!!!!!!!!!何明跃等+江苏省溧阳梅岭玉"软玉#的宝石学研究

 
 

 
 

 
 

 
 

 
 

 
 

 
 

 
 

 
 

 

 
 

 
 

 

 

  
 

 

 



深!可分为"白色#青白色#青色三种$梅岭玉主要的组成矿物是透闪石!其颜色会随杂质矿

物的颜色和含量变化而变化$

$&"!光泽及透明度

抛光较好的梅岭玉具有玻璃光泽!未经抛光的原石表面一般可见参差状断口$梅岭玉

是多晶的集合体!由不同取向的细小透闪石颗粒组成!内部含有的晶界#微裂隙#孔隙#次要

矿物等缺陷在其内部造成的漫反射#漫透射和散射会影响梅岭玉的透明度!使之呈现半透

明至不透明$

$&#!折射率和光性

实测得折射率为"&9"%点测&$由于其为集合体!在宝石偏光镜下无消光位$

$&$!密度

实测结果%表!&表 明!梅 岭 玉 的 密 度 在!&+>!C&**N’IKC 之 间!取 其 平 均 值 为!&++

N’IKC左右$梅岭白玉的密度低于青白玉的密度!有可能是铁代替了透闪石晶格中的镁!使

梅岭青白玉中铁的含量大于白玉中铁的含量!导致其密度增加$

表"!梅岭玉的密度值测试结果

E6:+."!V.342,2.4/0F.2+23G768.

样品名称 密度%N’IKC& 密度%N’IKC& 平均密度%N’IKC&

白玉

青白玉

!&+>;

!&++>

!&+>C

!&++;

!&+><

!&++:

!!测试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

$&@!硬度

硬度;!9$其断口为参差状$

$&&!韧度

透闪石玉的韧性极高!其韧度为+!仅次于黑金刚石的韧度%为"*度&%张蓓莉!"++:&$
梅岭玉作为透闪石玉的一种也具有高韧性的特点!这种高韧性的特点是由其特殊的集合体

结合方式(((纤维显微结构和矿物的颗粒度决定的$透闪石颗粒的细腻程度越高!纤维化

的程度越高!内部杂质成分越少!韧性也就越大$

;!梅岭玉的结构构造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表明%图! "!!&!梅岭玉的成分较纯净!主要组成矿物为透闪石!含
有少量磁铁矿和粘土矿物$纤维状变晶结构!透闪石颗粒的颗粒度不均匀!定向性不明显!
有部分的颗粒细小!局部可见剪切作用的痕迹$总体上看!青白玉中透闪石的颗粒度小于

白玉的透闪石颗粒度!且其纤维化程度高于白玉$
从扫描电镜照片%图! C!<&可见!梅岭玉矿物成分较单一!大部分透闪石颗粒已纤维

化!颗粒长"*!";,K!宽"!!,K不等$具有纤维状变晶结构!已基本具备了软玉的结构

特征!但其结构尚未达到和田的羊脂玉典型的毛毡状结构$其内部结构的不完美影响了表

!*" !!!!!!!!!!!岩!石!矿!物!学!杂!志!!!!!!!!!!!!第!"卷

 
 

 
 

 
 

 
 

 
 

 
 

 
 

 
 

 
 

 

 
 

 
 

 

 

  
 

 

 



面光泽!达不到完美温润的油脂光泽!而是玻璃光泽!韧性也相应的低些"

图!!梅岭玉显微镜下照片

UAN&!!/?$B$N@H)?J$PB?AMJ8IBA$MJ$P68A%AMNLHG8
"#梅岭白玉纤维状变晶结构!正交偏光下!"*a;*$!#梅岭青白玉纤维状变晶结构!正交偏光下!"*a"*$

C#梅岭白玉断口显微形貌!’06!"&*=$<#梅岭白玉纤维状变晶结构!’06!!&*=

9!主要结论

%"&梅岭玉的主要矿物成分为透闪石!并含有磁铁矿’粘土矿物"纤维状变晶结构!未

见和田玉中出现的毛毡状结构"
%!&组成矿物透闪石主要化学组分为’A2!’6N2和-H2!次要化学组分7H!2’/!2; 的

含量明显高于中国典型地区软玉品种"
%C&颜色从白色’青白色到青色!半透明至不透明!玻璃光泽!平均密度为!&++N(IKC!硬

C*"增刊!!!!!!!!!!何明跃等)江苏省溧阳梅岭玉%软玉&的宝石学研究

 
 

 
 

 
 

 
 

 
 

 
 

 
 

 
 

 
 

 

 
 

 
 

 

 

  
 

 

 



度;!9!折射率"&9""点测#$特殊的内部结构使其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块度较大%裂隙较少

的玉石显示出较好的加工工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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