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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野外调查&室内镜下观察&化 学 分 析&光 谱 分 析 等 综 合 研 究 后 认 为’梅 岭 玉 是 透 闪 石 族

的软玉!有白玉&青白玉&青玉等品种$矿床是多种成因的!其中以透闪石矿物为主的梅岭白玉是

接触交代变质作用形成的!以钠透闪石矿 物 为 主 的 青 玉 形 成 较 晚!是 由(玉 浆)贯 入 后!在 低 压 高

温下迅速冷凝形成的$

关键词!梅岭玉%透闪石%钠透闪石%玉浆%多种成因%江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江苏梅岭玉是+*年代初期发现的软玉新品种!因产于江苏省溧阳市小梅岭地区!而命

名为(梅岭玉)$笔者多年来对梅岭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

"!江苏梅岭玉的基本特征

"&"!梅岭玉的产出概况

梅岭玉矿床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平桥乡小梅岭的东南部!分布在燕山期庙西花岗岩与古

生代二叠纪镁质碳酸盐岩外接触带中$区内出露有志留纪*泥盆纪茅山群"’Cc\!#&晚泥

盆纪五通组"\C#&中&晚石炭纪黄龙*船山组"-!hC#&早二叠纪栖霞组"/""#&晚二叠纪龙潭

组"/"!#&晚三叠纪青龙灰岩"."c!#&侏罗*白垩系"_c=#&第四系"[#"图"#$区内褶皱构

造简单$在有梅岭玉矿体出露的二叠系中!其三面都被花岗岩包围侵吞!残存的岩层呈向

北东倾的单斜构造!岩层倾角为!*i!9*i不等$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以北北东&北东&北西向

断裂为主$由于断裂具有多期&多次活动特征!所以在岩层与花岗岩接触处!见有多期&次

热液活动的迹象!并见有蚀变的断裂破碎带和角砾岩带$局部梅岭玉矿体受到晚期断裂的

切割$
矿区岩浆岩主要有燕 山 期 的 庙 西 花 岗 岩!呈 岩 株 状 产 出!出 露 面 积 达 几 十 平 方 公 里$

岩体边部主要为似斑状花岗岩!与透闪石岩矿体及梅岭白玉的形成密切相关$晚期脉岩以

花岗斑岩为主!局部亦见蚀变辉绿岩!一般呈岩墙状产出!规模较小$对庙西花岗岩及花岗

斑岩取样分析结果见表"$从 表"中 可 以 看 出’花 岗 岩 与 围 岩 透 闪 石 岩 接 触 处!二 氧 化 硅

"’A2!#的含量减少!而钛&铁&镁等元素增加$庙西花岗岩体的边部由于交代作用略有偏基

性的演化趋势$在花岗斑岩中!7H!2含量高!说明在花岗岩浆活动的晚期!钠在局部有富

集的现象$经同位素年龄值测定!庙西花岗岩主要形成于燕山晚期$

 
 

 
 

 
 

 
 

 
 

 
 

 
 

 
 

 
 

 

 
 

 
 

 

 

  
 

 

 



图"!江苏省梅岭玉分布示意图

UAN&"!’I?8KHBAIGAHN@HK$PGAJB@AT(BA$M$P68A%AMNLHG8AM_AHMNJ(/@$RAMI8
"!第四系"!!侏罗系!白垩系"C!三叠系"<!二叠纪上统";!二叠纪下统"9!石炭纪中#上统":!泥盆纪上统"
>!志留系!泥盆系"+!花岗斑岩""*!燕山期花岗岩"""!矽卡岩""!!铁矿""C!梅岭玉产地""<!省界

表!!小梅岭岩浆岩的化学成分 !E!‘!
E6:+.!!)1.B2;6+;/BD/42,2/34/0B6GB6,2;-/;P423I26/B.2+23G

序号 ’A2! .A2! ,%!2CU8!2C U82 6M2 -H2 6N2 =!2 7H!2 /!2; Q!2 备!注

" :"&C9 *&C; "C&>; !&;+ "&<> *&*> *&+< "&!: 9&*! C&9* *&*> *&:! 似斑状花岗岩

! :<&9< *&!C "!&:C "&*+ *&:* *&*9 *&9+ *&C! <&+< C&:* *&": $近接触带%

C :;&!> *&*> "!&"" "&*! *&:> *&"< *&>* *&C; ;&*> C&:* *&"< *&;" +
< :;&;9 *&": "!&<" *&9< *&:+ *&*: *&9> *&!< <&:: C&;9 *&*C ,
; :;&:! *&*C "!&"C "&** *&<; *&*; *&;* *&C* 9&"; !&C! *&*: *&:< $远离接触带%

9 :;&+" *&*> "!&C> *&+: *&;C *&*+ *&:" *&"> ;&*> C&<+ *&!! *&;! 庙西花岗岩

: :<&C! *&*; "C&;; *&": "&"> *&*" "&"9 *&"> C&:C <&99 *&*; 花岗斑岩

!&"!梅岭玉的基本特征

江苏梅岭玉矿体产在花岗岩与镁质碳酸盐岩接触带的透闪石岩或矽卡岩中&梅岭白

玉与透闪石岩矿体呈过渡关系’化学成分相同’结构与粒度不同&青玉及青白玉呈脉状#网

脉状或不规则状产出’有时见到穿切白玉的现象&梅岭白玉矿石呈白色至灰白色’致密块

状’质地细腻’不透明至微透明&摩氏硬度$Q%为;&;!9&*’密度为!&+>N(IKC&主要出露

在透闪石岩矿体中’有时与简单矽卡岩或硅灰石岩相伴出现&
$"%在显微镜下观察’梅岭白玉多数矿物单一’均由针状#纤维状的透闪石组成&透闪

石颗粒直径一般为*&*"!*&*;KK’无色’透明&干涉色可达二级蓝#红#紫色&见有颗粒直

径达*&"!*&9;KK的透辉石#透闪石#硅灰石及绿帘石等矿物&
$!%经江苏地矿厅中心实验室化学分析’梅岭玉化学成分与透闪石理论值及其他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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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近!表!"#
!C"梅岭玉的f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见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梅岭玉与已知透闪石类软

玉特征相似#
表"!梅岭玉及相关玉石的化学成分 !E!‘!

E6:+."!)1.B2;6+;/BD/42,2/34/0F.2+23G768.638-.+6,.8768.

序号 ’A2! .A2! ,%!2CU8!2C U82 6M2 6N2 -H2 7H!2 -2! Q!2 备!注

" ;:&9> *&*< *&>* *&;> *&C! *&*< !<&:!"!&!+ *&*: *&<: 梅岭玉

! ;:&+* *&*< *&>* *&;> *&C! *&*< !<&+<"!&;: *&"< *&!! 梅岭玉

C ;>&>* !<&9*"C&>* !&>* 透闪石理论值

< ;9&"; *&*> "&*! *&9! *&:> *&"> !<&*>"C&!* *&!" "&!* C&!! 和田白玉

; ;9&*> *&** *&:+ *&;* *&:> *&*: !<&>!"C&!C *&!" *&;9 C&*: 和田羊脂玉

9 ;;&"+ *&** "&<! *&;C *&9> *&*> !C&>C"C&!* *&!C *&:> C&9> 和田青白玉

: ;C&C< *&*> C&;< "&!> "&>< *&"> !"&:>"!&:C *&!C "&!* <&*! 和田青玉

> ;<&:; *&** "&C< *&"< C&+! *&*< !<&*>"!&>< *&!C "&<C "&>9 和田墨玉

图!!梅岭玉f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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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C!梅岭玉中具纤维状结构的透闪石

UAN&C!.@8K$%AB8ZAB?PAT@8F%AO8B8XB(@8
!!!AM68A%AMNLHG8!!!!!!

!!!<"闻广研究员对梅岭玉地表矿石样品进行扫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其已不同程度纤维化!图

C"#
!;"梅岭白玉矿石的光谱全分析结果!!E%‘"

为&-H("*$6N(9$U8k*&C$,%k*&9$6Mk
*&">$.Ak*&*"$#k*&**C$e@k*&**!$4Hk
*&***";$’Mk*&***";$-(k*&***9$/Tk*&**";$

eMk*&**>$-$k*&***!$7Tk*&*"$7Ak*&**"!$

,Nk*&****";$6$k*&**<;$EHk*&*"$’@k
*&*C$/k*&"$,Jk*&**;#

!9"笔者对梅岭青玉取样$由南京地 质 矿 产 研

究所 王 关 华 进 行 电 子 探 针 定 量 分 析$其 结 果 如 表

C#从表C可 以 明 显 看 出&半 透 明 的 梅 岭 青 玉 含

7H!2高$达到<&!9‘!9&<:‘#经吴克难高级工

程师对表C中的"号样品 !含7H!2为<&!9‘"计

:*"增刊!!!!!!!!!!!!!!钟华邦等&江苏梅岭玉的基本特征

 
 

 
 

 
 

 
 

 
 

 
 

 
 

 
 

 
 

 

 
 

 
 

 

 

  
 

 

 



算!其分子式为"

-H!&C:7H"&*9=*&*9#6N<&>CU8*&*C.A*&*"6M*&*"$<&>>%#’A9&+;,%*&"+$:&"<2!!&#2Q$!
吴克难认为称钠透闪石较宜’笔者认为!如按!号样品7H!2含量9&<:‘计算!也应是钠透

闪石’

表#!梅岭青玉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结果 !E!‘!
E6:+.#!N+.;,-/3B2;-/D-/:.636+=4.4/0F.2+23GG-.=768.

样号 6N2 ,%!2C 7H!2 ’A2! =!2 -H2 U82 -@!2C 6M2 .A2! -

" !;&!* "&!: <&!9 ;<&*; *&C< "!&!: *&C! *&*" *&*< *&*9 +:&>!

! !;&!* "&!: 9&<: ;<&*; *&C< "!&!: *&C! *&*" *&*< *&*9 "**&*C

!!梅岭玉成因探讨

梅岭玉石矿床成因复杂!受多种因素控制’在空间上!矿床分布在燕山期花岗 岩 与 镁

质碳酸盐岩接触带 及 其 附 近’梅 岭 玉 矿 的 物 质 来 源 与 花 岗 岩 和 镁 质 碳 酸 盐 岩 密 切 相 关’
梅岭玉中的 6N2主要来自古生代二叠纪栖霞组的镁质碳酸盐岩中!而’A2! 主要来自花岗

岩岩浆的活动’因此!梅岭白玉的形成是接触交代变质阶段的产物’
产于变质带内镁质碳酸盐岩中的软玉!历来有区域变质及交代变质两种成因假说’王

有标高级工程师对新疆和田软玉进行研究后认为"产于昆仑山的和田软玉只分布于前寒武

纪镁质碳酸盐岩中!与华力西中晚期花岗闪长岩及派生的闪长岩脉有关!是在低压(中温(
碱性(弱还原的环境中接触交代形成的’

梅岭玉石矿床中的青玉明显呈脉状(网脉状不规则地穿插(切割梅岭白玉(透 闪 石 岩(
简单矽卡岩’梅岭青玉形成较晚’在野外调查中!青玉中有白玉包裹体#捕虏体$!青玉脉

呈不规则枝叉状穿插在白玉中!在青玉的边部见有白色与青色条带相间出现的流动构造’
因此!笔者推测"梅岭青玉是花岗岩浆活动晚期!在白玉形成之后!局部形成了含钠较高的

熔浆)玉浆*!受到断裂破坏后!玉浆在高温(低压下贯入已固结的围岩中!迅速冷凝形成了

梅岭青玉’
闻广在研究新疆玛纳斯碧玉时提出")新疆玛纳斯碧玉!在扫描电镜下所示显微纤维呈

涡卷状排列者!可能说明其生成条件并非如传统的交代理论!所谓系在静态环境中的固体

状态下!而是动态环境中的流体*’笔者认为!流体有可能是熔浆#玉浆$’

C!梅岭玉的开发利用

经研究得知!梅岭玉的透明度和质量主要取决于其显微结构和矿物的颗粒度’一般来

说!矿物分布均匀!粒度愈细透明度愈好!质量也愈好’当透闪石矿物颗粒变大时!成粗玉+
当肉眼能见到矿物颗粒时!则是非玉的透闪石岩了’梅岭玉以石质匀润(颜色清鲜(透明度

好的为上 品’"+++年:月 笔 者 见 到 一 条 穿 插 在 简 单 矽 卡 岩 中 的 矿 脉’这 是 一 条 上 窄

#<*IK$(下宽#>*IK$的青玉脉!说明梅岭青玉向深部有变宽(质量有变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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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关单位或部门愿意合作!我们计划进一步对梅岭玉进行详查和初步开发!特别

是开发"制作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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