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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软玉宝石学性质与特征研究

刘 瑞，王志华，徐 强，于 娜
（长春工程学院 勘查与测绘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

摘 要：使用电子探针、>射线粉晶衍射（>+?）和差热分析（?(&）对吉林软玉的化学成分、结构特征和热相变特征

进行了研究。吉林软玉的主要矿物化学成分分析和>+?谱图均表明为透闪石。?(&分析表明在加热到%:@A时，

透闪石矿物开始脱（,B）C水，并可能伴有新物相的生成。软玉的颜色为白色，其硬度、密度和折射率值等数据表明

吉林白玉应为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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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玉以其素雅美丽的色泽、温润光洁的质感和

致密坚韧的特质广受人们的喜爱。软玉已被推选为

我国的“候选国石”，被赋予了“五德”的精神内涵，是

市场上广受追捧的玉石之一。中国软玉最著名的产

地为新疆的和田，其次在青海的格尔木、辽宁的岫岩

和江苏的溧阳等地均发现有软玉（邓燕华，$bb$；李

劲松等，#""$）。吉林软玉发现于$b%#年，是由吉林

省地质调查一队在对磐石市石嘴镇进行地质普查工

作中发现的，并进行了地表揭露，初步查清了其地质

分布范围。吉林软玉的发现填补了吉林省没有高档

玉石的空白，提升了吉林宝玉石资源的品位和档次。

笔者曾先后!次奔赴该地区进行地质踏勘、矿石采

样和宝石学调查，对吉林软玉的化学成分特征、结构

构造特征和热学性质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认

识。在将吉林软玉样品加工成素面宝石后，对其宝

石学性质和特征进行了检测分析，并对软玉的玉石

质量进行了初步分级评价。

$ 成矿地质背景

吉林软玉矿床的大地构造单元位于吉黑褶皱系

（"）、吉林优地槽褶皱带（#）、吉林复向斜（$）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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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褶皱束（!）内。矿区内地层主要为上石炭统

石嘴子组下部层位。在矿区南部见有侏罗系南楼山

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它们覆盖于大理岩和石英

闪长岩之上。矿区主要岩性为富镁质中粗粒大理

岩、白云质大理岩、白云岩、片岩夹透镜状硅质岩和

结晶灰岩等。矿区内岩浆岩主要为华力西晚期—印

支早 期 的 中 酸 性 杂 岩 体，主 要 有 黑 云 母 花 岗 岩

（"#!"#$ ）、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黑云母花

岗岩与软玉矿床的成矿关系密切。

区内共发现有&条玉石矿带。矿体呈透镜状，

走向近南北。矿石风化面呈灰色，新鲜面为淡绿色

乳白色，细粒致密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为透闪

石，含量在’$(以上。矿石构造主要为：%团块状构

造，它是本区主要的矿石类型，由透闪石、透辉石、白

云石、方解石组成，矿石与围岩的界线不明显，含矿

率)*(&$*(。’纤维状构造，由透闪石和少量的

透辉石组成，含矿率在+*(左右。软玉矿产分布范

围南北长+**,，东西宽&**,。

# 样品及测试方法

软玉样品采自吉林磐石市石嘴镇鹿圈屯软玉矿

床中。玉石测试分析是在吉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进

行的。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软玉样品，经抛光成面

积约!-,#的光滑平面后，对其进行喷碳处理，以备

探针分析。样品分析是在日本产./%0.12#+!**
型电子探针分析仪上进行的。每个软玉样品选取了

&个点进行微区成分分析。

1射线衍射分析使用日本3／421&51射线粉

末衍射仪。测试条件为：67靶，连续扫描，速度为

+8／,9:，步长为*;*#8，波长为!;$!)+<，管 压&*
=>，靶电流&*,2，起始角度$8，终止角度?*8。差

热分析用美国@AB=9:C/D,AB公司的@EB9F!3G6型

高温差示热天平对样品进行分析。升温速率!*8／

,9:。样品粒度!+*(,。

& 结果分析

!H" 化学成分特征

吉林软玉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的平均值为：

G9%#I*;&*(、4J%#);I&(、6K%!!;+$(（表!），与

透闪石矿物理论值：G9%#$’;!?(、4J%#);+!(、

6K%!&;+!( 基本一致（王濮等，!’+)）。根据角闪

石族矿物的分类原则，若化学成分中4J／（4JLMA）

"*;’*，则该矿物定名为透闪石，因此吉林鹿圈屯玉

石应属透闪石质玉———即软玉。

表" 吉林软玉电子探针定量分析 !5／(
#$%&’" (&’)*+,-./)+,0+,%’$-$&12’2,34/&/--’05+*/’

分析号 样号 矿物 G9%# N9%# 2D#%& 6B#%& MA% 4:% 4J% 6K% O#% PK#% 总量

!)) ! 透闪石 $+H?+ *H*# *H*$ *H*I *H#! *H*+ #$H## !#H$& *H** *H*I ’?H*!
!)) # 透闪石 $’H?# *H** *H*? *H** *H&$ *H!& #)HI? !#H?+ *H*’ *H*’ ’?H+’
!)) & 透闪石 I!H?I *H!) *H*’ *H!) *H&’ *H!* #)H$) !*H$+ *H*’ *H*? ’?H’!
!)I ! 透闪石 $?H)? *H** *H*I *H!$ *H!$ *H** #$H+? !&H!* *H*’ *H*) ’?H)?
!)I # 透闪石 I!H*& *H** *H** *H!* *H!* *H** #)H#+ !!H?I *H*I *H** ’?H#&
!)I & 透闪石 I*H+* *H** *H*# *H** *H** *H** #)HI! !#H&# *H*) *H** ’?H?’
!)? ! 透闪石 I*H*! *H!& *H!I *H*I *H*I *H*I #)H&* !!HI) *H** *H!I ’IH?$
!)? # 透闪石 I!H&) *H*& *H!$ *H*& *H*& *H*I #&H+? !!HI& *H*? *H*+ ’?H))
!)? & 透闪石 I!H’) *H*& *H!$ *H*& *H*& *H*I #)H&! !*H&$ *H*? *H*+ ’?H#*

平均值 I*H&* *H*) *H*+ *H*I *H!$ *H*$ #)HI& !!H+$ *H*I *H*I ’?H)#

!67 8射线衍射分析

吉林软玉的1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见图!。样品

的主要衍射峰"Q*;&!#:,（&!*）、*;&#?:,（#)*）、

*;#?!:,（!$!）、*;#*#:,（)*#）、*;+&+:,（!!*）。

与编号**C*!&C*)&?号透闪石粉晶1射线衍射数据

相同，可以进一步确定吉林白玉的矿物成分属于透

闪石。将吉林软玉与新疆和田软玉的1射线谱图

（王实，!’’’；韩磊等，#**’）进行对比，二者的1射线

谱图基本相同，并具有可比性。这就说明吉林软玉

与新疆软玉的矿物成分相同，都属于透闪石质玉石。

!H! 差热分析

利用玉石在连续加热过程中伴随的物理化学变

化而产生的吸热和放热效应来研究其物化性质，有

助于判定玉石的性质和特征，且对玉石的加工、镶嵌

以及日常保养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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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吉林软玉"射线粉末衍射谱图

#$%&! "’()*+$,,()-.$/0123-.(45/,6$7$00328($.3

软玉的差热分析结果见图9。吉林白玉在加热

到:;;<左右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吸热过程，代表着

一个明显的吸附水脱附过程。在===<时出现一个

弱的吸热峰，这可能是由于透闪石内部结构中的吸

附水脱失所致。样品在>;?!?@9<间以A>:<为中

心的吸热峰主要是由于吉林白玉中的透闪石矿物开

始脱（BC）D水。同时矿物结构开始进行调整，并可

能伴有新物相的生成（卢保奇等，9;;E）。预示着白

玉中的透闪石矿物完全脱羟基，矿物结构遭受了破

坏，生成新的物相。差热分析结果表明吉林软玉样

图9 吉林软玉的差热分析

#$%&9 FGH-4(I31/,6$7$00328($.3

品不能暴露在高温中，以免使玉石的宝石学性质发

生改变。

!&" 软玉结构特征

吉林软玉主要为粒状、纤维状变晶结构，脉状、

网脉状构造（图@）。主要矿物成分为透闪石（>;J）

和方解石（@;J）。透闪石呈长柱状、纤维状和放射

状，粒径大小不等。透闪石纤维长轴直径多在!!
;K!55之间，无色，闪突起。干涉色二级蓝绿，斜消

光，消光角9;L左右。薄片中透闪石呈细脉状、不规

则状分布（图@）。玉石中可见有方解石呈星散状分

布于透闪石矿物中。吴瑞华等（9;;9）对新疆软玉结

构类型的分析，认为新疆软玉结构主要为纤维状柱

状交织结构和毡状纤维状交织变晶结构，其中以毡

状纤维交织变晶结构最为典型和常见。吉林软玉的

玉石结构与新疆软玉的结构特征相似。

: 玉石学性质与特征

吉林软玉颜色较单一，主要是白色、灰白色，少

数为黄绿色。白色主要呈梨花白色和雪花白色。蜡

状光泽至油脂光泽。软玉质地致密、细腻、坚韧、温

润、晶莹。

软玉的硬度为=!=KE。软玉的密度在9KA:!
9K?A%／-5@之间变化（表9）。颜色为白色、灰白色的

EE增刊 刘 瑞等：吉林软玉宝石学性质与特征研究

 
 

 
 

 
 

 
 

 
 

 
 

 
 

 
 

 
 

 

 

 

 

 

 

 

  

 
 

 



 
 

 
 

 
 

 
 

 
 

 
 

 
 

 
 

 
 

 

 

 

 

 

 

 

  

 
 

 



望在今后的进一步工作中，能够寻找到软玉仔料和

山流水料。

表! 吉林软玉种类和分级评价

"#$%&! ’#()&*)&+#,-.(#-),.&/#%0#*)1,123)%),,&45(*)&

等级 质量要求 价格（元／!"）

一级 色洁白，质地细腻，无绺、无杂质，块重#!"
以上

$%%%%

二级 色洁白，质地较细腻，无绺、稍有杂质，块重

$!"以上

&%%%

三级 黄绿色，质地细腻，无绺、无杂质，块重#!"
以上

#%%%

四级 颜色不均一，质地较细腻，绺裂较少，块重

$!"以上

$%%%

’ 结论

（$）吉林中部的华力西晚期—印支早期的中酸

性杂岩体与石炭系石嘴子组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

接触带是软玉的有利成矿部位。

（(）吉 林 软 玉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的 含 量 为：)*+(
’%,#-、."+(/,’#-、01+$$,2&-，与新疆和田软

玉的成分基本相同。吉林软玉的3射线衍射谱图与

透闪石谱图基本一致，软玉的矿物成分为透闪石。

差热分析表明在加热到24/5时，透闪石开始脱羟

基，结构发生破坏，有新的物相形成。

（#）软玉宝石学性质为：硬度为’!’,&，密度为

(,2(!(,62"／78#，折射率值在$,’%!$,’(之间。

致谢 感谢吉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对样品进行

分析测试，提供实验数据；感谢吉林建材总队提供部

分软玉样品，以及长春工程学院提供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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