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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石的宝石学特征与矿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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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野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对>"多个品种的近百块青田石样品进行了常规宝石学特征鉴定、?射线粉末衍射

以及红外光谱的分析测试。研究结果表明，青田石的矿物成分及组合多种多样，大多数品种的青田石属于叶蜡石

型，其他属于非叶蜡石型，包括伊利石型、地开石型和绢云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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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夺天工，人巧胜天然”，这是大文豪郭沫若

对青田石雕艺术的赞美。青田石因产于浙江省青田

县境内而得名，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印章和玉雕材

料之一，至今已有$A""多年的历史。青田石质地温

润、色彩斑斓、花纹奇特、硬度适中，是中国篆刻艺术

应用最早、最广泛的印材之一。青田石与寿山石、昌

化石、巴林石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石”。

前人曾对青田石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范良明

等（$9%:）认为青田石即叶蜡石，有绿、淡黄、桔黄、砖

红和紫红等颜色。杨雅秀（$99:）提出我国产的具有

民族特色的图章石（包括青田石）主要矿物成分不是

叶蜡石，而是高岭石的!个多型矿物———地开石、珍

珠陶石和高岭石。朱选民（#""!）对青田石进行了研

究，认为青田石矿物成分及组合复杂多样，多数品种

属于叶蜡石型，但也发现有地开石型、伊利石型和绢

云母型等非叶蜡石型品种。陈涛（#"">）对青田石的

几个新品种青田蓝花钉、蓝花星、紫罗兰和山炮绿进

行了矿物学特征的初步研究。业冬等（#"$"）的研究

表明，封门黄、黄金耀、灯光冻、红花冻这>个品种的

主要矿物为叶蜡石；封门黑、紫檀冻主要由叶蜡石和

绢云母组成；蓝星、猪油冻、酱油冻主要矿物为叶蜡

石和伊利石；珍珠冻主要由红柱石和叶蜡石组成；山

炮绿主要矿物为绢云母。卢琪等（#"$"）的研究表

明，山炮绿和夹板冻的主要矿物为白云母，蓝花钉主

要由叶蜡石和刚玉组成。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收集了大量青田石样品，对青田石的宝石学特

征、矿物成分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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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背景

青田石矿位于浙东南褶皱带温州 临海坳陷带

的泰顺 温州断坳中偏西部。区内断裂十分发育，其

中北北东向构造发育，并派生有北西向以及东西向

等次一级断裂。除断裂构造外，剪切挤压破碎构造

也十分发育。矿区内燕山晚期岩浆活动强烈，上侏

罗统中酸性火山岩和侵入岩广泛发育，并覆盖全区。

晚侏罗世火山活动强烈，并伴随火山喷溢、喷发及强

烈的爆发作用，由此形成大面积覆盖火山碎屑岩，其

岩性主要是以酸性为主的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和熔

岩，属富钾、富铝的岩石。

含矿层分布于上侏罗统上西山头组，含矿层位

主要为西山头组中偏下部的一套流纹质火山碎屑岩

系，具有一定的层位，说明地层岩性是该矿床的控矿

因素之一。含火山泥球晶玻屑流纹质凝灰岩层为叶

蜡石矿床的主要矿化层。含矿层以叶蜡石化为主，

硅化为次。其上部以次生石英岩化为主，叶蜡石化

为次，形成次生石英岩带；下部以硅化为主，叶蜡石

化为次，形成硅化带。它们相互呈渐变过渡关系，表

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带特征。围岩蚀变主要有次生石

英岩化、叶蜡石化、硅化，还有高岭土化、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

矿体在含矿层中连续性差，呈不规则的似层状、

透镜状、团块状等多种形态产出。其规模大小变化

很大，一般长几十米，特别是较纯的雕刻石，能达!"
!#"$便算是大矿体，最小的只有几十厘米。矿体

除受层位控制外，还受构造控制。矿石矿物主要为

叶蜡石及硬水铝石，并含少量高岭石、红柱石；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绢云母、黄铁矿，显示出低温热液

矿物组合特征（陈涛，#""!）。

# 样品及实验方法

笔者多次前往青田县青田石矿区进行实地考

察，采集了数百块青田石原石和成品印章，在当地常

年从事青田石相关工作的各界人士指导下，选取代

表不同品种的近百块青田石样品进行测试。

根据样品性质，采用净水称重法测试样品的密

度，偏光显微镜观察样品薄片的特征，%射线粉晶衍

射法（%’&’()&*+型，,-靶，."/0，."$1，23滤

片）测定矿物成分及含量、晶体结构有序度、晶胞参

数等；采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4526+*#7型，

漫反射，."""!#"""8$9!，#"""!.""8$9!分波段

采集）测试室温条件下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特征。

: 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及矿物成分

%射线粉晶衍射结果表明，大多数青田石样品

的主要矿物成分是叶蜡石，其他样品的主要矿物成

分是地开石、伊利石和绢云母等，据此将青田石分为

叶蜡石型和非叶蜡石型分别进行分析。

!;" 叶蜡石型青田石

叶蜡石型青田石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及矿物组成

见表!，%射线粉晶衍射图谱见图!<。该类型青田石

占青田石品种的大多数，以“封门青”、“红花”、“灯光

冻”、“葡萄冻”和“老虎石”等品种为代表。该类型青

田石外观呈蜡状光泽，密度范围#=>?!:="!@／8$:，

随次要矿物成分及其含量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测得

晶胞参数为!"A";?!B"C$，""A"=BD"#C$，#"A
!=B>??C$，主 要 粉 晶 谱 线 为"=D!D7、"=.?D?、

"=:">#、"=#.!?、"=!B:7、"=!.D"C$。%射线粉晶

衍射图谱分析表明，E)"#?、E)!"D和E)!:!F!的#"
在!DG!##G区间只有"=..#.C$和"=.!>7C$#个

稍弱的峰，属于#H型（杨雅秀等，!DD.）；E)"##在此

区间具有"=..#!C$、"=.#:>C$和"=.!7>C$:
个峰，应属于以#H为主的#HI!48型。据前人研

究资料（杨献忠等，!DD:），叶蜡石的多型转变规律为

#H型!!48型，!48型变体的产生与后期“表生溶

液”改造原来#H型叶蜡石有关，溶液沿着构造薄弱

带渗透，可导致!48型叶蜡石转变为高岭石。叶蜡

石型青田石以#H型为主，进一步说明其很可能是

成岩期产物，受后期变质作用影响较少，故保持较高

的有序度和化学成分纯度。

!;# 非叶蜡石型青田石

:;#;! 伊利石型青田石

非叶蜡石型青田石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及矿物组

成见表#。伊利石型青田石中常含有少量的叶蜡石，

颜色主要为青色和青白色，以“竹叶青”、“龙蛋石

（心）”、“黄金耀”、“金玉冻”等为代表。该类型青田

石外观具蜡状光泽，密度范围#=7"!#=B7@／8$:，由

于含其他杂质矿物，所以密度值波动范围较大。%
射线粉晶衍射图谱见图!J，主矿物晶胞参数为!"A
"=?!>DC$，""A"=BDD.C$，#"A#=""7?C$，主要

粉晶衍射谱线为"=DDD:、"=.DB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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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叶蜡石型青田石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及矿物组成

"#$%&! ’&()%)*+,#%+-&./+0+,#/+).#.-(+.&1#%,)(2)3+/+).3)0241)254%%+/&6/42&7+.*/+#.8/).&3

编号 样品号 品种名 外观特征 透明度 密度／!·"#$% 矿物组成

& ’())& 封门青 黄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

* ’())% 封门青 淡黄绿色基质上灰白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

% ’())0 封门青 浅黄绿色基质上有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绿泥石

0 ’(&)) 封门青 黄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1& 叶蜡石

2 ’(&)& 封门青 黄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

. ’(&)/ 封门青 黄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

, ’(&&)3& 封门黄 黄褐色，有淡紫色点状矿物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

1 ’(&&)3* 封门黄 黄褐色，有淡紫色点状矿物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

/ ’(&0*3& 封门青 浅黄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

&) ’(&%&3& 封门青 淡黄绿色，有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

&& ’()&% 菜花黄 淡黄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

&* ’()&0 黄花 黄褐色基质上有灰色斑点分布 半透明 *+10 叶蜡石

&% ’()&2 红花 黄绿色，红色矿物呈点状、团块状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地开石-石英

&0 ’()&. 红花 淡黄色，红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地开石

&2 ’()&, 黄木纹 黄褐色和黄绿色部分相间呈条带状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

&. ’(&%/ 红花 黄绿色基质上红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

&, ’(&*/3& 封门蓝星 淡黄绿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星点状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

&1 ’(&*/3* 封门蓝星 淡黄绿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星点状分布 半透明 *+10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

&/ ’()0) 蓝钉 黄绿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粒状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地开石-石英

*) ’(&&* 蓝带 浅黄褐色基质上蓝色矿物不规则状分布 微透明 *+11 叶蜡石-地开石

*& ’()%2 紫罗兰 黄绿色基质上蓝紫色矿物呈星点状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蓝线石

** ’(&). 紫罗兰 褐色基质上蓝紫色矿物呈星点状分布 微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

*% ’()0* 龙蛋石（围岩） 红褐色基质上有斑晶分布 不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地开石

*0 ’()00 龙蛋石（围岩） 红褐色基质上有斑晶分布 不透明 *+.1 叶蜡石-伊利石

*2 ’()*, 封门三彩 黄褐色、黄绿色、黑色相间分布 微透明 *+,/ 叶蜡石-地开石-石英

*. ’(&&% 封门三彩 灰色、黑色、黄褐色杂乱分布，质地细腻 半透明 *+1) 叶蜡石-石英

*, ’())1 葡萄冻 黄绿色基质上深褐色矿物呈网格状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

*1 ’(&&1 葡萄冻 灰绿色基质上深褐色矿物呈网格状分布 半透明 *+.2 叶蜡石-石英

*/ ’(&%, 葡萄冻 红褐色基质上黄绿色矿物呈斑点状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石英

%) ’()** 水草 黄绿色基质上黑色矿物呈点状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

%& ’()*0 朱砂 黑色，红褐色，质地致密 不透明 *+12 叶蜡石-伊利石-石英

%* ’()*2 老虎石 黄绿色和黑褐色矿物相间分布 半 微透明 *+1* 叶蜡石

%% ’(&*, 老虎石 浅黄褐色和深红褐色矿物不规则分布 半 微透明 *+1) 叶蜡石-石英

%0 ’()*. 岭头石 红色基质上有无色斑晶、黑色矿物分布 不透明 *+,/ 叶蜡石-石英

%2 ’(&** 岭头石 灰色、浅黄绿色和红褐色矿物条带状分布 微透明 *+,1 叶蜡石-石英

%. ’()*1 纹理 红褐色和灰白色矿物相间呈流纹状分布 不透明 *+1% 叶蜡石

%, ’()*/ 夹板 红褐色，黄白色矿物呈条带状分布其中 不透明 *+,/ 叶蜡石-伊利石

%1 ’()%& 花瑞石 黑色、红褐色、黄绿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 微透明 *+1* 叶蜡石-地开石

%/ ’()%* 花瑞石 浅黄褐色，质地均匀 半透明 *+1* 叶蜡石

0) ’(&)0 水泥石 黄绿色、淡黄色相间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

0& ’()%0 镇矿 不均匀淡粉色，质地细腻 半透明 *+,, 叶蜡石-地开石-石英

0* ’(&), 灯光冻 黄绿色基质上红褐色矿物脉状分布，细腻 亚透明 *+,. 叶蜡石

0% ’(&&/ 白土羊石 黄绿色基质上灰绿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

00 ’(&%* 白土羊石 灰色、乳白色矿物和斑晶不均匀分布， 微透明 %+)& 叶蜡石-硬水铝石

02 ’(&*% 白花灯 浅黄绿色，质地细腻 半透明 *+1& 叶蜡石

0. ’(&&. 小顺 乳白色、浅黄色和粉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微透明 *+,1 叶蜡石-地开石-石英

0, ’(&*23& 老鼠坪石 浅绿色，黑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微透明 *+1% 叶蜡石-石英

01 ’(&*23* 老鼠坪石 浅绿色，黑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微透明 *+1% 叶蜡石

0/ ’(&*1 象牙白 白色，质地致密 微透明 *+,* 叶蜡石-地开石-明矾石

2) ’(&%0 封门红木 深褐色基质上有咖啡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不透明 *+,* 叶蜡石

2& ’(&%2 旦洪夹板 红褐色，条带状结构 不透明 *+,, 叶蜡石-石英

2* ’(&%. 皮蛋绿 淡绿色、墨绿色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 叶蜡石-绿泥石-石英

2% ’()&& 紫檀花 黄绿色基质上红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1 叶蜡石-绿泥石-地开石

20 ’(&&&3& 紫檀花 灰绿色基质上红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 微透明 *+,% 叶蜡石-石英

22 ’(&&&3* 紫檀花 灰绿色基质上红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 微透明 *+,1 叶蜡石-石英

&*&增刊 买 潇等：青田石的宝石学特征与矿物组成

 
 

 
 

 
 

 
 

 
 

 
 

 
 

 
 

 
 

 

 

 

 

 

 

 

  

 
 

 



表! 非叶蜡石型青田石样品的宝石学特征和矿物组成

"#$%&! ’&()%)*+,#%+-&./+0+,#/+).#.-(+.&1#%,)(2)3+/+).3)0)/4&1/52&3)06+.*/+#.7/).&3

编号 样品号 品种名 外观特征 透明度 密度／!·"#$% 矿物组成

&’ ()*+, 竹叶青 浅绿色，质地均匀 半透明 ,-.. 伊利石/叶蜡石

&. ()*+0 竹叶青 淡绿色，质地均匀 半透明 ,-.1 伊利石/叶蜡石

&0 ()*%+2* 封门石 淡绿色，质地均匀 半透明 ,-.3 伊利石/叶蜡石

&1 ()*%+2, 封门石 淡绿色，质地均匀 半透明 ,-.& 伊利石

’+ ()*%*2, 封门石 淡黄绿色基质上有红褐色、黑褐色矿物 半透明 ,-.0 伊利石/叶蜡石

’* ()+*+ 黄金耀 均匀的黄色，质地细腻 半透明 ,-.0 伊利石

’, ()+*, 黄果 黄褐色，质地均匀，颜色分布不均匀 半透明 ,-.0 伊利石/叶蜡石

’% ()+*0 金玉冻 质地均匀，淡黄绿色、黄褐色过渡均匀 半透明 ,-0+ 伊利石/叶蜡石

’3 ()+%’ 蓝星 淡绿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点状分布 亚透明 ,-0* 伊利石/叶蜡石/地开石/蓝线石

’& ()+%. 蓝星 淡黄褐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斑点状分布 半透明 ,-.* 伊利石/地开石/蓝线石

’’ ()+%0 蓝星 淡绿色基质上蓝色矿物呈点状分布 半透明 ,-0* 伊利石/蓝线石

’. ()+3* 龙蛋石（心） 淡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0. 伊利石/叶蜡石

’0 ()+3% 龙蛋石（心） 淡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伊利石/叶蜡石

’1 ()*,+2* 龙蛋石（心） 淡绿色，质地均匀，细腻 半透明 ,-.’ 伊利石

.+ ()*,+2, 龙蛋石 红褐色基质上有斑晶分布 不透明 ,-.+ 伊利石/石英

.* ()+%+ 夹板 红褐色、浅绿色矿物呈条带状分布 微 不透明 ,-0* 伊利石

., ()++1 冰花冻 灰白色，细腻 亚透明 ,-’* 地开石

.% ()+,* 玻璃胶冻 灰褐色，质地细腻，白色、黑色矿物分布 透明 ,-&1 地开石

.3 ()*3+ 北山晶 灰白色基质上有黑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亚透明 ,-’* 地开石

.& ()*3* 冰花冻 灰色基质上有白色、黑色矿物分布 透明 ,-’* 地开石

.’ ()*3% 冰花冻 浅黄色，含少量点状深色矿物包体，细腻 透明 ,-’+ 地开石

.. ()++. 山炮绿 蓝绿色基质上黄褐色、白色矿物分布 半透明 ,-0* 绢云母

.0 ()*+% 山炮绿 蓝绿色基质上黄褐色矿物不均匀分布 半透明 ,-.. 绢云母

.1 ()**& 山炮绿 黄褐色基质上有深绿色矿物分布 微透明 ,-.* 绢云母/石英

0+ ()*%% 山炮绿 蓝绿色基质上分布有白色斑点 微透明 ,-1’ 绢云母/红柱石

+4,&&%、+4*110、+4*31&5#等。依据前人成果（杨

雅秀等，*113），随着成岩和变质程度的加强，水云母

矿物（包括伊利石）多型转化规律是*672*62,6*，

伊利石型青田石以*6为主，说明其变质程度相对

较低，与前人得出火山热液成因的结论吻合（文化川

等，*10,）。

%-,-, 地开石型青田石

青田石诸多品种中，以地开石型青田石的透明

度为最好，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冰花冻”、“北山晶”

和“玻璃胶冻”是其典型代表。该类型青田石外观具

油脂 蜡状光泽，密度范围,4&1!,4’*!／"#%，由于

矿物成分相对比较纯净，所以密度值较稳定。8射

线粉晶衍射（图*"）结果表明，此种类型青田石的主

要矿物成分是地开石，测得主矿物晶胞参数为!+9
+4&*%15#，"+9+401,’5#，#+9*433+’5#，主

要粉 晶 衍 射 谱 线 为+4.*%,、+43**,、+4%.0’、

+4%&.%、+4,&+%、+4,%0%、+4,%,*和+4*1.,5#
等。图谱分析表明，所测青田石样品的,"在%3:!
3+:之间有两对衍射峰，在*1:!,3:之间有’条分裂

清晰的衍射峰，反映样品的结构有序度较高（杨雅秀

等，*113）。

%-,-% 绢云母型青田石

绢云母型青田石以“山炮绿”为典型代表，颜色

为绿色，透明度较低，外观细腻，没有云母易剥落、易

解理等特征。由于次要矿物的影响，密度在,4.*!
,41’!／"#%范围内波动。8射线粉晶衍射（图*7）测

得其 主 矿 物 晶 胞 参 数 为!+9+4&*’.5#，"+9
+41+*&5#，#+9,4++’35#，主要粉晶衍射谱线为

+4111&、+43110、+4%%,1、+4*11.5#等。从图*7
可见其衍射峰发育很好，说明有序度高，以*6型为

主含有少量,6*和,6,。代表（++*）、（++3）、（++’）

晶面的+4111&、+43110、+4%%,15#%个衍射峰发

育强度极高，说明绢云母晶片定向性非常显著，粒度

明显比伊利石要大。

3 红外光谱分析

红外光谱分析表明（图,，陈大梅等，*11*），叶蜡

石型青田石在%’’+!%’’1"#$*范围内出现的尖而

深的锐谱带属于羟基的伸缩振动，这是叶蜡石矿物

结构高度有序的结果。当;<%/、=>%/等进入四面体

位置后，羟基伸缩振动频率降低。在130!1&’"#$*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青田石的"射线粉晶衍射图谱

#$%&! "’()*+,-./(.$00()12$,3+)22/(3,04$3%2$)352,3/

图6 青田石的红外光谱

#$%&6 78+)22/(39,04$3%2$)352,3/

范围内出现的中等强度吸收谱带属于:;—（<=）面内

弯曲振动谱；在>?@!>?>、>A@!>B@、>@A!>!A1CD!范

围内出现的A个弱吸收谱带，它们是:;—（<=）的面

外弯曲振动产生的。在叶蜡石中，5$—<—5$伸缩振

动不再处于二重简并状态，而是分裂成!@EE!!@FE
和!@BF!!@?F1CD!的6个强吸收谱带。另外还在

?A?!?B?、B>@!BG@1CD!范围内出现了5$—<弯曲

振动的两个强吸收谱带。在?B@!A6@1CD!整个区

间内出现的弱谱带可能涉及到（<=）的平移振动与

声子振动的耦合。

地开 石 型 青 田 石 的 红 外 光 谱，AF@@!AE6@
1CD!间出现的吸收带是:;—<=伸缩振动（闻辂等，

!G>>），其中AE6@1CD!应为层内羟基吸收带；!!@@
1CD!附近的吸收峰是5$—<振动；!@@@1CD!附近

的吸收带是5$—<—5$振动；F?B、EG?1CD!吸收峰是

5$—<—:; 振 动 带 引 起；GAF1CD! 吸 收 峰 是

:;—<—=弯曲振动带；BF!1CD!和BA@1CD!吸收峰

由5$—<—=弯曲振动带引起。不同有序度的地开

石红外吸收光谱有明显的变化规律，有序度高的地

开石AF@?1CD!吸收比AE?@1CD!和AE6@1CD!弱，

中频区的!@AB、!@@A1CD!吸收谱带分裂明显，FGA

A6!增刊 买 潇等：青田石的宝石学特征与矿物组成

 
 

 
 

 
 

 
 

 
 

 
 

 
 

 
 

 
 

 

 

 

 

 

 

 

  

 
 

 



!"#$较强；随着有序度的降低，%&’(!"#$吸收谱带

增强，几乎与%)*’!"#$平齐，&+%!"#$减弱，$’%,
!"#$与$’’%!"#$分裂变不明显。说明地开石型青

田石为有序结构，与-射线粉晶衍射结果吻合。

伊利石型青田石与绢云母型青田石同属于云母

类，红外吸收谱带特征非常相似（见图*）。%)*+
!"#$归属于./—01伸缩振动，由于./替代23的影

响，其吸收谱带比叶蜡石宽，频率低。$’**!"#$产

生强吸收谱带，一侧有肩状吸收，归属于23—0伸缩

振动和23—0—23振动，吸收谱带较宽，未见分裂，振

动频率比叶蜡石低，是由于四面体./替代23的结

果。&(,!"#$吸收与四次配位./有关，属于面内

23—0—./振动，吸收谱带强度随./数目减少而降

低。(%+、,4*!"#$归属于23—0弯曲振动，两侧吸

收谱带分裂的特征与叶蜡石相同，表现为二八面体

矿物的共同特征（朱选民，*’’%）。

( 结论

（$）青田石的矿物成分及组合复杂多样，按照

主要矿物成分的不同可将青田石分为叶蜡石型青田

石和非叶蜡石型青田石。

（*）叶蜡石型青田石占青田石品种的大多数，

以“封门青”、“红花”、“灯光冻”、“葡萄冻“和”老虎

石”等品种为代表。该类型青田石外观半透明 微透

明，少数品种不透明，蜡状光泽，密度*5)(!%5’$6／

!"%，随次要矿物及含量不同而各不相同。

（%）非叶蜡石型青田石包括：伊利石型青田石、

地开石型青田石和绢云母型青田石。伊利石型青田

石中常含有少量的叶蜡石，颜色主要为青色和青白

色，以“竹叶青”、“龙蛋石（心）”、“黄金耀”、“金玉冻”

等为代表。该类型青田石外观半透明 微透明，密度

*5&$!*54&6／!"%，随次要矿物及含量不同而各不

相同。在青田石诸多品种中，以地开石型青田石的

透明度为最好，“冰花冻”、“北山晶”和“玻璃胶冻”是

其典型代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密度*5(+!*5)$
6／!"%，矿物成分为较纯净的地开石，故密度值较稳

定。-射线粉晶衍射及红外光谱分析结果表明，此

类型的青田石结构有序度较高。绢云母型青田石以

“山炮绿”为典型代表，颜色为绿色，透明度较低，外观

细腻，没有云母易剥落、易解理等特征，由于次要矿物

的影响，密度在*5&$!*5+)6／!"%范围内波动。

!"#"$"%&"’

789:;<"93，=3<:6>9!8?:<:@>8<:61?3A9:B$++$B;3AA9C9:D3</E89CF

"</.:</GH3H<:@IJAC<C9@.KHLCMD3L:2M9!DCLH!LMGLANGCLM8G//3D9

ACL"783:<［=］B.!D<O3:9C</L63!<23:3!<，$$（$）：+*!+)（3:783F

:9H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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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9C9:!9LAI<D3L:</O3:9C</;9MLH3DH［7］B$!*(（3:783:9H9）B

W9:U?L，U3<:6W<:[?9，>8<:6>89:66<:6，!"#$B$+44B\:AC<C9@.KF

HLCMD3L:2M9!DC?"LAO3:9C</H［O］B78L:6]3:6：78L:6]3:6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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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HALC"<D3L:LAMGCLM8G//3D9ACL"D8928L?H8<:MGCLM8G//3D9

@9MLH3D［=］BP9L/L6GLAT?R3<:，$*（%）：$&*!$4’（3:783:9H9）B

V<:6V<[3?，>8<:6I<3[3<:，!"#$B$++,B7/<GO3:9C</LA783:<［O］B

‘93R3:6：P9L/L63!</N?K/3H83:61L?H9，*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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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V<[3?B$++(BE89"<3:"3:9C</!L"ML:9:DLAD89HDL:9<C9: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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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83:9H9）B

V9;L:6，>8<L-?6<:6，>L?V?，!"#$B*’$’B7L"MLH3D3L:!8<C<!D9C3HF

D3!HLAQ3:6D3<:2DL:9［=］B.!D<N9DCL/L63!<9DO3:9C</L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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