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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玉的名称"文化"玉质和矿床类型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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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新疆 乌鲁木齐!>C****#

摘!要!和田玉是我国的传统玉石!有 悠 久 的 历 史$和 田 玉 有 丰 富 的 玉 文 化 内 涵!开 拓 了 玉 石 之

路!是我国历代宫廷玉器的主要玉料!为 中 国 玉 器 的 辉 煌 做 出 了 贡 献$和 田 玉 属 于 透 闪 石 玉!其

玉质有其特点$矿床属中酸性侵入岩与白云石大理岩的接触交代型!在国内外有典型意义$%软

玉&提出距今约一百多年历史!尚存在一定问题!建议采用透闪石玉取代%软玉&$

关键词!和田玉’名称’文化’玉质’矿床类型

中图分类号!/;:>&+;;’/9""!!!!!!文献标识码(,

"!和田玉的名称

!&!!和田玉是我国的传统名称#历史悠久

和田玉自登上我国历史舞台以来!在文献中就有记载!并以产地)售玉部落等命名!经

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
以售玉部落命名!见于战国政治家管仲的*管子+一书!称谓为%禺氏之玉&!说(%北用禺

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玉出禺氏之旁山&$据史学家研究!禺氏是月氏之音译!那时他们

主要活动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并曾到达昆仑山和阿尔金山!那里出产的玉!要经他们之

手贩卖到中原!故中原人称之%禺氏之玉$&
以产地命名!较早在春秋战国)秦时期有%昆山之玉&)%钟山之玉&)%!山之玉&等名称!是

以产玉之山命名的$如*史记,李斯传+中!李斯曾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史记,赵世家+
中!苏厉曾说(%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亦非王有已$&*山海经+中说(%!山之上!丹水出焉!
其中多玉膏$&*吕氏春秋+中%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在汉及以后的古文献中!也

有以%玉&)%真玉&)%琅玕&等简称和田玉!如*史记+中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

玉石$&*汉书+中说(%鄯善国!本名楼兰-国出玉$&*拾遗记+中记载(%石崇富比王家!当世

珍宝奇异!皆殊异国 所 得$其 爱 婢 翔 风 妙 别 玉 声!悉 知 其 处$言 西 北 方 玉 声 沉 重!而 性 温

润!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其言玉声清洁者!言东南方产非真玉也$&在新疆民丰县

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竹简中!称玉为%琅玕&!言%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王&等等$
以后的古文献中!也有以%于阗玉&命名的!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产玉之处亦

多矣-独以于阗玉为贵$&这是以古代产玉的于阗国而得名$于阗国在汉代时是西域三十

 
 

 
 

 
 

 
 

 
 

 
 

 
 

 
 

 
 

 

 
 

 
 

 

 

  
 

 

 



六国之一!是西域著名的大国!最早的名称见于"史记#!是我国产玉的盛地!历代宫廷之玉!
不少取于此地$

%和阗玉&名称是从%于阗玉&演化而来$和阗在清代以前多作为%于阗&!清代才出现和

阗的译名$在古代也有称为%屈丹&’%豁旦&’%于遁&’%斡端&’%兀丹&等!多是音译的不同$
至于和阗或于阗一词的含义有多种解说!其中有%玉邑&说!即是玉城或玉邑的意思$清光

绪九年(">>C)置和阗直隶州!州府名称开始称为和阗$
从上可见!从远古的%昆山玉&名称到清代的%和阗玉&名称!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有着

悠久的历史!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解放后透闪石玉改称和田玉(与和田地名一致)$

!&"!!软玉"是现代的名称#尚存在一定问题

"+世纪中叶!中国玉器大量流入欧洲!特别是">9*年!英’法从圆明园劫得大量玉器$
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对这些中国玉器玉质进行了矿物学研究!于">9C年把和田玉和翡翠的

成分和性质公诸于世!将这两种玉石统称为玉!并重新命名!把和田玉统称为%78)?@AB8&!翡
翠统称为%_HG8AB8&!这一分类在国际上广为流传$传到东方!以当时德穆尔的硬度鉴定结果

(和田玉9!9&;!翡翠9&;!:)将%78)?@AB8&译为%软玉&!%_HG8AB8&译为%硬玉&$我国第一

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中说*%一即通称之玉!东方谓之软玉!泰西谓之纳夫拉

德(78)?@AB8)$二即翡翠!东方谓之硬玉!泰西谓之桀特以德(_HG8AB8)$&这两种玉名称流传

至今!在我国"++:年制定的"珠宝玉石名称#国家标准中仍采用%软玉&名称$
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专家对%软玉&名称提出了质疑!主要原因是*"和田玉与翡翠

的硬度!经现代科学测定均在9!:之间(大多为9&;!:!和田玉测定为9&;!9&+)!两者无

软’硬之别!称为软玉和硬玉名不符实!缺乏科学依据+#和田玉的矿物成分为透闪石!%软

玉&不符合矿物或岩石的定名原则$%软玉&作为单矿物集合体的岩石!不具有相同化学成

分和内部结构的矿物种性质!故在!*世纪>*年代已被国际矿物协会废除!许多国家和地区

已不使用+$%软玉&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名称+%在中国古文献中曾出现过%软玉&一词!但是

另有所指$据"博物要览#记述*唐元宗时所获%软玉鞭&!其%屈之则首尾相就!舒 之则动直

如绳!虽以斧钻斫剪!终不能伤&!此%软玉&并非和田玉+&%软玉&如作为商业名称!在市场

上易与其他硬度较小的玉石相混淆$因此!建议不用%软玉&名称$

!&#!透闪石玉名称问题

根据我国"珠宝玉石名称#标准中天然玉石的定名规则!一般是%直接使用天然玉石基

本名称或其矿物(岩石)名称&$因此!按照以矿物名称命名的规则!建议凡是以透闪石矿物

为主要成分的玉石!可统称为透闪石玉!并可按地质产状’颜色’传统名称’工艺等进一步分

类$
按地质产状可分为C类*"原生矿!其玉料名称为%山料&+#冲洪积矿!其玉料名称为

%子玉&+$崩积矿!其玉料名称为%山流水玉&$
按颜色可分为;大类*"白玉!又有青白玉’白玉’羊脂玉之分+#黄玉+$青玉+%墨玉+

&碧玉$和田玉为前<类!碧玉见于超镁铁岩型矿床中!如玛纳斯玉’加拿大玉’新西兰玉

等$颜色除上述分类外!和田玉还按皮色分类!按外皮特点可分为色皮’糖皮’石皮C种$
按传统名称分类!是以各国和地区的传统名称确定!如和田玉’玛纳斯玉’台湾玉’龙溪

玉’青海玉’俄罗斯玉’新西兰玉等$传统名称往往是品牌名称!在商业活动中有重要意义!
是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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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分类标准是制定价格的依据!工艺分类体现玉石的综合质量"主要是地 质 产 状#
颜色#质地#质量等因素!我国工艺界以往曾制定过和田玉的工艺分类等级标准"现在新疆

正在研究制定和田玉的质量技术标准"以作为检测鉴定和贸易的依据!
和田玉是传统名称"其定义"笔者等在$中国和阗玉%一书中"按和田玉的分布#成因类

型和矿物特征"提出了一个初步意见"即和田玉是指分布于新疆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由接触

交代成因形成的透闪 石 玉!据 此 定 义"和 田 玉 的 主 要 特 点 有&"属 于 透 闪 石 玉"有 多 个 品

种"尤以白玉为代表’#由镁质大理岩与中酸性侵入岩接触交代形成"以此与产于超镁铁岩

中透闪石玉矿相区别’$产地确定在新疆昆仑山和阿尔金山!

!!透闪石玉与和田玉在我国玉文化中的地位

"&!!透闪石玉和中华文明的起源

据考古发掘和古玉研究"距今的>***年前"在辽河流域的阜新查海就出土了以透闪石

玉为玉料的玉器"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使用的透闪石玉!在距今约9***!;***年的

良渚文化出土玉器 中"也 多 是 透 闪 石 玉!良 渚 文 化 和 红 山 文 化 是 我 国 用 玉 的 第 一 个 高 峰

期"被称为(玉器时代)"这一时代是中华古文明的起源时代"也是中华古文明与世界上各国

古文明不同的独特之处!在远古时代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先民们"都发

现了透闪石玉"并以它为玉器"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值得进一步研究!

"&"!和田玉与玉石之路

和田玉最 早 发 现 和 开 发 时 代 尚 有 待 研 究!据 初 步 资 料"在 楼 兰 出 土 的 玉 斧 距 今 约

<***年左右"甘肃省齐家文化的玉器也有和田玉"大致也是这一时期!据魏京武研究"在陕

西龙岗寺出土的仰韶文 化 玉 器 中 有 透 闪 石 玉 质 的 玉 铲 和 玉 刀"时 代 距 约 今9!**!9***
年"玉料产地有待研究!到距今C9**!C"**年的商殷时期"和田玉已成了我国宫廷玉器

的主要玉料!这些资料表明"昆仑的先民们发现和田玉之后"曾把美玉运到中原地区"这条

运输和田玉之路"可称为(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同时"玉石之路也向西延展"据乌兹别

克史料记载"在公元前!***年"就有由昆仑山运去的和田玉!人所共知"著名的丝绸之路是

我国汉代时才兴起的"所 以"玉 石 之 路 是 丝 绸 之 路 的 前 身"在 人 类 历 史 中 做 出 了 光 辉 的 贡

献!

"&#!和田玉与玉德

春秋早期"管仲提出玉有(九德)!春秋晚期"孔丘提出玉有(十一德)!东汉许慎提出

(玉"石之美"有五德!)这些玉德说"为我国几千年来爱玉#敬玉#崇玉提供了精神支柱!他

们提出的玉德是与玉的物理性质相结合的"如说(润泽以温"仁也)"(缜密以粟"知也)"(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叩之"清越以长"其声诎然"乐也)等!
先哲们提出的玉德与什么玉相对应"我国有C种认识&"认为包括和田玉和翡翠’#认

为包括和田玉#鲍文玉#糟化石在内’$认为只有和田玉!作者同意和田玉之说"依据是&"
和田玉在殷商时已占宫廷玉料的主体"而翡翠在清代时才在我国流行"独山玉#岫玉历史虽

长"但在宫廷玉中不占主体’#从物理性质看"质地#硬度#光泽#声音等全为和田玉所具有"
而其他玉则不全具备!

;"增刊!!!!!!!!!唐延龄等&和田玉的名称#文化#玉质和矿床类型之探讨

 
 

 
 

 
 

 
 

 
 

 
 

 
 

 
 

 
 

 

 
 

 
 

 

 

  
 

 

 



"&$!和田玉与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世界誉为"东方艺术#!几千年来经

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优良的玉料$和田玉在我国众多玉石中的地位!为历史所

证实$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和田玉成为帝王玉之材料!似始于齐家文化至夏商!而大量出现

则始见于殷时的妇好所藏!正如杨伯达所提出%"和阗玉进入殷王室!开辟了以和阗玉为主

体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殷墟妇好墓的玉器共:;;件!据郑振香等资

料!认为%"大部分是青玉!白玉较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大体都是新疆玉$#
从历史文献看!历代用和田玉制成为国家之宝&皇室之珍&皇帝之玺&民间信物$明代大科

学家宋应星就明确指出%"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于阗$#英国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

学技术史(中说%"新疆的和阗)于阗*和叶尔羌地方山中和水中是两千年来主要的或许是唯

一的产玉中心$#

"&@!和田玉与民族友谊

和田玉在古代是中国新疆与内地交流的重要媒介!是各民族友谊的象征$在我国原始

社会的传说中!有西 王 母 向 黄 帝 和 舜 献 玉 玦&玉 琯&玉 环 等$周 穆 王 西 巡 欢 会 西 王 母 于 瑶

池!采玉而归$我国历史文献中都载有西域各地以和田玉敬献朝廷的盛况!如宋徽宗时!曾

得和田玉白玉大玉!制 成 玉 玺!命 名 为"定 命 宝#!受 命 时 大 赦 天 下$唐 代 大 诗 人 杜 甫 曾 写

到%"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少答朝廷万匹罗$#元代维吾尔诗

人马祖常写道%"采玉河边青石子!采来东国易桑麻#$

C!和田玉的玉质

在远古时代!我国先民们从众多玉石中选择了和田玉作为最优良的玉石!这不是偶然

的!而是由和田玉的优良性质决定的$和田玉的性质!笔者等在’中国和阗玉(一书中已做

过详细阐述!现就几个问题讨论如下%

#&!!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

和田玉与世界上的透闪石玉一样!矿物成分为透闪石$和田玉在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

方面的特点主要是%"透闪石矿物在+;‘以上!其中白玉为++‘!青白玉 为+>‘!青 玉 为

+:‘)+;!++‘*!在同类透闪石玉中和田玉透闪石含量较高$#杂质矿物极少!一般为"‘

!C‘!多在"‘左右!有透辉石&绿帘石&斜黝帘石&镁橄榄石&粗晶状透闪石&白云石&石英&
磁铁矿&黄铁矿&镁铁尖晶石&磷灰石等$没有阳起石!这点与产于超镁铁岩中的透闪石玉

不同$$矿物粒度极细!为显微晶质和隐晶质$透闪石矿物在偏光显微镜下为纤维状&针

状&叶片状!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为长柱状&短柱状&纤维状$据部分样品测定!在电子显微

镜下粒度为%短柱状为*&**<9KKa*&**"CKK&*&**9CKKa*&**C9KK!长 宽 比 为

!b"或Cb"+长 柱 状 为*&*"Ka*&**!>KK&*&**<KKa*&***>KK&*&*"!KKa
*&**"!KK!长宽比为Cb"或;b"&"*b"+纤 维 状 为*&***<KKa*&****!"KK&

*&**!"KKa*&****:KK!长宽比为!*b"或C*b"$粒度之细在同类透闪石玉中也是

少有的$%结构以毛毡状为典型!粒度均匀!交织成毡毯一般!这是质地细腻致密的重要原

因!而这种结构在其他玉石中少有$&化学成分%透闪石是含水的钙铁镁质硅酸盐!由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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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玉矿物基本由透闪石组成!因此其主要化学成分接近透闪石的理论值含量!’A2!;C&C<‘
!;:&9*‘!6N2!"&C*‘!!<&++‘!-H2""&CC‘!":&<"‘"透 闪 石 理 论 值 分 别 为’A2!
;+&"9+‘!6N2!<&>*>‘!-H2"C&>*;‘#!而且白玉更接近理论值$次要成分含量少!一般

说来!U82小于!‘!U8!2C 小于"‘!7H!2和=!2均小于*&C‘!,%!2C 小于!‘!Q!2小于

!‘$其中U82含量随白玉到青玉而增加!平均值%白玉为*&:!‘!青玉为"&+<‘$’和田

玉与镁铁 超镁铁岩中的透闪石玉在化学成分上主要是U82含量不同!前者低!后者较高!
如俄罗斯&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透闪石玉"碧玉#U82为!&+C‘!;&<<‘’其次是微量元素

不同!后者有铬&镍等等!而前者无$

#&"!质地

质地是玉石质量的综合表现!包括形状&滋润程度&裂纹&杂质等等$和 田 玉 的 矿 物 组

成决定了其质地优良%"因其粒度极细!所以质地非常细腻!是古人所谓的(缜密而栗)!为

其他玉石所不及$#温润滋泽!即具有油脂光泽!给人以滋润柔和之感!是古人所谓的(温

润而泽)!羊脂玉就是以玉滋润如羊脂一般而著名$$有适中的透明度!即是(水头好)!为

微透明!琢成的玉件显得水灵!有生气$%杂质极少!有的达到无瑕的程度!而且里外一致!
是古人所谓的(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或(鳃理自外!可以知中)$

#&#!硬度和韧度

和田玉经测定摩氏硬度为9&;!9&+!硬 度 比 较 大!因 而 玉 器 抛 光 性 好!而 且 能 长 期 保

存$和田玉属透闪石玉!韧度大是其特色$据世界上宝玉石的韧度资料!黑金刚石为"*!透
闪石玉为+!翡翠&红宝石&蓝宝石为>!金刚石&水晶&海蓝宝石为:!:&;!橄榄石为9!祖母

绿为;&;!黄晶&月光石为;!猫眼石为C!萤石为!$如以透闪石玉韧度为"***!其他玉石或

矿物相对韧度为%翡翠;**!蛇纹石"如岫玉#!;*!石英岩"*!!*!石英;!刚玉!!C!云母!$
可见!透闪石玉的韧度在玉石中是最大的!韧度大!则不易破碎!而且耐磨!对于玉器的艺术

造型和精雕细刻有极大好处!这是和田玉列为群玉之英的重要因素$

#&$!颜色

世界上透闪石玉颜色基 本 上 为 白&青&黄&黑&碧"绿#;种 颜 色!还 有 一 些 中 间 过 渡 色$
由于含铁量很低!和田玉基本为前四种颜色!而超镁铁岩中透闪石玉含铁较高!基本上为绿

色!即碧玉$按颜色!和田玉分为白玉&青玉&黄玉&墨玉<大类!其中可进一步划分!如白玉

有羊脂玉&白玉&青白玉等$昆仑山河流中也产有碧玉!但原生矿属于超镁铁岩型!故不应

列入和田玉中$在和田玉中以白玉和黄玉为贵$古人说%(黄如蒸粟!白如截脂!黑如纯漆!
谓之玉符$)和田玉另一特点是有璞玉!自古以来!对璞玉非常重视$明代科鼨学家宋应星

说%(凡璞藏玉!其外皮曰玉皮!取之为砚托之类!价值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余无瑕玷

者!古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也不易得$其纵横五六寸无瑕玷者!治以杯斝!此已当

之重宝也$)和田玉璞玉的外皮!按特点可分为色皮&糖皮&石皮三类$色皮是玉的外皮有一

层黄褐色或褐色很薄的皮"厚约"KK#!为氧化所致!从皮色可看出玉的质量!如秋梨子&虎

皮子&鹿皮子等!常为上等白玉$糖玉的外皮较厚!如红糖色!且末玉矿常有此类玉!其中有

白玉或青玉$石皮是外 层 有 石 质 围 岩!要 取 去 围 岩 后 才 能 得 玉!如 和 氏 璧 是(理 其 皮 而 得

宝)$

#&@!声音

玉受打击后发出的声音是古人鉴别玉石的重要性质$和田玉制成的玉磬!敲击时发出

:"增刊!!!!!!!!!唐延龄等%和田玉的名称&文化&玉质和矿床类型之探讨

 
 

 
 

 
 

 
 

 
 

 
 

 
 

 
 

 
 

 

 
 

 
 

 

 

  
 

 

 



的声音清越绵长!如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音沉远!徐徐方尽!这就是玉德中所说的"#叩

这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这一特性!是其他非透闪石玉所不及的$

<!和田玉矿床类型及成矿特征

$&!!和田玉的分布

和田玉分布于塔里木盆地以南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昆仑山是世界上著名山脉之一!
以产玉著名!在远古时代!被称为#万山之祖%!成为古代神话中心之一$&穆天子传’(&山海

经’(&淮南子’等书记载了昆仑山的不少神话和传说!其中一些与美玉有关$如黄帝以昆仑

为帝宫!以玉膏为食!并投玉膏于钟山)西王母与周穆王欢会于瑶池之上!穆王登群玉之山!
攻玉满载而归$昆仑美玉令伟大诗人屈原非常想往!盼望着"#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

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在 昆 仑 山 的 民 间 传 说 中!美 玉 是 昆 仑 山 中 美 丽 而 善 良 姑 娘 的 化 身$
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中!都记录了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产玉的情况$

昆仑山的和田玉矿主要分布于西部!在叶城到于田一带的山中和河中$除各河流产子

玉外!原生矿床有十几处!集中分布在C个地区$"莎车c叶城地区"&汉书’中载"#莎车国

*出青玉%$&大唐西域记’中说英吉沙#有白玉(翳玉(青玉%$&西域闻见录’中说叶尔羌河

所产之玉#大者如盘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各色不同%$目前已知原生矿床

有大同(密尔岱(库浪那古等处$大同玉矿在元代时曾大量开采!并设有碾玉作坊!已基本

采尽$密尔岱是清代最重要的玉矿!有几处矿!开采盛时达三千多人!以产大玉著名!清代

贡玉也多来自此处$据&西域水道记’记载!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嘉庆四年的C:年间!每年进

贡玉料约两千公斤!其中有质优的大玉料!如&大禹治水图’玉山子!就用此地玉料$现在见

矿化带长达"!*K!规模较大!开采深约"*!C*K!此处仍有较大的资源潜力$#皮山c和

田地区"此是古代产玉最著名的地区!早在&史记’中就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

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产之山曰昆仑云$%产玉之河以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

什河最驰名!古时!前者 称 为 白 玉 河!以 产 白 玉 著 名)后 者 称 为 墨 玉 河!以 产 墨 玉 和 青 玉 著

名$已知原生矿床有皮山县赛图拉(铁日克!和田县阿格居改(奥米沙等处$赛图拉和铁日

克地段于喀拉喀什河上游区域!玉矿产地多!资源量大!多为青玉$阿克居改在玉龙喀什河

支流的黑山附近!以产白玉(墨玉出名!琢成&大千佛国记’玉山子的白玉就产于此地!遗憾

的是此地高山为冰 山!无 法 勘 查 和 开 采 原 生 玉 矿$值 得 提 出 的 玉 龙 喀 什 河 流 域 的 原 生 玉

矿!至今没有找到!需要进一步工作$$策勒c于田地区"河流中也产玉!但以原生矿著名!
其分布于策勒县哈奴约提(于田县阿拉玛斯(依格浪古等地段$于田县阿拉玛斯玉矿是从

清代开始一直到现代开采的重要矿床!以产白玉著名于世$该矿经地质工作!见矿化带长

达千米!有两个矿段!多个矿体!是近百年来出产白玉山料的主要矿山!现已停采$阿尔金

山是夹于塔里木盆地 东 南 部 和 柴 达 木 盆 地 西 北 部 之 间 的 山 脉!地 跨 新 疆(青 海(甘 肃 等 省

区!其向东与祁连山相接$山的北麓是古代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通道!汉代的玉门关就

在此路上!古代也以产玉著名!在罗布泊地区楼兰出土的玉斧!约有<***年的历史$在尼

雅遗址中出土的汉 代 木 简 也 反 映 出 当 时 用 玉 的 情 景$当 时 上 层 王 公 用 玉 相 互 赠 送!如 记

有"#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勿相忘%$"C世纪:*年代!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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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在路过且末时曾见到采玉的盛况!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沙昌省’今且末县()境内

有几条河流!也出产玉和碧玉!这些玉石大部分销往契丹!数量十分巨大!是该省大宗输出

品*+和田玉主要分布于!个地区%"且末地区%这是阿尔金山产玉的主要地区!除河流中产

玉外!原生矿床分布于且末县的东南!在长约""*OK范围内已知有;处产地!于海拔C;**
K以上的高山上!有塔 什 赛 因,尤 努 斯 萨 依,塔 特 勒 克 苏,布 拉 克 萨 依,哈 达 里 克 奇 台 等 玉

矿*塔特勒克苏玉矿是目前新疆出产和田玉原生矿的主要矿山!矿化带规模大!有多条矿

脉和矿体!主要是青白玉和青玉!并有糖玉和白玉!"+>;年扬州玉器厂琢成"白玉五行塔$的

玉料就出自此矿!近年来采出的重";*!ON的青白玉山料也出自此矿*塔什赛因玉矿矿化

带长十几千米!有矿体多个!是又一个重要产地*且末县玉石矿自:*年代建矿开采迄今!已
采玉石!>:*吨!表明该区有丰富的资源*#若羌地区%分布于若羌县城的西南和南部!从

瓦石峡到库如克萨依一带*库如克萨依玉矿古人已开采!!*世纪+*年代重新开采!至今已

产玉石";*吨!是目前产玉的重要矿山之一!在C;OK! 的范围内有;个矿点和"个矿化点!
各矿点矿化带长C*!>*K!宽C!>K!有!!<个矿体*矿石以青白玉和青玉为主!玉有的

带黄色!资源量约!***吨*若羌地区工作程度低!有很大的资源潜力*

$&"!和田玉的资源潜力

有关和田玉资源潜力!笔者等在"中国和阗玉$一书中曾概略地预测潜在资源量为"9!
C;万吨!前景是好的!在世界透闪石玉矿中居首位!如加拿大的透闪石玉矿资源量约为"*
万吨!南澳大利亚的透闪石玉矿资源量约<&;万吨!都不如和田玉远景大*和田玉成矿带长

上千公里!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许多找矿信息!近年来还不断发现新的产地!所以只要

通过艰苦的工作!和田玉矿床还会不断发现的*
和田玉的产量!由古代到现代总体呈上升之势*古代的产量无详细记载资料!仅 清 代

有一些记录!如每年贡玉约!吨!加 上 其 他 用 玉!推 测 年 均;吨!则 清 代 和 田 玉 产 出 量 约"
;**吨*现代的产量!仅据且末县近C*年的统计!累计产玉!>:*吨!年平均约+;吨*可

见!在四千年和田玉的开采历史中!资源并没有被采尽!而且还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只要人

类有计划地合理开发!大自然的美玉会继续贡献给人间*

$&#!和田玉原生矿床的类型

透闪石玉原生矿床分布于世界上!*多个国家!主要是中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有关专家对原生矿床类型划分有不同认识*加拿大学者李明’’&U&38HKAMN(将

其分为两类%变质岩型和蛇纹岩型!前者又称为非蛇纹岩型!为变质成因!后者为交代成因*
我国邓燕华分为C类%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型-超基性岩交代岩型-变质岩

型*笔者以容矿岩石为基础!分为两类%镁质碳酸盐岩型和超镁铁岩型!前者又可分为中酸

性侵入岩与镁质碳酸盐岩接触带型’和田玉型(和变质岩系中镁质碳酸盐岩型’龙溪玉型(*
和田玉的原生矿床属于中酸性侵入岩与镁质碳酸盐岩接触带型!成因为接触交代!在

世界上具有典型意义*其成矿主要特征是%"分布于塔里木板块南缘的隆起带中!属于老

陆壳!出露前寒武纪的变质岩系!有多个时期的侵入岩体!断裂发育!矿床在大断裂带附近!
多为成群分布*#矿床产于中酸性侵入体与镁质碳酸盐岩的外接触带*$镁质碳酸盐岩!
主要是白云石大理岩!产于元古界变质岩系中!多为透镜体!岩石中 6N2含量在!*‘左右!
含铁量较低!从低到高分别形成白玉和青玉*%侵入岩有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多

是小岩体!呈脉状!尤其是顺层侵入的小岩脉成矿更有利!其时代为古生代*侵入岩的化学

+"增刊!!!!!!!!!唐延龄等%和田玉的名称,文化,玉质和矿床类型之探讨

 
 

 
 

 
 

 
 

 
 

 
 

 
 

 
 

 
 

 

 
 

 
 

 

 

  
 

 

 



成分一般是’A2!!U82较低"而,%!2C!6N2!=!2!7H!2偏高#&成矿断裂为主断裂的分

支断裂"通常是侵入体 接 触 带!岩 层 层 面!断 裂 剪 切 面 的$三 位 一 体%构 造 带 是 成 矿 最 佳 部

位#’围岩蚀变有明显分带性"具有镁矽卡岩的特点"从内带到外带"依次为&帘石化和钾

长石化中酸性侵入 岩 带’透 辉 石 带’透 闪 石 带’镁 橄 榄 石 带’蛇 纹 石 带’白 云 石 大 理 岩

带#矿体主要在透闪石带#(矿体规模不大"矿化带长几百米"最长上千米"宽几十米#在

矿化带内有矿脉断续分布"一般长几米到几十米"宽几米#矿脉中可利用的矿体更小"长几

米到十几米"宽不到一米#)玉石品种以青玉为主"白玉较少#在矿脉中"一般靠近侵入体

一侧多为青玉"向外为青白玉!白玉#

$&$!和田玉的成矿条件

和田玉是在一定的 条 件 下 由 白 云 石 大 理 岩 与 中 酸 性 岩 浆 岩 发 生 交 代 作 用 而 形 成 的#
它的成矿条件主要是围岩!侵入岩!构造等C大因素#

围岩为白云石大理岩"这是由元古宙海相沉积的镁质石灰岩或钙质白云岩经区域变质

作用而形成的#和田玉是含水的钙镁硅酸盐"其钙镁质的来源是围岩"白云石大理岩具备

这一条件"其化学成分为&6N2!*&:+‘"-H2C*&!"‘#在和田玉矿床中"如成矿围岩为白

云石大理岩"则矿体规模较大(如为白云质大理岩"则矿体规模小(在方解石大理岩中则没

有和田玉矿#白云石大理岩的产状也非常重要"成矿的白云石大理岩往往是透镜体或捕虏

体"而厚层状白云石大理岩往往不利于成矿#
侵入岩的岩浆及热液对和田玉形成有重要作用"硅!水均来自于岩浆及热液#据 和 田

玉矿床研究"和成矿有关的侵入岩特点是&"约!)C为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C为花岗岩#

#与成玉最密切的是 层 状 小 岩 脉"其 长 十 几 米"宽 几 米"而 大 的 侵 入 体 仅 与 成 矿 有 空 间 关

系"如矿化带在其顶面或侧面#$U82含量和玉品种有关"其含量低"有利于形成白玉"如

阿拉玛斯矿床中"花岗闪长岩U82含量为*&C*‘"大大低于中国花岗闪长岩平均值"形成了

白玉#
构造是成矿的重要条件"主要是断裂构造#大的断裂带控制大侵入体的分布"支 断 裂

与矿化带分布有关"而成玉最佳的构造面是侵入体接触带!岩层层面!断裂剪切面的$三位

一体%的重合面#
和田玉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尚待深入研究"初步认为&成玉温度不高*C**!C<*d+"压

力不大*小于!&;千巴+"介质为中性或弱碱性"为还原环境和半开放系统#
和田玉形成的主要地质事件为&元古宙海相镁质碳酸盐岩沉积阶段(元古宙末期塔里

木运动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白云石大理岩阶段(晚古生代中酸性岩浆侵入白云石大理岩交代

蚀变阶段(晚期接触交代作用成玉阶段#
在和田玉形成过程中"在蛇纹石带可形成蛇纹石玉"本区称为$昆仑玉%"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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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矿!物!学!杂!志!!!!!!!!!!!!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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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DHMF%AMN!35W\8F](HMHMGeQ2W1(F?$MN
"fAMLAHMNE(@8H($P0X)%$@HBA$MHMG\8R8%$)K8MB$P48$%$NSHMG

6AM8@H%18J$(@I8J!W@(KI?A>C****!-?AMH#

9:4,-6;,$.?8MHK8$PQ8BAHMLHG8?HJT88MJ)@8HGAM-?AMHP$@HN8J!AB?HJ%$MN?AJB$@S&
Q8BAHMLHG8ZHJHKHAMKHB8@AH%P$@)@$G(IAMNLHG8$TL8IBJAMHMIA8MB)H%HI8!AB)@$RAG8G
)%8MBAP(%LHG8I(%B(@8HMG$)8M8G()gB?8ZHS$PLHG8g&Q8BAHMLHG8T8%$MNJB$B@8K$%AB8
LHG8!ABJKAM8@H%G8)$JABZHJG8@AR8GP@$KI$MBHIBK8BHJ$KHBAJK$PKAGFHIAGAMB@(JAR8@$IO
HMGG$%$KAB8KH@T%8&.?8LHG8?HJBS)AIH%JANMAPAIHMI8AMB8@MHBA$MH%%S&.?8MHK8$PM8)?F
@AB8?HJT88M(J8GP$@L(JBHT$(B$M8?(MG@8GS8H@J!ABJBA%%?HJJ$K8)@$T%8KJ&.?8H(F
B?$@JJ(NN8JBB$@8)%HI8B?8MHK8$PM8)?@AB8ZAB?B@8K$%AB8LHG8&
<.=>/-84$Q8BAHMLHG8%MHK8%I(%B(@8%](H%ABS%KAM8@H%G8)$JAB

"!增刊!!!!!!!!!唐延龄等$和田玉的名称&文化&玉质和矿床类型之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