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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宁岫玉主要由叶蛇纹 石 组 成!其 叶 片 大 小 多 为C**MKa<<*MK!沿%轴 方 向 呈 波 状 起

伏$岫玉中的矿物生成次序为粗粒透闪石#细粒透闪石#滑石#叶蛇纹石$岫玉的颜色主要受

.U82含量及U8!2C%U82值制约!透明度也受其直接影响$绿色&油青色是岫玉的原生色’棕色&

红棕色形成于氧化环境!是次生色$颜色和透明度是岫玉质量评价的两个主要指标$

关键词!岫玉’叶蛇纹石’U8!2C%U82值’辽宁

中图分类号!/;:>&+9<!!!!!!文献标识码!,

!!岫岩玉又称岫玉!因产于辽宁岫岩县而得名$岫玉主要由叶蛇纹石组成!是我国蛇纹

石玉的著名品种之一!以其质地细腻&纯净而驰名中外!是我国用量最大的玉石$前人曾对

岫岩玉做过不少工作"王实!"+++’刘吉生!"++<#!主要是对矿床地质特征和普查评价开展

工作!对玉石的质量评价多凭经验&凭感觉!而从玉的成分和宝石学特征出发!结合商业贸

易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质量评价还比较薄弱$本文是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自然

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几种重要玉石的质量评价)的有关研究内容$该课题利用现代测试手

段如f射线衍射&红外光谱&差热分析&显微镜等查明岫玉的矿物成分及其成因’利用等离

子光谱仪&化学分析等查明岫玉的化学成分及其含量!以探讨岫玉的颜色与成分的关系以

及致色的因素’利用光学显微镜"偏光镜&宝石显微镜#并结合扫描电镜&透射电镜研究玉石

的结构&构造特征’利用显微光度计&显微硬度计研究玉石对不同波长的透光性以及显微硬

度&摩氏硬度’利用宝石仪器等系统测定了各种不同品质玉石的折射率和密度’还测定了玉

石的抗压强度&抗拉强度以研究玉石的韧性&脆性及可雕性$笔者将上述内容中的新成果&
新认识与大家探讨!以使岫岩玉的宝石学研究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深化$

"!辽宁岫岩玉的成分特征

!&!!岫玉的矿物成分和形态特征

根据C*块薄片及光片镜下观察!并结合f射线衍射谱&红外光谱分析&差热分析&电镜

分析等现代测试技术实验结果!认为岫玉中的矿物成分较简单!主要由叶蛇纹石组成!有一

 
 

 
 

 
 

 
 

 
 

 
 

 
 

 
 

 
 

 

 
 

 
 

 

 

  
 

 

 



定量的滑石!透闪石!白云石!菱铁矿!少量磁黄铁矿"并偶见有斜绿泥石#"

透射电镜及偏光显微镜下观察表明"叶蛇纹石呈板条状!叶片状 $图" "%#叶片的长

轴为)轴"短轴方向为%轴"叶片大小";*MKa;*MK!<<*MKa::*MK"多数为CC*MKa
<<*MK$图" !%#叶蛇纹石电子衍射花样的衍射点呈六角形分布的一串串的衍射斑"每

一串衍射斑位于一个有心矩形的四个角和矩形中心#由于%轴方向具波状层结构$图"
!%"使衍射线成为一串$图" C%"这是叶蛇纹石特有的衍射斑#

岫玉的f射线衍射数据及晶胞参数$表"%!红外光谱分析$表!"图!%!差热分析均表明

其主要成分是叶蛇纹石#

!!叶蛇纹石在镜下为绿至浅绿色!无色#单体呈片状 $图" "%"集合体呈叶片状相互交

织在一起而构成毡状结构$图" <%#有些岫玉样品中有滑石!纤维状透闪石"且叶蛇纹石

与

图"!岫玉形态特征照片

UAN&"/?$B$N@H)?J$PfA(SHMLHG8
!!"&叶片状的叶蛇纹石".06"a<&;万’!&叶蛇纹石"

叶片大小为";*MKa;*MK!<<*MKa::*MK".06"a

"*万’C&叶蛇纹石的电子衍射花样呈六角形分布的衍

射斑’<&叶蛇纹石的毡状结构"正交偏光"a>!’;&岫

!玉中透闪石$白色%呈定向排列"正交偏光"a!*

;C"增刊!!!!!!!!!!!!张良钜(辽宁岫岩玉的特征及其质量研究

" 张良钜"尹宗烈"等&中国几种重要玉石的质量评价$研究报告%""++;&

 
 

 
 

 
 

 
 

 
 

 
 

 
 

 
 

 
 

 

 
 

 
 

 

 

  
 

 

 



表!!不同品质岫玉中的叶蛇纹石f射线衍射数据

E6:+.!!IJ-6=8200-6;,2/386,6/063,2G/-2,.23I2*=63768./08200.-.3,C*6+2,2.4

编号 !?O%" G!MK" 5 晶胞参数!MK" 样!品!特!征

Wc"

!**""

!**!"

!"9&*#""

!*!*"

*&:!"

*&C9"

*&!;!

*&<9"

"**

:9

C;

+

%*-*’;!;

(*-*’+<:

)*-*’:!:

"-+".C9/

淡绿色#半透明至 透 明#厚 度 为!IK玉 块 对

光观察可见背后物体移动#几乎全由叶蛇纹

石组成$

Wc!

!**""

!**!"

!"9&*#""

!*!*"

*&:!<

*&C9"

*&!;!

*&<;+

"**

9"

C*

C

%*-*’;!+

(*-*’+<+

)*-"’<<:

"-+".9C/

淡绿色#半透明至 微 透 明#厚 度 为!IK玉 块

对光观察隐约可见其背后物体移动#局部可

见蔗渣状滑石团块#致使透明度降低$

Wc:

!**""

!**!"

!"9&*#""

!*!*"

*&:!<

*&C9"

*&!;!

*&<;+

"**

9"

C*

C

%*-*’;C"

(*-*’+C"

)*-*’:!9

"-+"."C/

浅色#半透明#厚度为!IK玉块对光观察时#

清 晰 可 见 背 后 物 体 移 动#由 纯 叶 蛇 纹 石 组

成$

!!测试单位%中南工业大学测试中心$

图!!岫玉红外光谱图

UAN&!!51J)8IB@H$PfA(SHMLHG8

与滑石 或 毛 发 状 透 闪 石 相 间 平 行 排 列!图"F
;"$根据镜下特征#初步认为叶蛇纹石可能 是

交代滑石&透闪石的产物$透闪石有两个世代#
第一世代是粗粒结晶的透闪石#具有明显的 角

闪石式解理夹角及菱形切面’第二世代为毛 发

状透闪石#与叶蛇纹石相间排列$根 据 镜 下 观

察#其生成顺序为粗粒状透闪石#毛发状透闪

石#滑石#叶蛇纹石$玉石的结构为典型的磷

片变晶结构$

!&"!岫岩玉的化学成分

按岫玉不同品质分别做化学分析和等离子

光谱分析#其结果如下!表C"$

!!从 表C可 见#多 数 样 品 玉 石 的 6N2含 量

稍高于蛇纹石的理论数值#平均高出"‘!!‘#
少量可高出C‘l#但-H2’*&;‘#这 可 能 与

样品中含菱镁矿&白云石等矿物有 关$岫 玉 中

6M2!’*&*;‘"&-@!’<*a"*c9"含 量 甚 微$
对 岫 玉 的 颜 色 和 透 明 度 起 主 导 作 用 的 是

U8!2C&U82的 含 量 及U8!2C(U82值$岫 玉 的

.U82含量为"‘l#U8!2C(U82值在*&!;!!之间变化#不同样品的U8!2C(U82值有明显

差异#这种差异与玉石的性质有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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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不同品质岫玉中的叶蛇纹石红外光谱特征

E6:+."!XS4D.;,-686,6/063,2G/-2,.23I2*=63768./0L6-2/*4C*6+2,2.4

样品
!2Q"振动吸收

带!IKc""

’Ac2伸缩振动

带!IKc""

6Nc2振动#2Q平动#’Ac2弯曲振动

吸收带!IKc""
样品特征

Wc" C9:<!强带"
++*!强带"

"*:9!次强带"
9!*#;9*!锐带"#<;* 同表"

Wc! C9:<!强带"
++*!强带"

"*:9!次强带"
9!!#;9*#<;* 同表"

Wc: C9:<
+>+!强带"

"*:;!次强带"
9"+!强"#;9C!次强"#<;*!强" 同表"

Wc; C9:;!强"
+>>!强"

"*:;!次强"
9!"!强"#;9*!次强"#<;*!强"

含 少 量 定 向 排 列 棉

绺

Wc"* C9:<!强"
++"!强"

"*:;!次强"
9!"!强"#;9!+!次强"#<;*!强"

微透明#含 许 多 定 向

排列蔗渣状透闪石

!!测试单位$中南工业大学测试中心%

表#!不同品质岫玉的化学组成分析结果

E6:+.#!)1.B2;6+;/BD/3.3,4/0I2*=63768./0L6-2/*4C*6+2,2.4

样品
化学分析!VE&‘"

6N2 U8!2C U82 U8!2C&U82

等离子光谱分析

-H2!‘" 6M2!‘" -@!"*c9"

Wc"

Wc!

WcC

Wc;

Wc:

Wc"*

Wc""

Wc"C

Wc"<%

<;&+;

<9&!*

<<&99

<<&99

<<&*<

<<&";

<<&+!

<:&!C

C>&;*

*&<:

*&;<

*&C;

*&CC

*&*<

*&;!

*&!>

*&<9

"&+"

*&C*

*&;!

*&">

*&!<

*&"9

*&+*

*&*<

*&!>

!&*!

"&;9

"&*<

*&+*

"&C*

*&!;

*&;:

:

"&9

*&+;

*&C<!

*&*<<

*&"+*

*&*:<

*&*++

*&*<

*&<<<

*&!!9

*&*;*

*&**>

*&*!+

*&*!*

*&*<C

*&**+

*&*<9

*&*":

*&*C"

*&*"9

C<

C"&+C

C+&<"

C*&;+

CC&:!

!+&;:

C*&>9

C!&;<

!:&++

!!化学分析由桂林工学院测试中心测试’等离子光谱由中南工业大学测试中心测试(%样品的矿物成分为斜绿泥石%

"!岫玉的物理性质

"&!!岫玉的颜色

岫玉的矿物成分 主 要 为 叶 蛇 纹 石’有 时 有 少 量 滑 石#透 闪 石#菱 镁 矿#绿 泥 石!王 实’

"+++"#磁黄铁矿#黄铁 矿 等 杂 质’颜 色 主 要 有 深 绿 色#绿 色#油 青 色#浅 绿 色#淡 绿 色#浅 黄

色#棕色#红棕色#古铜色#无色#瓷白色以及相应的各种过渡色%
绿色#油青色是由 成 分 中 的U82所 致’U82含 量 越 高’绿 色 越 浓%红 色#棕 色 主 要 由

U8!2C 所致’U8!2C 含量越高’颜色越红棕’反之’则浅%沿裂隙或不同矿物成分分界处向两

侧颜色浓度变淡’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颜色向两侧渗透的结果’是氧化或风化作用造成的’
或者是含U8Ch 溶液沿裂隙充填扩散所致%总之’红色#红棕色是岫玉形成后在氧化环境下

造成的’属后生成因’这种颜色的岫玉常称为花玉%
斑点状古铜色岫玉是由于玉石中分布有浸染状#网状#斑点状的磁黄铁矿所致’抛光后

:C"增刊!!!!!!!!!!!!张良钜$辽宁岫岩玉的特征及其质量研究

 
 

 
 

 
 

 
 

 
 

 
 

 
 

 
 

 
 

 

 
 

 
 

 

 

  
 

 

 



玉石中的磁黄铁矿呈古铜色闪烁!非常漂亮!未抛光部位或抛光面以下的磁黄铁矿由于不

透光而呈黑色"
星点状金黄色岫玉是由黄铁矿所致"黄铁矿在玉石中呈浸染状分布!抛光面上呈淡的

金黄色!以与磁黄铁矿相区别"不过!在玉石标本上多数黄铁矿被氧化成褐铁矿!它们常围

绕黄铁矿颗粒向四周扩散!而显现出团块状#斑块状!对玉石的颜色质量影响极大"局部黄

铁矿风化后流失而留下许多麻点状空洞!也影响了玉石的质量"
灰白色岫玉是由于含蔗渣状透闪石或滑石所致!它们往往呈大致平行排列或有一定方

向夹于玉石中!也有的呈斑杂状#团块状#棉絮状分布在玉石中!在透射光下呈混浊不清的

棉絮状灰白色或蔗渣状白色!从而大大降低了玉石的颜色质量"
瓷白色的岫玉是碳酸盐矿物所致!是残留在玉石中未变质的矿物"含量越多!瓷 白 色

越明显!瓷状断口也越明显"

"&"!岫玉的透明度!水头"
岫玉的水头与矿物 种 类 及 纯 度 有 关!同 时 也 与 玉 石 中 .U82含 量 及 结 构#构 造 有 关"

由纯叶蛇纹石组成的玉石水头好"玉石中含其他杂质时!水头明显减弱!特别是当玉石中

含滑石#透闪石#磁黄铁矿#黄铁矿等杂质富集呈团块状#不规则状!其透明度明显减弱!甚

至不透明!即玉石中上述杂质越多!透明度越差"玉石中全铁含量越高!玉石水头越差$反

之!则 水 头 越 好!即 随 铁 含 量 增 加 而 透 明 度 降 低!颜 色 相 应 变 深"这 主 要 是 由 于 铁 离 子

%U8!h#U8Ch&是过渡型金属离子!当受到光照后!离子中的电子就要吸收可见光的能量作为

电子跃迁的能量!显然当玉石中铁离子含量越多!对光的吸收也就越多!从玉石中透出的光

就越少!玉石的透光性也就越差!相应玉石水头越差"浅色#无色的玉石 %指几乎由纯叶蛇

纹石构成的玉石 &!由于.U82含量低!其水头 %透明度 &要比绿色#红棕色#油青色#暗绿

色玉石的水头相应要好些"
玉石的水头还与玉石 的 结 构 粗 细 有 关!结 晶 越 细 小!光 洁 度 越 好!越 细 腻!水 头 越 好"

反之!水头越差"当肉眼能辩认颗粒界线时!玉石变得几乎不透明"同一玉石的不同部位

透射率见表<"从表<可见!浅色#无色#光滑细腻透光性好的玉石!且.U82.*&;‘l或

’*&;‘时!对各波长的透 光 率 大 致 相 同!即 大 致 均 匀 吸 收!水 头%透 光 性&最 好!透 射 率 最

高!其黄绿色光波透射率稍大于蓝紫色!因此!玉石稍稍带淡的绿色".U82含量&"‘ 时!
玉石呈现出淡绿色#浅绿色#红棕色!其透光性低于浅色#无色玉石"

!!同一块玉石中!灰白色包裹体阴影处的透光率远低于其周围无包裹体的部位!即玉石

中的棉绺 #包裹体#杂质等对玉石的透光性影响极大"玉石中出现糖粒状白色包裹体 %为

残留的碳酸盐矿物 &!其透光性也明显降低甚至根本不透明"

"&#!玉石的其他性质

用日本和英国转盘式折射仪测得岫玉的折射率为"&;;!"&;9"用静水称重法测定岫

玉密度为!&;+!!&9!N’IKC!多数为!&9*N’IKC!若玉石中含磁黄铁矿或黄铁矿时!其密度

相应增加"

!!岫玉的显微硬度多在;;*!9**ON’KK!%表;&!即相当于摩氏硬度;&;!;&9"其硬度

与玉石中矿物成分及结构#构造有关"岫玉的抗压强度通常为";!C*ON’KK!%表;&!但多

数为!!!!;ON’KK!"纯叶蛇纹石所形成的毡状结构的岫玉!抗压强度相对较大"当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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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岫玉透射率表

E6:+.$!E-634B2442/3-6,2/4/0I2*=63768.

样品 测点序号
透射率!‘"

9;*KK ;+*KK ;;*KK <:*KK
样品特征 .U82

Wc"
"

!

!&>

!&!

"&>

"&*

!&;

C&*

C&!

C&*

均匀透明浅绿色

裂隙处
*&::

Wc!
"

!

*&>

*&<

!&>

!&C

!&9

!&<

C&<

C&*

灰白包裹体

均匀的淡绿色
"&*9

WcC

"

!

C

<

!&:

C&*

*&>

"&!

"&+

"&<

"&!

"&;

C&<

C&*

*&9

"&*

C&9

C&C

"&*

"&C

透明淡淡的绿色

裂隙处

灰白色包裹体

淡绿色

*&;C

Wc;
"

!

!&!

!&<

"&*

*&>

!&9

!&<

C&;

C&C

偏黄色半透明

灰白色包裹体
*&;:

Wc9
"

!

<&<

!&<

<&9

!&>

<&*

!&9

C&>

C&9

浅色均匀透明

灰白色包裹体

Wc:

"

!

C

:&;

<&9

C&!

:&<

<&:

C&;

<&9

C&!

!&9

C&+

C&:

C&<

浅色均匀透明

裂隙处

灰白色包裹体

*&!

Wc>
"

!

"&C

"&*

!&"

!&*

*&+

*&>

"&C

"&"

半透明奶白色

灰白色包裹体

Wc"*

"

!

C

!&;

!&C

*&<

!&;

!&C

!&*

!&*

"&>

"&9

!&:

!&9

!&<

灰绿色半透明

灰白色纤维状

包裹体

"&<!

Wc"" " "&C *&> *&> "&! 磁铁矿包体 *&C!

Wc"9
"

!

"&;

*&>

"&;

"&*

*&+

*&9

"&C

*&+

微透明瓷白色

微透明浅色

Wc"C

"

!

C

!&*

!&!

"&;

!&<

!&;

!&!

!&!

!&*

"&+

C&*

C&;

!&>

不透明瓷白色

偏黄色半透明

红棕色半透明

*&<:

!!测试单位#中南工业大学测试中心$

表@!岫玉的抗压!抗拉强度和硬度表

E6:+.@!E1.,.342+.4,-.3G,1";/BD-.442L.4,-.3G,163816-83.44/0I2*=63768.

样品
抗压强度

!ON%KK!"

抗拉强度

!ON%KK!"

显微硬度%

7Q#"**!ON%KK!"

摩氏硬度

!Q"

Wc"

Wc!

Wc;

Wc:

Wc"*

Wc"C

Wc":

!+&>:

"9&9+

CC&"+

"<&;"

!C&C

!&C

"&C!

"&9+

"&:"

"&:!

!&!"

;>;

;:!

9!:

<:>

;+!

;&9

;&9

;&:

;&!

;&9

!!测试单位#桂林工学院土木系&% 由中南工业大学测试中心测试$

+C"增刊!!!!!!!!!!!!张良钜#辽宁岫岩玉的特征及其质量研究

 
 

 
 

 
 

 
 

 
 

 
 

 
 

 
 

 
 

 

 
 

 
 

 

 

  
 

 

 



中残留有较多碳酸盐矿物或滑石时!其硬度和抗压强度要低些"岫玉的抗拉强度极低#表

;$!变化范围为"&C!!&CON%KK!!多数低于!ON%KK!!其主要原因岫玉是由叶蛇纹石组

成"

!!综上所述!岫玉的硬度中等#;&;!;&9$!抗压强度!!!!;ON%KK!!因此其光洁度&抛

光性相对较好#相对其他产地的蛇纹石玉而言$!由于抗拉强度低!故韧性差!并影响玉石的

可雕性"

C!岫玉质量的研究

#&!!岫玉的颜色

颜色是评价岫玉质量最关键的因素"前人对岫玉颜色及成因的研究#曹俊臣等!"++<’
邱兆明!"++!$指出!岫玉的颜色是由叶蛇纹石晶格中的镁氧八面体晶位中的U8!h&U8Ch 以

及它们的含量所致!并 认 为 岫 玉 的 绿 色 取 决 于 蛇 纹 石 结 构 中 的U8!h!而 黄 色 与U8Ch 有 关

#曹俊臣!"++<$"笔者认为岫玉中的 .U82含量 及U8!2C%U82既 包 括 叶 蛇 纹 石 晶 格 中 的

U8!h&U8Ch!而且还包括岫玉中含铁矿物的包裹体!如磁铁矿&磁黄铁矿&黄铁矿&褐铁矿及

次生风化所产生的铁与外来含铁溶液"据成分分析!玉石中.U82k*&C‘l时!玉石为浅

色&无色’.U82k*&;‘!*&>‘时!玉石为极淡的绿色或偏黄色’若.U82&"&*‘时!玉石

表现为明显 的 绿 色 或 棕 色!.U82含 量 越 高!颜 色 越 深"玉 石 的 具 体 颜 色 种 类 和 浓 度 由

U8!2C%U82值决定(U8!2C%U82*"时!玉石为深绿&绿&浅绿!且U82含量越高!绿色越浓’

U8!2C."时!岫 玉 显 淡 绿 色’U8!2C%U82(("时!岫 玉 呈 现 红&红 棕 色!且U8!2C 含 量 越

高!颜色越红’U8!2C%U82("时!岫 玉 则 表 现 为 黄 绿 的 过 渡 色 或 绿 色 中 泛 黄"绿 色&黄 绿

色&浅色&无色等是岫玉中最常见的颜色!可能是在岫玉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棕色&红棕色&
褐棕色大多在岫玉中呈条带状&细脉状&网脉状!多受岫玉中的裂隙所控制!可能是次生色 "
评价岫玉颜色的质量依次为(深绿&绿&油青&浅绿&淡绿&棕红&黄绿&浅色&无色"岫玉颜色

质量初步可分为五级(
一级色(深绿&绿&油青色!.U82("‘!且U82((U8!2C"颜色越深&越均匀!质量越

好!如果这种颜色的岫玉中不含或几乎不含蔗渣状滑石&透闪石白色团块棉绺!则为上等色

的岫玉"
二级色(浅绿色!.U82’"‘"如果颜色均匀!水头较好!玉石质量也好"
三级色(棕 红 色!.U82("‘!且U8!2C((U82"这 种 颜 色 多 沿 裂 隙 呈 条 带 状&细 脉

状&网状分布"如果分布形态好!岫玉的质量也不差"前人所述的)花玉*!由于红棕色的形

态分布较好!一些年 纪 较 大 的 人 较 喜 欢 这 种 红 色 的 玉!称 之 为)血 玉*!认 为 是)老 玉*&)古

玉*而受到青睐"当岫玉中因黄铁矿&磁黄铁矿氧化而出现黄褐色&棕色!并围绕这些矿物

向四周围浸染扩散而分布不均!颜色不清亮而发闷!会大大降低玉石的颜色质量"
四级色(黄绿色!U8!2C 含量稍大于U82"这种颜色因混浊而发闷!其质量远不如上述

几种颜色的岫玉"
级外色(浅色&无色&瓷白色&干白色等!.U82’*&;‘l"
岫玉以上颜色的分级仅从 .U82及U8!2C&U82含量考虑!显然并不能代表玉石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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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质量评价!要正确评价岫玉的质量"还必须结合岫玉的透明度#水头$!事实上"相似颜

色的岫玉"由于水头的差异"其质量相应也有些差异!

#&"!岫玉的透明度 !水头"
岫玉的水头质量是指!KK厚的玉石迎光观察时"背面物体移动时的清晰度"可划分透

明至半透明%半透明至微透明%微透明至不透明!
#"$透明至半透明&自然光下"迎光肉眼观察清晰可见背后物体移动情况!这些岫玉多

为浅色%无色".U82含量低#**&;‘l$"几乎由纯叶蛇蚊石组成"有时可含极少量滑石%透
闪石杂质包裹体"玉石质地细腻%光洁度好!

#!$半透明至微透明&自然光下"迎光肉眼观察玉石背面物体隐约可见!颜色随.U82
含量及U8!2C’U82值而变化"一般.U82含量越高"颜色越浓"则透光性越差!玉石中的杂

质 #滑石%透闪石%黄铁矿%磁黄铁矿 $含量越多"其透光性也相应减弱!光洁度视杂质包

裹体的粗细%分布方式和含量而定!
#C$微透明至不透明&在自然光下"迎光肉眼观察见不到背面物体移动情况"只有光感

透过!这些岫玉多为瓷白色%干白色!透光性差主要是由于玉石中含较多碳酸盐矿物或变

质程度浅所致"是质量最差的玉石!
综上所述"评价岫玉 质 量 时"首 先 考 虑 其 颜 色"同 时 结 合 玉 石 的 水 头 质 量 进 行 综 合 评

价!质量较好的岫玉"应 该 是 颜 色 好"如 深 绿%绿%油 青 等 色"水 头 也 好"如 透 明 至 半 透 明!
在颜色质量十分相近的情况下"水头越好"则玉石的质量也越好!

<!结论

#"$根据镜下特征"初步认为叶蛇纹石是交代滑石%透闪石的最终产物"透闪石有两个

世代!矿物生成顺序为&粗粒透闪石#毛发状透闪石#滑石#叶蛇纹石!
#!$透射电镜研究表明"岫玉中的叶蛇蚊石的波状结构是叶片沿%轴方向波状起伏所

致!
#C$根据岫玉中U8Ch’U8!h 值"岫玉中的深绿%油青%浅绿%黄绿色是原生色!岫玉中的

(花玉 )品种的颜色 #红棕%棕色$是次生色"是岫玉形成后在氧化环境下含U8Ch 溶液或岫

玉中的U8!h 氧化成U8Ch 沿玉石裂隙渗透扩散所致!岫玉中的黄褐色%杂斑色%团块色是岫

玉中浸染状黄铁矿或磁黄铁矿风化所致"其特征是颜色围绕金属硫化物颗粒向四周浸染扩

散!
#<$岫玉的透明度与颜色呈反消长关系"即透明度好的岫玉一般为浅色%无色"随颜色

变深"浓度增加"其透明度相应减弱!颜色越深%浓度越大"其.U82含量 越 高!一 般 情 况

下"岫玉中.U82’*&;‘时"为浅色%无色*.U82&"‘时"则呈现出深绿%油青%浅绿%淡绿%
黄绿%红棕色*当U82((U8!2C 时"岫玉则呈深绿%油青%浅绿色*U82.U8!2C 时岫玉呈现

出黄绿色或淡绿色*U8!2C((U82时"岫玉则为红棕或棕褐色!
#;$岫玉随棉绺含量增多"透光性减弱!滑石%透闪石是影响颜色和透光性最主要的杂

质包裹体!透光性较差的岫玉中常见这两种矿物集合体呈团块状%带状%不规则状"并且颜

色类似蔗渣状的灰白色"大大降低了玉石颜色的质量和透光性!质量好的岫玉则极少含这

"<"增刊!!!!!!!!!!!!张良钜&辽宁岫岩玉的特征及其质量研究

 
 

 
 

 
 

 
 

 
 

 
 

 
 

 
 

 
 

 

 
 

 
 

 

 

  
 

 

 



两种矿物 !滑石"透闪石 #杂质包裹体$岫玉中的磁黄铁矿"黄铁矿也是影响岫玉颜色和

透光性的杂质包裹体%由于磁黄铁矿"黄铁矿在岫玉中只局部范围可见%它们对玉石质量的

影响远不及滑石"透闪石杂质包裹体对玉石质量的影响%因为透闪石"滑石在岫玉中分布极

为普遍且较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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