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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鉴定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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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宝石鉴定中心，北京 $##:>$）

摘 要：田黄素有“石帝”的美称。经过近千年的开采，资源已经枯竭。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冒充的假田黄，所以鉴识

真假田黄显得越来越重要。以往鉴识田黄主要凭肉眼鉴定，从田黄的形状、石皮、“红格”、“萝卜纹”、质地几个方面观

察。由于现代科学仪器检测的介入，应用了红外光谱仪、偏光显微镜、?射线衍射、扫描电镜等，对田黄的鉴定特征提

出了一些新的认识。红外光谱和?射线衍射等分析表明，田黄的矿物成分是以迪开石、珍珠石为主；田黄的皮与核

的矿物成分基本一致。用传统的方法和现代仪器检测法相结合鉴定田黄，其结果才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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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是我国独有的名贵图章石。自清代以来，

素有“石帝”、“石中之王”等美称，有“黄金易得，田黄

难求”之说。!##%年$$月，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

会上，一件由康熙名家杨玉璇雕刻的田黄瑞狮镇纸

（见图$），重!##克，以A"A!万港币成交，创造了田

黄石拍卖的最高纪录。一块重B!>9克、被荣宝斋命

名为“田黄王”（见图!）的田黄石，是我们所知现存于

世的最大田黄石，随形，$":9年由荣宝斋以巨资从产

地福州市寿山乡收购而来。

田黄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地球上，只有福州市

晋安区寿山乡寿山村坑头溪源头至结门潭约:SN
沿溪两岸水田内及坡积层中才出产田黄。这片狭长

的地区根据不同的位置又可细划分为B段：上坂、中

坂、下坂和碓下坂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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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埋藏在溪田和坡积层中，田黄色泽又普遍

泛黄，故称“田黄石”，简称田黄。它与其他寿山石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田黄就是寿山溪附近的坑头、高

山、都城坑等原石滚落到溪中，经过长期埋藏才形成

的，所以田黄与原石在矿物成分、结构等方面都有许

多共同特点。另外，田黄与其他掘性石同属次生矿

石，石皮、石纹等许多外观特征都有相似之处。

经过近千年的开采，田黄石资源已经枯竭。现

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冒充的假田黄，除了叶蜡石、绿

泥石、滑石、伊利石、高岭石之外，还有用与田黄石性

质相似的寿山石制作假田黄，如：掘性高山石、掘性

都城坑石、鹿目格石、水坑黄冻、荔枝冻、善伯洞石

等。鉴于田黄收藏早已蔚然成风，田黄石的鉴定问

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下面探讨几个田黄的鉴定问题。

! 传统经验鉴识田黄石的方法

田黄在清朝备受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激赏，

被雕成宝玺，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寿山石专著《观石

录》（高兆著）、《后观石录》（毛奇龄著）都发表在这个

时期，但那时”田黄石”的鉴定标准是什么，文献还没

有记载。到了民国时期，出了"本研究寿山石的专

著：龚纶的《寿山石谱》（!#""年出版）、张俊勋的《寿

山石考》（!#"$年出版）和陈子奋的《寿山印石小志》

（!#"#年出版），才有所谓“无皮不成田”、“无纹不成

田”、“无格不成田”的鉴定田黄的标准。!#%&年石巢

先生的《印石辨》，对田黄石的鉴定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强调只有上好的田黄石才能兼具石之“六德”，即

细、结、温、润、凝、腻，并提出田黄石“萝卜纹”有’种

表现形式，为田黄石提供了进一步鉴定的参考标准。

“六德”标准至今还是鉴定田黄的主要依据。细：就

是矿物颗粒很细（晶体大小约为&!(")），质地细

腻；结：就是指矿物颗粒结合紧密，晶体排列有序度

好，故光泽好，手摸有滑感；温：是指如玉之温，蕴涵

宝气；润：是指石质滋润，在手心里握一会，手有出汗

的感觉；凝：就是凝结成半透明的冻状；腻：是指黏，

用手稍微摩挲一会，就像油搌布沾手一样，从里往外

冒油。

除此之外前人已总结出了田黄独具的六大鉴定

外观特征，可以从石形、石质、石色、石皮、萝卜纹、红

筋等’个方面来鉴定。传统的方法就是凭经验和感

觉，靠肉眼指掌的直观感觉来认识田黄的这些外观

鉴别特征。

!*! 田黄的形状、石质

田黄的形成是由于高山、都城坑等处山石受到

风化作用和剥蚀作用的破坏，被风、流水、重力等移

动，特别是被地表径流、溪流、河流从山坡上搬运到

山坡下，随着搬运能力的减弱沉积在坡积和水田里，

历经了数百万年之久，埋藏沉积成矿的。在特殊的

环境和特殊条件下，田黄石逐渐地改变了它原来的

形态、色彩和质地，出现独具的外观特征。它的外观

形状与寻常河床所见的鹅卵石几乎无异，在搬运过

程中总是经过不同程度的磨圆，所以一般田黄多呈

卵石状，光嫩圆滑，没有明显的棱角（见图&、图"、图

$、图(、图&%、图&#）。这是由于矿块在迁移滚动过

程中，受到溪水不断冲刷研磨的结果。石质上，田黄

石的质地温润可爱，为微透明或半透明体，手摸质地

细腻，温润。

!*" 田黄石的颜色

田黄石的颜色主要有黄色、白色、红色和黑色。

不同产地的田黄，具有不同的特征。上坂近坑头，所

产田黄质透而色淡，仿佛黄水晶。中坂则质嫩而色

浓，可谓田黄之标准。下坂地接连江在都城坑下，质

凝腻多为桐油色，出于堆下坂的田黄亦多为桐油色。

在田黄石中，“橘皮红”、“田黄冻”（见图&、图"）、“金

裹银”、“银裹金”等为精品。经过近千年的开采，资

源已经枯竭。

按颜色特征，田黄分类如图!。

!#$ 田黄的“皮”

很多田黄都有石皮，薄厚不一，或厚或薄，或全

裹，或稀疏挂皮；颜色各异，有白、黄、黑等色；有一层

的（图"、图$、图+、图%、图!!），有两层的（图(），还

有罕见的三层皮。石皮的形成跟土壤环境、水、化学

作用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在黄土层之中出产的田

黄往往挂黄皮（图"、图$、图+），在白沙层挖出的田黄

多生白皮（图!!），而从黑土层中挖出的田黄多挂黑

皮，黑皮（也称乌鸦皮）（图(、图&$）。已经形成皮的田

黄再次经洪水搬运冲击搬运到其他地方沉积，外表经

溪水长期浸染，又会形成新的皮，从而形成二层皮，甚

至三层皮。如图(所示的二层皮在黄皮外又挂了一

层黑皮。肉眼观察田黄的石皮上常常可见细小的凹

坑，田黄的皮和田黄的核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是

一种自然的过渡，石皮的颜色分布不是很均匀。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田黄分类

"#$%! &’())#*#+(,#-.-*/#(.01(.$2,-.3

!%" 田黄的“萝卜纹”

田黄基本上都隐含有“萝卜纹”这种特别的纹

理，或多或少，排列有序，或若新切的萝卜或如鲜剖的

桔囊。前人石巢先生著作《印石辨》最具权威性，被

人们视为鉴定田黄的标准，它总结“萝卜纹”主要有

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似新拨开萝卜皮内层里的纹

理，长眼网状结构，也像鲜剖的桔囊，白田这种结构

最明显（图!!）。"肉眼看似新切萝卜皮内心那中一

条一条的纹理，本人用显微镜观察，认为每一条纹理

有时是不连续的间断絮状纹理（图45）。#如糯米半

溶化状纹（图!6）。$网状纹，网眼有大有小，疏密不

均，有时排列成蜂窝状（图!7、图45）。%似水流状

矿脉，水流呈冻状（图!8）。另外“萝卜纹”还有波浪

状（图!9）和云朵状（图49）的，总之，各种各样，千奇

百态。

!%# 田黄的“红格”

俗称“无格不成田”，大部分田黄或多或少都有

裂格（图8、!8、4:、9!），这是田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但也有无格裂的，非常稀少。由于原石中存在着一

些格裂，或者在长期的搬运沉积过程中产生了格裂，

后来埋藏在水田里，随着溪水浸泡，外界环境的变

化。一些含"39;离子的物质沿着裂隙进入田黄内，

呈现出与肌理不同的褐黄或赭黄色。这种格比山上

采掘的掘性石的红格，色略沉稳，感觉温润，不干裂。

黑皮田和白皮田，还时常见到其皮随格侵入。图4:
是图46这块田黄底部的图片，肉眼看红格是一条红

线，放大观察沿红格分布的很像一条水流纹，质地比

周围的成分透明度好，红格的颜色是不均匀分布的，

红格的中心部位颜色比两边的浅些，明显泛黄，红格

中有一条黄线，可能是早期的一些含"39;离子的物

质沿着裂隙进入田黄内形成了红格，后期一些不含

"39;离子的物质沿着裂隙又进入田黄内造成的。图

9!是图95这块田黄底部的图片，肉眼看红格十分明

显，这是本人把最外层的石皮刮掉了一层，才看到有

<=增刊 于海侠等：田黄鉴定问题的探讨

 
 

 
 

 
 

 
 

 
 

 
 

 
 

 
 

 
 

 

 

 

 

 

 

 

  

 
 

 



 
 

 
 

 
 

 
 

 
 

 
 

 
 

 
 

 
 

 

 

 

 

 

 

 

  

 
 

 



 
 

 
 

 
 

 
 

 
 

 
 

 
 

 
 

 
 

 

 

 

 

 

 

 

  

 
 

 



 
 

 
 

 
 

 
 

 
 

 
 

 
 

 
 

 
 

 

 

 

 

 

 

 

  

 
 

 



 
 

 
 

 
 

 
 

 
 

 
 

 
 

 
 

 
 

 

 

 

 

 

 

 

  

 
 

 



 
 

 
 

 
 

 
 

 
 

 
 

 
 

 
 

 
 

 

 

 

 

 

 

 

  

 
 

 



无色格和有色格并存在一个平面上，而且红色呈侵

染状分布，色调深浅不一。而人工做假的颜色分布

非常均一，无色格和有色格不在一个平面上。

! 利用现代科学仪器鉴识田黄成分的

方法

!"" 红外光谱鉴定法

红外光谱分析法的优点是所需样品量少，测定

速度快。笔者采用北京北大宝石鉴定中心实验室德

国#$%&’$公司(’)*+$!,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对送检的近百件田黄样品进行了红外吸收光谱

测定，测试条件：&#-压片法，透射法，率为./012，

扫描范围为344!3444/012，扫描次数为5!。样品

重量46.!26407，&#-：!4407。测试后，得到的红

外光谱图见图53!图35。根据红外光谱测试和物

相分析结果，认为除少部分田黄的矿物成分是珍珠石

图53 珍珠陶石的红外吸收光谱图

897"53 8(:$;<=/>-?@AB?/-9>=

图5C 有序迪开石红外光谱图

897"5C 8(:$;<=/>-?@A@-D=-9B7D9/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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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外，多数田黄的矿物成分是迪开石。图!#是

有序迪开石的红外光谱图，图!$是无序迪开石的红

外光谱图。

我们知道高岭石族矿物的红外光谱特征及其相

似，在高频区!%&&!!$’&()*+有!个尖锐的外羟、

羟吸收带，为,-—./的伸缩振动，其中!%&&()*+

附近为外羟，在!$#!()*+处还有一个弱吸收带，为

外羟，!$’&()*+处为内羟 ，在+’&&!+&&()*+处

还有两个弱吸收带；在0#&!0&&()*+处还有+个中

等强度的弱吸收带；在1&&!$&&()*+处还有一个弱

吸收带，在$&&!"&&()*+处还有!个弱吸收带。从

有序迪开石的红外光谱图（图!#）可以看出，其中外羟

!%&&()*+处的吸收带的峰值比在!$#!()*+处和内

羟!$’&()*+处的吸收带的峰值要短一些，!处的峰

图!$ 无序迪开石红外光谱图

2345!$ 26789:;(<=>?@A39?=A;=A3(B3<;

图!% 高岭石的红外吸收光谱

2345!% 26789:;(<=>?@B>?-3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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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依次增长。而从无序迪开石的红外光谱图（图!"）

可以看出，外羟!#$$%&’(处吸收带的峰值介于

!")!%&’(处和内羟!"*$%&’(处之间。其余吸收

带峰值差不多。从高岭石的红外光谱图（图!#）可以

看出，外羟!#$$%&’(处吸收带的峰值比!")!%&’(

处和内羟!"*$%&’(处的峰值都长，其余吸收带峰

值差不多。

田黄皮与肌理性质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又有密

切的联系。根据武新逢送田黄样品+,-*测试皮和

肌理所做的红外光谱（图!.）可以看出，+,-*田黄样

品的皮及核的红外光谱特征无差别，矿物成分完全

相 同，均为迪开石。田黄由于长期埋藏在溪田里，埋

图!. 田黄皮与核的红外光谱图

/012!. /,34567%89:;<=;>?:@>A7:8B790@15C0@

图!D 滑石的红外光谱图

/012!D /,34567%89:;<8: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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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作用只是外部形成薄厚不均的、与肌理颜色不一

样的皮色，但从矿物成分来讲田黄色皮与肌理是相

同的，不同之处是金属离子含量的不同。

从上面的红外光谱图可以看出，与田黄易混淆

的叶蜡石（图!"）、高岭石（图#$）、绿泥石（图!%）、滑

石（图#&）、伊利石（图!’）、蛇纹石（图!#）的红外光

谱图是完全不同的。用红外光谱图法识别田黄成分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 $射线多晶衍射法

为了进一步了解田黄石的矿物组成，北京大学

宝石鉴定中心对几十块较标准的田黄样品进行了(
射 线衍射实验（样品用样相对较多），测试了这些较

图!" 叶蜡石的红外光谱图

)*+,!" )-./01234567819571:9;;*42

图!% 绿泥石的红外光谱图

)*+,!% )-./0123456783:;75*42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伊利石的红外光谱图

#$%&!" #’()*+,-./012$33$.,

图!4 蛇纹石的红外光谱图

#$%&!4 #’()*+,-./012*,/+,5.$5,

标准的田黄矿物成分（实验条件：管压!678，管流

96:;，<=靶，>$滤波片，扫描速度!?／:$5）。测试

结果见图!!。

从图!!可以看出高岭石族矿物的衍射谱线有

明显的区别，其中有两个区域的衍射峰最明显。一

个是@A?!44?间的（6"!）、（@@!）（"!4#）衍射带，

另一个一个是4!?!!6?间的（@4!），（"6!）、（"B

4#）和（664）衍射带。迪开石、珍珠石与高岭石的谱

图相比，迪开石的衍射峰尖锐，清晰；珍珠石的衍射

峰弱、宽。

研究中还发现迪开石的有序度与田黄的质地、

外观特性有密切的联系。随着有序度由高到底变

化，田黄的透明度逐渐减小，由透明 半透明 微透明

不透明，有序度越高田黄的质地也越好。

99增刊 于海侠等：田黄鉴定问题的探讨

 
 

 
 

 
 

 
 

 
 

 
 

 
 

 
 

 
 

 

 

 

 

 

 

 

  

 
 

 



图!! 珍珠石和迪开石的"#$衍射图

%&’(!! ")*+,-./0*1&22*+34&.5-+440*56.27&+589+5’6+:-;06（1&3<&40+515+3*&40）

"射线衍射法可以识别易与田黄混淆的高岭

石、迪开石、珍珠石、叶蜡石。

!(" 激光拉曼鉴定法

对于矿物研究来说，拉曼光谱分析可提供和红

外光谱方法一样的信息，样品用样量少（几毫克），属

无损鉴定，并且谱线比红外谱线更清楚、有效。我们

对寿山石薄片做了大量的拉曼光谱测定，实验条件

为：#=>?@ABC#BDB@EFG=)HIII，功率J:C，狭

缝KJ!:，光点H"K!:。

（H）基底

基底的拉曼光谱值与"射线值和红外光谱值很

吻合。L种主要基底的拉曼特征见表H。对于迪开

石而言，其低频为HLK3:MH、KNN3:MH、L!!3:MH、

!N!3:MH、OJH3:MH、PHQ3:MH，高 频 峰 为LNKK
3:MH、LN!N3:MH、LOIL3:MH；叶蜡石低频区!个峰

清晰峰为HP!RIQ3:MH、KNHRHJ3:MH、OINRO!3:MH、

QHKRH!3:MH，高频区为KNOI3:MH峰，峰形极尖锐。

（K）萝卜纹

利用拉曼光谱对田黄的萝卜纹进行观察，结果

表# 基底的拉曼光谱值 $%&#

’()*+# ,(%(-./+$012.$2/3$4(*5+26.5).01(0+
迪开石 叶蜡石

H K L 平均 H K L 平均

HLL HLK HLK HLK HPJ HPN HPN

KNN KNN KNN KNN KNL KNH KN! KNL

LL! LL! LL! LL! OIN OIN OIN OIN

!NN !N! !NK !N! QHJ QHJ

OJK OJI OJH KNOI KNOI KNOI KNOI

PHP PH! PKL PHQ

LNK! LNKK LNKK LNKK

LN!N LN!P LN!! LN!N

LOIO LNPO LOIO LOIL

注：由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崔文元教授测定。

表明：#白色萝卜纹除了有迪开石外，还含有水铝

石，也就是说，主要由水铝石构成萝卜纹；$黄色萝

卜纹除了有迪开石外，还含有微粒的黄铁矿和赤铁

矿；%棕色萝卜纹除了有迪开石外，还含有大量微粒

的赤铁矿和其他杂质，成分复杂。

QO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KP卷

 
 

 
 

 
 

 
 

 
 

 
 

 
 

 
 

 
 

 

 

 

 

 

 

 

  

 
 

 



!!" 密度测定法

密度取决于化学成分与内部的结构状态，也与

生成环境有重要的联系。田黄的粒度比山坑石小，

结构紧密一些，密度也会稍大一些。通过对我们北

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鉴定的几百件田黄样品密度的

检测，从中测得的数据基本上与林文举先生测得的

结果相符。

从表"中可见，其中密度值在"#$%!"#&$之间

的田黄占绝大多数。密度测定法是一种无损伤鉴定

法，比较适用。

表! 田黄与其相似石的密度 #／$%&

’()*+! ,+-./0123’/(-45(-#(-6/0../%/*(7.02-+.

名称 密度

掘性高山石 "!$!"!$%
中坂质优、色好的田黄 "!$%!"!&$

上坂田、坑头田、白田、色淡田黄 "!$$!"!&$
下坂田、九友田 "#&$!"#’

黑田 "#&!"#&$
硬田、鹿目格石 "!’$以上

掘性连江黄石 "!%$!"!(
溪蛋石 "!$)!"!$$
牛蛋石 约"!%
叶蜡石 "!&$!"!(

滑石 "!$%!"!%)
水白云母 "!$!"!%

绿泥石 "!&%!)!*
高岭石 "!&!"!&)

!!8 高倍显微照相

显微镜下可见田黄的矿物颗粒极细小，比其他

掘性石、山坑石或水坑石的矿物颗粒还细小。在高

倍显微镜下田黄为不规则的紧密堆积的他形片状的

迪开石集合体，除红格和部分石皮含有极少的杂质

外，越往田黄内部质地越纯净，田黄中偶见黑色斑点

和白色“花生糕”，显微照相可以清楚地看见个别的

+,染的不规则黑色斑块，它周围的迪开石已被浸染

成黄褐色，显然在山坑石中见到的黄铁矿晶体，在田

石中一变成了褐铁矿。如图)-在石皮上可见黄铁

矿晶体已看不见晶形，只看见一个亮点，它周围变成

了褐铁矿。“花生糕”实质是质地较差的叶蜡石斑

块。

“乌鸦皮”田黄（图"*），将乌鸦皮放大$-倍（图

"$、图"&），可见黄铁矿（闪光部分）褐铁矿（黑色部

分）；乌鸦皮放大.--倍（图"’），显微照片显示乌鸦

皮主要是由黄铁矿晶体、褐铁矿（暗色部分）和被它

们浸染成的黄褐色迪开石组成，由于+,)/的存在，也

使乌鸦皮往往带有绿色调色原因。显微照片显示部

分黄铁矿已经褐铁矿化。假“乌鸦皮”田黄（图)"）是

用黑色的石粉与胶混合粘上去的，显微镜下可以看

到分布在白色、黑色石粉间形成的流动线构造和各

种形状的气泡，当气泡达到田黄石表皮时，会形成半

圆形空穴（图))）。

图"-显示田黄的网格状“萝卜纹”，图".是它

的“萝卜纹”显微照相放大$-倍，可见“萝卜纹”形态

清楚，生动自然；当显微放大.--倍时（图""），在石

皮表面常常观察到白色的点状物。根据陈涛等能谱

分析白色的点状物含有01、2、34等元素，这些物质

是共生在田黄皮上的还是后期吸附的，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通过大量的观察，田黄的“萝卜纹”在同一块田

黄不同方向上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田黄寿星（图.&），

田黄寿星右肩附近的“萝卜纹”呈网格状（图.$），寿

星后背“萝卜纹”呈糯米状（图.%），然而寿星左肩后

侧的“萝卜纹”呈现的是网格状和糯米状过渡形态

（图.’）。

!!9 扫描电镜

根据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扫描电镜研究：

（.）从扫描电镜下观察可看见，田黄中的迪开

石晶体大小为"!$"5。上等田黄除了萝卜纹没有

任何其他杂质。

（"）从扫描电镜下观察可见田黄冻的超微“萝

卜纹”结构。

（)）从扫描电镜下也可观察到田黄的皮及肌理

的结构是不同的，图*$色皮中的迪开石呈不规则板

状紧密堆积在一起，结构紧密；田黄肌理的迪开石在

扫描电镜下为发育较好的细粒片状，局部可见呈六

边形片状的自形和半自形的晶体。

!!: 电子探针分析

电子探针分析表明（表)）田黄内部的萝卜纹，其

暗色条纹和透明条纹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不同之处，

暗色条纹中含少量的+,，而透明条纹不含+,。

) 结语

总之，以往鉴定田黄主要凭目鉴：从形、皮、格、

纹、质几个方面观察，也就是凭经验和感觉，靠肉眼

指掌的感触来认识。比如，田黄有着独特的纹路的

“萝卜纹”，古人往往作为鉴定田黄的依据，但事实

(’增刊 于海侠等：田黄鉴定问题的探讨

 
 

 
 

 
 

 
 

 
 

 
 

 
 

 
 

 
 

 

 

 

 

 

 

 

  

 
 

 



图!" 田黄皮和肌里的扫描电镜照片

#$%&!" #’()*+,-./01231450647,0.8,/$6%*9$612’$068:06%*0;+<,*
（由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崔文元教授测定）

表! 田黄冻电子探针成分分析 !=／>

"#$%&! ’%&()*+,-.(*+/*+$&#,#%01&1+2".#,34#,55&%

?@A B0@A C0A D%A ’$A@ E$A@ F<@AG D6A #,A

透明条纹H&GI H&H@ H&H@ H&H@ H&HH!"&J@GI&KLH&HH H&HH

暗色条纹H&I" H&H! H&H@ H&H@ H&HH!!&IMGK&IKH&HH H&@!

注：由北京大学舒桂明测定。

上，一些具有“萝卜纹”的石料并不是田黄，单凭右眼

判断是不能确定的，而从矿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采

用N射线、红外光谱等方法测定，发现了田黄主要是

由迪开石、珍珠石组成，现代仪器检测法比较有效。

传统经验法正在发生改变，用传统的方法和现代仪

器检测法相结合鉴定田黄，其结果才更准确。

但是利用现代科学仪器鉴定田黄也存在一些实

际问题，田黄样品贵重难得，N射线、红外光谱、拉曼

光谱等方法测定时，需要取一点样，有较小的破坏

性，而高倍显微照相、扫描电镜、电子探针分析取样

量大，有较大的破坏性。另外有关田黄方面的数据

还不太全面，乌鸦皮、黄皮、白皮上的差异尚未研究

明白。“萝卜纹”是鉴定田黄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微

细，肉眼观察不便，显微镜下观察较准确，但需要磨

片，破坏样品。所以今后我们有必要寻找一些更科

学、更可靠的简便方法来鉴定田黄。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 涛，等&@HHJ&田黄的矿物组成与微形貌特征初步研究［O］&宝石

和宝石学杂志&
陈子奋&寿山印石小志［D］&
方宗王圭&LJJG&田黄石的品级评定与鉴别［O］&中国宝石，（L）&
方宗王圭&LJMJ&中国寿山石［D］&
高 兆（清代）&观石录［D］&
龚 纶&寿山石谱［D］&
林文举&LJJ!&薄意艺术［D］&上海书店出版社&
林文举&@HH"&中国印石三宝 石中之王 田黄［D］&福建美术出版社&
毛奇龄（清代）&后观石录［D］&
彭文世，刘高魁&LJM@&矿物红外光谱图集［D］&北京：科学出版社&
任磊夫&LJMM&田黄石的矿物学研究［O］&岩石矿物学杂志，I（@）：

L"L!L"I&
王敬之&@HHL&鉴识田黄［D］&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K&
闻 辂，梁婉雪，张正刚，等&LJMJ&矿物红外光谱学［D］&重庆大学

出版社&
武新逢，崔文元&LJJJ&寿山石的矿物学研究［O］&岩石矿物学杂志，

LM（@）：LMK!LJ@&
张俊勋&寿山石考［D］&

HM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J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