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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玉”的宝石矿物学特征

李东升，张良钜，曾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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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岩玉”样品有豆荚、佛、观音等款式，微泛 “起荧”的橄榄绿色并有局部 “起皮”现象，

半透明，玻璃光泽，相对密度３３０，折射率１６５２～１６６５、双折射率００１３、二轴正晶，长波紫外光
下发蓝白色荧光。Ｘ射线粉末衍射 （ＸＲＤ）、扫描电镜 （ＳＥＭ）、能量散射谱 （ＥＤＳ）、红外光谱 （ＩＲ）
测试研究表明，“岩玉”样品是由硬玉矿物组成。偏光显微镜下，“岩玉”具典型的似斑状结构，表明

硬玉矿物结晶形成有两个世代：早世代为半自形柱状斑晶，柱长１２～１５ｍｍ、柱宽０３５～０８ｍｍ；
晚世代为他形粒状基质，粒径０２～０５ｍｍ，在硬玉矿物的裂隙或解理缝中充填有蓝色染剂。“岩玉”
的似斑状结构是造成样品局部 “起皮”现象的主要原因。长波紫外光下的蓝白色荧光可能与矿物的裂

隙或解理缝中蓝色染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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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在广东四会翡翠市场出现一种 “起荧”
的微泛橄榄绿色翡翠，透明度好，具明亮玻璃光

泽。对这种翡翠 “起荧”的成因与质量评价则是

各持所见，多数人认为它有别于翡翠，原因有二：

其一，光洁度比 “起荧”的玻璃种、冰种翡翠

弱［１－４］；其二，橄榄绿色 “起荧”与行内 “起荧”

有异［１］。少数人则认为是 “水沫子石”，即由钠长

石组成的玉石或人工产品，也有行内人士肯定地

认为这种 “起荧”的挂件是来自缅甸的天然玉石，

并俗称为 “岩玉”。笔者对其进行岩石薄片镜下观

察、物性测试以及 Ｘ射线粉末衍射（ＸＲＤ）、扫描
电镜（ＳＥＭ）、Ｘ射线能谱分析（ＥＤＳ）与红外光谱
（ＦＴＩＲ）测试，表明 “岩玉”是由具似斑状结构的

硬玉矿物所组成。

１　宝石学特征

样品有豆荚、佛、观音等款式（图１），透明度好，

图１　 “岩玉”样品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Ｙａｎｊａｄｅ”

明亮玻璃光泽，微显橄榄绿色并泛点 “荧光”。静

水称重法测得的相对密度为３３０，佛像背平面用
宝石折射仪测得最低折射率为１６５２、最高折射率
１６６５，双折射率００１３，二轴正晶。光薄片在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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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透射光下，矿物的解理缝、裂隙缝及粒间隙中

分布有明显的蓝色染剂 （图２），染剂在长波紫外
光下发蓝白色荧光［５－６］ （图３）。

图２　裂隙或解理缝中的蓝色染剂
Ｆｉｇ２　Ｂｌｕｅｄｙｅ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ｉｎｃｒａｃｋｓｏｒ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ｓ

图３　长波紫外光下“岩玉”样品的蓝白色荧光
Ｆｉｇ３　Ｂｌｕｅｗｈｉｔ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Ｙａｎｊａｄｅ”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ＵＶｌｉｇｈｔ

２　偏光显微镜下特征

“岩玉”薄片单偏光显微镜下为无色透明，中

正突起，辉石式两组解理及夹角；正交偏光下为

二级中部干涉色，Ｎｇ∧Ｃ＝３５°。玉石具典型似斑
状结构，矿物晶体有２个世代：早世代矿物为斑
晶，呈半自形柱状，柱长 １２～１５ｍｍ、柱宽
０３５～０８ｍｍ；晚世代他形粒状矿物为基质，粒
径０２～０５ｍｍ，基质常常聚合呈团块状嵌布在
早世代柱状斑晶的空隙或间隙中 （图４）。基质与
斑晶无论自形程度、粒度大小都有明显的差异，

基质与斑晶的含量比约为３∶１，即基质矿物的含量
远多于斑晶矿物。

３　硬玉矿物学的测试

在桂林理工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对 “岩玉”

分别进行了Ｘ射线粉末衍射（ＸＲＤ）、能谱（ＥＤＳ）、
扫描电镜（ＳＥＭ）、红外光谱（ＩＲ）等测试，表明
“岩玉”是由硬玉矿物组成。

图４　 “岩玉”样品的似斑状结构 （＋）
Ｆｉｇ４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ｌｉｋ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ｉｎ“Ｙａｎｊａｄｅ”ｓａｍｐｌｅ

３１　Ｘ射线粉末衍射
“岩玉”的 Ｘ射线粉末衍射结果 （图 ５）与

ＰＤＦ／ＪＣＰＤＳ－卡片号：０７１－１５０４标准硬玉物相衍
射数据及图谱非常吻合 （ｄ值及强度：８８２８
（１００）、２９１９（５６）、３１０４（４１）、４２８４（３４）、
２０６８（３３））。最小二乘法计算，其晶胞参数：ａ
＝０９４３ｎｍ，ｂ＝０８５７ｎｍ，ｃ＝０５２２ｎｍ，β＝
１０７３５，单斜晶系。
３２　ＥＤＳ分析

据能量散射谱分析（图６），“岩玉”化学成分
（ｗＢ）为：Ｎａ２Ｏ １５７３％，Ａｌ２Ｏ３ ２３７０％，ＳｉＯ２
５９３４％，与理论值极为接近。

图５　 “岩玉”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５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Ｙａｎｊ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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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岩玉”的ＥＤＳ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ＥＤ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Ｙａｎｊａｄｅ”

３３　红外光谱
样品测试结果表明（图７），红外吸收频率主要

出现在４００～６００ｃｍ－１（４３３、４６８、５８９），６００～８０００
ｃｍ－１（６６４、７４７）和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ｃｍ－１（８５３、９３５、
９８９、１０６２），与标准硬玉红外光谱图相一致，表明
“岩玉”几乎由纯硬玉矿物组成。在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ｃｍ－１内无吸收峰，也表明“岩玉”无充胶处理［１］，

“岩玉”裂隙或解理缝中蓝色染剂可能含量太少，

也未见蓝色染剂吸收峰。

图７　“岩玉”及翡翠的ＩＲ图
Ｆｉｇ７　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Ｙａｎｊａｄｅ”（ａ）ａｎｄｊａｄｅｉｔｅｊａｄｅ（ｂ）

４　结果与讨论

据前人研究资料，翡翠 “起荧”主要与翡翠

的结构、款式、光洁度、颜色等 ４个因素有
关［１－４］，其中最重要的是翡翠的结构，即翡翠矿

物的颗粒越细、粒度越均匀，则翡翠的透明度、

光洁度越好，因此浅色高凸弧面型玻璃种、冰种

翡翠常常可见 “起荧”现象［１］。据统计，浅色透

明玻璃种、冰种翡翠中的硬玉矿物的粒度多为

００６～０１５ｍｍ，平均粒度 ＜０１ｍｍ，这种粒度
意味着用肉眼观察玻璃种、冰种翡翠时难以见到

“翠性”，即翡翠的解理面的闪光［１］；当翡翠中矿

物粒度在０１５～０４０ｍｍ时，呈半透明，可见到
“翠性”；粒度 ＞０５５ｍｍ时，翡翠则不透明，但
“翠性”十分明显，因此矿物粒径在 ００６～０５５
ｍｍ时，浅色弧面状翡翠的抛光面上有可能观察到
“起荧”现象。

本文的 “岩玉”为典型似斑状结构，虽硬玉

斑晶的粒度远大于０５５ｍｍ，但基质硬玉的粒径
＜０５５ｍｍ（０２～０５ｍｍ），且基质含量远多于
斑晶，并成团块状分布于斑晶中，因此 “岩玉”

加工成高凸弧面状时会显弱的 “起荧”现象，染

剂的发光性有可能加强了 “岩玉”的 “起荧”现

象，但这种 “起荧”现象有别于前人研究报道的

浅色高凸弧面状玻璃种、冰种翡翠的 “起荧”现

象，后者 “起荧”为银色月光特征，前者 “起

荧”为微显橄榄绿色的月光，橄榄绿色是由染剂

所致。

“岩玉”的光洁度及质地细腻度也稍弱于玻璃

种、冰种翡翠［１］，在 “岩玉”挂件的不同部位其

光洁度不同，基质部位的光洁度明显好于斑晶部

位，其原因是由于斑晶颗粒较粗，其解理面也大，

当抛光面与斑晶硬玉的解理面基本一致时，则出

现抛光面 “起皮”现象［２，４］，它是由解理面的层层

阶梯状性质决定的。因单矿物晶体中不同单形晶

面的面网密度不同，具解理面的面网，其面网密

度、硬度必定大于非解理面的面网密度与硬度。

硬玉矿物具 ｛１１０｝中等—完全的柱状解理，其他
面网方向不具解理或解理极差。由于 “岩玉”中

的无数硬玉斑晶颗粒是随机取向的，如果某些取

向的颗粒其 ｛１１０｝解理面裸露并与抛光面基本一
致时，则会出现 “起皮”或光洁度稍弱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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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的 ｛１１０｝解理面不裸露在表面并与抛光面成
一定夹角时，则不会出现 “起皮”或光洁度稍弱

现象。基质的颗粒较细且较均一，相对其 “起皮”

现象较弱些，光洁度要好些。因此 “岩玉”的似

斑状结构是造成样品光洁度稍差、“起荧”较弱的

主要原因。“岩玉”微显橄榄绿色并在长波紫外光

下发蓝白色荧光则可能与蓝色染剂有关。

５　结　论

（１）各项测试研究表明， “岩玉”由硬玉矿
物组成。

（２）偏光显微镜下， “岩玉”具典型的似斑
状结构。早世代斑晶硬玉与晚世代基质硬玉其结

晶的自形程度与粒度大小都有明显的差异。

（３）硬玉斑晶颗粒的解理面与抛光面基本一
致时是造成 “岩玉”出现 “起皮”或光洁度稍弱

现象的主要因素。

（４） “岩玉”裂隙或解理缝中蓝色染剂可能
是引起 “岩玉”微显橄榄绿色并在长波紫外光下

发蓝白色荧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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