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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理论借鉴和实践总结，归纳出翡翠的鉴定方法为直接观察法和仪器检测法。前者包括表面形貌

观察、表面色泽观察、表面触感观察、敲击声音观察；后者包括宝石放大镜观测、折射率检测、吸收光谱检测、

密度检测、紫外光检测、查尔斯滤色镜检测、红外光谱检测等。详细介绍了有关方法和作者的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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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素有“玉石之王”的美誉。它是硬玉(jade一

沁，分子式：NaAl[Si：O。])矿物的集合体，故有硬玉

之称谓。市场上的翡翠绝大多数来自于缅甸的翡翠

矿床，极少量来自危地马拉的M粕船nal翡翠矿床。

翡翠中的硬玉矿物含量通常占到90％以上，其它的

矿物则有透辉石、钠长石、钙铁辉石、霓石等。

翡翠原石按成因产状分为山料和仔料；按照透

明度分为新种和老种；按照颜色分为绿色翡翠、红色

翡翠、紫罗兰色翡翠、“福禄寿”翡翠和白色翡翠；翡

翠成品按照是否处理分为A货(天然的)、B货(充

填处理的)、C货(染色处理的)和B+C货。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爱玉、购

玉、戴玉、赏玉、藏玉的人越来越多。高档翡翠的价

格已经可以和钻石、祖母绿媲美，因此，出现了以假

充真，用其它中低档玉石甚至玻璃品冒充翡翠；以次

充好，用经过染色充填处理的翡翠冒充天然翡翠。

判断翡翠的品质成为众所关心的问题，根据笔者多

年的实践，借鉴前人的智慧，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一

些行之有效的翡翠鉴定方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直

接观察和仪器检测两种主要手段。

1直接观察

优点是直观、快捷、方便，缺点是难以掌握，需要

多年的经验积累。可以分为几种：

1．1表面形貌观察

翡翠为细一粗粒结构，其内部粒状、片状或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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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斑晶解理造成星点状闪光，即通常所说的“翠

性”(俗称苍蝇翅)。这是翡翠与其它相似玉石区别

的根本标志。同时，由于翡翠存在差异硬度，翡翠的

表面常常呈现凹凸不平，即所谓的“桔皮效应”，这

也是鉴定翡翠的可靠依据。肉眼进行表面形貌观察

的诀窍是，要借助光线在翡翠表面的反射细心体会。

1．2表面色泽观察

翡翠的颜色丰富多彩，色调、深浅都不同，用千

变万化形容也毫不为过。行话所说的“色根”，源于

翡翠常呈脉状结构，有明显的色泽。抛光好的翡翠

呈玻璃光泽，光泽明亮柔和；而一般的玉石如和田

玉、岫玉等常具有蜡状光泽和油脂光泽，光泽比翡翠

弱，颜色大多均一。充填处理的翡翠(B货)光泽弱

于天然翡翠，在光源下观察其表面，感觉好似蜡烛或

猪肉的表面，颜色与质地反差明显，有凌乱漂浮感。

染色翡翠(C货)颜色往往集中分布于粒隙和裂隙

之中，在透射光下，极易观察到颜色呈丝状分布。

1．3表面触感观察

翡翠结构致密细腻，硬度为7左右，比一般的玉

石要高。抛光后表面具有很高的光洁度，手摸时滑

感明显，其加工的戒面或挂件手感非常光滑。翡翠

传热、散热快，贴于脸上或置于手背上有冰凉的感

觉。翡翠的密度为3．30～3．40 g／cm3，高于多数与

其相似的和田玉、独山玉、岫玉、绿玉髓、染色石英

岩、大理岩、玻璃等绿色玉石，但又低于钙铝榴石等，

通过掂重即可初步判断是否为翡翠。

1．4敲击声音观察

此方法多用于翡翠手镯的鉴定，将两只成品手

镯相互碰撞，或用线将手镯悬空，用玉石或金属物进

行敲击。天然的特别是质地好的翡翠，碰击或敲击

时发出的是清脆的声音，而经过充填处理的翡翠，碰

击或敲击时声音发闷而浑浊。

2仪器检测

最具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翡翠鉴定工作

中采用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它通常包

括：

2．1 宝石放大镜观测

借助宝石放大镜可清楚地观察翡翠的表面特征

及内部特征，判别被测玉石是否为翡翠，是天然翡翠

还是经过处理的翡翠(翡翠B货、c货)。手持式放

大镜有10倍、15倍、20倍不等，但常用的是10倍放

大镜。

天然翡翠在光照下可看到众多闪闪发光的小

面，如同苍蝇翅，也就是常说的“翠性”，通过观察这

种闪光面的大小和形态，可以了解组成翡翠的硬玉

矿物的大小和形态特征，翠性是翡翠与其它相似玉

石和仿冒品区别的独有特征。翡翠的抛光表面还能

看到像桔皮似的起伏不平的现象。

充填处理翡翠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表面的酸

蚀网纹，形态像干裂土壤的网状裂纹，故又称龟裂

纹。处理过程经过酸洗漂白，翡翠中的杂质被溶解，

黄底和脏底被清除，底色干净，没有杂质，充胶的裂

隙和溶蚀坑中光泽较弱，呈蜡状光泽。如果对于抛

光程度好的翡翠，则必须经大型仪器进行分析认定。

染色处理翡翠颜料易浓集在小裂缝之中，并沿

着裂纹充填在裂缝附近的晶粒间隙中，整个特征可

用树根状来形容。

2．2折射率检测

翡翠是多品质集合体，折射率为1．65～1．68，

点测法通常为1．66。通过测定待测物品的折射率，

可以很快将翡翠与其相似玉石和仿冒品区别开。

笔者在鉴定工作中曾见过这样一条手链，整条

手链颜色很均匀，呈灰绿色，外观上看很像油青种翡

翠，可是通过点测折射率才发现它不是翡翠，它的折

射率为1．54。还曾遇到一个翡翠挂件，雕刻很精

细，光泽很强，其颜色是褐红色，顾客当作翡翠中的

翡购买的，我们用折射仪点测其折射率，它的折射率

为1．74，不是翡翠，最后确定为钙铝榴石。与翡翠

近似的玉石折射率分别为翡翠1．65一1．68、独山玉

1．56—1．70、岫玉1．56—1．57、软玉1．61一1．62、染

色石英岩1．54、绿玉髓1．54、水钙铝榴石1．73～

1．75、符山石1．70一1．73、大理岩1．50、玻璃1．53～

1．66。

2．3吸收光谱检测

每种元素的吸收线或吸收带在光谱中的位置是

固定的，即每种元素有它自己的吸收光谱。因此分

光镜是识别宝玉石颜色真假的有力手段，在实际工

作中我们常用它鉴别真假翡翠和人工染色翡翠。

天然翡翠由于成分中含有微量元素铁，在紫光

区437 nm处有一条明显的黑色吸收线，这是鉴定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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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的重要标志；有铬元素致色的翠绿色翡翠，在红光

区630 nm、660 nm、690 nm处有三条阶梯状的细吸

收线。而经人工染色为绿色的翡翠，在红光区650

姗附近有较宽的吸收带。染色石英岩的吸收光谱
是在红光区650 nm附近有较宽的吸收带，而缺失紫

区的重要的吸收线，符山石玉的吸收光谱也与天然

翡翠的吸收光谱大不相同，与翡翠相似玉石的吸收

光谱图见图1所示。

700 600 500 450 400

l I l l_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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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绿色翡翠

500 450 400

B．浅绿色翡翠

700 600 500 450 400

I l l I I I

l
c．染绿色翡翠

D．染绿色石英岩

500 450 400

E．符山石

图1 翡翠及相似玉石的可见光吸收光谱

2．4密度检测

翡翠的相对密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一般为

3．30～3．36∥cm3之间，平均值为3．33 g／cm3，而大

部分仿翡翠的玉石，它们的相对密度低于这个值，因

而在无法测定待测样品的折射率，又用分光镜看不

清光谱时，用静水称重法测得样品的密度是极为重

要的，所以密度是翡翠区别于其它相似玉石的一条

重要指标。相似玉石的密度(g／cm3)分别为：翡翠

3．30～3．36、独山玉2．73—3．18、岫玉2．6—2．8、软

玉2．8—3．1、染色石英岩2．65、绿玉髓2．65、水钙铝

榴石3．1～3．52、符山石3．32—3．42、大理岩2．7、玻

璃2．5～3．32。

2．5紫外光检测

紫外灯是用来观察宝玉石发光特性的一种仪

器，它有长波(366啪)和短波(253．7 nm)两种。纯

净的天然翡翠，在紫外光照射下不发荧光，只有部分

白色的翡翠，在长波紫外光照射下有弱的橙色荧光，

这是由于其白色部分含有一些杂质矿物所引起的。

翡翠经过上蜡后，会出现弱的蓝白色荧光，如果结构

不够致密，随着浸入翡翠内部的蜡的增多，蓝白色荧

光也会随之增强。而充填处理的翡翠(B货)一般

都有弱到强的蓝白色荧光，荧光的强弱与充填的树

脂胶的种类有关，特别是早期处理的翡翠B货，有

很强的蓝白色荧光，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制作的

翡翠B货已很少见到强荧光现象，有些甚至无荧

光。染色处理的翡翠荧光有时也不同于天然翡翠，

所以对荧光的观察只能作为辅助性的鉴定方法，不

能单独用来确定翡翠及其处理品。

2．6查尔斯滤色镜检测

早期的染绿色翡翠在查尔斯滤色镜下常常会变

成橙红色调，因此在检测过程中，凡是在滤色镜下变

红的，都不可能是天然翡翠。但是近期的染绿色翡

翠，因采用不同种类的染料，在滤色镜下多不变色。

因此不可因为查尔斯滤色镜下不变色就认为是天然

翡翠，滤色镜也只能作为辅助性的鉴定方法。

2．7红外光谱检测

红外光谱仪能够准确并且灵敏地探测出翡翠样

品中是否含有树脂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造假的

手段越来越高明，特别是一些用来冒充高档翡翠的

B货翡翠，其抛光程度、荧光性与天然翡翠极其相

似，采用常规检测手段很难区分天然翡翠还是充填

处理翡翠，因此需要借助于红外光谱仪进行检测。

天然翡翠的红外吸收光谱(用美国NicoIet 5700

红外光谱仪)如图2所示。其特点是2 200 cm一以

下的红外光被样品完全吸收，在2 200～3 000 cm‘1

有一宽的透过峰，3 000一3 700 cm一又有一个宽的

吸收带。图3是最为典型的充填处理翡翠B货的

透射红外光谱，可以看出，在2 400一2 6QO cm‘1范围

内，有4个吸收峰，形状像手指，又称指状峰，2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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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天然翳翠透射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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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典型骑翠B货透射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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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较多树脂胶含量的卿翠B货透射红外光谱

2 928和2 9“cm_的吸收峰，与3 035和3 058 cm“

的吸收峰分别构成两个较大的吸收谷，并且2 928

cm。1的吸收强度与2 964 cm。1的吸收强度相当，这

些吸收峰都具有诊断性的意义。当B货翡翠中充

填的树脂胶较多时，其红外吸收光谱会发生一定的

变化，由2 430、2 485、2 540和2 590 cm“的吸收峰

组成的指状峰变得更为明显，而2 870、2 928和2 9“

cm一的吸收峰则连在一起，形成一较宽底状吸收

谷，这时3 035和3 058 cm‘1的吸收峰还能看到，见图

4所示。如果B货翡翠中充填的树脂胶更多时，对

红外光的吸收将会更强，图谱中除了指状峰外其它

的峰系都消失了，指状峰成为最主要的识别标志，同

时透过区变窄，得到图5的形状。所以，红外光谱对

翡翠充填处理的鉴定仍是目前最可靠和方便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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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更多树膳胶含量的翦翠B货透射红外光谱

3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驱使，翡翠造假

的手段越来越高，真假鉴别也越来越难，鉴别方法也

在不断改进。只要认真观察，精确分析与测试，科学

与实践相结合，不管造假手段有多高明，伪装得有多

巧妙，最终都能将真假翡翠区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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