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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木的特征及供观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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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硅化木是亿万年前的原始树木被深埋于地下并经二氧化硅交代而形成的一种木化石。 

它记录并见证了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和物种变化 ，兼有化石之科学内涵，美玉之华贵和奇石 

之美妙。本文阐述了硅化木的主要特征、成因、形成时代以及观赏和收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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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木(silieified wood)，亦名石化木(petrified 

wood)，民问又有木石玉、玉化树、树化石等称誉，是 

亿万年前的原始树木被深埋并经 SiO 交代而形成 

的一种木化石(fossil wood)。它记录并见证了亿万 

年前的地球变迁和物种变化 ，对了解远古时期的古 

地理概况、气候环境、植物种群及地质作用等具有 

重要意义。它似木非木，其木乃石；古朴厚实，风韵 

非凡；不仅色彩斑斓又富有清晰的纹路；兼有化石 

之科学内涵，美玉之细腻温润和奇石之美妙独特而 

倍受青睐。在我国新疆、辽宁、内蒙、河北、山西 、陕 

西、甘肃 、黑龙江、山东、河南以及四川、云南、贵州、 

福建、浙江等地都有产出。 

1 硅化木基本特征 

硅化木最显著特征是保留了树木原来的基本 

组成部分(如除主体树干外，有时还有树皮、节瘤、 

树丫、树根，甚至虫洞和原树干凹凸不平的外形)以 

及年轮、木纹结构构造。硅化木的主要化学成分是 

二氧化硅(含水)。并含有少量铁、钙 、镁、铝、碳、磷 

和有机质(碳氢化合物、谷氨酸、颉氨酸、天冬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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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和丝氨酸等)lll。其主要组成矿物是石英、蛋 

白石和玉髓，经常还含有一定数量的碳酸矿物以及 

氧化铁和黄铁矿等。硅化木的颜色色彩各式各样， 

如灰黑色、灰褐色、灰色、灰白色、白色、浅黄色、褐 

色、红棕色等。一般较少呈某种单一色彩出现，而是 

多种颜色呈斑杂状分布或逐渐过渡。这些颜色主要 

与所含杂质有关，或与硅化物的结晶程度 、形成时 

的氧化还原状况以及后期变化有关，甚至还与某些 

特定的植物种类有关。如有些白色硅化木与不含树 

脂的水杉或银杏类植物有关，而硅化木中的褐色部 

分往往与后期氧化铁的渗入有关，绿色部分则与碳 

酸铜或镍等杂质有一定关系。 

硅化木的结晶习性和一系列物理性质因其组 

成矿物不同而有所变化。如主要由石英组成的硅化 

木 ，其结晶习性呈粒状、纤维状集合体，硬度为 7， 

相对密度为 2．6～2．7。在显微镜下具有玻璃光泽， 

透明一半透明，折光率为 1．54～1．55，双折射率为 

0．009；呈粒状结构或粒状生物结构，木质纤维状构 

造、木纹状构造和年轮状构造。年轮由许多管胞组 

成，管胞垂直延伸，横断面呈不规则粒状，直径仅数 

微米或几十微米。管胞径的宽度由宽渐窄，颜色由 

浅变深，反映树木一年四季从春到冬的生长变化 

(照片 1)。纵切面可见管壁纹孔以及横向射线等。 

管胞常被石英交代，当交代强烈时，石英颗粒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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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壁被破坏，木质纤维细胞结构残存极少，残余的 

有机质仅在石英颗粒间隙中见到，局部地方可见到 

环状年轮和细胞的形态。当硅化木主要由玉髓组成 

时，由于玉髓含有不定量的水而使其硬度降低(为 

6～6．5)。相对密度也较低(2．6)。在镜下呈纤维状 、 

放射状集合体。由玉髓所形成的小球粒在正交偏光 

下呈现一黑十字。当转动物台时这一黑十字永不消 

失。而当硅化木主要由蛋白石组成时，由于它是一 

种含有 2％～20％水的非晶质二氧化硅，故使其硬 

度和密度都显著降低(前者为6～6．5，后者为 1．9～ 

2．5)且无固定外形(为隐品质或胶质)，在正交偏光 

下为全黑(无双折射率)(照片 2)。 

照片 l 石英硅化木横切面中的年轮状构造 山东即墨) 

Fig．1 Cross—section of Growth ring structure in quartz 

petrified wood 

年轮宽约 0．4mm以上 ，其颜色由浅变深，反映春夏秋冬植 

被的生长变化。(显微照片，单偏光) 

照片 2 南非晶质蛋白石所充填的硅化木及其被保存的 

植物组织残余(显微照片，单偏光×10) 

Fig．2 Plant residues in amorphous opal petrified wood 

①石油勘探开发院，化石岩石学图版，1981 

2 硅化木种类、成因和形成时代 

按照硅化木产出地的属性可将其分为原地硅 

化木和异地硅化木两种。前者是产于原生地的硅化 

木；后者则是人为搬运到异地的硅化木。按照加1一 

状态的不同又可分为硅化木原石 (未经加T打磨 ) 

和经过剥皮打磨抛光的硅化木两种。按照二氧化硅 

的结晶程度和主要组成矿物的种类可分为蛋白石 

硅化木、玉髓硅化木和普通(石英)硅化木 种，而 

每一种硅化木又可据其颜色特征而名之。 

硅化木主要形成于中生代的侏罗纪和白垩纪 

(大约距今 200～65 Ma之间)。当时地球上，植物生 

长茂盛，森林密布。由于地壳运动作用，改变了地壳 

表面自然地理面貌造成一些森林被深埋于地下，在 

缺氧干燥和富二氧化硅的环境里，原来生物硬体的 

组成物质被分解，而由外来二氧化硅补充代替就形 

成了硅化木。如果当时充足稳定的碳酸钙或硫化铁 

的供应交换 ，则可形成钙化木或铁化木。其实硅化 

木中一般都含有少量碳酸盐、硫化铁以及碳质和有 

机质等 

3 硅化木在玉石家族中的地位 

尽管硅化木有“ 化树”、“木石 ”等美称，但它 

在玉石类中的地位并不很凸显，甚至有时可以说它 

不是真玉，更不是美玉。这需从两个层面上进行解 

说。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先民们对 的认 

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上的玉，仅指 

硬玉(亦称翡翠)和软玉(如以和田 为代表的角闪 

石质玉)这两种。从这个层面上讲，可以说“硅化木 

根本不是 ，更不是美玉”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广义 

上讲 ，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的界定：“ ，石之 

美兼五德者”。这里的“五德”系指古代所总结的1{ 

的五个重要特征，即：坚韧的质地、晶莹的色泽 、绚 

丽的色彩、致密的结构和舒扬的声音。故凡具以l_卜 

五种特征的美石都可以说是玉。因此，广义的 乃 

泛指各种色泽美丽、适于雕琢的隐晶质 一微晶质矿 

物集合体或非晶质有机物等，并具有美观、耐久和 

稀少的特征。它包括翡翠 、软玉、独山玉(黝帘石化 

斜长岩)、印章石、石英质玉、蛇纹石质 、彩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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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宝玉石等l 2_。从这个层面上讲，确有一部分颜 

色艳丽、光泽强 、木质结构清晰、质地致密坚韧的硅 

化木是玉石。但并非所有硅化木都是玉。 

4 硅化木观赏与收藏意义 

无论硅化木是不是 “玉石”，亦不论其质量如 

何，单凭它在亿万年前当时还没有我们人类踪影的 

时候，它的前身早已生长存在于地球上。这种“老资 

格”就足以令人对它敬仰三分和刮 目相看。况且它 

后来又被无情打入“地宫”，历尽沧桑而变得更加坚 

硬刚直，最终得以重见天日的这种传奇旅历更是让 

我们敬佩与惊叹!所以硅化木都有一定的收藏价 

值、观赏意义与科普意义。目前已在一些硅化木的 

原产地建立了木化石公园，有些大城市用异地硅化 

木建造成硅化木古植物园，甚至一些单位的大门前 

或广场中矗立者粗大的硅化木标本(照片 3)。这些 

无不使人大开眼界，无形中领悟地球上亿万年来的 

生命旅程和大干世界之神奇奥妙。增进人们对地球 

演变的了解和激发他们对探索自然奥妙的热情。那 

些玉化程度高的硅化木经过精心设计，加工打磨雕 

琢，可制作成各种摆件和艺术品，陈设在店堂、雅室 

或厅房中。是不可多得的收藏，观赏品。有的木石玉 

经过打磨，可加工成珍贵的玉器、首饰和把玩件。 

关于硅化木的价值可根据观赏石和玉石的相 

关标准估定，即分别据其品质、颜色、形态、花纹、整 

照片 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异地硅化木古植物园 

Plate 3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silicified wood in different places of ancient botanical garden 

体造型、块度大小以及产出数量等确定。一般认为 

最有价值的是带有虫化石的硅化木；另外有些蛋白 

石硅化木亦是很珍贵的 (多出现在木质年轮中心， 

呈乳白色半透明，经抛光处理后呈现特殊细腻及色 

泽各异的木纹)；还有一些硅化木能反映其特殊的 

形成环境——硅化木的一端被硅化，另一端则被碳 

化，这是十分罕见的。总之，那些玉化程度高，玉石 

感强，细腻温润，质地致密坚韧，颜色鲜美，纹路清 

晰而光泽好，保存有树皮、树枝、弯叉、节瘤、年轮和 

虫洞，以及能反映材质种类的硅化木都是人们首选 

的好硅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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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of Siliciffied W ood and Collec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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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trified wood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that the metasomatic alteration of deep buried wood by 

SJO2 thousands of million years，which can record geological history and species changes
． This paper summa— 

rized the main features，genesis，form ation age
， viewing and collection significance ofpetrified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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