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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宝玉石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由中国地质学会宝玉石专业委员会
、

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办
,

江苏省地质学会

岩矿及测试专业委员会
、

矿床专业委员会承办的
“

第二届全国宝玉石学术讨论会
”
于 j 9 9 6 年

10 月 3 0 日至 11 月 2 日在南京隆重召开
。

来自全国宝玉石界的生产
、

教学
、

科研
、

商贸
、

出版

和新闻等部 门的 1 16 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

会议共收到论文 50 余篇
,

大会交流 26 篇
。

这些论

文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宝玉石和观赏石研究的新成果
,

包括新矿种
、

新矿床
、

新方法
、

新理论
,

既有反映我国宝玉石概貌的综合成果
,

也有专题研究成果
,

都紧密结合当前宝玉石市场的需

求和珠宝界存在的问题
,

因此具有实用性强等特点
。

10 月 3 0 日的大会开幕式上
,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
、

原国际矿物学会副主 席
、

宝玉 石专

业委员会主任黄蕴慧教授致开幕词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同保致欢迎词
,

中国

地质学会
、

地矿部矿床地质研究所
、

省科委
、

省地质学会 的领导和南京商 界的代表到会讲话

并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

会议的主题是
:

发展宝玉石业
,

振业珠宝市场
。

主要交流内容有
:

①中国宝玉石矿床的类

型和成 因及开发前景评估 ; ②中国宝玉石 (矿物或岩石 )的形成条件
、

成色机理及控制 因素 ;

③中国宝玉 石新品种 的开拓 ;④宝玉石优化新技术 ;⑤宝玉石 的快速鉴定
、

经验和翡翠 A
、

B
、

c 货 的鉴别 ;⑥宝玉石质量评估和评价标准及检测经验 ;⑦宝玉石的加工工艺学及国内外

流行款式
;⑧观赏石的命名原则和评价标准 ;⑨国内外宝玉石市场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

@ 其

他
。

会议特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珠宝学院原院长颜慰直教授作了
“

绿松岩颜色分级
,

软玉

的分类
”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珠宝学院院长
、

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吴国忠教授作 了
“

国

内珠宝市场纵横谈
”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公关咨询中心 主任储兆瑞副研究员作了
“

珠宝市场

公关营销技巧
” ,

地质出版社王曙教授作了
“

珠宝 贸易经验漫谈
” ,

南京宝庆珠宝首饰公 司总

经理王殿祥作了
“

珠宝首饰与市场
”

等专题报告
。

代表们从五个方面交流了研究成果
,

基本 卜

反映了我 国宝玉石研究现状与动向
。

l 宝玉石资源报道和研究 据统计
, “

七五
”
以来的 10 年中

,

共发现宝石矿点 2 00 多个
,

宝

石品种近 60 种
。

近 10 年发现的宝石矿点中
,

辽宁
、

湖南的金刚石
,

山东的蓝宝石和青海的红

宝石
,

新疆和内蒙的金绿宝石等都 以一流的质量闻名于世
。

此类论文共 13 篇
。

反映了我国

宝石资源的勘探
、

开发的重大进展
。

其中《天然宝石及矿床类型和主要产地 》 (邹天人等 )一文

是我国和世 界的天然宝石矿床类型及成矿地质特征之大观
,

对于找矿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

义
。

涉及新疆的海蓝宝石一绿柱石
、

刚玉
、

透辉石
、

方钠石 以及伟晶岩型宝石资源的论文达 6

篇之多
,

寓示着新疆是我国宝石资源的大省
。

此外
,

对于湖南沉水一带钾镁煌斑岩型和晋北

金伯利岩型金刚石的找矿前景作了客观的展望
。

对我国东部碱性玄武岩型蓝宝石仍是我国

宝石界关注的焦点
。

2 宝玉石矿物学特征的研究 此类论文有 11 篇
,

主要从矿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探讨

对宝玉石质量 的影响以及某些特殊的光性特征
、

形成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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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宝玉石侧试技术研究 宝玉石鉴定的难点在于天然宝石与合成宝石和优化宝石的鉴别
。

由于波谱分析能够侧定宝玉石中的徽 t
、

超微量组分 (结构水
,

致色元素等 )
、

微量杂质 (显微

包裹体 )
、

掺杂物 (致色染料
、

有机坟料等 )
,

故能比较有效地鉴别天然的与合成的和优化处理

的各类宝玉石
,

且能通过对显微包裹体的侧定
,

判别宝玉石的种属和产地
,

而且波谱分析是

非破坏性的方法
,

对宝玉石原料和刻面宝石都适用
。

针对上述
,

刘玉山
、

魏家秀等著文全面地

介绍了红外光谱
、

激光拉曼探针及可见光吸收光谱等波谱分析在宝玉石鉴定 中的应用
。

4 宝石倾色和改色的研究 颇色是宝石的品质特征和评价宝石的主要的因素
,

是当前宝石

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

本次提交的论文对钻石
、

红蓝宝石等名贵宝石的改色技术以及宝石颜色

的定量
、

指数化作了深人的研究
.

金刚石致色主要多由氮
、

翻等杂质所形成的色心 以及辐射

损伤使晶格发生崎变而致色
,

并提出了辐射和热处理相结合的改色方法 (何雪梅等 )
,

红蓝宝

石的颜色与 c sr + 和 iT +4
、

F e 3 + 、

F e Z+ 、

G a 元素的含量有关 (曹亚文等 )
,

山东蓝宝石采用高温

环境下的氧化一还原作用改善颜色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余晓艳等 )
,

海蓝宝石则是由绿柱石

隧道 中的 H 2 0 方式所致 (邹天人 )
,

电气石的颜色多由阳离子 M S
、

F e 、

M n 、

iL
、

lA 含量的多寡

而呈系列性变化 (邹天人 )
。

翡翠 (赌石 ) 的皮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陈志强
、

袁奎荣等 )
,

借以

判断翡翠毛料 的内部质量
。

为了精确地描述和评价宝石的颇色
、

刘玉山提 出了宝石颜色指数

化的概念
。

5 珠宝市场和珠宝文化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
,

珠宝市场和珠宝 文化方面的文章
,

也受到与

会者的热烈赞赏
。

在专题讨论中
,

与会代表一致认 为
,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人民生活逐渐走向小

康
,

人们的消费心理 日趋成熟
,

国内市场呈现
“

黄金唱罢
,

珠宝登场
”
的消费态势

。

加之对外开

放的不断扩大
,

为宝玉石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

珠宝市场的走势总体上看是平稳的
。

但是
,

当前我国宝玉石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

机遇与困难并存
。

宝玉石业在国内资源的勘查开

发
,

国外资源的利用
,

产品的升级进档
,

科学技术进步
,

国内市场建设
,

国外市场开拓等方面
,

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

为使我国宝石业能持续
、

稳步
、

健康地发展
,

加强行业 间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是十分必要的
。

代表们认为
,

通过本届会议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

将不仅推动宝石学科的发

展
,

还将促进宝玉石研究新成果的应用
。

会后安排 了地质考察路线
,

代表们还饶有兴趣地参

观了扬州玉器厂
。

专业委员会决定
,

第三届全国宝玉石学术讨论会将于 1 9 9 8 年在云南召开
。

(张洪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