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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现代所产蓝田玉的矿物学特征
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于俊清　张光荣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陕西总队 , 西安 , 710003)

苏 山立

(国家建材局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 , 北京 , 100102)

摘　要　本文介绍了陕西省蓝田县现代所产蓝田玉原料的矿物学特征 , 提供了多种手

段所测试的数据资料 ,指出了某些对蓝田玉这一名称的混淆概念和商业误导 ,确立正名

了蓝田玉这一名称的历史传统美名及其社会效益 , 实事求是地评价蓝田现代所产蓝田

玉的经济意义和商业、 艺术价值及其乐观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蓝田玉　方解石　叶蛇纹石　古代　现代　陕西蓝田

1　概述

1) 蓝田玉是我国四大名玉之一 (其他三种为和田玉 , 南阳玉或独山玉、 岫玉 )。 对于历

代蓝田玉的产地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是历代产于蓝田县而得名 , 现代已开采用尽至今无存 ;

　　收稿日期: 1999-12-05

作者简介: 于俊清 , 男 , 1961年元月出生 , 1982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金属及非金属矿勘探专业。一直从事非金属矿

勘查工作 , 高级工程师 , 现任中国建材地勘中心陕西总队总工程师。

的成矿热液在构造应力作用下继续从深处向上运移 , 沿前期侵入体的内部裂隙及岩体边部裂

隙对矿体和围岩进行交代 , 萃取出围岩中的铁质 , 并进入铁矿体 , 使铁矿石增富 , 也使围岩

发生了明显的蚀变。这种交代作用可能是脉动式的 , 其间断续加强 , 形成几次交代 -萃取高

潮 , 最后形成了 TFe约 56%的富铁矿体 , 内生成矿作用从此结束。磁海铁矿床的成因可以归

结为次火山岩 -矿浆贯入 -热液交代矿床。

新疆东部富铁矿成矿条件及资源总量预测研究报告 . 拟写本文时曾参阅了姬金生等

( 199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磁海铁矿矿床地质特征 (李增明等 , 1983)、 新疆磁海铁矿

床成矿模式研究 (姬金生等 , 1998) , 以及新疆磁海铁矿Ⅱ期露天采区地质勘探报告 (于守南

等 , 1999) 等研究成果 , 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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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认为原产地不在蓝田而在古代的西域 , 如章鸿钊 《石雅》 (据唐、 宋地理志 ): 蓝田属京

兆府 , 土贡无玉。 因此 , 推论蓝田玉原产于古代西域 , 当时由于蓝田是历代都城长安附近聚

散玉石之重镇 , 逐传为蓝田所产不自觉的以讹传讹产于蓝田而驰名。

2) 问题不在于蓝田玉是否产于蓝田 , 最本质的东西是其玉石品种或玉石矿物成分类型 ,

历代所称之蓝田玉在玉石学上属软玉范畴 ,其矿物成分是一种交织成毡状结构的透闪石 -阳起

石纤维状微晶集合体所组成 , 摩氏硬度为 5. 5～ 6, 质地坚韧不易压碎 , 琢磨后呈现灿烂的腊

状光泽 , 具透明晶莹感 , 有多种颜色 , 以深绿似悲翠 , 洁白的 “脂玉” , 纯黑的 “墨玉” 等为

上等珍品。由此可见 , 蓝田玉所属品种或矿物成分类型与新疆所产和田玉是同一类型 , 即都

属软玉范畴的透闪石 -阳起石质类型。由此可见 , 上面所论证的蓝田玉产于古代西域而并非产

于蓝田无疑。

3)蓝田现代所产的蓝田玉 , 其产地为蓝田无疑 , 其玉石品种和矿物成分类型的确与历代

蓝田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蛇纹石质类型玉石范畴 (蛇纹石化大理岩型 ) , 后者

属于软玉范畴的透闪石 -阳起石质类型。

2　蓝田县现代所产蓝田玉的矿物学特征

2. 1　现代所产蓝田玉的特征

肉眼观察它是一种蛇纹石化大理岩 , 应该说是不完全不彻底的蛇纹石化 , 往往还能见到

方解石矿物成分 , 加盐酸能听见碳酸钙分解所发出咝咝声和看见分解出 CO2的气泡。 呈黄、

绿、 灰等色 , 致密块状和粒状变晶结构 , 也出现不同的色调花纹 , 质地细腻 , 硬度在摩氏硬

度 4以下 , 加工性能良好 , 加工成手镯、 酒盅、 健身球及其它小工艺品 , 价廉实惠 , 在市场

上颇受欢迎 ; 加工成大件雕塑 , 品价高 , 色调美观、 工艺高超者为珍品。

2. 2　化学成分

根据 1251和 1252两个样品分析 , 其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现代蓝田玉的化学成分 (w B% )

样号 化　　学　　成　　分
　
　 SiO2 Fe2O 3 CaO CO2 TiO2 FeO Na2O Al2O3 MnO P2O5 Cr2O3 Mg O K2O H2O 总计

1251 23. 86 0. 38 29. 09 21. 35 0. 10 0. 29 0. 085 0. 55 0. 015 0. 02 0. 0004 19. 34 　 5. 04 100. 12

1252 48. 22 0. 72 2. 39 　 0. 10 0. 49 0. 085 0. 68 0. 008 0. 01 0. 0008 36. 34 0. 05 10. 26 99. 71

　　　注: 样号 1251为未经任何处理的原样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 样号 1252为原样经盐酸处理除去了方解石后的化学

成分分析结果。

　　根据 1251样品的 X射线衍射数据 , 其矿物成分为方解石和叶蛇纹石 (含少量滑石 ) , 经

衍射数据计算求得方解石的平均含量百分数为 50. 75,叶纹石 (含少量滑石 )的平均百分含量

是 49. 25为依据 , 通过样号 1251的化学成分分析重量 , 求得方解石的晶体化学式为: Ca1. 031

CO3。

根据样号 1252的 X射线衍射数据 ,其矿物成分为叶蛇纹石和滑石 ,经衍射数据估算出叶

蛇纹石和滑石的定量比例为 4∶ 1, 并以此通过样号 1252的化学成分分析重量计算出时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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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和滑石晶体化学式如下:

滑石　 Ca0. 040 ( Mg2. 572 Fe
2+
0. 006　 ) 2. 578 Fe

3+
0. 009　 [ ( Si4. 115 Al0. 013 )4. 128O10 ] ( O H) 2

叶蛇纹石　 Ca0. 162 ( Mg5. 407 Fe 2+
0. 026　 ) 4. 433 Fe 3+

0. 034　 [ ( Si4. 145 Al0. 050 ) 4. 195O10 ] ( O H) 8

2. 3　X射线衍射分析

根据 1251原样未经任何处理的粉晶衍射数据表明其矿物成分为方解石、叶蛇纹石和少量

的滑石。它们的主要特征谱线数据如下:

方解石 (单位为 10
- 10

m): 3. 035( 10)　 1. 904( 5)　 1. 870( 4)

叶蛇纹石 (单位为 10- 10 m): 7. 30( 7)　 3. 60( 5)　 2. 50( 3)

滑石 (单位为 10- 10 m): 9. 35( 4)　 3. 10( 3)

根据出现的方解石衍射全部衍射数据 ,经计算求得方解石的晶胞参数 (单位为 1010 m)如

下:

a0= 4. 98415± 0. 00293, c0= 17. 03604± 0. 01134, V= 366. 5058± 0. 4200。

经计算求得方解石的平均含量百分数为 50. 75,叶蛇纹石 (含少量滑石 )的平均含量百分

数为 49. 25。

根据经盐酸处理除去了方解石的 1252样品所获得的衍射数据 ,其矿物成分为叶蛇纹石和

滑石。 再经衍射数据估算出叶蛇纹石和滑石的定量比例为 4∶ 1。

2. 4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图 1为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以上红外吸收光谱表现 3690 cm
- 1吸收带为叶蛇纹石和滑

石的羟基伸缩振动 , 1430 cm
- 1
吸收带为方解石的 CO3伸缩振动 , 1075 cm

- 1
至 988 cm

- 1
为羟

基弯曲振动和 Si-O伸缩振动 , 878 cm
- 1
和 712 cm

- 1
吸收带为 CO3的弯曲振动 , 566 cm

- 1
～ 400

cm- 1为 Si-O的弯曲振动。

图 1　矿物红外吸收光谱

1. 样号 1252为叶蛇纹石+ 滑石 ; 2. 样号 1251为

方解石+ 叶蛇纹石+ 少量滑石

3　结　论

1) 蓝田现代所产之蓝田玉原料经多

种手段测试出最主要的矿物学、 岩石学特

征是为蛇纹石化大理岩 , 属不完全不彻底

的蛇纹石化 , 所以最主要的矿物成分是方

解石和叶蛇纹石以及少量的滑石。硬度较

低 , 摩氏硬度在 4以下。总之它不属于软

玉的范畴—— 透闪石 -阳起石质类型的玉

石 , 而是属蛇纹石质类型玉石 , 这还是在

广义上而言才公认称它为玉。因为世界范

围公认的狭义的玉 ,仅指硬玉 (即翡翠 )和

软玉而言。我国南阳玉或称独山玉和岫玉 ,

虽然既不属硬玉又不属软玉范畴 , 但因它们在我国是历来已具有历史传统性继承下来的 , 有

其特殊性 , 才著称我国四大名玉之列。

2) 作者认为 , 不加区分的用 “蓝田玉” 一词 , 是一个混淆的概念 , 容易形成特别是商贸

40　　　　　　　　　　　　　　　　西　　北　　地　　质　　　　　　　　　　　　　　 　 2000年



上的误导 , 建议用 “古代蓝田玉” 和 “现代蓝田玉” 两个词加以区分开来 , 即前者是属软玉

范畴的透闪石 -阳起石质类型的蓝田玉 ,其产地为古代西域或古代产于蓝田早已开采用尽至今

无存 , 罕见的只有文物和家族收藏下传继承的遗物中出现 , 是罕见珍贵的收藏纪念品 , 难怪

有称它为古玉。而后者则不属软玉范畴的蛇纹石质类型的蓝田玉 ,其产地即现今的蓝田县 ,产

量较大 , 不属罕见品。

3)人们有必要了解两种蓝田玉的真实情况和质质所在。作者在近几年来接待过不少购物

咨询者 , 主要是全国各地慕名前来西安参观世界八大奇迹馆秦兵马俑和购买蓝田玉作收藏纪

念的旅游者 , 他们一致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在旅游点购买一件蓝田玉——实为现代蓝田玉 , 经

讨价还价后只需原标价的 2～ 3折就能成交。不同旅客购买同一种该饰品 , 其价格相差很大。

货源之多在地摊上都能买到 , 这与心目中慕名想象的蓝田玉 (实为古代蓝田玉 )极不相称 , 使

得 “蓝田玉” 这一传统美称黯然无光 , 使人产生一种困惑和上当受骗之感。 为此 , 必须从本

质上弄明白所谓的蓝田玉 (古代蓝田玉 ) 实质是一种历代古玉 , 现今罕见 , 并非所谓的蓝田

现代所产的蓝田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树立正名 “蓝田玉” 的历史传统美称。

4)古代蓝田玉是以其固有的品种质地和产出稀少而驰名 , 这在人们心中是很深刻的 , 这

是它的优势所在。而现代蓝田所产蓝田玉——现代蓝田玉 , 其优势所在就是产量大 , 易开采 ,

加工性能良好 , 成本低 , 加工成手镯、 健身球、 酒盅等各种工艺饰品 , 价格低廉、 经济实惠 ,

投入市场颇受欢迎。花色好、 工艺高超的大件雕塑品也属珍品。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 生产厂

家和经营商家只要以诚信为本 , 以真诚的品种告诉消费者 , 现代蓝田玉完全可以以量取胜这

一优势 , 薄利多销 , 肯定可以得到经济上的丰厚的回报。据了解由于领导和群众的努力 , 对

现代蓝田玉的开发利用 , 在蓝田县正是方兴未艾 , 预料之中 , 现代蓝田玉这一巨大物质财富

更将属于蓝田人民的辛勤的劳动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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