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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软玉的宝石学特征及结构分析

白 峰，赵 凯
（中国地质大学 珠宝学院，北京 $"""%!）

摘 要：通过宝石学常规测试、显微硬度计、偏光显微镜观察、扫描电镜测试等方法，对韩国软玉的宝石学参数、结构

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韩国产软玉相对密度为#<%%!#<=>，摩氏硬度为><?>!@<$A。偏光显微镜下观察，韩

国软玉的主要结构为显微 隐晶质变晶结构，常见交代假像结构、交代残蚀结构、碎裂结构，表明其重结晶作用不强

烈。扫描电镜分析表明，韩国软玉的矿物颗粒大小不均，以纤维状为主，同时粗纤维状、柱状斑晶含量较高，纤维状

透闪石定向性排列较明显。

关键词：韩国；软玉；宝石学特征；结构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6" ""%! "@

!"#$%$&’()%)*+,-./(-/.)%(0).)(-".’,-’(,$1*"20.’-"1.$#3$/-04$.")

B&/CDE9FEGHI&,JFK
L’MKEFNEKODP:K;Q3R.D3:SKDESD:TBDKUKE9$"""%!T’MKEFV

56,-.)(-7/EPDSDE;QDFP:TF43;3RUFGD8P3G7S;:RP3W637;MJ3PDFED8MPK;DFPD:34G3E’MKED:DWFPXD;Y/E3PGDP
;3RKEG37;;MDGKRRDPDESD:3R;MDED8MPK;D:RP3WGKRRDPDE;8P3ODEFESD:T;MDF7;M3P::;7GKDG;MD9DW3439KSF4FEG
:;P7S;7PF4SMFPFS;DPK:;KS:3R637;MJ3PDFED8MPK;DR3PR7P;MDPFEF4Q:K:TZK;M;MD87P83:D3RGK:;KE97K:MKE9;MD
8P3ODEFESD:Y(MD;Q8KSF4:FW84D:RP3W637;MJ3PDFZDPD:;7GKDG[Q7:KE9;MDS3EODE;K3EF49DW3439KSF4WD;M\
3G:TMFPGED::;D:;T834FPK]KE9WKSP3:S38DFEG:SFEEKE9D4DS;P3EWKSP3:S38D;D:;Y(MDPD:74;::M3Z:637;MJ3PDF
ED8MPK;D̂:GDE:K;QK:RP3W#<%%9_SW!;3#<=>9_SW!TFEGK;:MFPGED::K:RP3W><?>;3@<$AY&S3W8FPK:3E3R
;MD[F:KS8P38DP;KD:3R;MD:D8P3G7S;:RP3WGKRRDPDE;8P3ODEFESD:PDODF4:DOKGDE;4Q;MF;637;MJ3PDFED8MPK;D̂:
GDE:K;QFEGMFPGED::FPD43ZDP;MFE;M3:D3R3;MDPXKEG:3RED8MPK;DY’3W8FPDGZK;M8FP;KS4D:3RID;KFE
ED8MPK;DT637;MJ3PDFED8MPK;D̂:8FP;KS4D:FPDPD4F;KOD4QKE7EKR3PWGK:;PK[7;K3EYBQWKSP3:S38KS3[:DPOF;K3ET
;MD637;MJ3PDFED8MPK;DK:WFKE4Q3RWKSP3F8MFEK;KS;D‘;7PDY(MDWD;F:3WF;KS8:D7G3W3P8MKS;D‘;7PDTWD;F:3\
WF;KSPD4KS;;D‘;7PDFEGSF;FS4F:;KS;D‘;7PDD‘K:;ZKGD4QKE;MD637;MJ3PDFED8MPK;D:FW84D:Y+DSPQ:;F44K]F;K3EK:
E3;3[OK37:Y6SFEEKE9D4DS;P3EWKSP3:S38D;D:;PDODF4:;MF;;MD637;MJ3PDFED8MPK;DK:3RRK[P37:;D‘;7PDY’34\
7WEa:MF8DGFEGRK[P37:;PDW34K;D8MDE3SPQ:;:FPDF[7EGFE;YbKPDS;K3EF43PKDE;F;K3E3RRK[P37:;PDW34K;DK:ODPQ
GK:;KES;Y
4"89$.+,7637;MJ3PDFcED8MPK;Dc9DW3439KSF4SMFPFS;DPK:;KS:c;D‘;7PD

近年来，软玉价格上涨迅猛，软玉市场需求大幅

度增加。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韩国软玉逐渐进入

中国市场，并充当新疆和田玉出售，造成市场的极大

混乱。本文所研究的韩国软玉产于韩国’M7ESMD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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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样品宝石学参数

"#$%&! ’&()%)*+,#%-#.#)/0)1.23)4&#5&624+.&7#(6%&7

标本号 颜色 折射率 相对密度 资料

!"#$ 青色 $%&$ ’%($ 本文

!"#’ 青白 $%&$ ’%(’ 本文

!"#) 白色 $%&$ ’%(* 本文

!"#+ 糖色 $%&’ ’%,, 本文

新疆和田

软玉

青、白、

糖色
$%&- ’%(’!’%(,

王进军等

（’--’）

青海软玉
青、白、

糖色
$%&’ ’%(-!’%(.

孔蓓等

（$((.）

俄罗斯

软玉

青、白、

糖色
$%*(!$%&’’%($!)%-$

张晓晖等

（’--$）

表8 样品的显微硬度

"#$%&8 9#4-5&77)/0)1.23)4&#5&624+.&7#(6%&7

样品号 颜色 压痕序号
维氏显微硬度

值（/0／1·223’）

摩氏硬度

（/2）

平均摩氏

硬度（/2）

!"#$ 青色

!"#) 白色

!"#+ 糖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察及结构特征，可知软玉的质地细腻程度：白玉!
青玉!糖玉；通过摩氏硬度的测试可以得出：白玉

（&4$.）!糖玉（*4&’）!青玉（*4+*）。韩国软玉与其

他’个产地软玉相比，相对密度和硬度均小于新疆

的和田软玉，与俄罗斯软玉相当。

’ 韩国软玉的结构特征

8%! 偏光显微镜下特征

利用薄片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样品的结构，可

以把韩国软玉的结构分为镶嵌变晶结构、交代结构、

碎裂结构和次生充填结构（图’）。

’%$%$ 镶嵌变晶结构

按粒度大小可将韩国软玉的结构分为’种类

型："显微细晶质结构：在偏光显微镜下尚可以分

辨出矿物的颗粒大小和形态，晶体呈纤维状、针状或

柱状，粒度一般为-4-$!-4-’22，在韩国软玉中这

种结构并不多见。如图’5为!"#’青白色软玉结构

特征。#显微隐晶质结构：又称为毛毡状结构，在偏

光显微镜下无法分清矿物的颗粒大小和形态，正交

偏光镜下显示微弱的光性，其粒径（长轴）一般小于

-4-$22，以基质形式存在，此种结构类型在韩国软

玉中较常见，如图’6为样品!"7)白色软玉结构特

征。

’%$%’ 交代结构

"交代假像结构：早期的碳酸盐矿物或粗晶闪

石矿物颗粒被晚期的透闪石交代，仍保留早期矿物

的颗粒及解理的假像。交代假像结构在白色、青色

和糖色软玉样品中均普遍存在，在糖色软玉样品中

分布最为广泛，说明糖色软玉样品后期的重结晶作

用较弱，结构相对较粗糙，这与手标本观察和前述实

验结果一致，如图’8、’9为!"#*糖玉样品的结构特

征。

#交代残蚀结构：早期的粗粒柱状透闪石被后

期透闪石交代而形成的锯齿状不规则残蚀边。这种

结构在白色、青色和青白色样品中均可见到，如图

’:、’;所示。

’%$%) 碎裂结构

由于矿体受到定向构造应力的作用发生碎裂，

形成了类似于韧性流动构造的定向裂纹，部分粗晶

质透闪石发生碎裂。这种结构在青色、白色和青白

色样品中均可见到（图’<）。

’%$%+ 次生充填结构

根据铁质氧化物在软玉中沿微裂隙或者颗粒间

隙充填的形态，可把这种次生充填结构分为沟渠状、

点状和树枝状等形状，主要分布在糖色软玉样品中

（图’=）。

’%$%* 与其他产地软玉结构对比

韩国软玉主要是显微 隐晶质变晶结构，同时交

代假像结构、交代残蚀结构、碎裂结构比较多见。而

新疆和田玉的结构多为毛毡状显微交织变晶结构、

显微纤维隐晶质变晶结构、显微片状隐晶质变晶结

构（吴瑞华等，$(((5，$(((6，’--’）。毛毡状显微交

织变晶结构是和田玉最典型的结构，该结构是和田

玉质地细润致密的主要原因；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

软玉的结构大部分为显微纤维状变晶结构、显微鳞片

状变晶结构、中粗粒变斑晶结构和碎裂结构，而毛毡

状 显微交织变晶结构的比例不高（吴瑞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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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韩国软玉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特征

"#$%! &’()*’)(+,*-+(+*’.(#/’#*/01&0)’-20(.+3.4-(#’./+54,./)36.(/*+33#3$.,.*’(035#*(0/*04.
+、7—纤维状透闪石；*、6—纤维柱状透闪石斑晶

+，7—1#7(0)/’(.50,#’.；*，6—1#7(0)/+36*0,)538/-+4.6’(.50,#’.4-.30*(9/’

向性排列较明显。

对比上述:产地软玉扫描电镜特征发现，新疆

和田玉的结构最细腻，青海软玉次之，但却好于韩国

软玉，江苏溧阳软玉最差。

! 结论

（;）韩国软玉的主要颜色有白色、青白色、青色

和糖色。折射率为;<=;!;<=>，相对密度为><??!
><@A，摩氏硬度为A<:A!=<;B。不同产地软玉的物

理性质基本接近，但韩国软玉密度和硬度偏小。

（>）偏光显微镜下观察，韩国软玉的主要结构

为显微 隐晶质变晶结构，常见交代假像结构、交代

残蚀结构、碎裂结构，表明其重结晶作用不强烈。韩

国软玉的结构没有和田玉和青海软玉的结构细腻，

而与俄罗斯软玉的结构类似。

（!）扫描电镜分析表明，韩国软玉的矿物颗粒

大小不均，以纤维状为主，同时粗纤维状、柱状斑晶

含量较高，纤维状透闪石定向性排列较明显。韩国

软玉好于江苏溧阳软玉，却不及新疆和田玉和青海

软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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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研究［>］1岩石学报，BO（E）：UMV!UEE1
吴瑞华，张晓晖，李雯雯123321新疆和田玉和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软

玉的岩石学特征研究［>］1岩石矿物学杂志，2B（增刊）：O3!OU1
徐泽彬，曹姝旻，王 铎，等1233D1“韩国料”软玉的宝石学研究［>］1

宝石和宝石学杂志，BB（E）：2E!2N1
杨主恩，王士元123321和田玉的电镜显微形貌和能谱特征［>］1岩石

矿物学杂志，2B（增刊）：OV!UB1
袁 媛，廖宗廷，周征宇1233O1青海软玉水线的物相分析和微观形

貌研究［>］1上海地质，（E）：UV!N31
张晓晖，吴瑞华，王乐燕1233B1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软玉的岩石学

特征研究［>］1宝石与宝石学杂志，M（B）：B2!B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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