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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岑溪“金砂玉”的宝石学特征及矿物组成

余水莲，刘迎新，余晓艳
（中国地质大学 珠宝学院，北京 $###=!）

摘 要：“金砂玉”是近年来珠宝市场上新出现的玉石，本文利用偏光显微镜、电子探针、>射线粉晶衍射仪以及红外

光谱仪等对其常规宝石学、矿物学及谱学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金砂玉”具他形微粒 细粒不等粒变晶 多边

形结构，片麻状构造；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白云母，部分样品含有少量石膏或磁铁矿；石英含量大于?@A?B，白云母

含量小于"A$B，石英的结晶度极高；初步断定，岑溪“金砂玉”是一种红色东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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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珠宝市场上出现名为“金砂玉”的玉

石，产于广西岑溪黄华河流域。因为石体内有星光

点点的微粒，广受人们喜爱。成色好的“金砂玉”被

雕刻成各式各样的雕件，有较强的玉质感。本文选

取了!块典型的岑溪“金砂玉”样品，进行了宝石学

特征、矿物成分、化学成分等方面的研究。

$ 样品与测试

广西岑溪“金砂玉”颜色丰富，黄色最为常见，还

有红色、棕色、白色、褐色等多种颜色。图$为本文

选 取的样品，样品中白色、褐红色并存，颜色出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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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砂玉”内石英的结晶度较高。根据结晶度指数公

式!"#$%·!·"／#计算样品的结晶度指数，其中!"
为结晶度指数（一般把人工水晶的!"值定为$%），!
为比例因子（&’()*))+,-.(/)+，$012）。本文选取

无色透明内部基本无包裹体的水晶做标准样品（扫

描速度为%3456／/7+，测得!#$3849）。

图5“金砂玉”样品的五指衍射峰

:7;<5 =7>>()?*7.+@)**A(+B.>C7+BD)E’F),A’BG’7+*’@HA*

由计算的结晶度指数!"（图5）可知，“金砂玉”中

石英的结晶度极高，范围在I3$!03I。前文得知“金

砂玉”经过变质重结晶作用，因此石英结晶度较高，

验证了 &’()*)和-.(/)+（$012）的观点，即经过变

质或重结晶作用的石英结晶度较高。CJK4样品的结

晶度指数最小，与本文中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得到的

CJK4样品的变质重结晶作用最不彻底的观点一致。

9<4<4 相比例

利用LJMJKNOPLQ"软件对9个衍射图谱进行

全谱拟合，图2为CJK9的拟合结果，“R”代表实测的

O射线衍射数据，实线代表拟合之后的图谱，最下方

的曲线为差值曲线，拟合的图谱与差值曲线之间的

小短线为各个晶相的布拉格衍射标准峰位。图中的

9种物相依次为石膏、白云母、石英。详细的精修结

果及各物相的含量见表4。

由表可得，石英的含量高达0130S以上，白云母

含量小于43$S，CJK$、CJK4含特别少的石膏甚至不

含石膏。

!<! 红外光谱测试

“金砂玉”样品红外光谱图谱基本相似（图1）。

在 指 纹 区（$99%!8%%?/T$）存 在 特 征 吸 收 峰

图2 CJK9样品的OU=精修图谱

:7;<2 VWBA(XA,（BD.Y+)B?(.BBAB），?)H?’H)*A,（B.H7,H7+AB）

)+,,7>>A(A+?A（B.H7,H7+AB）OU=@)**A(+.>CJK9<Z7?[
/)([B7+,7?)*A*DA?)H?’H)*A,@.B7*7.+B.>@A)[B

表" #$%拟合可信度因子及各物相的含量

&’()*" #$%+,--,./0*12)-1’.345’1*167.-*.-

样品编号 !4 Y$P $P
%\／S

石英 白云母 石膏

CJK$ 9%<28 44<I9 $2<81 00<4$I %<1I4
CJK4 94<21 9$<24 $2<04 01<0%1 4<%09
CJK9 9%<%I 44<2% $2<42 0I<099 %<2I$ %<9I5

图1“金砂玉”的红外光谱对比图

:7;<1 "U(A>HA?*)+?A?./@)(7B.+B@A?*(’/.>C7+BD)E’F),A

$4%I3I2、$%I2<54、1I%351、2I234$、591329、8I435%
?/T$。其 中$4%I<I2、$%I2<54?/T$为 非 对 称 的

J7—V—J7和J7—V—（MH）伸缩振动原因所致，55%!
I%%?/T$之间出现多个中等强度的谱带，1I%351、

2I234$?/T$为J7—V—J7伸缩振动导致。591329、

8I435%?/T$为V—J7—V弯曲振动所致（法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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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英的标准红外吸收谱（曹颖春，!"#$）

对比可知，这几处的吸收峰与石英的红外吸收峰吻

合较好，且吸收较强，可见石英含量很高。

%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岑溪“金砂玉”矿物组成为石英（含量大于

"&’"(）、白云母（含量小于$’!(），部分样品还含有

石膏或磁铁矿，具他形微粒 细粒不等粒变晶 多边

形结构，片麻状构造。

（$）“金砂玉”形成过程中经过变质重结晶作

用，且变质作用过程中存在流体相。

（)）“金砂玉”中石英的结晶度极高，范围在#’!
!"’#。

（%）“金砂玉”是一种具有砂金效应的石英岩，

选取的样品呈褐红色，因此判断其为红色东陵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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