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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冗里软玉矿的发现及意义

黄 勇，郝家栩，白 龙，张国祥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

摘 要：冗里透闪石玉是近年贵州首次发现的高档软玉，软玉矿体产于基性岩与燧石灰岩的接触变质带上。矿石中

的透闪石含量大于<;=，具放射状纤维变晶结构、毛毡状变晶交织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玉石种类主要有白玉、青白

玉及青玉，具弱油脂 油脂光泽，偶见蜡状光泽。矿体规模大、玉石品质佳，其成因与新疆和田玉及青海软玉不同，属

于基性侵入岩与钙质碳酸盐岩接触交代型矿床，是近年国内新发现的另一种成因类型的透闪石软玉矿床，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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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里软玉矿位于右江盆地东端，出露地层有石

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图"）。二叠—三叠纪沉积了

较厚的深水相陆源碎屑重力流沉积、悬浮沉积和钙

屑浊流沉积。华力西期的裂陷作用导致地壳拉伸变

薄而产生裂谷，使上地幔的玄武岩浆沿深大断裂上

升，呈岩床分布于旁侧的二叠系的层滑构造空间，形

成基性岩带，伴随后期的褶皱同步变形，经断裂作用

抬升于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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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冗里软玉矿区地质图

"#$%! &’()($#*+),+-(./0’1(2$)#2’-03#/’,#2#2$+3’+
!—矿体；4—大理岩化带；5—辉绿岩体；6—实测及推测

地质界线；7—实测矿系剖面及编号；8—图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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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里软玉矿主要由透闪石构成，其含量大于

@7A，具纤维状 毛毡状变晶交织结构，玉石种类有

白玉、青白玉及青玉，具弱油脂 油脂光泽，偶见蜡状

光泽。其矿石组分和结构特征均与新疆和田玉相

同，是贵州首次发现的高档软玉矿。

冗里软玉矿体产于冗里背斜西翼的基性侵入岩

与 燧石灰岩的接触变质带上，其成因与新疆和田玉

（姚德贤等，!@@7；邹天人等，!@@8；刘晶等，4BB4；

王进军等，4BB4；田广印，4BB7）、江苏溧阳软玉（刘

晶等，4BB4）、辽宁岫岩软玉（刘晶等，4BB4；王时麒

等，4BB4）、昆仑软玉（祁芳兰等，!@@7）、青海格尔木

软玉（董必谦，!@@8）、东昆仑三岔口软玉（周征宇等，

4BB7）、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软玉（吴瑞华等，4BB4）

的成因截然不同，是近年国内新发现的另一种成因

类型的透闪石软玉矿床，因其规模大、质量好而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 矿区地质

!%!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石炭系、二叠系及三叠系，自

下而上可划分为南丹组、四大寨组、领薅组及乐康

组，彼此间均为整合接触（图4）。

南丹组（"#!）：为泥晶灰岩、硅质岩、白云质灰

岩。第!段（CD!!）：深灰色薄层砂屑灰岩、泥晶灰

岩，夹薄层硅质岩、生物屑灰岩及少量砾屑灰岩。产

牙形石："#$%&’()!$(*+),$-*.，/*’0%)’!)’(1.=-%，

2)!(*’(*++$=-%等。与下伏打屋坝组整合接触。厚

@E,。第4段（CD!4）：俗称“黑灰岩”，属深水盆地

相硅质岩 碳酸盐岩组合。为深灰、灰黑色厚层块状

砾屑灰岩、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泥晶灰岩互层，夹

少量薄层硅质岩、白云质灰岩。产3)0)’4!$-5’(1.
,’+’%$(’*!.).，"#$%&’(%!$=-%，36(*+),$-1.，2)!7
(*’(*++$=-%等牙形石及 8’!-)0$%1.=-%，9%)-),)-*.
=-%，:,5;$4,%)!$=-%，:,5;$4,%)!$=-%蜓 化 石。

厚564,。

图4 冗里软玉矿区剖面图

"#$%4 C3(===’*/#(2(./0’1(2$)#2’-03#/’,#2#2$+3’+
!—粉砂岩；4—钙质粉砂岩；5—粉砂质粘土岩；6—凝灰质粘土岩；7—钙质粘土岩；8—含燧石结核及条带泥晶灰岩；E—含砾屑泥晶灰岩；

F—白云质灰岩；@—硅质岩；!B—大理岩；!!—辉绿岩；!4—软玉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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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寨组（!"#$!）：是一套深水碳酸盐、碳酸盐

重力流及少许陆源碎屑等沉积，是重要的软玉矿赋

矿层位。第!段（"!#$!!）：下部为灰、深灰色薄层泥

晶灰岩夹深灰色粘土岩及泥灰岩；上部为暗灰、深灰

色粘土岩与泥灰岩互层夹灰色薄层泥晶灰岩。与下

伏南丹组整合接触。厚%&’。第$段（"!#$!$）：深

灰色薄层夹中厚层泥晶灰岩、燧石团块灰岩，夹薄层

含生物屑灰岩、硅质岩及少量厚层块状生物屑灰岩，

顶部夹(!!)’的厚层含砾砂屑生物屑灰岩。产蜓

"#$%##&’()*+,，*!#+,-.+!+/’()*+,，0)(1!23’23’1#!
*+,，423+%#$1#//)*+,及少量硅质放射虫、异地有孔

虫、海百合茎等化石。与下伏第!段之间被辉绿岩

床阻隔。厚$-!’。

本段下部燧石灰岩受基性岩浆侵入作用产生了

接触变质，形成面上宽窄不等的大理岩化带，该带产

软玉矿。

领薅组（!$#%"#）：为盆地相含火山碎屑岩、泥晶

灰岩、硅质岩组合。上部和下部以碎屑岩为主，中部

以泥晶灰岩为主。第!段（"$#./3!）：灰、灰绿色含凝

灰质细砂岩、粉砂岩、粘土岩、硅质岩、泥晶灰岩。具

水平层理、交错层理、局部具正粒序递变层理。近底

部夹薄层沉凝灰岩。与下伏四大寨组整合接触。厚

!$-!!(!’。第$段（"$/./3$）：下部为灰色薄层硅

质岩夹薄层泥晶灰岩，上部为灰色中厚层微 泥晶灰

岩及砂屑灰岩夹薄层燧石条带。厚!)&!!0!’。第

.段（"$#./3.）：上部与下部以含粘土质粉砂岩 钙质

粉砂岩 粘土岩构成正粒序韵律，粉砂岩具水平层

理、小型交错层理；中下部为硅质岩或含凝灰质生物

灰岩 与 沉 凝 灰 岩 互 层。厚0$!$&$’。第%段

（"$#./3%）：灰色厚层块状砾屑泥晶灰岩，含燧石结

核。厚(!!(’。

乐康 组（&"#$"$）：碎 屑 岩 夹 泥 灰 岩。第!段

（1!#$/&!）：上部为灰、青灰色薄层泥 微晶灰岩夹灰

黄色粘土岩及少量“蠕虫状”砾屑灰岩；下部为灰色

薄至厚层含粉砂质微 泥晶灰岩夹深灰色薄至中层

泥晶灰岩及少量粘土岩；底部为灰黄、灰色含粉砂质

粘土岩及硅质粘土岩。含粉砂质灰岩发育鲍马序列

23，34段。产双壳类5/)$)’)*+,等化石。与下伏领薅

组整合接触。厚.%.!.-0’。第$段（1!#$/&$）：灰、

灰黄色薄至中层含钙质粘土岩、含粉砂质粘土岩夹

灰、青灰色薄层泥晶灰岩及少量含粉砂屑灰岩、砾屑

灰岩。产菊石673’2#$)!*+,等化石。厚$)0!$55’。

",$ 构造

矿区位于北北西向冗里背斜与近东西向峨劳背

斜相叠加形成的复式背斜西翼，核部地层为石炭系，

岩层倾角$)6!.)6；翼部地层为二叠系、三叠系，岩

层倾角%(6!&)6。断层不发育。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单一，仅有辉绿岩分布，岩体呈岩床

状侵入于二叠系四大寨组第!段与第$段之间，产

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局部呈缓切层状。

辉绿岩体与其上覆灰岩之间发育大理岩化接触

变质带，严格控制了软玉矿体的分布。

$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层位为中下二叠统四大寨组，赋矿围岩为

方解石大理岩或透闪石化大理岩。软玉矿系位于辉

绿岩床与上覆四大寨组第$段燧石灰岩之间的接触

变质带内。

$," 软玉矿系特征及其变化

中下二叠统四大寨组第$段下部为富含硅条带

（燧石条带）的方解石大理岩、透闪石化大理岩，其风

化面仍残留有薄板状燧石条带泥晶灰岩或薄层燧石

结核泥晶灰岩的原岩面貌；中上部为中厚层含燧石

结核的泥晶生物屑灰岩；顶部为厚层含燧石结核的

砾屑泥晶灰岩。

软玉矿系位于四大寨组第$段下部的接触变质

带（大理岩化带）中，以冗里矿点的软玉矿系最厚（大

于.(’）、矿体最多，往北及往南逐渐变薄直至尖灭。

$)!!年!$月，笔者实测了冗里软玉矿系剖面

（图.），自下而上可划分(个含矿亚系："：由第!
层构成，为深灰色大理岩与白色高岭石化透闪石岩

近等厚互层，下部夹两条层状玉石矿化体，分别厚

!)、!%3’，局部夹结核状白玉；上部夹一层高岭石化

透闪石岩。总厚大于%7(’。#：由第$!!%层构

成，为大理岩夹白玉、青白玉、青玉、斑点玉层，矿体

密集分布，产!$条层状软玉矿体及!条层状软玉矿

化体，单个矿体厚!)!%)3’，最厚可达&(3’，属主

含矿段，矿体累厚$7(’，含矿率约$58。总厚-7%-
’。$：由第!(!$!层构成，为大理岩夹硅质岩，中

部夹一层厚%)3’的高岭石化透闪石岩。厚&7!’。

%：由第$$!$.层构成，由白玉、青玉和草花玉构

成，属次含矿段，矿体累厚!7.!’，含矿率约5&8。

厚!7.(’。&：由第$%!.!层构成，为方解石大理

%!0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冗里软玉矿系实测剖面图

"#$%! &’()))*+,#(-(./(-$0#-*12’#,*3#-#-$)*’#*)
4—方解石大理岩；5—透闪石化大理岩；!—硅质岩；6—白玉矿层；7—青白玉矿层；8—青玉矿层；9—斑点玉矿层；:—草花玉矿层；

;—高岭石化、透闪石化矿化层；4<—高岭石化蚀变岩

4—+=0+#,#>*?3=’@0*；5—,’*3(0#,#>*?3=’@0*；!—)#0#+*(A)’(+B；6—C2#,*D=?*@*?；7—$’=E#)2C2#,*D=?*@*?；8—$’=ED=?*@*?；9—)1(,,*?

D=?*@*?；:—.0(C*’*?D=?*@*?；;—B=(0#-#>*?=-?,’*3(0#,#>*?3#-*’=0#>=,#(-@*?；4<—B=(0#-#>*?=0,*’*?’(+B

岩、透闪石化大理岩，夹层状、透镜状软玉矿化体及

高岭石化透闪石岩。其中软玉矿化体4<条，高岭石

化透闪石岩5层。总厚大于4!F:3。

!%! 矿体产出形态及规模

软玉矿体主要赋存于第!亚系与第"亚系内，

前者矿石质量好，规模大，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

产出，矿体平均厚55+3，仅顶部矿体呈透镜状、沙包

状产出，大小约4<+3G47+3，少量为!+3G!<+3；

后者矿质略逊，矿体呈层状产出，厚度大，含矿率高。

矿体可见延伸长5<#!<3。

青海软玉一般呈脉状或透镜状产出，矿体宽<F4
#<F63，长5#83；新疆软玉矿的原生矿矿体呈囊

状、透镜体状（李玉加等，5<<5），长几米到几十米，宽

几十厘米到几米，矿体延伸变化大，单个矿体的延伸

一般只有几米到十几米，规模小，变化大。因此，冗

里软玉矿的矿体规模明显优于上述两地软玉矿。

!%" 矿石类型、组分及结构构造

5%!%4 矿石类型

冗里软玉的颜色有白色、淡绿色，其玉石类型可

分为白玉、青白玉、青玉。白玉又可分为质量上乘的

纯白色软玉及矿物颗粒稍粗的灰白色软玉以及含极

少量棕色杂质斑点图案的白色斑点玉与草花玉（图

6）。其中，以淡绿色的青白玉 青玉质地最为细腻，呈

半透明 微透明状、蜡状光泽或弱油脂 油脂光泽；次

为白玉与白色斑点玉，呈半透明光泽、弱油脂光泽，部

分白玉因高岭石化蚀变微显砂粒状而呈瓷状光泽。

软玉的色泽是其成分的表观反映。和田软玉的

颜色主要有白色、青色、黄色、黑色6种基本色调；青

海软玉以白色、淡绿色为主，其间杂有灰白、暗绿等

颜色（柴凤梅等，5<<<）。和田软玉中的青白玉微带

淡绿色、青玉呈淡绿色（邹天人等，5<<5）。相形之

下，冗里软玉的色调较为单一，尚未发现和田玉中的

黄色与黑色玉种，也未见青海软玉中的暗绿色玉种，

从玉石的颜色分类上看，冗里软玉的总体质量较好。

5%!%5 矿石组分

（4）矿物成分

通过岩矿鉴定，冗里软玉中的主要矿物为透闪

石（含量大于;7H），次要矿物为石英、方解石、透辉

石、铁锰质氧化物。透闪石矿物形态主要有两种：

$呈纤维状，结晶粒度!<F4<33（多数在<F<733
以下），粒度均一，集合体常呈放射状，占据了冗里软

玉的较大比例；%结晶稍粗的纤维状，结晶粒度在

<F433左右，集合体呈片状、放射状、束状、毡状交

织。石英主要见于石英透闪石岩中，呈显微粒状变

晶产出，结晶粒度!<F4<33，分布较为均匀；方解

石多见于玉石与大理岩接触带，呈交代残余的细 显

微粒状变晶产出，结晶粒度!4F<<33（一般!<F5<
#<F<833）；透辉石偶见，呈自形微粒状；铁锰质主

要呈雪花结晶形态分布于斑点玉的浅表。

（5）化学成分

在冗里矿点分别采集了淡绿色青玉（5I&J）、白

玉（55J）及白色斑点玉（!<J）样品在贵州省地质矿

产中心实验室，利用日本理学KLM1’#3A)!型M荧

光光谱仪进行了常量化学分析（表4），化学成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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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冗里软玉的化学成分 !!／"

"#$%&! ’(&)*+#%+,)-,.*/*,0.,12,03%*0&-(4*/&5#6&

样号 #$%& ’(&%) *+&%) ,-% ./% 0/&% 1&% ,2% 3&%4 5$%& 烧失量 合计

)67 489:4 )9); <9=: <89>& <694> <948 69<) 696= 6964 696> )9&4 88986
&&7 4>9:& 694> 694& &)9&) <)94; 69&> 6968 696) 696) 696& 496& <66964
&?!7 4>9>8 69&; 69)4 &)9=) <=9>4 69&& 6968 696< 696< 696= 494> <6<9))
平均值 4:96; 698< 69:: &&944 <)9)& 69=8 69<6 696) 696& 696= =986 <669&<

#$%&含量略高于其理论值48@<"、,-%含量低于其

理论值&=@;"、./%含量低于其理论值<)@;"。

此外，冗 里 软 玉 中 的 杂 质 成 分 ,2%、*+&%)、

’(&%)含量呈现白色斑点玉!白玉!青玉的变化趋

势，说明青玉质地相对较纯，其次是白玉，再次是白

色斑点玉。

其他研究者（杨林等，&6<<）也选取了本矿区的

几种玉石样品利用日本理学A#BCD$EFG"型B荧光

光谱仪进行了常量化学分析，以&)个氧为基础计算

了阳 离 子 系 数（表&）。由 表&可 见，,-／（,-H
*+&H）为6@8<#6@8)，按照软玉的划分 原 则，,-／

（,-H*+&H）大于6@8为和田玉（透闪石玉），小于

6@8为玛纳斯玉或玛纳斯碧玉（阳起石玉），冗里软玉

的,-／（,-H*+&H）大于6@8，属于透闪石玉。冗里

软 玉 的 ,-／（,-H*+&H）低 于 和 田 玉 中 的 白 玉

（6@88;#6@88)）及微带淡绿色的青白玉（6@88<）以

及淡绿色青玉（6@8:8#6@8:<），而与深绿色的和田

碧玉（6@8))）（邹天人等，&66&）相同，但*+%明显高

于 和 田 青 白 玉（6@);"），大 大 低 于 和 田 碧 玉

（&@;4"），而与和田青玉（6@;8"#<@&&"）相当。

由于和田碧玉的,-／（,-H*+&H）高于6@8，称之为

青白玉 青玉更为合适（王立本等，&66&），同理，冗里

软玉中的淡绿色透闪石玉也不宜命名为冗里碧玉

（或罗甸碧玉），称之为青玉更好。利用晶体化学式

中的阳离子系数投于<88:年国际矿物学会角闪石

委员会最新闪石命名分类方案中的"（#$）对"（,-）／

表7 罗甸玉的常量化学成分 !!／"

"#$%&7 ’(&)*+#%+,)-,.*/*,0.,189,6*#0:#6&

样品 1&% 0/&% ./% ,-% #$%& ’(&%) *+%
阳离子系数

,-／（,-H*+&H） 1H0/ #$
白 696: 69>6 <=9>< <>98) 4:9&4 69)& <94> 698< 69<: :98=

灰白 696& 694< <:9&8 <:9<: 4=9;& 69&6 <9<; 698) 69<4 :98>
青白 696> 694> <&9;= <:96: 4;9)& 69=4 <9&= 698& 69<> :98&
蛋青 696) 694: <49>> <;96= 449;= 69<8 <9=6 698& 69<> :98>
平均 6964 694> <49<6 <:9)6 4>94> 69&8 <9)4 698& 69<> :984

晶体化学式 （./&9&8>16966;0/69<4)）&9=4>（,-&H)9>4<*+&H69)<;）)98>8［（#$:98=8’()H696=;.D)H696665$6966)）;%&&］（%7）&

注：数据据杨林等（&6<<），样品采自冗里软玉矿点，由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测定。经与杨林交换意见，表中的白色、灰白色、青白色、蛋

青色样品分别采自本文图)剖面第&?$层、&?%层、&?&层、=层，依次对应于笔者划分的白色斑点玉、白玉、淡绿色青白玉、青玉。

表; 罗甸玉的折射率与密度

"#$%&; <06&=&.,14&14#+/*,0#066&0.*/>,189,6*#0:#6&
样品 折射率 密度／-·IEJ) 硬度（7,）

白 <9>68#<9>)< &9;=& >9>:
灰白 <9>6)#<9>&; &9:8: >9))
青白 <9>6<#<9>&; &9;:& >9&>
蛋青 <9><6#<9>)) &9;:& >9=&

平均值 <9>6>#<9>)6 &9;=> >9=&
样品数据说明同表&。

"（,-H*+&H）图（杨林等，&6<<）中，软玉样品数据

点均落入透闪石区域，表明冗里软玉的主要组成矿

物均为透闪石。

&9)9) 矿石结构、构造

根据薄片鉴定及电镜分析，冗里软玉具纤维状

柱状、斑状变晶交织结构，纤维状 毡状变晶交织结

构，纤维状 片状变晶交织结构、纤维状变晶交织结

构、放射状变晶结构及致密块状构造，少量为条带状

构造。矿物粒度6@<#6@64EE。新疆和田玉的结

构就是以毛毡状为典型（唐延龄等，&66&），矿物粒度

介于6@6&#6@66;EE至6@664#6@66<4EE之间

（李玉加等，&66&），青海软玉也具典型的毛毡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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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冯晓燕等，!""#），矿物粒度介于"$%!"$"%&至

"$"’!"$""&之间（李玉加等，!""!）。因此，冗里软

玉不仅在矿物成分、化学成分上与新疆和田玉相同，

其结构构造也与新疆和田玉相似，但矿物颗粒略粗

于新疆和田玉而与青海软玉相当。

冗里软玉中的透闪石普遍发育交织结构，纤维

间的互相穿插绞合使其具有新疆和田玉及青海软玉

相同的硬度与韧性，已具备优质软玉的特性。

!(" 矿石的物理光学特征

采用静水力学法、油浸法对冗里软玉进行了密

度与折射率测定，并使用显微硬度仪测定了维氏硬

度然后换算为摩氏硬度（表’）（杨林等，!"%%），结果

表明，冗里软玉的折射率与和田玉折射率（%$)%）及

青海软玉折射率（%$)!!!%$)!’）（孔蓓等，%**+）大

致相当，均接近于透闪石的理论值（%$)"’!%$)’!）。

新疆和田软玉的密度为!$))!!$*+)（平均!$,!）、

硬度为)$&!)$+（平均)$)）；青海软玉的密度为

!$*"!!$*+（平均!$*#）、硬度为&$&+!&$+,（平均

&$),）（柴凤梅等，!"""）。由此可见，冗里软玉的密

度与和田玉相当，二者均低于青海软玉；其硬度略低

于和田玉，高于青海软玉。

!(#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大理岩化、滑石化、高岭石化、

硅化及后期碳酸盐化，前三者与玉石矿化关系密切，

具有找矿意义。

’ 加工工艺特点

冗里软玉具有新疆和田玉的纤维状、毛毡状变

晶交织结构，硬度大、韧性强，不易碎裂，属于可加工

性较强的工艺材料。同时，冗里软玉与新疆和田玉、

青海软玉的矿物成分相同，均为透闪石，表现为粒度

细，结构均匀，在加工过程中具有易磨、易抛光的特

点，雕刻加工的成品细润、半透明至微透明，油脂感

好，但油润度稍逊于新疆和田玉。除白色斑点玉外，

玉石净度均较高。目前已有’家玉石加工企业落户

罗甸县城，主要加工手镯和属相挂件，这些产品的表

观特性与新疆和田玉加工的产品十分相近，吸引了

大量省内外客商，销路甚好。

# 成因类型

冗里软玉矿及其周边的软玉矿点均分布在基性

岩（辉绿岩）与薄层燧石灰岩的接触交代变质带上，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沙包状产于方解石大

理岩化带内，属于接触交代型矿床。经笔者野外调

查研究，矿石中的-.及部分/01!可能来自围岩，23
及大量/01!、145等矿源物质则来自基性岩。其成

矿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大理岩形成阶段：基性

岩浆侵入薄层燧石灰岩使之接触变质首先形成方解

石大理岩或透闪石化大理岩；#成玉阶段：大理岩内

的晚期含矿流体继续交代大理岩在其内部形成软玉

矿体。根据共生的变质矿物组合及国内典型软玉矿

床的类比研究，推测成玉温度为’""!’#"6，压力!
!$&78.，介质为中性或弱碱性，属还原环境和半开

放系统。

众所周知，新疆和田玉及青海软玉皆产于中酸

性侵入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与镁质大理

岩的接触带上，共经历了’个阶段：即区域变质作用

形成白云石大理岩阶段"中酸性岩浆侵入白云石大

理岩交代蚀变阶段"晚期接触交代作用成玉阶段。

贝加尔湖地区软玉的矿床成因与新疆和田软玉基本

相似，也是中酸性岩浆岩与白云质大理岩的接触交

代变质产物（张晓晖等，!""%）。因此，冗里软玉矿的

成因与新疆和田玉、青海软玉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

地区软玉均有较大差别，与东昆仑三岔口软玉矿（周

征宇等，!""&）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岩体的岩石类型相

近，均属基性岩，但围岩截然不同，三岔口软玉矿是

产于基性辉长岩与白云岩（部分已变质为大理岩）的

接触带上（周征宇等，!""&）。

地质工作者对软玉的成玉机理尚不清楚（廖宗

廷等，!""’），目前有两种成因观点："与碳酸盐岩

（主要是镁质大理岩）和中酸性岩浆岩的接触变质作

用有关；#与中基性火山凝灰岩的区域变质作用有

关（邓燕华，%**%）。

新疆和田玉、青海软玉、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软

玉等典型软玉矿床的钙镁质来源于围岩，硅质来源

于中酸性岩，钙镁质为单向补给方式，同时，当成矿

围岩为白云石大理岩时，则矿体规模较大；当为白云

质大理岩时，则矿体规模小；在方解石大理岩中则不

产软玉矿（唐延龄等，!""!）。贵州冗里软玉矿则不

同，成矿围岩全是富含硅质条带的方解石大理岩，矿

体呈层状、似层状、部分呈透镜状、沙包状，矿体规模

大，其钙质与部分硅质来源于围岩，镁质与大量硅质

则来源于基性岩浆，钙镁质属双向补给方式，其成因

类型十分特殊，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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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贵州冗里软玉矿产于基性侵入岩与钙质碳

酸盐岩的外接触带，它与新疆和田玉及青海软玉的

成矿背景大相径庭，因此，冗里软玉的交代成矿过

程、成矿条件及物质组分的迁移方式均具有鲜明的

个性特点，是近年国内首次发现的特殊矿床类型，具

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的找矿指导意义。

（#）冗里软玉的表观特征、矿石组分、结构构

造、物理光学指标及加工工艺特质均与新疆和田玉

及青海软玉相近，具有硬度大、韧性强、光泽好、质地

细腻的共性特征。目前所见的冗里软玉颜色主要为

白色、灰白色和淡绿色，未见和田玉中的黄色、黑色

及青海软玉中的暗绿色品种，说明冗里软玉中的$%、

&’等杂质含量相对较低，尤以淡绿色青玉最为洁

净、细腻、油润，其质地优于新疆和田青玉、青白玉及

青海软玉中的同类品质。

（(）冗里软玉矿的单矿体规模大于新疆和田软玉

矿与青海软玉矿，矿石块度也以大（!!")*+）超大

（")*+以上）者居多。在贵州罗甸地区，具有冗里软

玉矿相似成矿条件的地段展布宽广，找矿潜力巨大，

笔者等已在罗甸南部地区陆续发现多条软玉矿带，

矿石品质较好，资源前景广阔。目前，对贵州罗甸玉

的勘查与研究工作仍在继续，其开发利用价值必将

对贵州“十二五”工业强省战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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