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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蓝玉髓以其鲜艳的蓝色、蓝绿色备受青睐�其价值在台湾所产玉石中位居最高�在世界市场上
也是一枝独秀。蓝玉髓产于台湾东岸的海岸山脉�属热液成因。对台东县东河乡蓝玉髓矿区进行了矿脉地质
考察�对其产状和成因进行了研究�并对台湾蓝玉髓与其仿制品进行了详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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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Chalcedony from Tai wan Province

LI N Song-shan
（ Worl d Ge m I denti f i cati on and St udy Center �Taoyuan�Chi na）

Abstract ： The bl ue chalcedony is a special l ocal ge mst one i n Tai wan Provi nce ．The bl ue chal-
cedony fr o m Tai wan Provi nce o wes t he beaut y and popularit y t o it s vivid bl ue －greenish bl ue
col our and it s val ue is t he highest a mong t he jade fr o m Tai wan Provi nce ．It also out shi nes
ot hers i n t he worl d mar ket ．The bl ue chalcedony fr o m Tai wan Provi nce is f ound in t he sea-
coast mount ai n range of t he east er n Tai wan �and it bel ongs t o hydrot her mal deposit ．The
bl ue chalcedony fr o m Tai wan Provi nce is co mpared wit h it s si mulant s i n det ail ．Besides �t he
bl ue chalcedony diggi ngs i n Donghe village �Taidong count y �is i nvesti gat ed f or it s dist ri bu-
tion ．It s attit ude and origi n are st udied ．The bl ue chalcedony sa mples are co mpared wit h it s
si mulant s i n det ail ．
Key words ：bl ue chalcedony ；origi n ；Tai wan Provi nce

　　台湾的贵重宝玉石－－－蓝玉髓（岛内俗称“ 台
湾蓝色宝石”“ 台湾蓝宝”） －－－广泛产于台湾东岸
的海岸山脉�日据时代就已发现�60年代正式开
发。随着产量的递减和消费者需求的日增�蓝玉
髓的价值在台湾所产玉石中位居最高。2007年
10月�笔者深入到台湾省台东县东河乡都兰山脉
的蓝玉髓矿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其样品进行了
详细的宝石学特征研究。

1　成因及产状
台湾蓝玉髓一般产于东岸的海岸山脉�北起

花莲县的丰滨乡�南至台东县的都兰镇�地跨花、
东二县�海岸山脉大都陡峭且面对太平洋。蓝玉
髓矿形成于中新世约700～2600万年间�海拔标
高500～1600m�大都属于热液型矿床；因火山
角砾岩的后期活动热液沉淀以及附近围岩蕴藏大

量的Cu 矿�使Si O2富集于断层裂隙或安山岩角
砾间�进而形成漂亮的蓝色玉髓；其原石内常夹杂
硅孔雀石�并含少量的绿泥石、自然铜、氧化铁及
水等。

台湾蓝玉髓的产状多呈燕尾式构造�矿脉常
延长至10m 左右�宽约5～10cm�局部宽可达
30cm。据台湾省矿物局的资料�蓝玉髓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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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东县的东河乡、关山乡的都兰山区、马太林
山、成广澳山、七里溪以及花莲县的丰滨乡八里湾
等。大部分蓝玉髓在加工过程中遇热（温度超过
40℃）会由鲜艳的蓝绿色褪变为淡白蓝色�加热至
200℃时会变成墨蓝绿色；由于蓝玉髓中吸附水的
脱失及Cu 的氧化作用使得其颜色变化明显�且
变为白蓝色后大都不能恢复至原来的鲜艳颜色。

2　宝石学特征
台湾蓝玉髓样品呈鲜蓝色、蓝绿色�或深蓝色

至浅蓝色；主要化学成分为Si O2�含有Cu（致色
元素） 和 Fe 元素（约为0．01％～0．02％）；呈块
状、粒状或超细纤维状隐晶质集合体；摩氏硬度为
6．0～6．5�密度为2．58g／cm3�折射率为1．51～
1．53；蜡状－玻璃光泽�透明、半透明－不透明；微
晶结构�集合消光�遇酸无反应；在长波紫外光下
无荧光反应�无特征的吸收光谱；少数样品有蛋白
光或丝光现象�少数样品因含水结构不稳定�当受
高温或热抛光时颜色会变淡。不同产地蓝玉髓样
品（图版Ⅰ-1）的宝石学特征及其扫描电镜测试结
果见表1和图1。

表1　不同产地蓝玉髓样品的特征
Table 1　Charact eristics of bl ue chalcedony

sa mples f ro m diff erent localities
台　湾 印度尼西亚 美　国

RI 1．51～1．53 1．53～1．54 约1．54
密度／（g·cm－3） 2．58 2．61 2．60
滤色镜下 暗绿色 草绿色 草绿色

长波紫外灯下 惰性 惰性 微弱蓝绿色
摩氏硬度 6．0～6．5 6．0～6．5 6．0～6．5
内部特征 白色、雪花

状石花（ 图
版Ⅰ-2a �b）

深褐色包裹体

（ 图版 Ⅰ-2c）
和斑块状蓝色

图案（ 图版Ⅰ-
2d）

弯曲的草叶状

包裹体（ 图版
Ⅰ-2e） 和条带
状特征（ 图版
Ⅰ-2f）

微形貌 纤维状（ 图
1a �b）

致密状深褐色

包 裹 体 （ 图
1c） �样品呈极
微 粒 状 （ 图
1d）

毛 发 状 （ 图
1e） �微 粒 状
（图1f）

3　LI BS 测试
采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最新研制

的激光诱发光谱仪（LI BS）对不同产地蓝玉髓样

图1　不同产地蓝玉髓样品的扫描电镜图像
Fig ．1　ESEM i mages of bl ue chalcedony
sa mples f ro m diff erent localities

　上为台湾样品的�a ．10000X；b．5000X；中为印度尼西亚
样品的�c．深褐色包裹体�2500X；d．极微粒状�20000X；

下为美国样品的�10000X�e ．毛发状；f ．微粒状

品的蓝色部分进行了化学成分测试与比较。结果
（图2）表明�台湾蓝玉髓具有较显著的成分特征：
（1）台湾与印度尼西亚样品中Cu 的质量分数较
高�明显高于美国的；（2）美国样品中 Mg 的质量
分数最高�其次为台湾的�印度尼西亚的最低；（3）
美国样品中Fe 的质量分数最高�多个样品中都
测出了Fe �但台湾和印度尼西亚样品中Fe 的质
量分数低；（4） 美国样品中 Al 的质量分数最高�
台湾样品中仅个别测出含Al �印度尼西亚样品中
则不含Al ；（5）台湾样品中 Na 的质量分数最高�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样品中的相对较低。

初步研究表明�Mg�Fe �Al 和Na 等元素的
质量分数可以作为蓝玉髓产地的指纹特征之一�
其更深入的研究现正在进行中。

4　常见的仿制品
由于台湾蓝玉髓在市场上一直备受青睐�所

以一些仿制品便大量投入市场�以假乱真。其中
印度尼西亚蓝玉髓的数量最多�其物理特性与台
湾蓝玉髓的最接近�还有异极矿、染色玉髓、绿松
石以及蓝色玻璃等常见仿制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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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产地蓝玉髓样品的LIBS 测试結果
Fig ．2　LIBS result s of bl ue chalcedony sa mples f ro m diff erent localities

表2　台湾蓝玉髓样品与其常见仿制品的比较
Table 2　Co mparison of bl ue chalcedony sa mples f ro m Tai wan wit h it s si mulants

类　别 化学成分 结晶习性 相对密度 摩氏硬度 透明度 光　泽 颜　色 折射率 放大观察 其　它

台湾蓝
玉髓

Si O2�可含Cu 和
Fe

块状、粒状或超细
纤维状隐晶质集合
体

2．58 6．0
～6．5

微 透
明－半
透明

蜡 状－
玻璃

蓝色�蓝绿
色�色调纯
正

1．51
～1．53

有的 见
含Fe 的
碧玉

遇酸无
反应

硅孔
雀石

（Ca �Al）2H2Si2
O5（ OH）2·nH2
O�可含Cu 及杂
质

隐晶质或块状集合
体�为 Cu 矿物的
蚀变产物�常伴生
于玉髓中

2．00
～2．40

2～4 不 透
明－半
透明

蜡 状－
玻璃

绿色�蓝绿
色�有的呈
水蓝色

1．46
～1．57

绿色 呈
条带状

遇酸会
侵蚀

异极矿 Zn4（ OH） Si2O7
·H2O

纤维状、球状、粒状
集合体�常产于石
灰岩内

3．45 4．5～
5．0

不 透
明－微
透明

玻璃 绿色�水蓝
色

1．61
～1．64

无特征 HCl 中
可 溶�
不起泡

染色（蓝）
玉髓

Si O2�可含多种
染色元素

隐晶质集合体�呈
块状、粒状或超细
纤维状集合体

2．60 6～7 微 透
明－半
透明

油 脂－
玻璃

蓝绿色 约1．54 染料 呈
颗粒 状
聚集

遇酸无
反应

蓝色
玻璃

Si O2及少量碱金
属元素

非晶质体 2．30
～2．60

5．0
～5．5

微 透
明－半
透明

腊 状－
玻璃

水蓝色 约1．50 流动 纹
及气泡

遇酸无
反应

绿松石 CuAl6 ［ PO4］ 4
（OH）8·4H2O

隐晶质块状、结核
状、脉状

2．76 5～6 不透明 蜡 状－
土状

蓝色－绿蓝
色

约1．61 铁线 及
暗色 基
质

HCl 中
可溶

5　成品类型及市场行情
台湾蓝玉髓在60年代就开始开采�质优的特

级品大多销往日本市场。10多年前因需求大增�
有的宝石商就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类似矿物（如硅
孔雀石）及印度尼西亚蓝玉髓在台湾加工�其市场
价格一般都低于台湾蓝玉髓的。虽有部分其它产
地蓝玉髓的颜色与台湾的相近�但大部分的颜色
皆逊于台湾的�所以真正台湾蓝玉髓的颜色还是

一枝独秀。
在台湾花莲县与台东县�常可发现一些玉石

店销售蓝玉髓成品（大部分为印度尼西亚和美国
新墨西哥州蓝玉髓） �依其质量、颜色、透明度�单
价由每克拉几百至几千新台币不等�有些奇特的
雕件更是待价而沽�所以蓝玉髓在台湾的价格一
直居高不下。目前�台湾市场上的蓝玉髓以台湾、
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产的为主�但由于台湾和美国
产蓝玉髓的优质品种量少�故大多以印度尼西亚
蓝玉髓为主�其质地和颜色也较漂亮�质量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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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蓝玉髓的成品类型及市场行情
Table 3　Product t ypes and market quot ation of bl ue chalcedony
台湾蓝玉髓 印度尼西亚蓝玉髓 美国蓝玉髓

成品类型 大小蛋面、挂件、手镯、
手把件、摆件

大小蛋面、挂件、手镯、
手把件、摆件

大小蛋面、挂件（因原料少�
其它较少见）

市场行情（单位：新台币） 原矿：约8万～12万／kg 原矿：约7．5万～10万／kg 约同于印度尼西亚蓝玉髓

蛋面：普通品约2千～3千／ct ； 蛋面：普通品约1千～2千／ct ；
优质品约4千～6千／ct 优质品约3千～5千／ct
挂件、手把件：1～10万／个 挂件、手把件：8千～8万／个
手镯：5万～50万／个 手镯：5万～40万／个
摆件：小件5万～10万／个； 摆件：小件3万～8万／个；
大件数十万～数百万 大件数十万～数百万

定。蓝玉髓常见的成品类型及市场行情见表3。
在本文研究工作中�姜进枝老师和黄正宪老

师提供了样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对
其进行了测试�并得到袁心强院长的大力协助�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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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玉” 与奥运奖牌
来建中

（中国和阗玉玉文化学会�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

　　2008北京奥运会是展示中华文明、传播中国
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和高尚思想境界的
最好时机�也是“ 化干戈为玉帛” 、增进世界各国人
民友谊和团结的大好时机。在2007年3月27
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500天这一特殊的日子里�
北京奥组委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发布了2008北京
奥运会奖牌式样：金、银、铜3枚奖牌直径均为
70mm�厚6mm。奖牌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
规定的图案－－－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
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背面镶嵌中国古代龙纹
玉璧造型�正中的金属图形镌刻北京奥运会会徽；
奖牌挂钩造型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
成。这些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 玉”
比“ 德” 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
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中的又一次“ 中西合
璧” 。北京残奥会奖牌的设计创意、造型与北京奥
运会奖牌的一脉相承�体现了“ 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 的要求�完美诠释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 的主题。北京奥运会奖牌“ 金镶玉” 的消息一
发布�立刻在新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对于中国
使用最早、年代最久远的新疆和阗玉来说又是一
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也是新疆为奥运会再次
做贡献的绝好机会。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青海
省更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于2007年4月14日以
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请求北京奥组委将青海昆仑
玉作为北京奥运奖牌的玉石材料�并派专人一直
参与申请工作。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制作部门对

“ 金镶玉” 玉材的要求是：色泽温润、纯净�质地坚
密�抗磨、抗震�硬度在6以上。因此�产自昆仑
山、同属于透闪石玉的新疆和阗玉和青海玉都是
最合适、最佳的选择。2008年1月2日�青海玉最
终被正式确定为2008北京奥运会奖牌用玉。青
海省人民政府立刻决定向北京奥运会无偿提供制
作奖牌所需的全部玉料。至此�3000多枚奥运奖
牌全部采用青海玉�于2008年3月底前由上海造
币厂加工完成。

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在捐赠玉料的仪式上
展示了几块用于北京奥运奖牌的青海玉式样。采
用青海白玉、青白玉、青玉制作的玉环�其内环周
长为31．9mm�外环周长为57．7mm�厚3．0
mm�误差要求在0．05mm 以内�因此�玉环实际
上采用现代数码雕刻技术、在我国著名的玉雕生
产加工基地扬州完成制作。经过粗略计算�3000
多块玉环用料大约为1～2t 。
5位国内著名玉器专家在“ 青海软玉用于制作

奥运奖牌材料的专家意见” 上�列出了其四大优
势：其一�青海玉与新疆和阗玉都为软玉�即透闪
石玉�同属昆仑山矿带�其物质组分、结构、特征基
本相同；其二�青海玉质地细腻�储量大�品质均
匀�材料块体大�每块奥运奖牌完全可以在同一块
原料上制作完成；其三�青海玉库存储备充足�不
需备料�可以直接按要求选料�以保证奖牌制作顺
利完成；其四�青海玉比和阗玉价格低�奖牌制作
成本大幅降低�符合奥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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