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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再造琥珀的微细结构对比及鉴定 

李海波，陆太进，沈美冬，周 军 
(国家珠 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 100013) 

摘 要：再造琥珀制造技术不断更新换代，并不断取得进展。市场上能见到不同时期的再造琥珀，给实验室 

鉴定带来挑战。为科学鉴定这些琥珀，结合前人研究和国检(NGTC)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放大检查，正 

交偏光，紫外荧光这三方面分别对早期和近期再造琥珀的鉴定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述。结果显示，早期 

传统再造琥珀的“血丝”状构造明显，其在正交偏光下的特征及紫外灯下的荧光特征明显。近期再造琥珀中的 

“血丝”变浅，其后多数又进行了一系列后期处理，掩盖了原有的再造琥珀特征，所以其在正交偏光下的特征及 

紫外灯下的荧光特征均不明显。但在强透射光源照射下，仍可发现局部残余的再造特征，如沿“血丝”分布的 

片状炸裂纹、流动的“砂糖”状构造等。这些微细结构特征有助于对不同时期再造琥珀进行正确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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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Identificati0n 0f Rec0nstructed Ambers 

Produced in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M icro--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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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Gem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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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reconstructed 

ambers，more and more reconstructed ambers produc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ppear in the 

jewelry market．In order tO correctly identify reconstructed ambers，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NGTC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illustrates 

the micro～structures of reconstructed ambers by using imaging techniques of magnification， 

crossed polarization，and UV fluoresce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1 reconstruc— 

ted ambers produced in early period display obvious blood—red streak—like structures，as well 

as fluorescence features．For the ambers produced recently，the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by 

magnification and polarization testing are not clear，due to a series of post—processing which 

could have covered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reconstructed amber． However，some features， 

such as flaky cracks distributed along the blood—red streaks，flowing granulated sugar—like 

structure and SO on，could be seen by using strong transmitted illumination technique．The 

reconstructed ambers produced in different periods could be correctly identified by detailed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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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琥珀是将琥 珀碎块 或碎屑在适 当的温 

度 、压力下压结而成 ，形成较大块 的琥珀 ，亦称为 

压制琥珀 。再造琥 珀的历史 由来 已久 ，加工处理 

手段不断翻新。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再造琥珀主要 

有两种 ，一种是由琥珀颗粒直接熔结而成 ，无外来 

添加物 ；另一种是在琥珀颗粒 的熔结过程中掺人 

外来添加物，如起 固结作用的人工树脂等。 

如果加入的添加物种类或数量过多 ，利用 红 

外光谱能检测到外来物，这时琥珀的原有成分遭 

到破坏 ，不能再将其定名为再造琥珀，而应定名为 

仿琥珀。如果未加入或加入的添加物较少 ，利用 

红外光谱则很难将再造琥珀与天然琥珀 区别开 ， 

此时主要依靠显微镜、偏光镜和紫外荧光灯等常 

规仪器进行检测 。目前很多实验室在再造琥珀的 

鉴定及正确定名上面临困难 ，如何行 之有效 的解 

决这一 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前人针对再造琥珀鉴定的研究成果很 多 ，但 

多局限于早期的再造琥珀 ，当时再造琥珀的再造 

特征 明显 ，有些甚至 肉眼可见 ，鉴定难度 相对较 

小 。而对经过后期处理的近期再造琥珀的鉴定特 

征则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 

用多种仪器和光源对不同时期再造琥珀的鉴定特 

征进行系统分析 和研究 ，总结 出切实有效的鉴别 

方法。 

可见未熔融颗粒及接触面边界(图 3，图 4)，具粒 

状结构 ，部分表面可见 由于颗粒硬度不 同而造成 

的凹凸不平的颗粒边界 (图 5)。 

1．2 正交偏光特征 

天然琥珀的正交偏光特征表现为局部明亮的 

蛇带状或波状异常消光。再造琥珀的正交偏光特 

征表现为消光分区，多呈碎粒状异常消光 ，界限分 

明，颗粒感强，有时伴有异常干涉色 。再造琥珀颗 

粒较大时，颗粒内部表现为蛇带状消光 ；再造琥珀 

颗粒较小时 ，表现为扭 曲的似糜棱状异常彩色消 

光(图 6)。 

1．3 紫外灯下荧光特征 

天然琥珀在紫外灯 下呈现均 匀一致 的荧 光 

色。部分再造琥珀在紫外灯下多呈现不均匀的荧 

光色 ，颗粒 感明显(图 7)。再造 琥珀颗粒的边缘 

轮廓 ，多与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血丝”分布方 向相 

一 致 。 

1．4 DiamondView下荧光特征 

天然琥珀在 DiamondView下多呈现均匀一致 

的荧光色 。部分再造琥珀在 DiamondView下的荧 

光特征与紫外荧光灯下的特征相同，也多呈现不均 

匀的荧光色 ，颗粒感明显，且颗粒的边缘轮廓更为 

清晰(图 8)。因为可 以调节放大倍率 和紫外光强 

度，所以更适合小颗粒再造琥珀的局部观察。 

1 早期再造琥珀的鉴定特征 2 近期再造琥珀的鉴定特征 

早期传统再造琥珀，受技术影响，颜色较深 ，内 

部浑浊，透明度差 ，“血丝”状构造明显 ，较易鉴别。 

但在经验较少 的情况下 ，易将其与压固琥 珀相混 

淆。因为树脂滴落及凝固的时间不同，琥珀在形成 

时会出现分层现象。这种分层琥珀最大的缺点就 

是脆性大，易碎，难雕刻。所以在加工之前 ，需要对 

其进行加温加压处理，使各分层界面之间重新熔结 

变牢固。这种优化方法的原理与再造琥珀的处理 

原理相同，但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的材 

料是天然的分层琥珀，后者的材料是琥珀碎块，所 

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应仔细加以区别。 

1．1 放大检查特征 

早期再造琥珀的内部浑浊，透 明度差 ，具立体 

网状的“血丝”状构造，其中红褐色的边界纹路呈 

闭合状 ，线条生硬多带棱角(原颗粒边界)(图 1)。 

而压固琥珀内部 的红褐色纹路则表现为细密流动 

状 ，流畅 自然 ，不闭合 (图 2)。早期再造琥珀有 时 

随着再造技术水平的提高，再造琥珀的“血 

丝”变浅 ，多呈断续状 的闭合状态 ，而且常通过 内 

部炸裂纹 、表面冰裂纹 、表面磨砂 (自然未抛光 )、 

表面雕刻繁复花纹、有色覆膜、深度烤色等手段来 

掩盖内部“血丝”状构造或颗粒边界，这使得鉴定 

难度大大增加 。有效鉴别这些再 造琥 珀新 品种 ， 

主要还是依靠在强透射光源照射下放大检查样品 

中的微细结构差别来实现。 

2．1 放大检查特征 

再造琥珀内部起掩饰作用的片状炸裂纹多沿 

“血丝”(即颗粒边界)分布(图 9)。 

在强透射光源照射下 ，仔细观察冰裂纹下、磨 

砂面下 、有色覆膜下及雕刻的繁 复花纹附近的再 

造琥珀特征 ，多可见断续状 的闭合“血丝”或局部 

带棱角的颗粒边界(图 1O，图 11)。 

再造琥珀颗粒较小时，虽无“血丝”状构造，但可 

见细小颗粒边界，表现为流动的“砂糖’，状构造(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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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较大，因此很难作为确切的判定依据。经红外吸 

收光谱和 X射线衍射分析 ，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 

和 X射线粉末衍射谱均出现了石膏和烧石膏的吸 

收峰和衍射峰，未有组成寿山石的地开石、珍珠陶 

石、叶蜡石或伊利石 的吸收峰和衍射峰，可以确定 

样品是由石膏和烧石膏制作的仿寿山石 。珠宝检 

验机构在进行常规检测时 ，应测定样品的密度，一 

旦发现密度低于寿山石的正常值 ，应该采用其它分 

析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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