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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玉石是岩矿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有用矿物与岩石一样，是组成地壳的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进程中由地质作用而形成的。
它既可以形成独立的矿藏，亦可以伴生的形式与其他矿产资源同时共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国的宝玉石行业又出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将更进一步推动我国宝玉石资源的勘察与开发事业的迅猛发展。
     本分册是《天然矿物原料丛书》之一。
根据当前宝玉石矿产原料（资源）开发与加工的实际情况，编者们编写了《宝玉石矿产原料》分册，
本分册共分7章，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第一章在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宝玉石矿产资源发展状况、普及程度、应用前景基础上又大量搜集、综合
整理有关资料，阐述了宝玉石矿产资源分类、宝玉石矿产资源勘察开采选矿、宝玉石矿产资源需求现
状、宝玉石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宝玉石矿产原料与优化处理、宝玉石原料优化处理的种类、宝玉石
与珠宝矿物鉴定特征，分析了宝玉石矿产资源形势及未来走势。
     本分册的第二至七章分别阐述了宝石材料、有机宝石材料、玉石材料、印章石和砚石材料、观赏石
材料、宝石加工和材料。
内容是根据近20年来宝玉石矿产资源开发研究新成果和编者们数十年工作亲身体会,并以词条化与通俗
化形式编写出来。
本分册介绍了100多种宝玉石矿产原料，每种矿产原料除标明了中、英文名称,介绍了肉眼鉴别特征及
主要矿产地外,还主要阐述了其基本特征（包括组成与结构、物化性质）、宝石的品种、宝石鉴别、质
量评价、成因与产地、功能与用途等许多方面内容,其中包括矿物的化学成分、结构与构造等;颜色、
硬度、光泽、断口特征以及相对密度、化学稳定性、强度变化和耐酸、碱程度等基本情况与数据;主要
功能、工业指标、产品用途和价值等。
同时还对同类的或同一性质及用途的矿产原料其形成地质条件、分布情况、资源保证程度及其在经济
上的意义,按章、节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综述,以便读者对资源形势有宏观的了解。
     本书既可供从事宝玉石矿产工程的科技人员、科技管理人员、经贸人员、科技开发人员与地质矿产
勘察开发的地质大队技术人员阅读，又可供职工培训使用，还可为宝玉石矿用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
、有色金属矿产、黑色金属矿产等科研单位（研究院、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提供研究
参考。
此外，它也是所有关注宝玉石领域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适宜读物。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许多宝玉石材料前辈和同仁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并提供了有关资料，对本
书内容提出宝贵意见。
高巍等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张淑谦、沈永淦、崔春玲、王书乐、郭爽、丰云、蒋洁、王素丽、王瑜、
王月春、韩文彬、俞俊、周国栋、朱美玲、方芳、高新、周雯、耿鑫、陈羽等同志为本书的资料收集
和编写付出了大量精力，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以便再版时更臻完善。
 编者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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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天然矿物原料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七章，分别是绪论、宝石材料、有机宝石材料、玉石材
料、印章石和砚石材料、观赏石材料、宝石加工和材料。
在每章开始将对相应的矿产原料以及产出分布、资源形势进行综述，然后对各种矿产原料从不同方面
进行介绍。

本书适合高校宝石类、地质类、矿产类、材料类等相关学科作为教材，亦可供广大生产企业、收藏者
、研究者作为学习参考之用。
它既是宝石商贸人员和宝石爱好者、消费者的忠实朋友和得力助手，又可作为珠宝专业学校师生、科
研人员和鉴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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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砂金效应（又称硒金光） 透明的宝石内部含有许多不透明的固态包裹体，如
细小云母片、黄铁矿、赤铁矿和小金属片等，当观察宝石时，包裹体对光的反射作用呈现许多星点状
反光点，宛若水中的砂金，称为砂金效应，具这种光学效应的天然宝石有日光石和人造砂金石。
 3.不能作破坏性测定。
鉴别时感观经验很重要 确定是什么矿物，主要是依据矿物的化学成分和结晶构造，要测定这两种数据
，只需很小的几粒矿物通过电子探针和X射线粉晶分析就可获得。
但宝石是贵重物质，略有破损就不值钱了，应主要凭简单的光性和物性来确定，但一般矿物的光性和
物性，随着杂质含量的多少和差异，其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必须三种以上的检测数据能互相印证时才
可信。
宝石鉴别工作，经验很重要，色彩的细微差异，包裹体的种类、颜色、形态及排列等，都可能是决定
某宝石名称或真假的重要因素，但这些现象是难以在宝石鉴别书中全写上的，全凭鉴别人员丰富的经
验判断和仔细检测确定。
顾客在购买高中档宝石时，一定要有权威检测机构和有正式宝石鉴别证书的人员出具的鉴别证书为凭
。
成交时，一定要获得该鉴别证书并妥善保存，换句话说，该证书就是这颗宝石的身份证。
有关宝石鉴别证书的内容，各国都有统一要求。
 六、天然宝石的采矿选矿和加工工艺 天然宝石有原生矿（金刚石、绿柱石、电气石等）和砂矿两类
，其产状不同，采选工艺也不同。
金刚石原生矿的矿体形态有两种，一是岩管状，一是岩脉状，倾角都很陡。
管径较大的岩管，浅部多采用露天开采，深部改为竖井开采。
金刚石脉状矿体多全用竖井开采，但井口位置的选择很重要，既要避开断裂破碎及涌水地段，又要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运输功能，减少投资和矿石运输费用。
金刚石原生矿的采矿，多采用凿岩爆破方法。
但产于伟晶岩中的绿柱石、电气石等，矿物颗粒大，易碎裂，为了保证宝石级矿物晶形的完整美观及
不受震伤，故多是人工用钢钎撬、手采和手选。
 红宝石、蓝宝石、锆石、金绿宝石、尖晶石、石榴石宝石以砂矿形式产出为主，金刚石也有砂矿床。
它们分布广，埋藏浅，小规模可人工挖矿，就地淘选。
规模大的用挖斗、抓斗取样。
也有用水枪冲击，泵吸取矿泥，管道运样，然后去泥、筛分和分选。
 除金刚石和红、蓝宝石外，其他主要天然宝石多是富钠、镁的铝硅酸盐矿物。
硬度大，多在7级以上，相对密度多在3～4，无磁性，少数具弱电磁性，多数显荧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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