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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翠”的宝石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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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蓝绿色“冰翠”样品为测试对象，采用常规的宝石学测试方法，结合红外光谱仪、Ｘ荧光能谱仪等

仪器测试。结果表明：“冰翠”为均质体、非晶质体材质，内部通常洁净，按照国家标准应定名为玻璃。与天

然玻璃的主要区别是：含Ｋ、Ｆｅ量少，含钙高，内部没有雏晶。

关键词：冰翠；玻璃；鉴定特征

中图分类号：ＴＳ９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４３３（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９－０４

Ｇ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Ｂｉｎｇ－ｃｕｉ”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ＳＨＡＮ　Ｇｕａｎｇ－ｑｉ，ＬＩ　Ｈｅ－ｊｕｎ，ＷＡＮＧ　Ｙ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Ｙｏｕ－ｆａ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ｌ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ａｎｔｉａｎ　Ｊｅｗｅｌｒｙ　Ｃｏ．Ｌｔｄ．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Ｂｉｎｇ　ｃｕｉ”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Ｘ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Ｂｉｎｇ　ｃｕｉ”ｉｓ　ａ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ｎｄ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ｌｅａｎ　ｉｎ－
ｓｉｄ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ｇｌａｓ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ｌａｓｓ，

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ｌｅｓｓ　Ｋ，Ｆｅ，ｂｕｔ　ｈｉｇｈ　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ｉｎｇ－ｃｕｉ，ｇｌａｓ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目前，市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珠宝玉石品种，被

称为“冰翠”，以绿色、蓝绿色、蓝色最为常见。该品种

到底是什么成分？本文通过外观特征、常规仪器检测

以及几种常用的大型珠宝检测分析仪器进行了综合

分析测试，结果说明如下。

１　样品外观特征

样品整体呈蓝绿色，透明度很好，通常内部很洁

净，在肉眼观察下通常不见包裹体，呈贝壳状断口，玻

璃光泽，块状构造，块体可达几十公斤重。样品经切

割后，小块颜色变浅。经琢磨抛光后，颜色接近无色。

外观特征见图１。

２　常规宝石学检测

采用常规宝石学特征对冰翠进行测试，其常规宝

石学特征如下：

折射率：１．５２３，无双折射率，点测：１．５２；

密度：２．５０ｇ／ｃｍ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王岳（１９８０－），男，硕士，工程师，注册珠宝质检师（ＣＧＣ），无机非金属材料学专业，长期从事珠宝首饰检测工作。Ｅ－ｍａｉｌ：２７３１７９２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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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冰翠”的外观特征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ｎｇ－ｃｕｉ

摩氏硬度：５．５～６；

光性特征：正交偏光下全暗，均质体，偶尔可见轻

度异常波状消光；

多色性：无；

紫外荧光：无；

吸收光谱：无特征；

放大检查：样品透明度很好，内部洁净。

从以上数据，可确认样品为“玻璃”，但其是天然

还是人造的需要进一步确认。

３　其它仪器测试

３．１　Ｘ荧光能谱仪测试

分析选取普通玻璃、天然玻璃（黑曜岩）和“冰翠”

样品，采用Ｔｈｅｒｍｏ　ＮＯＲＡＮ　ＱｕａｎＸ　ＥＣ型能谱仪测

试。测试条件：Ｒｈ靶，测试电压２０ｋＶ，电流为仪器

自动调节，真空条件，中等厚度Ｐｄ滤片。

测试结果如图２所示。结果表明：“冰翠”与普通

玻璃所含的元素一致，Ｃａ、Ｆｅ等金属元素含量高。而

天然玻璃常表现为更高含量的Ｆｅ和较高量的Ｋ［１］。

图２　Ｘ荧光能谱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Ｆ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２　红外光谱仪测试

采用美国热电Ｎｉｃｏｌｅｔ　ｎｅｘｕｓ　４７０型傅里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对该样品进行了红外光谱的测试，采用直

接透射法和漫反射法相结合的方式，测试条件：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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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４ｃｍ－１，扫描信号累加为１２８次。

红外反射光谱结果显示，“冰翠”的光谱与普通玻

璃和天然玻璃的光谱基本一致，无明显差别。见图３
所示。

红外透射光谱：“冰翠”红外透射光谱与普通玻璃

相似，在４５１５ｃｍ－１、４００２ｃｍ－１、３４９３ｃｍ－１、２９００ｃｍ－１

有吸收峰，但４５１５ｃｍ－１、４００２ｃｍ－１的吸收强度较弱，

３０００ｃｍ－１左右有较高的透过率。“冰翠”的红外透射

光谱与天然玻璃的红外透射吸收光谱存在明显差别，

天然 玻 璃 的４５１０ｃｍ－１、３９４０ｃｍ－１的 吸 收 明 显 强 于

“冰翠”，并且在３０４９ｃｍ－１－３６５６ｃｍ－１区间全吸收，

但在２５９５ｃｍ－１处的透过率明显高于“冰翠”。如图４
所示［２］。

图３　样品的反射红外吸收光谱

（ａ．天然玻璃；ｂ．普通玻璃；ｃ．“冰翠”）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　Ｂｉｎｇ－ｃｕｉ，ｂ　ｇｌａｓｓ，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ｌａｓｓ）

图４　样品的透射红外吸收光谱（ａ．“冰翠”；ｂ．普通玻璃；ｃ．天然玻璃）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ｉｏｎ　Ｉ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　Ｂｉｎｇ－ｃｕｉ，ｂ　ｇｌａｓｓ，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ｌａｓｓ）

３．３　粉晶衍射

选取“冰翠”样品，使用荷兰ＰＡＮＺＬＹＴＩＣＡＬ　Ｂ．

Ｖ．ＥＭＰＹＲＥＡＮ锐影Ｘ射 线 衍 射 仪 对 其 做 了 粉 晶

衍射测 试。仪 器 采 用 金 属 陶 瓷 Ｘ 光 管，最 大 功 率

２．２ｋＷ（Ｃｕ靶），最大管压６０ｋｖ，最大管流６０ｍＡ，１２

×０．４ｍｍ长细 焦 斑。结 果 如 图５所 示，说 明 样 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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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质体［３］。

图５　样品的Ｘ射线粉晶衍射图谱

Ｆｉｇ．５　Ｅｍｐｙｒｅａｎ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ｏｍｅ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４　结论

（１）鉴定结果结合以上鉴定特征，依据国家标准，
“冰翠”为均质体、非晶质体材质，内部通常洁净。

（２）按 照 国 家 标 准 《珠 宝 玉 石 名 称》（ＧＢ／

Ｔ１６５５２）应规范定名为玻璃。“冰翠”是商业名称，容

易与“冰种翡翠”相混淆，应禁用［４］。
（３）与天然玻璃的主要区别是：含Ｋ，Ｆｅ量少，含

钙高，内部没有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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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钻石的优势

目前天然钻石应用于珠宝饰品接近几百年，人们利用钻石的特性展现珠宝的美丽，并赋予爱情的理念进行

行销。但是真正的钻石饰品在实际的生活中到底有没有有效的实用性？答案是肯定并确定的，钻石饰品只负

责美丽与展示，他的实用性不强是众所周知的。而实验室钻石的出现弥补了这些缺憾，不仅在生活中可以以饰

品珠宝佩戴而其价格低廉，配合完美的切工与设计也像天然钻石饰品一样闪耀与美丽。
戴比尔斯是钻石行业上游，对行业有绝对的控制权。其实天然钻石是很特殊的行业，是属于供应端为主的

行业。戴比尔斯从建立之初就创造了很多概念，告诉你钻石有价值。戴比尔斯只要稍微收缩出货量，市面上的

钻石价格就会升高。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戴比尔斯们向下游从业者分配货物的站点，戴比尔斯也不断做出改

变，调整以前那种控制上游，有矿就收购的方式，转而面向消费端，并开始建立自己的钻石品牌来扩展在钻石行

业的下游渠道。
过去要百万年才能结晶的昂贵钻石，当今在实验室中不到一周就可以制造完成，颠覆了一般人对钻石的价

值观。媲美最珍贵的戴比尔斯钻石的合成钻石：完美的大于２克拉的单晶钻石很快就可以被“种”出来。从去

年开始，科学家们已经成功掌握了造出１０克拉单晶钻石的方法，而且这种钻石在颜色和纯净度上甚至超过了

真的天然钻石。
当然实验室钻石在制作成本与科学技术方面难度超过天然钻石。首先制作实验室钻石出自高科技的实验

室，这样高科技的实验室投入成本可想而知，不仅对实验室构建要求严格，而且对设备、人员和相应配备要求更

为苛刻和严格。再一实验室钻石技术的难度很高，巨大的贸易价值使得宝石级金刚石单晶的合成技术长期以

来一直受到严密的封锁，优质宝石级金刚石单晶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在产业、科技及国防等众多领域具有重

要应用，市场远景广阔。此前，世界上仅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合成宝石级金刚石单晶。经过

长期不懈的探索，我国国内少数企业成功把握了合成优质宝石级金刚石单晶的核心技术，实现了３～８ｍｍ优

质金刚石单晶的批量化生产，实验室实验的重复性超过９０％。
以往钻石饰品因价格高昂，多半用作珠宝饰品，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实验室钻石作为饰品的出现弥补了这个

缺憾，实验室钻石产品的品类不断增加，产品的品质日臻完美；实验室钻石既有着完美的４Ｃ标准，又具丰富炫目

的色彩；实验室钻石既有彩色宝石的颜色多变，又具备天然钻石饰品本身具备自然特性；实验室钻石即具备珠宝

饰品的装饰性，又具备天然钻石饰品的炫目火彩；实验室钻石既具备珠宝饰品的实用性，又具备天然钻石饰品物

理特性。所有这些特性已经远远超出天然钻石，而作为零售价格，更是让我们所有消费者容易接受和欣喜的。　
（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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