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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玉皮壳的类型可分为石皮壳、色皮壳和糖皮壳。对新疆、青海和俄罗斯三地白玉皮壳特征进行

了观察和分析，发现三地白玉皮壳在成因、颜色、形状、厚度、成分等方面各有不同。新疆白玉仔抖常见色

皮壳，其类型有单色、双色、多色等，青海白玉常见石皮壳，俄罗斯白玉山料亦多见石皮壳，石皮壳以白皮

料（石灰皮料）和黑皮料为主，其仔料和山流水料中有少量色皮壳，常为褐色夹杂黑色。三地白玉均有糖皮

壳，具一定差异。这些特征有助于区分白玉原料和部分成品的产地、判别白玉原料内部玉质质量、了解皮

壳的成因和识别天然皮壳与人工染色皮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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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te nephrite's hull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ock hull, colorful hull and sugar

hull.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 nephrite' s hull from

Xingjiang, Qinghai and Russi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auses, color,

shape, thickness and component. Xingjiang white nephrite pebble usually has colorful

huU which divided into monochrome, double-color and multiple color types. Qinghai

white nephrite usually has rock hull.  Russian primary nephrite has rock hull which mainly

contains white hull (limy hull) and black hull. Its pebble has colorful hull which usually

is brown with black. The three places have sugar hull but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can help us to distinguish the origin of white nephrite material and

some finished products, determine the internal quality of white nephrite material, cognize

the causes of the hull and identify the natural hull and the dyeing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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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白玉的研究一直没有

停止过，研究成果[1-5]涉及到了白玉的各个方面，众

多学者对白玉的物质组分、物理性质、矿物学特征、岩

石学特征、优化处理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向玉的

产地特征也有一定认识。近年来，由于白玉愈来愈受

人喜爱，带色皮壳的白玉价格更是一路走高，不少学

者开始研究白玉的色皮[6-9]。申晓萍‘10]认为和田玉

仔料外表具有厚薄不一的皮壳，而且皮壳的颜色多种

多样，但以红褐色为主，细分为秋梨皮、虎皮以及枣皮

等。李平等人‘11.12)对软玉子料形状和表皮颜色进行

了研究，提出软玉子料的褐皮由褐铁矿所致，黑皮却

由褐铁矿和有机质共同所致。但对不同产地白玉皮

壳的系统分类和对比研究仍较少，本课题组通过对河

南省镇平县、广东省揭阳市等白玉集散地的调查和取

样分析后，总结了新疆、青海、俄罗斯三地白玉皮壳的

类型并加以对比分析，寻找以资鉴别的差异化特征。

    在白玉的形成过程及成矿以后，随着周围地质环

境的不断变化，由变质作用、风化作用会导致玉体表

层形成似外衣状的皮壳，按皮壳的成分、产状、厚度等

特征，可分为石皮壳、色皮壳、糖皮壳三种基本类型。

石皮壳是附着于白玉外表的一层围岩，色皮壳是白玉

外表比较薄的带颜色的皮，常见于仔料和部分山流水

料中，按颜色种类可分为单色皮壳、双色皮壳和多色

皮壳。糖皮壳是白玉表层形成的相对较厚的黄褐色、

红褐色玉质层，因颜色似红糖，通常义把带糖皮壳(糖

色部分所占不超过60%)的白玉称为糖白玉[13]。

1  新疆白玉的皮壳类型及识别特征

    新疆白玉产出形式丰富，有原牛矿的山料和次牛

矿的山流水料、仔料和戈壁料，其中，仔料和部分山流

水料具色皮壳，山料、山流水料和戈壁料中可见糖皮

壳。

    新疆白玉原牛矿主要分布于塔里术盆地之南的

昆仑山一阿尔金山地区，多产于海拔4000米至5000

米的冰川上，冰川和水流的推动导致其跌落几千米的

高差，经过漫长岁月不断的风化剥蚀、河水的K距离

搬运冲刷和浸泡，原牛矿石不断被磨蚀，保留玉石坚

硬致密的部分，形成外形比较圆滑的卵石或砾石状仔

料，因此少见石皮壳。

    大部分仔料在运动过程中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力

和不断的碰撞而产生大小不一的裂纹，即“十仔九

裂”。在铁质或锰质氧化物的侵扰下，侵染物多沿裂

隙呈不规则的线状或沟状分布，并逐渐向两侧扩展，

常伴生不透明的风化物（图1）。也可侵入白玉主体

内部，大多较浅，少数侵染深度可达几个毫米。另外，

在仔料表皮布满皮肤毛孑L一样的细小砂眼‘1‘]，类似

人皮肤上的“汗毛孔”，在10倍放大下明显可见(图

2)。

    图1  新疆白玉仔料一风化物

Fig.1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pebble-weathering

    图2 新疆白玉仔料一汗毛孔

    Fig.2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pebble-pore

    由于铁质或锰质侵染物作用时间较 长且受河水

中有机质的侵扰，皮壳的颜色和形状会发生很大的变

化，颜色深浅变化不一，旱脉状、散点状、线状、云朵状

等分布，冈此新疆白玉仔料的色皮壳类型最为丰富。

根据颜色种类可将其分为单色皮壳、双色皮壳和多色

皮壳。

    通过白玉原料市场观察和 150颗天然仔料样品

统计，新檀仔料皮壳类型和特征如表 1所示。



    表1 新疆仔料色皮壳类型及特征

    Table l  Th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njiang pebble's colorful hull



    图3 新疆白玉仔料一光白子

Fig.3  Xinjiang white nephrite-white pebble

    图4 新疆白玉仔料一礓白子

Fig.4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white stone pe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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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新疆白玉仔料一黑芝麻皮

Fig.5  Xinjiang white nephrite-black sesame hull

    图6  新疆白玉仔料一水墨皮

Fig.6  Xinjiang white nephrite-ink hull

    图7 新疆白玉仔料一满黑皮

Fig.7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full black hull

    图8 新疆白玉仔料一金包银

Fig.8  Xinjiang white nephrite-gold-coated silver

    图9 新疆白玉仔料一洒金点

Fig.9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sprinkled golden point

    图10 新疆白玉仔料一秋梨子

Fig. 10  Xinjiang white nephrite-autumn pear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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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新疆白玉仔料一虎皮子

Fig. 11  Xinjiang white nephrite-tiger hull

    图12 新疆白玉仔料一红糖皮

Fig. 12  Xinjiang white nephrite- brown sugar hull

    图13 新疆白玉仔料一枣皮子

Fig. 13  XinjiarW white nephrite-iuiube hulJ

    图14 新疆白玉仔料一油烟皮

Fig. 14  Xinjiang white nephrite-multicolor hull

2  青 海 白 玉 的 皮 壳 类 型 及 识 别 特 征 ：

    青海白玉产于青海省格尔术市西南青藏公路沿

线 100余公里的高原和丘陵地带，海拔虽高，矿床距

离周围的河床非常近，相对高差仅有几百米，缺少翻

滚和磨蚀的条件，因此产出形式主要为原生矿的山

料，有少量次生矿型的山流水料，皮壳类型主要是石

皮壳和糖皮壳。

    其石皮壳分为两种，一种以碳酸盐同岩为主(图

15)，分布于玉体外部，呈纤维状外观，硬度较低，遭受

风化侵蚀逐渐钙化、粉末化，形成一层白色石皮壳，根

据风化程度不同，在不同位置可渗入玉体内不同的深

度，常为几个厘米到十几个厘米。另一种是透闪石岩

皮层(图 16)，指的是粗品透闪石在玉体表面附着，与

玉质层界限明显，过渡层清晰。常见石皮壳与白色、

烟灰色、翠青色、黑色玉质层渐变接触，形成“青海白”

“烟灰玉”、“翠青玉”和“黑白玉”四个特殊白玉品种。

因此，在青海白玉原料中，从外到内可见白色皮质

层-白色玉质层（青海白料）、白色皮质层一烟灰玉质

层一白色玉质层（烟灰料）、白色皮质层一翠青玉质

层一白色玉质层（翠青料）、白色皮质层一黑色皮质

层一白色玉质层（黑白料）等分布类型。

    图15 青海白玉一碳酸盐类石皮壳

Fig. 15  Qinghai white nephrite- carbonate hull

    图16 青海白玉一透闪石类石皮壳

Fig. 16  Qinghai white nephrite-tremolite hull



    烟灰料(图17)呈独立薄层状产m，在白玉体边

缘由于灰紫色、烟灰色浓集，形成烟灰色的皮层，该皮
层较厚，与白色玉体呈逐渐过渡。翠青料（图版 18、

图19）常附于白玉原料的一侧或形成夹层，也有呈团

块状或带状分布，颜色为较明亮的绿色或浅绿色，与

白玉体呈过渡接触，玉质细腻温润，常有砂状、斑点状

石花，是青海白玉中比较典型的品种。黑白料(图

20)是在白玉体边缘形成黑边、黑块的玉料，黑色层较

厚，可达十几厘米，与白色玉质层界限分明，在黑色层

中可见白色斑块或斑点分布。

    图17 青海白玉一烟灰料

Fig. 17  Qinghai white nephrite- grey purple hull

    图18 青海白玉一翠青料

Fig. 18  Qinghai white nephrite-green hull

    图19 青海白玉一翠青料

Fig. 19   Qinghai white nephrite-green hull

    图20 青海白玉一黑白料

Fig.20  Qinghai white nephrite-black and white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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