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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理面反光和光泽、解理的完全度、解理面组数及其夹角、解理的空间形态、解理面反光

与矿物粒度的关系等构成了矿物解理的属性,这些属性在不同种的宝石矿物或同种宝石矿物各个

体中性质不同,因此可应用于宝石的鉴定, 尤其肉眼对翡翠鉴别时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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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委托鉴定者问起, 为何肉眼能辨出样品是翡

翠类而非他玉? 其实是翡翠中硬玉矿物解理面反光

(专业上称‘翠性’)及其结构提供了证据。而矿物解

理的其他属性, 如解理的完全度和难易度、解理面组

数和解理的空间形态、解理面光泽、解理面反光与矿

物粒度的关系等也能在鉴定过程中提供重要依据,

本文试图加以初步阐述, 以期对珠宝甄别爱好者有

所参考。

1　矿物解理的属性

大家知道, 解理是矿物晶体在外力作用(敲打、

挤压等)下,严格沿一定结晶方向裂开成相对光滑的

平面的固有性质,这些相对光滑的平面即为解理面。

而解理面反光、解理的完全度、解理面组数及其夹

角、解理的空间形态、解理面光泽、解理面反光与矿

物粒度的关系等构成了矿物解理的属性。常见宝玉

石中部分具有解理及其属性, 充分阐明其属性将有

助于甄别这些宝玉石。

1. 1　解理面反光和光泽

解理面为相对光滑平面,无论矿物透明与否, 入

射光作用于它都会产生反射作用,肉眼可感觉反光

(翡翠鉴定专业述语称‘翠性’) (图 1)。对于矿物集合

体(岩石或玉石)而言, 由于转动时各矿物个体解理

面的法线方向是随机改变的,这种反光会有闪烁感,

如天上的繁星。对于极完全和完全解理的解理面,由

于受力后无数细密的解理层构成如同珍珠层的叠瓦

状结构,因此在最外层的解理面上具有珍珠光泽, 如

云母等。近来市场上出现的用铬云母粉压制的仿真

翡翠虽然也有解理面反光, 但放大观察,其解理面具

珍珠光泽,而翡翠没有。

图 1　图中白色星点即为翠性

F ig . 1　Cuixing highlight as star in the jadeite

1. 2　解理的完全度和难易度

解理面产生于晶体结构内原子或离子结合最薄

弱的方向, 由于各矿物晶体结构不同,产生解理的难

易度和完全度就不同(表 1)。极完全解理的矿物, 即

使稀少、美观、耐久, 由于不易加工不能作宝石,如金

云母等; 而辉石族与角闪石族矿物虽然都发育中等

- 完全解理, 但总体上辉石族矿物是硅氧四面体单

链结构,而角闪石族矿物具双链结构,所以前者较易

产生解理, 这也是为何在翡翠中一般可见解理面反

光(翠性)而软玉(和田玉、羊脂玉等)中不能见解理

面反光的原因之一(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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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解理级别、出现的难易度及其解理面特征

Table 1　Classifications o f cleavage and their features

解理级别 出现的难易度 解理面特征 矿物实例

极完全解理 极易裂成平面、小块,不出现断口 光滑平整闪光,珍珠光泽 云母

完全解理 易裂成平面、小块,难出现断口 光滑平整闪光,台阶状 黄玉、萤石、方解石

中等解理 可裂成平面,易出现断口 较平整平面 金刚石、猫眼

不完全解理 不易裂成平面,易出现较多断口 不平整不连续,油脂光泽 磷灰石、橄榄石、锆石

图 2　软玉中见不到解理面反光(左图)

翡翠中能见到解理面反光(右图)

F ig . 2　Photo ( left) shows r efect ed light from

cleavage plane and photo ( r ight ) show s no

r eflect ed light from cleavge plane

图 3　钻石八面体晶体四组解理(据《矿物珍品》)

F ig . 3　4 g roupsed o f cleavages o f in octahedron

diamond cry stal

1. 3　解理面组数及其夹角和解理的空间形态

解理面有无、解理面的组数及其夹角为宝石矿

物的鉴定提供了证据。例如: � 黄玉与赛黄晶两者其
他性质极为相似,前者有一组平行底面解理,后者则

没有; � 翡翠中的硬玉与软玉中的透闪石同有两组
完全解理, 前者解理面夹角为 87°(图 4) , 而后者为

56°; � 钻石与合成钻石性质极为相似, 前者常是单

形或简单聚形, 且经历过强大的力学作用, 八面体解

理发育(图 3) ; 后者常是复杂聚形, 且生长时间短,受

力影响小,八面体解理不发育。

表 2　解理面组数和解理的空间形态

Table 2　Cleavage g r ouping and t he spatial

form of cleavage

解理组数 完全度
解理空间

形态
宝石矿物

一组

完全 平面状
黄玉、绿帘石、堇青

石、矽线石

中等 平面状 红柱石

不完全 平面状 绿柱石族、橄榄石

二组

完全 板柱状
长石族、方柱石、辉

石族、翡翠角闪石族

中等 平面状 榍石

不完全 板柱状 磷灰石

三组

完全 菱面体 方解石族

一组中等

二组不完全
斜方柱状 金绿宝石

四组
完全 八面体 萤石

中等 八面体 金刚石

不完全 八面体 尖晶石

图 4　翡翠中硬玉矿物二组完全解理(相交 87°)

F ig . 4　T wo g roups of com plete cleavage in jadeite.

( included ang le 87°)

1. 4　解理面反光与矿物粒度的关系

对于矿物中的包裹体特征的绝对大小, 比利时

钻石高阶层议会( HRD)的研究人员总结出了“5�m
( 5×10

- 3
mm)规则”, 他们发现在 10倍放大镜下 5

�m 是大多数人分辨的极限, 即小于 5 �m 的特征在
10倍放大镜下肉眼观察不到, 大于 5 �m 的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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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方解石三组菱面体完全解理

F ig . 5 Three g r oup o f complet e rhomb cleavage in calcite

10倍放大镜下肉眼可观察到, 假若不借助 10倍放大

镜大多数人肉眼分辨的极限为50 �m( 0. 05 mm)。以

变质岩玉石翡翠、软玉、阿富汗白玉和水沫子为例,

考虑到解理面的面积只能为其该矿物颗粒大小的几

十分之一, 那么一般粒径在 500 �m ( 0. 5 mm)以上

的结构肉眼才能见到解理面反光。可见其结构中矿

物的粒度直接影响解理面反光的观察(表 3, 表 4) ,

所以翡翠中的冰种或玻璃种(粒度< 0. 1 mm)也见

不到“翠性”, 软玉一般见不到“翠性”,阿富汗白玉很

难见到, 而水沫子要视其中“绵或脑(辉石类)”、“蓝

花(角闪石类)”的粒度而定。

表 3　翡翠、软玉、阿富汗白玉和

水沫子中主要矿物的粒径

Table 3　Mineral diam et er in jadeite nephr ite

serpent ine and albite jade

玉种 矿物粒径

翡翠 随不同结构其辉石粒度不同而异

软玉 一般角闪石粒径为 0. 01～0. 03 mm

阿富汗白玉 一般方解石粒径为 0. 02～0. 05 mm

水沫子
钠长石 0. 01～0. 1 mm,辉石 0. 02～1 mm ,

角闪石 0. 02～0. 8 mm

2　解理属性在宝石鉴定中的应用

其他的证据当然可支持鉴别结论, 不过本文只

从解理属性加以阐述。

2. 1　翡翠与其相似玉石的鉴别

翡翠的颜色与结构多样,与其相似玉石较多, 主

要有软玉(如羊脂玉)、石英岩玉(如“马来玉”)、方解

石玉(如阿富汗玉)、蛇纹石玉(岫岩玉)、独山玉、水

钙铝榴石等。商业贸易中不可能携带专业鉴定仪器,

单纯肉眼或 10倍放大镜,可从有无解理及其解理面

反光加以简单鉴别(表 5) ,既快速又实用。

表 4　变质岩玉石结构与粒度的关系

T able 4　Relationship o f tex tur e type t o miner al size in met amorphic jade

变质岩玉石结构 结构颗粒绝对大小 相对大小 晶粒形状

纤维交织变晶结构 粗粒结构 > 2mm 不透明 等粒结构 粒状

碎裂变形结构 中粒结构 1～2 mm 柱状

交代出溶结构 细粒结构 0. 1～1 mm ↓ 不等粒结构 纤维状

环带结构 微粒结构 < 0. 1 mm 放射状

(超)麋棱结构 麋棱质 < 0. 05 mm 透明 似斑状结构 斑状

表 5　翡翠与其相似玉石的解理属性鉴别特征

Table 5　Cleavage discr imiation features of v ar ious jadeit es and nephr ites

玉种 结构 有无解理 有无解理面反光

翡翠类 纤维交织变晶结构等 一般有解理面反光

软玉(如羊脂玉) 毡状纤维交织结构等 有解理

方解石玉(如阿富汗玉) 粒状结构

石英岩玉(如“马来玉”) 粒状结构

蛇纹石玉(岫岩玉) 鳞片状纤维交织结构等 无解理面反光

独山玉 细粒状结构 无解理

(水)钙铝榴石 粒状结构

绿玉髓(澳洲玉) 隐晶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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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钻石及其相似宝石的鉴别

无色透明(专业上称为白色)的钻石, 与其相似

宝石见表 6。其原石的解理面纹理特征或有无较易鉴

别。就钻石而言,即使琢磨成戒面, 在腰部往往会留

下解理面或八面体解理三角座(图 6) ,这是因为钻石

乃世界上最硬的物质, 钻石只能由钻石(或合成钻

石)来琢磨, 而钻石晶体各方向的硬度是 { 111} ∶

{ 110}∶{ 100} = 2. 3∶1. 4∶1, 平行八面体解理面方

向的硬度最大,是不可琢磨的, 所以遗留了下来。相

反,与其相似宝石则都可被钻石等磨粒磨掉,尤其是

低档仿钻如合成立方氧化锆( CZ、水钻) , 腰部一般完

美,更不用言其本身无解理。

表 6　钻石及其相似宝石解理属性鉴别特征

T able 6　Cleavage discrimination feature on

diamond and other gem s

宝石种 有无解理 解理的空间形状

钻石 中等-不完全 { 111}中等、{ 110}不完全

合成钻石 聚形不完全 { 110}不完全

黄玉 完全 { 001}平面状

白钨矿 中等 { 111}四组八面体

闪锌矿 完全 { 110}六组菱形十二面体

合成金红石 完全-中等 { 110}完全、{ 100}中等

合成立方氧化锆 无

合成碳硅石 不知

人造钇铝榴石 无

人造钆镓榴石 无

人造碳酸锶 无

合成尖晶石 无

无色透明铅玻璃 无 无

水晶 无

白色蓝宝石 无

图 6　圆钻腰部的解理三角座

F ig . 6 Cleavage tr ig on in the

g irdle of diamond

3　结论

解理面反光、解理的完全度、解理面组数及其夹

角、解理的空间形态、解理面光泽、解理面反光与矿

物粒度的关系等构成了矿物解理的属性。本文以翡

翠、钻石为例,阐明了:

( 1)即使没有精密仪器, 从矿物解理属性出发,

肉眼或 10 倍放大镜下也可将它们与其相似宝石加

以甄别, 如现在市场上大萤石球的鉴定, 其比重、折

射率很难测, 其八面体解理就是极为重要的证据。

( 2)透明细腻如(超)麋棱结构种属的翡翠见不

到“翠性”的原因是其硬玉等辉石类矿物颗粒< 0. 1

mm , 解理面面积更小,理论上存在“翠性”但超出肉

眼或 10倍放大镜下观察极限;而翡翠的相似玉石见

不到“翠性”的原因是无解理、或解理不完全、或结构

中矿物颗粒太细小, 如软玉中一般角闪石粒径为

0. 01～0. 0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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