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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一本系统的宝石学书，通常是由主编负责分工、统稿，各章节分别由熟悉该领域的专

家学者收集资料，编簒成文。即便这样，一部系统的著作，从分工到出版也得三四年的时间方

能完成。而这本《实用宝玉石学》由王徽枢教授一个人花费了几年时间与精力，夜以继日、坚
韧不拔、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梦想。

几年前，王教授萌生了编写一本《实用宝石学》的想法。面对这样一部巨著是需要勇气和

毅力的，即使一个团队也需要几年的殚精竭力，何况孤单一人更是需要用生命来拼搏啊！

王教授亲自收集资料，亲自撰写、编辑，亲自打印，亲自修改，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

巨作。本书的出版是个人ＰＫ团队的特殊案例，也是生命顽强的典范！

本书有四大特点。一是严谨，从不人云亦云，从宝石的形态、物理性质到成因产状；从历

史上的评说到优化、处理都认真推敲；甚至晶体光学的用语都仔细核对，这是目前大部分书籍

很难做到的。二是系统，不光是地壳中的宝石，连外太空观赏石、宝石也包括在其中；不光现

代的宝玉石，连古代的宝玉石也加以讨论，这是一般宝玉石学书籍不曾涉猎的。三是实用，本
书总结了近代珠宝业的发展成就和一些有关的新理论、新成果，对珠宝界和珠宝教育界都有

着重大的意义。这既是一本学习用书，也是珠宝鉴定人员的参考用书，对从事珠宝商贸和收

藏、玩赏的人士也大大获益。四是独创，本书作者对好多宝玉石鉴赏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

法。譬如对宝玉石的定义及翡翠的科学分类方面，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
我们祝贺王徽枢教授这一梦想的实现，也祝贺本书的出版发行。愿它能在珠宝业的发展

进程中起到推动作用。王徽枢教授笔耕不辍，拳拳之心令珠宝界的同仁、朋友们佩服不已，愿
珠宝界的后来人也能引以为师！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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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徽枢，山东济南人，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勘探系。先后在北京地质学

院矿物教研室、西安交通大学地质系、西安矿业学院（现名西安科技大学）任教。讲授矿物学、
地球化学、宝玉石学等课程。硕士生导师、兼任地质系副主任及宝石研究室主任等职。改革

开放后倡导在我国发展宝玉石事业。１９８８年在西安矿业学院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宝石专业班；
在我国率先开展有机宝石研究；撰写论文数十篇，参编《矿物学》《宝石学基础》《陕西省煤炭资

源图册》等教材及专著。１９９３年应聘来深圳，先后担任龙泉、居珍、李大福等珠宝公司的总经

理助理、高级顾问、总工程师；担任北京大学珠宝鉴定中心深圳实验室、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驻深圳国贸珠宝公司珠宝鉴定咨询师，并受聘为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专家工作

联合会专家。１９９７年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认定为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

验师。现为西安科技大学教授，任广东省金银珠宝玉器业厂商会副会长、高级顾问等职。

作者与出版赞助者合影

（从左至右：王冬、李萍、王镭、王徽枢、王铷、张华安、张泽斌）

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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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对宝玉石的认识、开发利用有着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几

乎是人类活动的一开始，我们的祖先首先接触到了石头，这些石头中有宝石也有玉石。随着

人类知识的积累，社会的进步。公元前４７５年前后，即春秋末战国初，世界上描述矿物学最早

的一部书我国的《山海经》。书中提到８０多种矿物、岩石和矿石的名称，比西方同类书籍如

《似金属论》《石头论》等都要早得多。我国的这部《山海经》中也包含宝玉石名称。有些名称

如金、银、玉等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我国古代书籍中有很多关于宝玉石的记载，如我国春秋末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

人孔子就曾论及“君子比德于玉”。据《礼记·聘义》记载他曾说“非为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

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可见他把玉材的特征加以人格化，并
把它纳入了道德规范。

我国对宝玉石的开发利用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也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如在《管子》《淮南

子》《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书籍之中，或在零散的文章、诗词之内，都有一些关于宝玉石的

记载或颂扬。东汉时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提出了玉的定义，有玉即“石之美”者之论。

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以玉来显示身份、等级或象征洁白、高贵的风习。

我国在古代，最显著的贡献是扩大了对宝玉石的开发利用及对某些宝玉石的描述。同时

在各朝各代都致力于宝玉石器物的形制、纹饰及艺术、工艺方面的改进和提高。

唯我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我国封建制度的建立，科学思想长期得不到延续和发

展。１４５３年欧洲各国在文艺复兴以后，较早的进入了科学的发展阶段，当时我国却正处于明

朝的封建统治之下。那时候西欧诸国由于生产力的一时解放，科学得以大发展。１９世纪末

（１８９５年）伦琴发现了Ｘ射线；１９１２年劳埃发现了晶体对Ｘ射线的衍射，人们开始了研究晶

体内部结构，从宏观的描述矿物进入了微观的研究，揭开了微观世界的新领域。１８７３年伏克

（Ｆｏｕｇｕｅ）与米舍尔·莱维（Ｍｉｅｈｅｖｙ）、１９２８年鲍温（Ｂｏｗｅｎ）对主要的造岩矿物进行了系统合

成的实验，应用物理化学原理通过改变温度、压力，定出矿物的析出顺序，确立了实验矿物学

研究方向。

尤其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及物理化学、地球化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分析化学和一

些新的测试手段的出现，都促进了矿物学、宝石矿物学向独立的自然科学方向发展。

１９０２年法国人维尔纳叶以焰熔法合成了红宝石，１９０８年意大利人佩斯齐亚以水热法合

成了水晶。自此，世界上人工合成宝石随之陆续展开，至今已几乎成功的合成了已知各种常

见的宝石和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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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科学成就也都为现代宝玉石学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１８０８年英国成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宝石协会。１９３１年美国成立了宝石学院。其他一些

国家也随之相继成立了宝玉石组织，开始发展宝玉石学科。宝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
此屹立于世界的科学丛林之中。

我国对近代宝玉石学的发展方面相对起步较晚，只有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章鸿钊先生在

１９１８年编写了《石雅》，１９３７年编写了《古矿录》等有关地质学的书籍，论述了古今中外的一些

宝玉石，显然他是中国近代宝玉石学的主要创始人。直到１９４９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科学才得以飞跃的发展。新矿物不断被发现，人工合成了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等宝石矿

物，研究了一些矿物的内部结构，出版了不少宝玉石方面的论著。同时在全国进行了几千处

考古发掘，对我国古代的珠宝玉石青铜器物也进行了研究，获取到大量的古代宝玉石文化

成果。

１９８７年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宝玉石讨论会及成立宝石专业委员

会；１９８８年西安矿业学院（现改名为西安科技大学）等不少大专院校开始陆续举办了宝玉石大

专班，由中国宝玉石专家学者王徽枢、赵松龄、王曼君 沈才卿、赵新民等讲授珠宝玉石课程。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栾秉墩先生编写了《宝石》《中国宝石和玉石》等书；１９８９年周国平先生主编的

《宝石学》出版；１９９０年中国宝玉石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随之各省区市也都相应的成立了宝

玉石协会或宝玉石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和技术监督总局联合审定了

全国杨富绪等４９名珠宝质量检验师注册资格，并向全国各省区市下发文件。１９９７年５月１
日的人民日报上颁登该４９名珠宝质检师的名单。这是国家对珠宝事业发展的极大支持。自

此宝玉石商贸公司、宝玉石加工厂、镶嵌厂如雨后春笋般的在我国各地拔地而起，宝玉石市场

一片繁荣，宝玉石教育、莹玉石刊物、宝玉石书籍、宝玉石研究也应运而生。无可置疑，我国已

进入了珠宝首饰大国的行列。中国的近代宝玉石业开始了科学有序的、蓬勃飞跃发展的

时代。

在这珠宝玉石业大发展的年代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合成宝石（人工制造的地球

上有对应物的），人造宝石（人工制造出来的地球上无对应物的），仿宝石（成分结构与天然宝

石无关，仅物理性质上有些相似的物品）也充满市场。要区别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人造的

还是仿的，或者是优化、处理的宝玉石就要有一定的宝玉石知识和检测仪器；要用数据证实。

在鉴定宝玉石、识别宝玉石的过程中还常遇到古玉或仿古玉，所以还要有一定的古代宝玉石

器物的知识。研究、检测、鉴赏、收藏都应当掌握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技能。

鉴宝、识宝就成了一门永远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宝玉石学就是一本不可缺少

的工具书。

致谢：

本书在编写及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同事、同行们的帮助、支持与鼓励，特此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崇文教授的题词。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本仁教授的题字。

感谢潘兆橹教授、翁玲宝教授的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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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朱中一教授为本书作序、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感谢丁振举教授为本书译写外文概要。感谢深圳天彩祥和翡翠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胜

林珠宝仪器公司、中国宝玉石杂志社为本书提供资料；感谢周国平先生为本书题词，爱新觉罗

启骧先生、王依仁先生为本书题字；感谢孟宪松先生、李宝家先生、杨涵源先生、陈春先生、杨
润京先生、杨绍光先生提供有关资料及图片。感谢张华安、张译斌、王镭、王冬、王铷所给以的

大力支持及出版赞助。感谢王中枢、王大乔、高洪昌、谢天平、武一村、曾利娴、钟金妹、韦权

先、龚存燕等打字、打印、图片扫描等工作，感谢他们给予的大力支持。

本书所有收益捐献给我国山区儿童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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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宝玉石学简介

由王徽枢编著的《实用宝玉石学》一书，是以结晶学、矿物学、晶体光学为基础，阐述了３００
多种宝玉石。全书共分十七章，其中宝玉石分作九个大类，每类为一章。按照本书的分类，除
书的前面部分作了宝玉石基础知识的阐述之外，书中各论分为：贵重宝玉石大类（章）（如钻

石、翡翠等）、普通常见宝石大类（章）（如橄榄石、萤石等）、有机宝玉石大类（章）（如琥珀、珊
瑚、珍木、躯体宝石等）、稀有宝石大类（章）（如塔菲石、葡萄石等）、外太空成因的宝玉石及观

赏石大类（章）（如陨石、月岩等）、天然玉石大类（章）（如独山玉、岫岩玉等）、印章石和雕刻石

及砚石大类（章）（如寿山石、端砚石等），并对首饰常用的贵金属分为一大类（章）（如金、银、铂
等），最后古玉（按朝代）分为一大类（章）（如夏商周时代的玉器等）。

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突出方面：
（１）指出了关于宝玉石的定义，宝石是天然（地质作用、宇宙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化学

成分、内部结构，物理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具有美观、耐久、稀有性的单质或化合物（矿物）。
这种单质或化合物（矿物）集合体组成岩石，色泽艳丽的岩石则是玉石。突出了天然宝石、天
然玉石与矿物、岩石的关系。

（２）把天然宝玉石中传统贵重的珠（珍珠）、宝（红、蓝宝石）、翠（翡翠）、钻（钻石）及祖母

绿、海蓝宝石、白玉等归为一类。这类宝玉石往往是价格昂贵，其高档货可为极品，故将其与

普通宝石尤其与那些过去有“半宝石”之称的物质分开。
（３）翡翠按矿物组成分类表达各种翡翠的种族关系，区分开翡翠与翡翠的相近品种和相

似品种。
（４）指出了软玉是传统贵重的玉石，但各地所产的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位所产的其品

质都有所不同。故对软玉不能笼统定名为和田玉，应该按其产地分开，其名称前可冠以产地

名称（如青海白玉）。
（５）一些人工合成品、人造品及仿制品因为它不是天然产生的，其大小、物理性质是由人

工控制，更不稀有，所以不属于宝玉石范围，故将其列于相对应的天然宝玉石之后，以作鉴别

对比。
（６）关于有机宝石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间王徽枢在研究河南西峡、辽宁抚顺等地的琥珀，就提

出了Ｃ１０Ｈ１６Ｏ不能代表所有琥珀的化学成分，而应以Ｃ２ｎＨ３ｎＯ通式（一般５＜ｎ＜１５）表示，因
这类琥珀的成分不同、种别变化较大，不能以单一化学式代表全种族，故应以通式表示，并增

加了变色琥珀（蓝琥珀）的研究。
（７）在有机宝石类中除包括与动物、植物有关的物质外，还应包括与人体有关的（如骨灰

钻石、舍利子等）可称“躯体宝石（Ｂｏｄｙ　ｇｅｍｓｔ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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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第一次将外太空成因的宝玉石及观赏石列入书中作为一大类，主要包括月岩和陨石

及组成陨石的矿物等。陨石和外星岩本身就是一种稀有珍贵的观赏石。其组成矿物很多也

与地球上的宝玉石矿物相似，只是它产自外星。如此说来原来人们所认为的地球上的三大岩

类，就应该是四大岩类（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宇宙岩）；或者分开来说，即地质作用形成三

大岩类，而在地球上存在的是四大岩类。这些外太空物质来到地球上之后，也随即加入到地

球上部岩石圈岩石转换和物质循环中去。随着近代航天科学技术的发展，瞻望未来，地球上

外星物质将会不断增多。
（９）将首饰常用金属及几种有关普通有色金属置于实用宝玉石学之中，是因为这类金属

常用在首饰上作支托或与宝玉石并现，如金、银、钯、铜、铂。但它们都不是宝石，也不是玉石，
有的本身就是饰品（如金、银），但是它在首饰镶嵌中是不可缺少的。十五章最后还指出了若

干首饰中的有害元素。
（１０）首次将古玉收入到该书中，是因为古代的珠宝玉石是制作时间已久的宝石、玉石或

铜物质。须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作为一个宝玉石工作者应该知古知今。
（１１）首次总结出我国宝玉石器物业的发展历程。对古玉器物的一些仿古、作伪方法也作了

简单介绍，并指出初步识别方法，以利地进一步鉴别、鉴赏、断代和古今对比。
本书主要是描述天然宝石，与相关的人工合成宝石和仿制品，将它们进行对比。描述了他们的

形成、化学成分、形态特征、鉴定特征、产状产地。基本覆盖了最珍贵的和常见的宝石和玉石。
最后还描述了我国古玉和宝石业的发展历史，古代玉器的特征和观察方法。本书中还介

绍了一些宝石行中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整本书文图并茂、深入浅出、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该
书可以作为一个好的教材或参考书，用于珠宝玉石研究、检测、收藏、商贸和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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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ｍｓｔｏｎｅｓ，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ｍｓｔｏｎ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ｏｋ，ｗｉｔｈ　ｗｅｌ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ｔ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ｍｓｔｏｎｅｓ．

８ 实用宝玉石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