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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宝石的优化处理 

1   石 化 理 述宝 优 处 概

2   理热处

3   散 理扩 处

4   染色 理处

5   照 理辐 处

6   充 理填处

7   合 理拼 处

8   表面 理处

9   化 理学处

10 激光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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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宝石优化处理概述

一、优化处理的概念

        天然宝石的优化处理（ Enhancement and 

Treatment of Gemstone ）是指除切磨和抛光以外，

用于改善珠 玉石的外宝 观（ 色、 度或特殊 象）颜 净 现

、耐久性或可用性的所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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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 (Enhancement) 是指传统的、被人们

广泛接受的使珠 玉石潜在的美 示出 的 化 理宝 显 来 优 处

方法，如加热处理、漂白、浸无色油以及玉髓玛瑙的

染色等。市 上不予 明 作天然 石出售。场 声 当 宝

       处理 (Treatment) 是指非传统的，尚不被人

们接受的 化 理方法，如优 处 染色处理、辐照处理、表

面扩散处理等。 于 理的 石在市 出售 ，属 处 宝 场 时 必须

声明其 人工 理的 性。经过 处 真实

优化处理可划分为优化和处理两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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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处理的历史
       色的 柱石改善成 海 色的海 石将绿 绿 为 蓝 蓝宝

；无色的 玉改善成 色的 玉；无色的金 石黄 为蓝 黄 刚

改善 色、 色、 色、粉 色等，可以改善成为黄 绿 蓝 红

任何需要的 色；通 理使劣 玉 成 色或颜 过热处 质刚 变 蓝

橙色 石。宝

       在 市 上出售的彩色 石，有国际 场 宝 80% 是

化 理的， 玉 、 石的 化 理品超经过优 处 刚 类红 蓝宝 优 处

过90% 。一些改善后的 石 色 定， 久不 ，宝 颜 稳 经 变

已被公 价 天然 出品相 。认 值与 产 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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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处理的意义

    由于自然界的 源有限， 石新 床的 速资 宝 矿 发现

度 低于社 的需求量，完美无瑕的天然 出品远远 会 产

少。由于天然 源的局限，使供需 生矛盾，极 资 发 决

定了人 必 要 那些 量不好的天然 石 行改们 须 对 质 宝 进

善，使其 到制作装 用材料的要求， 而提高达 饰 从 宝

玉石的价 和 量，以 足社 天然 石的需求值 产 满 会对 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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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处理

热处理  指 石放在可以控制加 的 中，将宝 热 设备 选

不同的择 加热 度和不同温 氧化还原 件 行条 进 加热处
理，使 石的宝 颜色、透明度及净度等外 特征得观

到 期 定的长 稳 改善， 而提高 石美 价 和商从 宝 学 值

品价 的技 。是一 把 石潜在美 示出 的值 术 种 宝 显 来

方法，也是一 容易操作且 化 理后的珠 玉种 优 处 宝

石被人 广泛接受的方法。 于们 属 “ 化优 ” 的范围

，不需 明。声

一、热处理技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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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处理技术的原理
        根据 石在 理 程中 部 化的机理 理的宝 热处 过 内 变 将热处
原理分几 明：类说

1. 使宝石中致色元素改变而产生颜色的变化        

        于 石，加 理往往对 宝 热处 将

其中的低价 离子 化成高价 ，态阳 氧 态

而使 色 生 化。从 颜 产 变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带绿色调的海蓝宝石在空气中加
热去除绿色，使颜色变成蓝色。

       于有机 石如珍珠、象牙、珊瑚、琥珀等，加对 宝 热处
理 使其中的有机 化， 度 高 使 色慢慢 暗 黑，会 质氧 温 过 会 颜 变 变
若 加 即出继续 热 现“碳化” 象。 常利用 特点，掌握好现 经 这个

度 施有机 石的“ 仿 ” 理。温 实 宝 旧 处 7



宝石学 共 97 页 

2. 使宝石原有的色心被破坏而引起颜色的变化

    色心 度不一 ， 示出 的 色也不一浓 样 显 来 颜 样

，不同色心同 存在， 色 示混合色。加时 颜 会显 热

石， 使色心中的 子可以被激 到更高这类宝 会 电 发

的能 。若外界 的能量超 一定能量 ，色级 给与 过 时

心中的 子 生逃逸，色心即被破坏， 色消电 将发 颜

除。人 利用 原理，掌握好加 度和们 这个 热温 时间

， 能量低的色心 色消除掉，留下能量高的色将 颜

心 色，以 到改善 色的目的。颜 达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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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照法改色 玉，无色 玉利用 照 理法得辐 蓝黄 黄 辐 处
到的 品是褐样 -棕褐色， 是由不同能量的色心这 产
生的不同 色混在一起造成的，通 理消除低能颜 过热处
量的色心，就可以得到漂亮的海 色。粉 色 玉蓝 红 黄

色，紫水晶 或 色，烟水晶 或无色，变黄 变黄 绿 变黄绿
也是 理改 色心造成的。热处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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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宝石中的杂质扩散或改变存在状态而改变颜色

       有些 石中存在着致色离子，但由于存在宝 状
不好，使 石 色不好或不能致色，加 可以使致态 宝 颜 热

色离子在 石 均 散， 入晶格 点位置或晶格宝 内 匀扩 进 质
缺陷， 而改 石的 色。从 变宝 颜

       如褐色 石加 成 色 石，白色红宝 热变 红 红宝 蓝宝
石加 成 色 石；有些 石中的致色离子呈聚合热变 蓝 蓝宝 宝

而使 色不美， 加 散后可形成漂亮的 色。态 颜 经 热扩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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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 卡 出的一 原石叫“ 究兰 产 种
打” （ Geuda ） 玉， 有 理前是一 半透明、乳白刚 没 处 种
色、有 光 的 玉， 不上 石， 玉中 元素丝绢 泽 刚 称 宝 这种刚 钛
以金 石 物形式存在，若 行高 加 ，可以使金 石红 矿 进 温 热 红

物熔化（此 玉 物不熔化）掌握好操作工 ，使矿 时刚 矿 艺 钛
元素均 散，就能 成透明、 色漂亮的 色 石。匀扩 变 颜 蓝 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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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一些含水的宝石发生脱水作用而引起颜色的变化
       有些 石中不 存在吸附水，而且 含有宝 仅 还 结构
水，在 理 化 程中，若 度不破坏 水， 能完热处 优 过 温 结构 则
成改色任 ；若加 度 高 水 赶出 ，使务 热温 过 会将结构 驱 来

石 生 水作用， 而破坏 石的 定。 然，宝 发 脱 从 宝 结构稳 当
有些 石在此 也 色，但 色往往是人 不希宝 时 会变 这种变 们
望的。如 泊若加 到欧 热 300℃ 左右就 失水， 而破坏会 从

的 彩效 。粉 色玉髓 橙、 或褐色 水作用它 变 应 红 变 红 与脱
有 。所以在采用 理 化珠 玉石 色 必 掌握好关 热处 优 宝 颜 时 须
加 度。热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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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某些宝石发生结晶构型的变化
       有些 石 着 度的升高，晶格 型 生 化，宝 随 温 结构类 会发 变 从

而 生 色 化。例如加 可使低型 石 化成高型 石（ 石发 颜 变 热 锆 转 锆 宝 学

中依据 石中放射性元素影 折光率、硬度、密度的程度 分锆 响 将它

“ 高型” 、“ 中 型” 、“ 低型” 三 ）， 色由褐为 间 种 颜 - 褐 色红 变

成无色透明，人 常用此法 得折光率高的无色 石作 石仿制们 获 锆 为钻

品；若在 原 境下加 ， 可以得到迷人的 色还 环 热 还 浅蓝 - 色 石。 蓝 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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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某些宝石发生重组、再
生和净化而达到优化的目的
        于有机 石如琥对 宝

珀，在 低的 度下 理较 温 热处

就可以使 化或熔融，冷它软

却后成透明度高、 地质 较纯

的琥珀，若在 化 加 ，软 时 压

出 美 的爆裂花形还会 现 丽 图

案，通常 之 “ 琥珀花”称 为

或“ 太 光芒” 。 阳

14



宝石学 共 97 页 

7. 消除宝石中的包裹体，提高宝石的透明度和净度
       石中 常存在包裹体，有 影 石 度和透宝 经 时会 响宝 净

明度。高 理（常接近 石的熔点）能把 石中的不温热处 宝 宝

包裹体 熔解或消除，以 到提高提 石的透明度和纯 杂质 达 宝 净

度的目的，如 石的 理可去除 光。市 上 售的高红宝 热处 丝 场 销

石和 色 石， 多都是 高 理的。档红宝 蓝 蓝宝 许 经过 温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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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温度骤变可能引起珠宝玉石内部产生裂纹 

       由于 大部分珠 玉石是 的不良 体绝 宝 热 导

， 膨 系 比 小，在加 速度太快或冷却热 胀 数 较 热 过

程太快 生 力，容易 生裂 ；另外，有时产 内应 产 纹

些玉石中含有 多的较 气 -液包裹体，在高 下温

可能是 些包裹体 生爆裂， 而 生裂 或指这 发 从 产 纹

包裹体。例如 石中包裹体周 的“ ” 。纹状 蓝宝 围 晕

我 常利用 石的 一特性制造 多效果，们还经 宝 这 许

例如 彩石英。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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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条件

在 理 程中要掌握最佳的 理 件。一般考热处 过 处 条 虑

以下五 影 因素：个 响

（ 1 ） 理的 度范 和最高 度热处 温 围 温

（ 2 ） 理 升 和降 的速度热处 时 温 温

（ 3 ） 理 到最高 度 的恒热处 达 温 时 温时间

（ 4 ） 理需要的 氛热处 气

（ 5 ） 理 程 其 理 件 合—— 理热处 过 与 它处 条 结 预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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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热处理宝石及其鉴别
热处理刚玉的鉴别特征

理后的 石、 石表 的 定特征大致相同经热处 红宝 蓝宝 现 鉴

1. 颜色

       理后的 、 石可有 色不均 的 象，热处 红 蓝宝 颜 匀 现
如出 特征的格子 色 、不均 的 散 等。另外现 状 块 匀 扩 晕 热处
理前后色 的 色、 晰度也 生不同程度的 化。带 颜 清 会发 变

       斯里 卡兰 Geuda 玉 理后呈 美 的 色刚 经热处 现 丽 蓝
，其 色常集中在一些不 的色 和色斑里，放大蓝 规则 带 检查
可看到 些色 或色斑的 色是由一些 模糊的 色这 带 颜 边缘 蓝 质
点聚集而成的 包裹体。我 山 石在 理后原雾状 国 东蓝宝 热处
本的 色的色 可 成无色透明的色 。棕褐色色 可蓝 带 转变 带 带

成 色色 ，原本不 示色 的 品 理后可 示出转变 蓝 带 显 带 样 热处 显
色色 。黄 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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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态包裹体
       理后的 、 石其固 包裹体 生经热处 红 蓝宝 态 将发
不同程度的 化。 、 石 部的低熔点包裹体，变 红 蓝宝 内
如 石、方解石、磷灰石等，在 的高 作用下长 长时间 温

生部分熔解，原柱 晶体 得 滑。一些发 状 边缘将变 圆 针
、 固 包裹体如金 石 着熔解程度的不状 丝状 态 红 则随 断

加强 成 的 、微小的点 等形 。转变 断续 丝状 状 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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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面特征
    由于高 熔解作用，成品 、 石的表面温 红 蓝宝 会

生局部熔融，因而 生一些凸凹不平的麻坑。发 产 为
了消除 些麻坑， 品需要二次抛光，二次抛光作这 样
用不能保 一次抛光中刻面 角的完整性，常使原证 棱
本平直的刻面 角出 角 象。棱 现双 棱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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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体包裹体

    、 石 的原生流体包裹体在高 作红 蓝宝 内 温

用下 生 裂，流体侵入新 裂的裂隙中。会发 胀 胀

5. 吸收光谱和荧光特征

       据 道 理的 色和 色 石在报 经热处 黄 蓝 蓝宝

台式分光 下 察，缺失镜 观 450nm 吸收 ，某些带

理的 色 石在短波紫外光下 示弱的淡热处 蓝 蓝宝 显

色或淡 色 光。绿 蓝 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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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类宝石
1. 黄水晶

       紫水晶加热 (350℃ 以上 ) 可以改 成 水晶。变 黄 黄
色水晶呈 色，一般深 色水晶 少。 然也有 的现浅黄 黄 较 虽 鲜艳

水晶，但是 量是 少的，一般由烟、茶色水晶 理而黄 数 极 处
成， 色中 有邪色黄 带 ( 褐色、茶色等 ) ， 有褪色 象，并 现 对
光和 是不 定的，有些 流逝 恢 到烟、茶色。热 稳 随时间 会 复

       褐色水晶几乎很少，因此可以 市 上所 到的说 场 见 黄
褐色水晶，一般都是由烟晶 理而 的。热处 来

茶晶烟水晶 石榴石共生与紫水晶和 水晶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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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水晶

       某些紫水晶 行 理可得到 色水晶；进 热处 绿

含 Al 、 Fe 的石英或无色石英 行 照后再 理进 辐 热处

可 成 色水晶。 色水晶自然界几乎 有。变 浅绿黄 绿 没

市 上所 都是由 理 生的。场 见 处 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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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色水晶
       某些烟、茶水晶 行 理，可 成无色进 热处 变

水晶；紫色水晶 理可以改色成无色水晶经热处

( 高于温 600℃ 以上 )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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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色玉髓、玛瑙、东陵石
       含 化 的石英、玉髓 加对 氧 铁 经 热处
理可 成 色石英、玉髓；含 化 的 瑙变 红 氧 铁 玛
和 陵石， 加 理后也可 成 色。东 经 热处 变 红

玉髓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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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紫水晶

       某些含 化 的烟、茶色水晶 行对 氧 铁 进 热

理，可改 成紫水晶。 处 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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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热处理石英类宝石鉴定特征

        于任何 色的 理水晶，其色 淡而对 颜 热处 泽

不 ，色 不正，色 不 而 暗。 大部分浓 调 泽 鲜 发 绝 热处

理水晶无色 ，若有 平行 。 理水晶的带 则为 条纹 热处

色 光和 定， 有褪色 象。颜 对 热较稳 个别 现

       理的水晶一般由天然水晶热处 ( 紫晶、烟

晶等 ) 改色而成的， 理水晶 天然水晶在包裹体处 与

上的 是在包裹体的四周是否存在因 力造成区别 热应

的裂隙的光 。有 在紫晶、 晶中可看到 似肥环 时 黄 类

沫 包裹体皂 状 ( 或波纹状 )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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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扩散处理
一、宝石扩散处理法的简介

       表面 散 理法主要 用于 玉族 石和扩 处 应 刚 宝 黄

玉。 散法 理的 玉，在 市 上出 的多这种扩 处 刚 国际 场 现 为

色 玉， 正的 石的 色相 。蓝 刚 与纯 蓝宝 颜 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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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散处理法原理（刚玉宝石）

        散 理的 玉 石以 石的 散 理扩 处 刚 宝 蓝宝 扩 处

法最成熟。 石的 色成因，是由蓝宝 颜 Fe2+-O-Ti4+

之 荷 移而形成的。 散 理法原理的核心就间电 转 扩 处

是在晶体中引入必要含量的 和 离子，以代替铁 钛 刚

玉 (Al2O3) 分子中的 。铝 这种扩散处理需伴随高温

热处理， 理通常采用 好低于 石熔点的 度热处 刚 宝 温

，在 度可以使晶体格架 大，便于半 大这个温 扩 径较

的致色离子的 移。致色离子 和 在高 理迁 铁 钛 温热处

下，部分 入到 玉 石的进 刚 宝 表层，使 石呈 出宝 现 蓝

色。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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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刚玉宝石扩散处理的工艺
        散 理的原料常是无色或淡色透明的天然扩 处

玉，首先要 些 玉原料打磨成刻面或 的各刚 将这 刚 圆顶 种
形 、尺寸的毛坯， 磨后不抛光，埋在以 化 主状 细 氧 铝为
，含有一些致色离子成分的化 品中，在高 中学药 温炉
持 加 。加 可续 热 热时间 从 2小 到时 200小 ，升 的范时 温
大围 约从 1600℃ 到 1850℃ ，以 1700—1800℃ 最为

好。在低于 1600℃ 石不 化，在更高的 度下时宝 变 温 宝
石要融化。在加 ，在 高的 度下 持 的热时 较 温 维 较长 时间
， 色渗入的深度也 大。颜 较
       有一 “ 深” 散法， 在高 下 的种 扩 与 温 长时间 扩
散不同，是采用 石 行多重加 的方法，即在 石对宝 进 热 宝
冷却后，再重新加 。 反 多次，多重 散， 理热 这种 复 扩 处

要 月以上。 时间 两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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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扩散处理刚玉宝石的评价

        在 易中 于 散 理 石贸 对 扩 处 宝 必须声明。 散扩 处
理法得到的 石的 色，是人工加入了天然成分以外蓝宝 颜
的化 物 ， 且 色只存在于 石的表 ， 石整体学 质 并 颜 宝 层 宝
的 色是不均 的， 部 外部完全不一致。在 售颜 匀 内 与 销 时
必须明确标出 是 散的 石。它 扩 宝
        散 石的价格：由于 散方法 天然 石扩 蓝宝 扩 与 宝
的致色离子相同， 且 些致色离子已部分 入了晶体并 这 进
的晶格， 生的 色等物理化 性 定，制 成本也产 颜 学 质稳 备
不低，价格就不宜定得太低。 1991年美 珠 商 志国 宝 杂
的 价是 正 色 理 石每克拉报 纯 蓝 热处 蓝宝 2100 美元，同样

色大小的 散 理 石每克拉颜 扩 处 蓝宝 29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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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扩散处理的宝石及鉴别
1 、 色不均 ，集中于腰、 及裂隙 ；颜 匀 棱 处

2 、由于后抛光，出 多面腰 ；现 棱

3 、由于高 焙 引起的局部熔融，表面可 到麻坑；温 烧 见

4 、可能出 常的吸收光 、二色性或 光色；现异 谱 荧

5 、 于 散的星光，其星 于均 、完美，且 察对 扩 线过 匀 观
不到 生星光的 包体。产 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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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蓝宝石 
       市 上 到的主要是用国内 场 见 Fe 、 Ti 作致色剂
的 散 石。 散 理只能在 品表面形成一 很薄扩 蓝宝 扩 处 样 层
的 色 ，根据 一 色 的厚度又可 散分 Ⅰ型颜 层 这 颜 层 将扩 为

散 理和Ⅱ型 散 理（“ 深” 散法 理） 。扩 处 扩 处 扩 处 两种
Ⅰ型 散 理 石表面 色 厚一般  扩 处 蓝宝 颜 层 为 0.004-
0.1mm, Ⅱ 型 散 理 石表面 色 厚度可扩 处 蓝宝 颜 层 达
0.4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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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处理蓝宝石的鉴定特征：
       散 石的原石是无色或 色的天然 玉扩 蓝宝 浅 刚 宝
石， 的 色是用高 的方法人工 散 入晶体的。它 颜 温 扩 进 颜
色 限于 石的表 ，而 石的核心部分是 或无色仅 宝 层 宝 极浅
的原天然 玉 石， 石的 色 可通 切磨或抛光部刚 宝 宝 颜 层 过
分或全部去除。
        散 石 行 准的 石 程序，只能对扩 宝 进 标 宝 学测试

定出 是 玉 石，甚至可以找到天然 玉的特征。测 它 刚 宝 刚
是因 的折射率指 、比重、多色性、 折率和硬这 为它 数 双

度等物理性 天然 玉 有差 。 的吸收光 和紫质与 刚 没 别 它 谱
外 光也很 提供 人工 散 理的 据。 线荧 难 经过 扩 处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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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扩散处理红宝石的鉴定特征：

1. 色：表面 散 理的 石，早期 品多 石榴颜 扩 处 红宝 产 为
色， 有明 的紫色、褐色色 。新 品可有不同红 带 显 调 产
深 的 色，但 色不十分均 ，常呈斑 。浅 红 颜 匀 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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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大 ： 品浸在二 甲 中用漫反检查 样 碘 烷
射光 察 ，可 色多集中在腰 、刻观 时 见红 围
面 及 放性裂隙中，但 色的集中 象棱 开 颜 现

有表面 散 石明 。没 扩 蓝宝 显

3. 光：表面 散 理的 石在短波紫荧 扩 处 红宝
外下可 有斑 的 白色磷光。见 块状 蓝

4.二色性： 品可具有模糊的二色性，有样
表 出一 特殊的 －棕 色二色性时 现 种 黄 黄

（天然的一般为红 - 橙 色强二色性）。红

5.折射率：表面 散 理的 石具有扩 处 红宝 异
常折射率，折射率 最高可以 到值 达 1.80
( 天然的为1.762-1.770) 。

（ 2 ）扩散处理红宝石的鉴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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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星光刚玉宝石

1. 色： 理的星光 石整颜 处 蓝宝

体 黑灰色色 的深 色，表面为 调 蓝

特 是在弧面型 石的底部或裂别 宝

隙 存在着 色斑 物 。内 红 块状 质

2.“星光” 特点：“ 星光” 完美

，星 均 ， 似合成星光线 匀 颇 蓝宝

石。在批量 品中， 于完美、样 过

整 的星光 天然星光特点不符齐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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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大 ： 微 下 可 “ 星光” 局限检查 显 镜 检查 发现 仅

于 品表面。弧面型 石表面有一 薄的絮样 宝 层极 状

物，他 由 小的白点聚集而成，即使在 子 微们 细 电 显

放大镜 3000倍的下也未 天然星光 石中存发现 蓝宝

在的几 定向排列的金 石 。组 红 细针

4. 光：在 、短波紫外光下 品无反 。而部荧 长 样 应

分 品表面具有的 色色斑可 色 光。样 红 发红 荧

5. 化 成分： 品表面学 样 Cr2O3 含量 常。异 Cr2O3

可达 4%w 。

（ 3 ）星光刚玉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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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染色处理
一、染色处理技术简介

       致色物 渗入珠 玉石， 到 生 色、增强质 宝 达 产 颜

色或改善 色均 性的目的。       颜 颜 匀

色染料渗入无将绿
色石英岩 ，使其内
成 色，放大为绿 镜
下呈 瓜 。现丝 瓤状

39



宝石学 共 97 页 

二、染色处理技术的原理

       主要用于 色 淡、价 低的 石的改色颜 浅 值 宝

， 石通常 疏松多孔或含有相 多裂 、这类宝 结构 当 纹

裂隙， 料可渗透 去。 使用颜 进 当 溶剂法 ，染料多时

有机的。一旦溶 蒸 ， 色物 就留在了 石为 剂 发 带 质 宝

的孔隙或裂隙中。 方法的一 缺点是 些有机染该 个 这

料 褪色。会

       使用当 沉淀法， 染色 多 无机，通则 剂 为 过

化 反 而沉淀在 石 部。 色一般是耐久的。学 应 宝 内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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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染色处理技术的工艺条件

（ 1 ）对宝石材料的要求

        1. 石材料要耐 和耐酸 。因 被 理宝 热 碱 为 处

的 石材料都必 先用酸或 洗，在 理中宝 须 碱清 处

要加 ，有 需要煮沸。热 时还

        2. 被 理的 石材料需要含有一定的孔隙处 宝

度，以使色料浸入到 石材料 部。 于那些宝 内 对

有孔隙的 石，需要人工制造孔隙或裂 ，没 宝 纹

以便色料 入晶体。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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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染料的要求

染 色元素：绿 Cr 、 Cr2O3 ，及重 酸 、 化 、 化 ；铬 铵 氯 镍 氧 铜 铁

等化合物。盐
染 色元素：硫 化 、 、 等浸泡然后加 。红 氰 钾 铁盐 锰盐 温
染 色元素：蓝 CoCl2 等 、 等。钴盐 铜盐

染紫色元素： 、 、 、 等。钴盐 铁盐 镍盐 钡盐
染黑色元素：烟薰、糖酸化、 等。碳
有机染料：各色染料。
无机染料： CoCl2 、 CuO 、 Fe2O3 、 Cr2O3 、 NiCl2 等

植物染料：普 士 （ ）、橙鲁 蓝 铁蓝 黄 [C16H11N2O4SNa] 、金丝

雀 等。黄

1. 染料的 色要十分接近天然 石的 色。颜 宝 颜
2. 染料要 量 那些可 石 部的元素部分 行化 反尽 选 与宝 内 进 学

，或能被 石材料的孔隙吸附的色料。应 宝
3. 染料 要 那些不退色的品 。选择 时 选择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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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影响染色处理的因素

1. 度、 、 力、 度的影温 时间 压 浓 响

2.酸性、 性反 件控制碱 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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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染色处理的宝石及鉴别（翡翠、玛瑙）
       翡翠价 主要取 于 色， 色越 、值 决 颜 颜 鲜艳
越 郁价 就越高。但大多 的翡翠原料都是白色浓 值 数
或 色的，染色 理就是把 些原 无色或 色的浅 处 这 来 浅
翡翠通 人 方法使 料染入翡翠，以仿冒 好的过 为 颜 质
翡翠。染色的翡翠也称为C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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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翡翠染色处理的工艺过程：

1. 选料：一般挑 中粗 ，有一定孔隙度的翡翠选 结构

作 原料，特 致密的翡翠不能染；切磨成成品后为 别

，用稀酸洗去油 和表面 ，再放在 箱式 子污 杂质 烤 炉

中烘干和加 ，加 可以 到 孔隙的作用。然热 热 达 扩张

后把翡翠浸泡到准 好的染料溶液中，加 煮以备 热烧

加快染料溶液浸入翡翠。

2. 染色处理：翡翠在染料中一般要浸泡至少 1 ～ 2
周，上了色的翡翠再 烘干，染料就沉淀在翡翠孔经

隙，使翡翠 生 色，最后 行蜡保 ，使之不易产 颜 进 护

被水溶解， 色分布更柔和，提高玉件的光 。颜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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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染色处理翡翠的鉴别特征：
1. 染绿色翡翠：
       颜色沿缝隙分布：染 色翡翠的 色易富集在小裂 中， 沿着绿 绿 纹 并

裂 充 在裂 附近的晶粒 隙中，呈 分布。而天然翡翠的裂 和纹 填 纹 间 丝网状 纹

孔隙都是 有 色的。没 颜

       可见光吸收光谱：染色翡翠 天然翡翠的致色机制完全不同，天与

然翡翠的 色是由于含 所致，其有特征的吸收 ， 色染料 可 光绿 铬 线 与绿 对 见

的吸收特征截然不同。在分光 下 察，染 色翡翠在 光 有一强的镜 观 绿 红 区内

吸收窄 ，而天然翡翠 是有三 梯 的吸收带 则 条阶 状 带

（ 690 、 660 、 630nm ）。尤其是 色特 的翡翠如果 察不到绿 别鲜艳 观 铬

吸收 ，不管其 的吸收 是否存在，都可能不是天然的翡翠。       带 它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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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染紫色翡翠等
       染紫色的翡翠 性的特征比染 色翡翠少。天然紫诊断 绿

色翡翠往往是成片分布， 色由 淡紫色的硬玉 粒集合而成颜 带 颗

，很少呈脉 分布， 色 ，深的少 。染色 理形成的紫色状 颜 浅 见 处

充 在翡翠的裂隙和孔隙之中，或者充 在白色翡翠 粒 空填 填 颗 间

隙中，出 白色 粒被紫色包 的 象。现 颗 围 现

       天然紫色翡翠 有 光，而染紫色翡翠多有粉 色没 荧 红 荧

光。但由于 光 弱， 不易分辨 ，只可作 指示性的特征荧 较 当 时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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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通常染成 色传统 绿

和紫色，而很少染成其 的 色它 颜

，但近年 出 染 、染 、及来 现 黄 红

仿古等 色的染色翡翠。杂

       天然翡翠无 是 色论 绿 还

是紫色， 的 色都是 物本身它 颜 矿

的 色，即是 物晶体中着色离颜 矿

子的 色，不 褪色。而 人工颜 会 经

染色翡翠的 色耐久性差， 因颜 会

境的 化而 少， 褪环 变 减 时间长会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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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染色处理的宝石及鉴别（玛瑙）

    瑙的染色在 中被 化方法。可直玛 国标 称为优

接 其名 ，在 定 中不附 明。 称 称 鉴 证书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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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用于染色的玛瑙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 结构   要求 瑙的 密度小，有微孔隙的 品 易着色玛 结构 这类 种

，而密度大的色料不易浸入，很 加上 色。难 颜

2. 颜色   了使 瑙染成人 需要的 色， 瑙的原料要求必为 玛 们 颜 玛

是 色或白色的品 ，且要 洗干 ，若染成黑色的 瑙原须 浅 种 清 净 则玛

料的 色可深一点。颜

3. 热历史 待加色的 瑙必 是未 焙 的 瑙， 焙 的玛 须 经 烧 玛 经过 烧 玛

瑙很 上色。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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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染色方法

1. 染色 直接浸入 瑙，再加 分解， 化或 原生将 剂 玛 热 氧 还

成呈色 化物。如要 瑙染成苹果 色可用硝酸 溶氧 将玛 绿 镍

液浸泡 瑙，然后加 ，生成的 化 呈 色。玛 热 氧 镍 绿

2. 可以起化 反 生成着色 的化 ，先后将两种 学 应 剂 学试剂

浸入 瑙，生成的着色 理分解成呈色 化物或玛 剂经热处 氧

化合物。例如，染 色的方法，重 酸 酸简单 蓝绿 铬 钾与碳

反 生成的重 酸 加 分解生成的铵 应 铬 铵 热 Cr2O3 呈色。

3.先 一 着色 浸入 瑙 部，然后再用一 固色将 种 剂 玛 内 种 剂

浸泡， 着色 固色 反 生一 溶呈色化合物让 剂与 剂 应产 种难

，而使 瑙着色。 方法不需要高 加 ，生成的沉玛 这种 温 热

淀要求 定性好。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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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染色玛瑙的鉴别特征

       染色 瑙的 色是人工的方法加入，只是沉 在 瑙玛 颜 积 玛
孔隙 ，一般可以 以下 方面 行 ：内 从 两个 进 鉴别
1. 染色 瑙 天然 瑙的 色色 不同，有机染料染的 瑙玛 与 玛 颜 调 玛 颜
色 天然品差距大， 色 ，易退色，明 地呈 出“ 假与 颜 艳丽 显 现
色” 。目前采用的无机 料 色更接近天然品，但只要颜 颜 认真观
察也能找到 。区别
       常 的三 色 察 如下：       从 见 种颜 观 区别

天然的红色 瑙和玛 “ 烧
红”  一 ， 色 正，样 颜 纯
而人工染色的 色 瑙红 玛

是人工加入 离子化则 铁
合物而呈的 色，红 这种

色常常有 色 。红 黄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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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 瑙，天然 出品 少，多 一 石 的 色。玛 产 极 为 种宝 蓝 蓝
而人工染色的 瑙由于加入了蓝玛 Co 紫 色，即 中盐为 罗兰 蓝 带
有紫色 的 色， 少 情 下出 有 石 色的染色品，调 颜 极 数 况 现 宝 蓝

需要通 一步放大 察等 手段 确定。       这 过进 观 测试 来

53



宝石学 共 97 页 

       绿色 瑙的染色品 天然品 色十分接近。但仔玛 与 颜
察天然品 葱心 色， 色柔和，而染 色 瑙 翠细观 为 绿 颜 绿 玛 为

色， 色也 。绿 颜 较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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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染色 瑙都是 色料浸泡、干燥而呈的 色，色料沉玛 经 颜 积

在 瑙的孔隙中，在放大的 件下可以在裂 和孔隙 找到不玛 条 纹 内

均 的色点。一般用十倍放大 即可 ，精 的染色品要在匀 镜 鉴别 细

石 微 下 察。由于 瑙的价 有限，一般不采用大型宝 显 镜 观 玛 值 仪

器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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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辐照处理
一、辐照处理简介 
       照 理指用高能射 照 石，使其 色 生改辐 处 线辐 宝 颜 发 变

的 理方法。 照 理常附加 理，适用于由色心引起 色处 辐 处 热处 颜

的 石，主要是使 石 生或部分消除 缺陷，得到不同宝 宝 产 结构

的色心，而呈 出所需要的 色。现 颜

       照 理是 最大的用 改善 石 色外 的方法。辐 处 争论 来 宝 颜 观

因 使 石的 色得到了改善，而又 以 ，而且 多为它 宝 颜 难 鉴别 许 辐

照 理改色 石的 色 低 甚至是光 都很不 定。甚至处 宝 颜 对 温 线 稳

由于有 余放射性， 可能 人的身体有害，因此，此方法残 还 对

被 化 理中的 理一 ，在市 出售 要求 明。归为优 处 处 类 场 时 声

       照改色比 成功的 石有 石、托帕石、 石、石辐 较 宝 钻 锆

英、 柱石、尖晶石、 石及珍珠等。绿 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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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处理宝石及其鉴别（钻石）
       照 理相配合改 石的 色，可 永久性改辐 与热处 变钻 颜 称为
色法。 照 生色心，色心可 后通 加 予以改造， 方辐 产 随 过 热 这种
法只适用于有色而且 色不好的 石，如褐色 石可改 美颜 钻 钻 变为

的天 色、 色。但 不能使 石的 色 。丽 蓝 绿 它 钻 颜 变浅
       最初 石 行 照 理的是 石。 石 行 照对宝 进 辐 处 钻 对钻 进 辐 处
理有 理、回旋加速器 理、中子 照和 子 照等。镭盐处 处 辐 电 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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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处理钻石的检测：

1. 颜色分布：在天然致色彩色 石中，色 可 直 或角 ，钻 带 为 线状 状

晶面平行，而人工致色的 石中，色 平行于琢型 石的并与 钻 带则 宝

小面。 色分布 琢型 石的形 有 ，也 方向有 ，靠颜 与 宝 状 关 与轰击 关

近 源一 的 色要深的多。轰击 侧 颜

2. 吸收光谱： 照 理的 石基本上基于 石的光 吸收性辐 处 钻 宝 谱学 质

，使用分光 定光 主要 定方法。镜测 谱为 鉴

3. 导电性：天然致色的 色 石能 和透 短波紫外光，而蓝 钻 导电 过 辐

照而成的 色 石 不具有 性。蓝 钻 则 导电

4. 镭盐处理钻石 余 射可以 出 。       残 辐 检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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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充填处理
一、充填处理简介

       一 用油、人造 脂、玻璃或其他聚合物等硬 材料充种 树 质

和掩盖 疏松的珠 玉石或珠 玉石表面的 隙、孔洞，填 结构 宝 宝 缝

增加其透明度和耐久性的方法。

       使用无色油或各 植物油 石 行 理，是一 古老种 对宝 进 处 种

而 的 理方法，古希腊人早已使用。 在有些珠 生 者仍传统 处 现 宝 产

在使用，不 用在 祖母 的改善上，而且用于 石、 石仅 对 绿 红宝 蓝宝

、碧 等。 理后的 石 色 ， 度高，但 的推移，玺 处 宝 颜 鲜艳 净 随时间

特 是在高 境下，油容易渗出，因而无色透明塑料取代油别 温环

成 充 材料成 必然。 着科技的 展和高分子新材料的推为 填 为 随 发 陈

出新，充 材料越 越丰富，充 技 也越 越完善。填 来 填 术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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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填处理的原理及目的
（ 1 ）改善宝石的颜色状态： 
       向 石的裂隙中注入某 无色油，可以大大提高宝 种

石的色度和 色 程度。常 的有裂隙丰富的祖母宝 颜 鲜艳 见 绿
， 石等有色 晶 石 注油 理，使其 色 改红宝 单 质宝 经 处 颜 状态
善， 石色彩更加 。 宝 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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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高宝石的透明度： 

       大量 石 育有各 微裂隙或孔隙， 些裂隙宝 发 种 这

和孔隙中充 的主要是空 和少量的水，由于 石的填 气 宝

折射率 空 的折射率相差 大，因此 光 射入与 气 较 当 线 宝

石 ， 在裂隙和孔隙中 生散射和漫反射， 而使时 会 发 从

石的透明度降低。如果用某些折射率 石相差不宝 与宝

大的无色透明或有色透明的物 注入或充 石的裂质 填宝

隙和孔隙代替空 就 使 石透射光强度增大， 石气 会 宝 宝

的透明度就 明 改善。典型例子是会 显 B 翡翠。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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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强多孔宝石的稳定性：
       有些 石由于是大量 物微晶集合体，呈 粒宝 矿 现从

、斑 到 的 ， 些 物微晶堆 不 密 ，状 状 纤维状 结构 当这 矿 积 紧 时
在 石中就 出 大量的孔隙， 比 松散， 定性宝 会 现 结构 较 稳 较
差。不 定 使 石在加工 破裂， 受到其他稳 结构还会 宝 时 还会
物 的 染。使 石改 色注入部分固 物 增加其质 污 宝 变颜 态 质会 稳
定性。例如松散 地的 松石 充后，其 地 得 硬，质 绿 经填 质 变 坚
使用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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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给宝石加色：
       通常意 的染色 似。但 通常 染色 理与 义 类 它 与纯 处
有所不同，染色 理是使染料直接侵入孔隙和裂隙 ，处 处
但不用充 孔隙和裂隙。而充 理要把染料和充 物填 填处 填
混合一起注入孔隙和裂隙 。加色只是充 理的目的处 填处
之一。充 理的加色可以使 石的 色加深，也可以填处 宝 颜
使无色 石 成彩色 石。比如祖母 注 色油 理，宝 变 宝 绿 绿 处
一方面加深 色，另一方面可充 裂隙，提高透明度。颜 填

祖母 的注油外理，绿
裂隙 可 油的痕迹处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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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掩盖宝石的各种缺陷：

    无 什 石，裂隙、孔隙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论 么宝
，裂隙不 留下了破裂的 患， 降低了 石的价 。仅 隐 还 宝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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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处理的宝石及鉴别（钻石）
       裂隙充 是以改善 石 度 目的同 可增强有裂隙 石填 钻 净 为 时 钻

定性的 理方法。主要改善 象是具有 放性裂隙的 石，不稳 处 对 开 钻
石大小均可使用此法 行 理。 高折射率的材料充 到具论钻 进 处 将 填

有裂隙的 石中，充 后裂隙可 度降低，外 度 提高一到钻 填 见 观净 会
三 。但 的 理效果不持久，加 、酸或超 波 洗 均可级 它 处 热 声 清 时 将
其破坏。而且充 的玻璃有 色 ， 降低 石的色 。由于充填 黄 调 会 钻 级

以后的 度 理之前差 很大，不易估 原 的 度等 。填 净 与处 异 计 来 净 级
因此 定不 理 石作国标规 对这种处 钻 4C 分 价。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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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处理钻石的鉴别特征
（ 1 ） 光效 ：采用暗 域照明法，在放大 或 微 下 察闪 应 视 镜 显 镜 观
， 石 到背景 亮的部位 ，被充 裂隙呈 橙当转动钻 达 变 时 填 现黄 - 紫

色或 色红 蓝 - 色的特征“ 光效 ” ，色彩深 不一，多绿 闪 应 浅 为浅
色， 沿裂隙展布。 光 象在裂隙面的不同位置可表 不并 这种闪 现 现
同的 色， 品的 ， 光 色可以改 。 石刻面 的颜 随样 转动 闪 颜 变 与钻 闪烁
火彩（色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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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处理钻石的鉴别特征
（ 2 ） 充 的 石常常 有朦 的 紫色 ，在裂隙表面经 填 钻 带 胧 蓝 调 处
的充 物的光 和 色同 石相比仍有 微的差 。填 泽 颜 钻 细 别
（ 3 ）裂隙 可能存在 形 泡，流 痕迹。有 可 充 物内 异 气 动 时 见 填
具有碎裂 。结构
（ 4 ）可用 准标 X 光照相 判定： 充的物 一般不透来 填 质 X 光
，在底片中呈 出 晰的暗色 域。现 清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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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拼合处理
一、拼合处理简介

       珠 行 中，把 或 以上的 石材料用人工方宝 业 两种 两种 宝
法 合在一起而制成 石成品 合 理。常 的有拼 宝 称为拼 处 见 双层拼
合 石和三 合 石（ 石和三 石）。上、下宝 层拼 宝 简称双层 层 两层
的 石，如 柱石称为双层 绿 —祖母 石。三 三 石绿双层 层则称为 层
，如 泊常 出 石和三 石。欧 会 现双层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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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拼合宝石的分类
    按其 成材料的性 ，可分 三 型：组 质 为 种类 天然拼合石
、天然 - 仿制拼合石和仿制拼合石

（ 1 ）天然拼合石就是把 同 或 石用无色粘 合在一两块 种 两种宝 结剂胶
起， 成一 大的 石，此 合 石常 祖母 、 泊、 石组 块较 宝 类拼 宝 见 绿 欧 红宝
、 石等 石。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天然 合 石的 片 石蓝宝 双层 拼 宝 两 宝 虽
然 一 ，但 量却可能相差 大，如一 泊 石戒面，种类 样 质 较 个欧 真双层 顶
部一片可能是 量很好的 泊石，而底部 是普通的或是劣 的蛋白质 欧 则 质
石， 可能被染成黑色。二者用无色粘合 。 似的例子 有它们 剂胶结 类 还

柱石绿 -祖母 石。绿双层

合 泊双层拼 欧

天然 石宝

天然 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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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天然 - 仿制拼合宝石的
冠部（或 部）是符合名 的顶 称

石，而亭部（或底部）却真宝
是人造 石或其他材料，如无宝
色水晶、尖晶石、 玉，甚至黄
玻璃。 天然这种 - 仿制 合石拼
常用 仿冒比 珍 的 石，来 较 贵 宝
如 石、 石、祖母 、钻 红宝 绿 蓝

石、 泊等。黑 泊天然宝 欧 欧 -
仿制 石的底部常用黑色双层 玛
瑙或黑玻璃。近年 ，由于廉来
价合成 石的大量生 ，出宝 产 现
大量的天然 - 仿制 合 石，拼 宝
如 石红宝 - 人造 石等。 红宝

和合成 合红宝 红宝拼

天然 石宝

人造 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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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仿制拼合石是 粹的仿 石，其 合片纯 宝 拼

中 有所要仿的 石。 仿制 合 石名并没 宝 这类 拼 宝

目繁多，多以低廉 石或玻璃 有色粘 合宝 与 结剂

制成，以仿冒 正的有色 石。如用玻璃和有真 宝

色粘 制成的三 仿冒祖母 。结剂 层 绿

有色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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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拼合宝石的制造工艺

合石按 合工 分，可以分成拼 拼 艺来 粘合拼合石和烧
结拼合石 大 。两 类

一、粘合拼合石：又分打磨成型再粘合和先粘合再打磨
成型两种

1. 打磨成型再粘合指的是，先 上部和下部 不同的材将 两种

料打磨、抛光成一定的款式、形 后再粘合起 制成 品状 来 产

；

2.先粘合再打磨成型指的是，先把上下 不同材料粘合两种

好，再打磨造型制成 品。产

二、烧结拼合石：是指上部 人造 玉、天然珠 等材料为 刚 宝

，下部 玻璃材料为 (硬玻璃 ) ，在高 下熔解制成，然后打温

磨、抛光制成 品出售。例如： 石、 石、石榴石产 红宝 蓝宝 组

合件等均 制成的 合件。为烧结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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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拼合处理的刚玉宝石

（一）红宝石
       石的上部 天然无色 玉或有色的 玉，中红宝 为 刚 红刚 间
是粘合剂 ( 有色或无色 ) ，下部由水晶或人造 玉等材料红刚 组
成。然后 精加工经过 ( 磨、抛、整形 ) 制成一件 天然 石与 红宝
相似的 石， 到 假 分的程度。宝 达 真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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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光宝石
       了制造星光 石，上部 无色水晶，底为 宝 为
部 子，把 子面上 成十字或 成星 六为镜 镜 划 划 状 条线
，然后粘合起 ，打磨、抛光、整形， 成一 四来 组 个
道星光或六道星光的 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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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是采用 的不改 玉石基本性 的手段简单 变宝 质

， 其表面 行 理，以改善其 量的一 物理修 法。 方对 进 处 质 类 饰 该

法可以改善 玉石的 色和表面光 度，掩盖表面缺陷、增强宝 颜 洁

光 度等。洁

       石表面 理的主要特点是用一些无色或有色的薄膜宝 处

物 均 附着于 石表面，以求 到改善 石 色和表面光状 质 匀 宝 达 宝 颜

度，增强 石光 及掩盖 石表面缺陷（坑、裂、擦痕等）洁 宝 泽 宝

的目的。

       

石的表面 理可分 三大 ：宝 处 为 类 涂层法、镀膜法和贴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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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涂色、涂层（覆膜）处理

       涂 法又包括涂色和涂 方法。 料或染料涂于层 层两种 将颜

石表面以改善 石 色外 的方法宝 宝 颜 观 称为涂色。而 有色膜或具将

有强反射的膜涂于 石表面、亭部刻面或底面以改善 的 色宝 它们 颜

或亮度的方法称为涂层（覆膜）。涂色和涂 理都具有潜在的层处

欺 性， 予以公 。骗 应 开

       涂色主要适用于无色、颜色很浅或不佳的宝石成品。如

色 的 石，在其亭部或腰 涂上一 色，因 色带黄 调 钻 棱处 层蓝 为蓝 与黄

色互 ，使得 石的 色 得以抵消，看起 更白。 方法曾补 钻 黄 调 来 这种

也用在 色很 的 色 柱石上， 涂色 理后仿祖母 。经 颜 浅 绿 绿 经过 处 绿

       涂色 石的 定方法 染色 定相同。 察 石的光 、宝 鉴 与 鉴 观 宝 谱

在 尔斯 色 下 色的 化、 色分布、 擦拭等都是 定涂查 滤 镜 颜 变 颜 试剂 鉴

色有效的手段。涂色 理的 石，在 色分 可能 很 定色处 钻 颜 级时 会 难 级

，要注意其亭部和腰 表面的 色，可用 的棉球擦拭。棱 颜 蘸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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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层就是把一些涂料 物 涂 石表面，以类 质 宝 增强宝石
的表面光泽和光洁度或改变宝石的颜色。常 涂 有蜡、油漆见 层剂

、无色 漆及混合有染料的各 脂 等。清 种树 胶
      

       十八世 ，涂 被广泛用 改善 石的 色和亮度，尤纪 层 来 宝 颜

其用在玻璃上 模仿各 彩色 石及 石。在玻璃或水晶的亭来 种 宝 钻

部涂上强反射的薄膜，可以提高其亮度， 模仿 石。 色来 钻 给浅 绿

柱石涂 色膜 仿祖母 。 无色或淡 色的翡翠涂一 色的绿 来 绿 给 绿 层绿

塑料膜，模仿高 翡翠，俗档 称“穿衣翡翠”。 去采用的涂过 层

材料主要是塑料，塑料的耐久性不好，改善的效果也不持久。

如涂 翡翠和 石表面常常有 痕和涂 落。目前采用一些层 钻 划 层剥

新的材料，如金 及其 化物等，涂 的耐久性 强。属 氧 层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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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宝石的鉴别特征：
（ 1 ）在涂 石亭部用表面反射照明在层宝 20-40X 放大下 察可观
以 痕、涂 落的斑痕及含 泡的表面 彩斑。发现划 层剥 气 晕
（ 2 ）涂 的 石的折射率在折射 上很 得到 或 出的是层 宝 仪 难 读数 测
涂 材料的折射率，如塑料膜的层 RI1.55 。
（ 3 ）用 刻 在膜上 留下痕迹。钢针 划 会
（ 4 ）用 ，塑料膜 有 味反 。热针测试 会 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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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镀膜处理

       石 膜法是 代技 在 石表面 理中 用宝 镀 现 术 宝 处 应

， 地 膜就是在分子或原子 次上 用沉淀技简单 说镀 层 运

或 渡技 、晶体生 技 等高新技 在 石表面术 喷 术 长 术 术 宝

多 分子或原子膜，膜的厚度可以 几 米～几铺设 层 从 纳

百 米，根据需要 定。 薄膜一般都是透明的，纳 来 这种

有需要加的 色，因而 不 可以 平 石表面并带 颜 它 仅 填 宝

的凹点、擦痕，使 石 光 、平整，光 度提高宝 极为 洁 泽

，且可以增加 石的 色 度或加色， 膜 理一般宝 颜 浓 镀 处

都 明 影 石的透明度。会 显 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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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 石的光 未 膜 石的光 不镀 宝 泽与 经镀 宝 泽
一 ，折射率不一 ， 可以用 光 ，如果 的样 样 还 荧 鉴别 镀
是金 膜的 石 示很强的虹彩效 ，就如属 话宝 还会显 应
同 石的火彩一 。钻 样

膜翡翠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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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贴箔（背衬）

1. 箔 理 介贴 处 简
       也 “ 背 ” 或“ 底 ” （称 衬 衬 backing ）。在

石底面或亭部刻面上 一有色或强反射的箔片宝 贴 ( 金
片可以增加 石底面的反射光强度，而有机薄膜属 宝
可以改 石 色和光 ，就像像机 上所 的则 变宝 颜 泽 镜头 贴

一 光 有机薄膜，呈 一 特殊的色彩和强光层 学 现 种 泽 )
，以改善 石的 色或外 。 有色箔的 理也宝 颜 观 贴 处 称为
色 （衬 color backing ）。 多 多利 女王 期首许 维 亚 时 饰
上的祖母 、 石、 石、 玉、紫晶、透明绿 红宝 蓝宝 黄 贵

泊等都 箔 理。 在 方法已 少使用。欧 经过贴 处 现 这种 较
箔 理的 石必 公 。贴 处 宝 须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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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箔 石的 特征贴 宝 鉴别

       放大 察可 得不平而褶 的箔片，及箔片表面观 发现贴 皱

的 痕，有 可以 到 落的箔。注意 察 石的 色和亮划 时还 见 脱 观 宝 颜

度分布特征也可以揭示 箔 理。例如 加深祖母 的的 色贴 处 为 绿 颜

，在祖母 界面底部 上一 色的簿膜或 色的 ，绿 衬 层绿 绿 锡铂 检测时

不易 察，放大 察其底部近表面 可有接合 ，接合 可觉 检 处 缝 缝处

有 泡 留，有 有簿膜 落、起 等 象。二色性不明气 残 时会 脱 皱 现 显

或根本就 有二色性，不像天然祖母 有明 的二色性，而且没 绿 显

天然的祖母 具有明 的绿 显 Cr 吸收 ， 理的祖母 只有模谱 该种处 绿

糊或无 Cr 吸收光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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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学处理（漂白处理和化学沉淀）

§9.1  漂白处理
一、漂白处理简介
    漂白是指用 酸、硫酸、 水或 光等 石 行 理以盐 双氧 阳 对宝 进 处

去掉 色而改善 石 色。主要是去除无机材料中由杂 宝 颜 Fe3+ 生的产

褐色 ，以及有机 石因含其 有机 而常 的 色。漂白 理调 宝 它 质 带 杂 处

不需公 ， 于 化。开 属 优

    常用的漂白 有： 水、 酸、硫酸、 化物、 硫酸剂 双氧 盐 氯 亚 盐

或紫外 等。 于有机 石通常采用 水、紫外 等去除其线 对 宝 双氧 线 它

有机 生的 色；而 硅酸 石一般采用 酸、硫酸等强酸质产 杂 对 盐宝 盐

去除由 Fe3+ 生的褐色 。产 脏杂

需漂白 理的 石主要有珍珠、珊瑚、象牙、玉髓、翡翠等。处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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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石漂白处理工艺
1. 漂白处理的珍珠
       收 的珍珠只有获 10% 的可以直接利用， 90% 的珍珠需
要 化 理。漂白 理是改善珍珠 色最常 的 化 理方法。优 处 处 颜 见 优 处
       漂白之前，先要 行 理，即膨化、 水。因珍珠进 预处 脱 层结

致密，漂白液很 渗入珍珠 。漂白前先 珍珠 孔、使构较 难 内层 对 钻
其 膨化， 有利于漂白液通 珍珠 隙渗入。       结构 会 过 层层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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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漂白最 的 是关键 环节

漂白液的配方，所以漂白液配方

是 家 密封 的商 机密。一厂 严 锁 业

般都是以 水作漂白 ，另加双氧 剂

溶 、表面活性 、剂 剂 pH 定稳 调节

等助 。剂 剂

       漂白 度在温 300°C 左右

，漂白 程中配以 光灯照射。过 荧

每隔 3-4 天要更 一次漂白液。换

色 的珍珠一般颜 浅 2-3 天即可漂

白。 色深的甚至需要几 月。颜 个

漂白要以 量降低 珍珠的尽 对 损伤为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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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漂白处理的硅酸盐材料
    硅酸 材料具有耐酸的特性，所以可以用酸 理 行盐 处 进
漂白。酸 理即用硫酸、 酸等无机酸浸泡或局部用酸侵处 盐

，溶掉材料中的 ，尤其是因 造成的褐色等， 到蚀 杂质 铁 达
漂白的目的。酸 理主要适用于耐酸的 石如玉髓、虎睛处 宝
石、石英岩及 玉、翡翠等。翡翠注 理前一般都需软 胶处 进
行酸 理，一方面是 了去掉 色，另一方面是通 酸处 为 杂 过 对

物的溶解 生疏松的 以便 能 充 去。杂质矿 产 结构 胶 够 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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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漂白处理的珊瑚

    珊瑚表面 的 色，尤其是死珊瑚表面 色浑浊 颜 为黄浊
，可以 水漂白去除。用适 度的 水，经过双氧 当浓 双氧 将
珊瑚浸泡其中， 察 色去除即可取出洗 。观 浑浊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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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漂白处理宝石的鉴别特征

    漂白的 石，尤其是 度漂白的 石， 示经 宝 过 宝 会显

破坏的表面 。 漂白的珍珠，珍珠 的一些结构 经过 层间

有机 被去除了， 因此 得疏松，珍珠质 结构会 变 层与层

的 隙加大，珍珠光 可能受到破坏。 酸 理间 间 泽 经过 处

漂白的 石 示酸 的 ，如漂白的翡翠通常具宝 会显 蚀 结构

有很干 的底色，表面有酸 。恰 的漂白很少净 蚀网纹 当

留下可 的 特征，其 定就 得十分困 。识别 鉴别 鉴 变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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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化学沉淀法
一、化学沉淀法简介
    化 沉淀法是通 含有着色物 分的溶液在 石表面或学 过 质组 宝
在 石裂 、孔隙中 生某 化 反 ，沉淀出不溶性的有色宝 纹 发 种 学 应
物 ，附着于 石表面或裂 和孔隙壁上， 而使 石体色质 宝 纹 从 宝 发
生改 的方法。 化 沉淀法的特点可以看出， 法 适用于变 从 学 该 仅
多裂 或孔隙的 物集合体 石的染色。纹 矿 类宝
    已广泛用于 瑙、珍珠、 泊、密玉等的改色 理，也用玛 欧 处
于翡翠、 松石、珊瑚、 金石及其他多孔 石的染色。绿 青 宝
    化 沉淀法所用的沉淀着色 主要是一些不溶性的金学 剂 属

化物，如 化 、 化 等。 氧 氧 铁 氧 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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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沉淀处理技术
        用可溶性的着色金 溶液浸泡 石， 溶液渗属盐 宝 让

入 石孔隙或裂 之中，然后加 使溶液 生分解，在孔隙宝 纹 热 发

或裂 中沉淀出着色 ，或者再把 石浸泡在另一 溶液纹 剂 宝 种

中， 溶液在 石孔隙 和裂 生化 反 ，沉淀让两种 宝 内 纹内发 学 应

出有色物 。前一 情 如用硝酸 染珍珠，先把珍珠浸质 种 况 银

泡在硝酸 溶液中，浸透后取出加 或强光照射，硝酸银 热 银会

生分解而沉淀出黑色的发 Ag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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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 情 如 瑙染成 色，先用三 化种 况 将玛 红 氯

溶液浸泡 瑙，然后再把 瑙浸入 水中，就可铁 玛 玛 氨

以沉淀出 色的红 Fe203 ，化 反 在 瑙的微孔隙学 应 玛 内

行，因而沉淀出的进 Fe203都附着于孔隙壁上，使玛

瑙的体色呈 色。红

       在用化 沉淀法 石染色后， 了掩盖裂学 对宝 为

隙或孔隙中的着色 ，防止 料外泄而 染衣物，剂 颜 污

或者防止其他 或溶 渗入孔隙和裂 中 着色杂质 剂 纹 与 剂

反 ，影 染色效果， 要 石 行一定的表面覆应 响 还 对宝 进

膜（蜡）或充 理。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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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激光处理
       激光在 石 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如在 石宝 学 钻
原石 激光用于 槽、激光 石打孔、激光在锯开时 开 对宝

石表面上刻字、 形 石的切割以及激光宝 对复杂 状钻 内
刻水晶 案等。图
       在 石的 化 理中常用激光宝 优 处 对钻石打孔，以
去除 石中的黑色包体。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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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对钻石的优化处理
       1970年以 就采用激光 石 行 化 理（激光打孔），来 对钻 进 优 处

主要初衷是淡化 石中的深色包裹体， 弱其可 程度，以明钻 减 见 显

改善 石的外 。钻 观

1. 激光打孔钻石的方法和主要过程
       用激光束 出直 小于 烧 径 0.02mm 的非常 的孔穿 石细 过钻

到 包裹体。包裹体可用激光束 掉或用酸去除。可用玻璃或达 烧 环

脂 孔充 以防止 埃 入。 氧树 将 填 尘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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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光打孔钻石的鉴别特征
       激光 理 的 石必 注明处 过 钻 须 “ 理处 ” 字 ， 激光 理要样 鉴别 处 区
分：激光 理和 有 理的 品、激光孔道和天然溶 孔道。可利用处 没 处 样 蚀
不同光源 件，如暗域、亮域和光 灯等，主要在 微 下 行 察。条 纤 显 镜 进 观
       理 石不可能忽略其激光孔的存在，在 石 度分 程对处 钻 钻 净 级过
中能容易地 察到。多 激光 理的 石是 冠部打孔的。激光孔非观 数 处 钻 从
常窄而且 直， 包体延伸至 石表面。较 从单个 钻
       激光孔的外 像一 直 均 的微白色 小 管道。在 及观 个 径 匀 细 针状 触

石表面的地方，窄小的管道 得 ，截面 ，用钻 显 较宽 较圆 10倍放大镜从
石 面仔 察，可看出 些孔道。钻 侧 细观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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