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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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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唐卡作为一件艺术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唐卡的矿物颜料进行鉴别分析!对唐卡

的鉴定"修复"数字化存档"再现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研究对唐卡主色矿物颜料进行体系性的光谱分

析!选用唐卡绘制过程中
B

种主色常用的矿物颜料!深入分析矿物颜料的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光谱特

征产生机理!总结了不同色系矿物颜料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谱段光谱特征#通过分析同一矿物颜料粉

末"调和骨胶颜料以及颜料上布色卡光谱特征!发现粉状颜料调和骨胶后!反射率整体下降!在
*##,

和

*".<7C

附近出现两个水的强吸收特征#而当骨胶溶物涂绘上布后!随着膏状颜料中水分的减少!上述两个

吸收特征均变弱!个别颜料在
*##,7C

处的吸收特征甚至消失#因此!矿物颜料粉末和颜料上布色卡光谱

极为接近!可以在后期的唐卡颜料分析中直接利用唐卡矿物颜料粉末光谱进行匹配分析#唐卡红色矿物颜

料为朱砂!矿物成分主要为
A

D

/

!其光谱在可见光波段先降后升!

B++7C

附近形成一个较深的吸收特征!

且吸收峰较宽%

#!+

!

B!+7C

&!红光谱段附近反射率急速升高!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变化较为平直!在
*"#+

和
..B+7C

附近有弱吸收特征#唐卡黄色矿物颜料主要有三种(土黄%雄黄"雌黄&!赭石及金箔!主要成分

分别为硫化砷"氧化铁及金#其特征光谱在可见光谱段集中在
#++

!

B++7C

之间!不同颜料的吸收特征位置

和吸收深度均不同#赭石在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整体较低!且
<=+7C

附近还出现了吸收特征'而雄黄"雌

黄和土黄则在近红外和短波红外谱段表现出反射率较高且波形平直!在
*<"+

和
..!+7C

附近有弱吸收特

征'金箔在可见光波段的吸收特征窄浅!可作为区分的依据#唐卡蓝色矿物颜料为石青!主要矿物成分为蓝

铜矿!其光谱在
B++

!

*+++

!

*B++

!

.+#+

!

..<B

和
.!B+7C

附近均有较强吸收特征!而在
*<<B

和
*"<+

7C

处有弱吸收特征#唐卡绿色矿物颜料为石绿!主要矿物成分为孔雀石!其光谱在
BB+

!

*+++7C

有较强

的宽吸收特征!在
..,+

和
.!B+7C

有明显吸收特征#尽管石青和石绿主要矿物成分皆为碳酸铜!但石绿在

"++

!

*"++7C

红
-

近红外谱段反射率增加较缓!

*B++7C

无吸收特征!可以作为区分石青和石绿的依据#唐

卡白色矿物颜料为砗磲和白土!主要矿物成分分别为碳酸钙和高岭土#在可见光谱段范围!砗磲在
!,+7C

有弱吸收特征!而白土则在
!,+

和
,!+7C

处有两个明显的吸收特征!可作为区分#在短波红外和近红外谱段!

白土在
*#.B

!

*"!+

和
..!+7C

均具有明显吸收特征!砗磲则在
*"!+

和
.!.+7C

有明显吸收特征!

*##+7C

处吸收特征较弱#且同种矿物颜料粉末!矿物粉末颗粒越大!颜料颜色越深!其光谱特征反射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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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涵盖

宗教"传记"历史"风俗等题材!堪称西藏文化的百科全

书)

*

*

!对人们全面解析西藏的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矿物颜料作为唐卡最基本的颜料!具有色彩鲜艳洁净"性质

稳定"可保持千年不褪色的特点!是唐卡的魅力与能量的来



源#对唐卡的矿物颜料进行鉴别分析!准确把握其品类"用

量等!无论对唐卡的鉴定"实体修复!或是数字化存档"再

现等历史文化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矿物颜料鉴别耗时较长且往往基于有损采样手

段!会对文物艺术品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光谱分析方法因

其非接触"可量化等特点!渐渐成为国内外文物保护领域的

研究热点)

.

*

#

>6423%

等)

!

*用拉曼光谱分析了
*"

世纪的手绘

平板画的颜料!认为该画含有普鲁士蓝"人造群青"炭黑"

铬黄等多种颜料!并可依据颜料的首次合成年代推测该画的

年代上限#有研究对古代艺术品中常用的黄色及白色混合矿

物颜料的拉曼光谱进行了相似性匹配分析!得到了较好的实

验结果#王玉等)

#

*用拉曼光谱分析法确定了西藏拉萨大昭寺

转经廊壁画的颜料成分#高光谱技术具有其非接触"无损"

快速高效的特点!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图谱合一.可同时大幅

面"快速获取图像及反射光谱!是目前最为高效"安全"不

受检测对象及环境限制的颜料无损检测新技术之一)

B-<

*

#武

锋强等)

"

*利用拉曼光谱"高光谱对古画矿物类颜料进行了分

析!认为高光谱可有效识别古画矿物类颜料成分!与拉曼光

谱结果基本一致#巩梦婷等研究)

*+-**

*利用高光谱成像技术对

中国画的颜料及壁画颜料进行分析"鉴别及分类#

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国画及壁画中的矿物颜料!而唐卡的

矿物颜料往往就地取材!源于藏地及周边!其发展历史具有

一定的独特性和封闭性!其制作"绘制工艺也具有藏区的地

域特点!但少有文献报道针对唐卡矿物颜料进行体系性的可

见"近红"短波光谱分析研究#本工作在采集五种主色唐卡

矿物颜料光谱基础上!比较矿物颜料粉末"融合骨胶矿物颜

料以及上布矿物颜料光谱差别!深入分析矿物颜料的可见

光"近红外"短波红外光谱特征产生机制!构建唐卡矿物颜

料光谱特征库!这对于利用高光谱成像技术对唐卡鉴定"检

测!或是数字化存档"再现等具有重要意义#

*

!

实验部分

'('

!

常见唐卡矿物颜料

唐卡颜料主色有五种(白"黄"红"蓝"绿'副色则是由

主色相配而成的颜色!一般有九种(桔黄"肉色"淡胭脂"

黑"烟色"土黄色"深暗)

*

*

"绿松石和骨头色'而副色又可以

分为
!.

种公认的配色#本文中!主要针对唐卡最基础的五种

主色颜料进行分析#传统唐卡的矿物颜料有
.+

余种!依据五

种主色选用唐卡绘制最为常用的矿物颜料!包括(朱砂%

!

种&"石青%

B

种&"石绿%

B

种&"雄黄"雌黄"土黄"赭石"金

粉"白土和砗磲#各颜料及矿物成分如表
*

所示#选用的矿

物颜料由吉祥唐卡矿物颜料加工基地提供!采用各大藏区出

产的原生矿石!用古法唐卡颜料磨制方法!手工制作完成!

具有典型代表性#

!!

为了更符合实际唐卡绘制情况!除矿物粉末外!还将棉

布经过白土和优质骨胶的填涂"阴干"打磨!制成唐卡绘画

用画布)

*

*

!将矿物粉末和骨胶进行调和后填涂在画布上!制

成矿物颜料色卡#所选用矿物颜料的色卡如图
*

所示#

表
'

!

唐卡主要颜料及矿物成分

3,>+*'

!

G,1.

$

1

2

:*.7,.?:1.*9,+68:

$

8<1718.8534,.

2

=,

颜料颜色 颜料名称 矿物成分

红色

朱砂
* A

D

/

朱砂
. A

D

/

朱标
A

D

/

黄色

雄黄
94

#

/

#

雌黄
94

.

/

!

土黄
94/

赭石
P0

.

?

!

金箔
9T

蓝色

石青
* .>T>?

!

$

>T

%

?A

&

.

石青
. .>T>?

!

$

>T

%

?A

&

.

石青
! .>T>?

!

$

>T

%

?A

&

.

石青
# .>T>?

!

$

>T

%

?A

&

.

石青
B .>T>?

!

$

>T

%

?A

&

.

绿色

石绿
* >T>?

!

$

>T

%

?A

&

.

石绿
. >T>?

!

$

>T

%

?A

&

.

石绿
! >T>?

!

$

>T

%

?A

&

.

石绿
# >T>?

!

$

>T

%

?A

&

.

石绿
B >T>?

!

$

>T

%

?A

&

.

白色
白土

9&

.

?

!

$

./:?

.

$

.A

.

?

砗磲
>6>?

!

'()

!

光谱数据采集

采用
G/L-!B++

便携式地物光谱仪获取矿物颜料反射率

光谱#

G/L

光谱范围为
!B+

!

.B++7C

!光谱分辨率
.

!

#

7C

!视场角
P?$.Bo

!可快速进行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全谱

段波谱的稳定测量#

采集时!将研磨好的粉状矿物颜料平铺在黑色卡纸上!

尽量使粉状颜料表面平整!范围保持半径
*1C

圆!厚度保持

BCC

!给卡纸贴上标签标明颜料种类!作为矿物颜料粉末样

例#融化牛骨胶!按照唐卡绘制颜料调和方式!在黑色卡纸

上调和矿物颜料的骨胶溶物!溶物范围为半径
BCC

圆!厚

度为
BCC

!作为矿物颜料骨胶溶物样例#将经过调和的矿

物颜料骨胶溶物绘制于唐卡画布上!绘制为
.1C

正方形!反

复填涂
!

遍!作为矿物颜料上布色卡样例#

为降低杂散光对光谱采集的影响!采集过程在暗室中进

行!光源为卤素光源#为避免光源入射和观测角度变化对光

谱产生影响!采集过程中光纤探头和光源角度位置固定%保

持
!+o

&!在探头测量范围内改变矿物颜料粉末"骨胶溶物"

上布色卡样例测量位置#每个样例采集
*+

条光谱取均值!以

降低测量过程中的随机误差#

'(M

!

方法

*'!'*

!

颜料光谱机理分析

物质光谱的产生有着严格的物理机制!决定矿物可见

光"近红外"短波红外谱段光谱吸收机理的主要是电子跃迁

和晶格振动!其在
#++

!

*!++7C

内的光谱特性主要取决于

矿物中存在的铁等过渡性金属元素!

*!++

!

.B++7C

范围

内的光谱特性主要由矿物中的
>?

.F

!

和
?A

F与金属阳离子

,!**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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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颜料色卡图

01

2

('

!

34,.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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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68+896,9?

间的振动及可能存在的水分子决定#

%

*

&电子跃迁

电子在不同能级之间跃迁而吸收或发射特定波长的电磁

辐射!从而形成特定的光谱特征%如表
.

&#

表
)

!

常见阳离子光谱特征

3,>+*)

!

!4,9,67*91<716<8574*68::8.6,718.<

$

*679-:

阳离子 特征峰"谷位置+
(

C

P0

.g

+'#!

!

+'#B

!

+'B*

!

+'BB

!

*'+

!

*'*

!

*'<

!

*'"

P0

!g

+'#

!

+'#B

!

+'#"

!

+'B.

!

+',

!

+'<,

>T

.g

+'<

9&

!g

*'#

!

*'#!

!

*'B=

!!

%

.

&晶格振动

由于晶体结构不同!由晶格振动产生的基频位置也不

同#当一个基频受外来能量激发时!会产生基频整数倍的倍

频!从而在基频和倍频原处或附近产生合频谱带#水分子和

常见的振动基团特征如表
!

所示#

表
M

!

水分子和常见振动基团光谱特征

3,>+*M

!

T

$

*679,+64,9,67*91<716<85N,7*9:8+*6-+*<

,.?68::8.;1>9,718.,+

2

98-

$

<

振动基团 特征峰"谷位置+
(

C

>?

.F

!

*'"

!

.'+

!

.'*

!

.'!B

!

.'BB

?A

F

*'#

!

.'.

%

9&

/

?A

&!

.'!

%

P0

+

K

D

/

?A

&

A

.

? +'"#.

!

*'*!B

!

*'!<

!

*'#B#

!

*'<,B

*'!'.

!

颜料光谱特征提取

光谱特征提取以量化指标分析光谱曲线波形对应的波段

波长位置"深度"对称度等特征!实现对光谱特征的量化表

达#

为了有效地突出光谱曲线的吸收和反射特征!对所采集

的矿物颜料光谱曲线进行包络线去除!从而有效抑制了噪

声!突出了光谱特征信息!并可利用多种光谱分析方法提取

波段特征)

*.-*!

*

#在包络线去除后的新光谱曲线上可得到曲线

上每个点的反射率
.

1

%

,

&!由此可以计算出光谱曲线上每个

点的光谱吸收深度
-

1

%

!

&#

-

1

%

!

&

#

*

&

.

1

%

!

&

.

!

结果与讨论

)('

!

颜料粉末与颜料色卡光谱比较

对五种主色的唐卡矿物颜料粉末"骨胶溶物"上布色卡

进行了光谱分析!以石青和金粉颜料为例!其光谱去包络线

后如图
.

所示#粉状颜料调和骨胶后!反射率整体下降!在

*##,

和
*".<7C

附近出现两个水的强吸收特征!这是由于

颜料调和骨胶后含有大量的水导致#而当骨胶溶物涂绘上布

后!随着膏状颜料中水分的减少!上述两个吸收特征均变

弱!个别颜料在
*##,7C

处的吸收特征甚至消失#由此可

知!矿物颜料粉末和颜料上布色卡光谱较为接近!其光谱特

征没有明显的差异'仅在
*".+7C

!石青及金粉矿物颜料粉

末与上布色卡光谱特征存在差异!这是由于色卡中矿物颜料

经过骨胶调和!在上布之后仍含有一定水分!在该处受到水

吸收特征影响#因此!除
*".+7C

可能导致的特征光谱差

异!唐卡矿物颜料粉末和颜料上布色卡光谱特征基本一致#

考虑后期分析的便利性以及制作的简易性!本文以唐卡矿物

颜料粉末光谱作为特征光谱分析及提取对象#

)()

!

颜料光谱分析

.'.'*

!

红色颜料

唐卡中的红色颜料主要选用三种(朱砂
*

"朱砂
.

和朱

标#其中朱砂
*

颗粒较大!颜色较深'朱砂
.

颗粒较小!颜色

较浅'朱标由朱砂精炼而成!颜色最浅#图
!

%

6

&和%

U

&为红色

颜料粉末原始光谱及去包络线后的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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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石青$

,

%和金粉$

>

%颜料粉末!骨胶溶物!上布色卡光谱去包络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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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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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

红色矿物颜料粉末光谱

%

6

&(原始光谱'%

U

&(去包络线后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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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矿物成分相同!朱标"朱砂
*

和朱砂
.

的光谱曲线

形态相似!在可见光波段先降后升!

B++7C

附近形成一个较

深的吸收特征!且宽度较宽%

#!+

!

B!+7C

&!红光附近反射

率急速升高!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变化较为平直!在
*"#+

和

..B+7C

附近有弱吸收特征!这和武锋强等)

"

*检测结果较为

一致#且在该特征谱段范围内!随着朱砂颗粒的增加!其颜

色越深!幅值越低#

.'.'.

!

黄色颜料

唐卡中的黄色颜料主要选用
B

种(雄黄"雌黄"土黄"

赭石和金箔#其中雄黄"雌黄"土黄为硫化物!赭石为铁氧

化物!金箔为金属单质#图
#

%

6

&和%

U

&分别为黄色颜料粉末

原始光谱及去包络线后光谱#

图
K

!

黄色矿物颜料粉末光谱

%

6

&(原始光谱'%

U

&(去包络线后光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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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颜料的光谱吸收特征主要集中在
#++

!

B++7C

之

间!不同颜料的吸收特征位置和吸收深度均不同#五种黄色

颜料中!赭石最容易区分!在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整体较

低!且
<=+7C

附近还出现了吸收特征!这与铁氧化物的吸

收特征一致#而雄黄"雌黄和土黄则在近红外和短波红外谱

段反射率较高且波形平直!在
*<"+

和
..!+7C

附近有弱吸

收特征!与红色颜料的光谱较为一致!可能为硫化物的光谱

特征#金箔在可见光波段的吸收特征窄浅!可作为区分的依

据#

.'.'!

!

蓝色颜料

唐卡中的蓝色颜料主要选用
B

种(石青
*

"石青
.

"石青

!

"石青
#

和石青
B

!主要成分均是蓝铜矿#五种石青主要按

照研磨的颗粒大小区分!石青
*

颗粒最大!颜色最深'石青
B

颗粒最小!颜色最浅#图
B

为蓝色颜料粉末原始光谱及去包

络线后光谱#

!!

由图
B

%

6

&和%

U

&可知!五种石青矿物颜料成分相同!光

谱特征相似#由比尔定律可知!颗粒越大!内部光学路径越

长!光子被吸收的能量也就越大'颗粒越小!与内部光学路

径长度相比!表面反射会成比例增加)

.

*

#因此在可见光和近

红外波段!矿物颜料颗粒越大!反射率越低#五种石青的特

征波段位置相同!在可见
-

近红波段!随着颜料粉末颗粒增

大!吸收特征深度变小!符合矿物颗粒大小对反射率影响的

规律#

!!

石青的矿物成分是蓝铜矿!属于碱式碳酸盐!在
B++

!

*+++

!

*B++

!

.+#+

!

..<B

和
.!B+7C

附近均有较强吸收特

征!而在
*<<B

和
*"<+7C

处有弱吸收特征#其光谱在
.!B+

7C

附近有强吸收特征!

*<<B

和
*"<+7C

处有弱吸收特征!

与碳酸盐的吸收波段位置较为一致#而
>T

.g在
<++7C

处有

吸收峰!而石青在
B++

!

*+++7C

有非常强的宽吸收带!这

也符合
>T

.g的光谱特征#

.'.'#

!

绿色颜料光谱分析

唐卡中的绿色颜料主要选用
B

种(石绿
*

"石绿
.

"石绿

!

"石绿
#

和石绿
B

!其主要成分均是孔雀石#五种石绿主要

按照研磨的颗粒大小区分!石绿
*

颗粒最大!颜色最深'石

绿
B

颗粒最小!颜色最浅#

!!

由图
=

%

6

&和%

U

&可知!五种石绿光谱特征相似!在可见

光和近红外波段!颗粒越大!反射率越低!反射率随颗粒大

小的变化规律与石青一致!在
BB+

!

*+++7C

有较强的宽吸

收带!在
..,+

和
.!B+7C

有明显吸收带#

石青和石绿都是含铜的碱性碳酸盐!在碳酸盐的强特征

图
A

!

蓝色矿物颜料粉末光谱

%

6

&(原始光谱'%

U

&(去包络线后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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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

!

绿色矿物颜料粉末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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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光谱'%

U

&(去包络线后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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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
.!B+7C

附近!表现出明显的吸收特征'在
..,+7C

附近表现出明显吸收特征峰!应该是
?A

F 弯曲振动所致'

都在
<++7C

有明显吸收特征!这点与
>T

.g光谱特征吻合#

但与石青不同!石绿在
"++

!

*"++7C

红
-

近红谱段反射率增

加较缓!

*B++7C

无吸收特征!可以作为区分石青和石绿的

依据#

.'.'B

!

白色颜料

唐卡中的白色颜料主要选用两种(白土和砗磲#白土主

要成分为高岭土!是一种含
9&

/

?A

的粘土类矿物#砗磲则

由海洋动物的贝壳研磨而成!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

由图
,

%

6

&和%

U

&可知!白土和砗磲的光谱反射率整体较

高#可见光谱段范围!砗磲在
!,+7C

有弱吸收峰!而白土则

在
!,+

和
,!+7C

处有两个明显的吸收峰!可作为区分#在短

波红外和近红外谱段!白土在
*#.B

!

*"!+

和
..!+7C

均具

有明显吸收峰!

*#.B7C

吸收峰为羟基和水分子的振动导

致!

*"!+7C

附近吸收峰则是由于水分子振动导致的!

..!+

7C

附近吸收特征则是铝离子和羟基作用引起的!和
9&

/

?A

矿物光谱特征吻合#砗磲在
.!.+7C

有明显吸收峰!这

与碳酸盐矿物光谱特征吻合#

图
@

!

白色颜料粉末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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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光谱'%

U

&(去包络线后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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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论

!!

唐卡作为一件艺术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对唐卡的矿物颜料进行鉴别分析!对唐卡的鉴定"修复"

数字化存档"再现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少有文献报道

针对唐卡矿物颜料进行体系性的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

光谱分析研究#本文对五种主色的唐卡矿物颜料粉末"骨胶

溶物"上布色卡进行了光谱分析!矿物颜料粉末和颜料上布

色卡光谱较为接近!其光谱特征没有明显的差异'仅在
*".+

7C

附近!矿物颜料粉末与上布色卡光谱特征存在差异!因

此!在实际的研究中!可以直接利用矿物颜料粉末光谱对唐

卡高光谱影像数据进行分析#对不同主色唐卡矿物颜料粉末

进行光谱特征分析!总结了不同色系矿物颜料可见光"近红

外"短波红外谱段光谱特征!且同种矿物颜料粉末!矿物粉

末颗粒越大!颜料颜色越深!其光谱特征反射率越低#

致谢"感谢北京吉祥大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矿物颜料

样本及光谱采集试验方面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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