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

卷$第
*,

期
! !!!!!!!!!!!

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
_M".0*

$

FM.*,

$

RR

+>B0:+>B>

,1,*

年
*,

月
!!!!!!!!!!! !

9

R

KI/%M$IM

RP

#)O9

R

KI/%#"3)#"

P

$($ CKIK'HK%

$

,1,*

!

&黑碧'

FK

振动光谱产生分裂原因探究

代路路*

!杨明星*

!

,

#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湖北 武汉
!

0+11;0

!!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湖北 武汉
!

0+11;0

摘
!

要
!

*黑碧+指颜色为黑色$主要成分为阳起石的碧玉%电子探针(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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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常见和田玉不同$*黑碧+的三个主峰在拉曼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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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分裂现象%将*黑碧+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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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原位的电子探针和拉曼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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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角闪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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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处主峰分裂现象的观点各不相同%结合*黑碧+的原位电子探针数

据和相关研究文献$认为角闪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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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的阳离子分布是分裂谱产生的主要原因%角闪石中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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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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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的阳离子通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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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桥氧$间接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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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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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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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光谱产生一定变化%对比存在类似分裂谱的角闪石样品和*黑碧+

的晶体化学式$发现所有的样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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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分布$而其他位置的阳离子占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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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光谱产生分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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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分布有关%故认为*黑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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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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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某些角闪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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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谱会出现分裂现象$对此相关学者

做了一些研究$但观点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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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为角闪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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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谱分裂原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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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为
A

位置的阳离子占位是影

响分裂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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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对透闪石和阳起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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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峰进行研究$认为
A

位置上的阳离子占位与
6K

,k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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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占位分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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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

等通过对锂蓝闪石和直闪石

的研究分析$认为在斜方角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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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峰产生
2I'

G*分裂差

的原因是
4+3:7*

与
4+A:7,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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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古代和

田玉!阳起石玉"进行谱学测试时$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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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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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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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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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谱发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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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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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JM%)K

等通过红外光谱研究总结角闪石中不同离子占位引起红外光

谱发生变化情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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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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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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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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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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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上的分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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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振动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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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单斜晶

系的镁铁闪石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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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谱分裂$认为主要原因为
a

&

和
6K

在
A

位置上的分布$但
a,

位置的影响也不能完全忽

略$并总结了角闪石中不同位置上阳离子的占位引起相应峰

位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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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红外光谱测试$认为直闪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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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峰产生
2I'

G*分裂差仅发生在高分辨率下的粉末

和单晶测试中$且此现象预示角闪石的晶体对称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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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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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曾通过黑色碧玉的谱学特征$发现其

*黑碧+样品在
47

振动处存在谱峰分裂现象%和田玉作为角

闪石族的一员$极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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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谱产生分裂现象$本工作

通过对和田玉*黑碧+谱学特征研究$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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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光谱产



生细微的分裂现象$结合前人研究观点$对比*黑碧+与其他

产生分裂谱的角闪石的晶体化学离子占位情况$明确产生此

现象的原因%对于软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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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峰研究存在很大意义$有

助于深入获得和田玉的晶体结构和离子占位特征$更好地了

解和田玉的性质特点$从而挖掘和田玉独特的宝石学特征和

美学特征$促进和田玉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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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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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样品来自于新疆玛纳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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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漆黑$油脂

光泽$折射率!点测"为
*.B*

$相对密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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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探针!

DTa3

"成分分析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

科学学院全球大地构造中心备有
0

道波谱仪的
bD4]bW3:

>,+1

电子探针实验室测试完成%详细实验条件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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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电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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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位的计数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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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背景值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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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法进行校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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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KT

样品部分过渡金属离子含量$

!

+

(

+

V!

%

&'()*A

!

R'-/.')/-':9./.,:1*/').,:4,:/*:/

,2KT

!

!

+

4

+

V!

"

样品
!% 5( a) !M F( _

7A 0,1.1B 2>,.,+ =22.*+ +0.,+ *,1.,0 ,1+.B>

注#

8!T

数据为
+

个点的平均值

!!

据前人对角闪石晶体化学式的研究计算&

*B

'

$通过分析

7A:*

$

7A:,

$

7A:+

$

7A:0

$

7A:2

的
DTa3

测试数据!表

*

"$得出其
a

&

,!

a

&

k6K

,k

"值和晶体化学式!表
,

"%对照角

闪石族矿物分类命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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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7A:*

$

7A:,

$

7A:+

$

7A:0

和
7A:2

均为阳起石$故样品
7A

为阳起石%

]3:8!T:

a9

分析表明
7A

样品的
!%

$

!M

$

F(

含量较大!表
+

"$符合

前人根据微量元素对和田玉中碧玉种属确定的研究&

*>

'

$故

样品
7A

为碧玉%对颜色漆黑$阳起石质的碧玉称之为*黑

碧+%

?6?

!

谱学测试分析

*黑碧+拉曼光谱图&图
*

!

#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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