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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墨西哥蓝珀备受欢迎$在市场上占有量越来越大!红蓝料琥珀作为蓝珀的品种之一$因其

表层通常具有一层褐红色的氧化皮层$内层琥珀在紫外光下具有蓝绿色荧光$被称为.红皮蓝珀/!但墨西哥

琥珀中的红蓝料由于形成条件的限制非常稀少!通过宝石学常规测试%显微放大观察%傅里叶红外光谱和光

致发光光谱等$对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的宝石学特征和谱学特征进行研究$并与墨西哥的黑皮料琥珀展开对

比研究!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红皮常呈微透明$内部为半透明0微透明$红皮厚度不均$由黑色点状包裹聚集

流动组成!长波紫外灯下红皮部分显示弱至无的荧光$内部显示较强的蓝色荧光!红外光谱中墨西哥红蓝料

红皮部分位于
$!&:

和
$&::

!

$%98G=

>$处的吸收峰分别是由含氧基团
88

+ S

及
+

0

S

所致$由0

+Y

:

所

致的吸收峰位于
&#&KG=

>$

$其中含氧基团
88

+ S

是使红蓝料琥珀呈现红色的生色团!红蓝料琥珀红皮部

分
88

+ S

峰与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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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吸收强度比约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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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部约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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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料琥珀表层红皮部分的氧化程

度较内部强$并且红蓝料琥珀内部氧化程度高于黑皮料内部!光致发光光谱结果表明红蓝料琥珀的红皮部

分和内层的发光中心不同$红皮部分以
?8&

和
?%8(=

为发光中心$而内层大多以
98!

和
9!&(=

为发光中

心!随着氧化程度的增加$发光中心逐渐红移$荧光强度明显降低$

88

+ S

对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的荧光起到

了淬灭作用!黑皮料琥珀内部特征谱峰具
9K#

和
988(=

两个宽的发光中心$黑皮料琥珀内部的荧光强度较

红蓝料琥珀更高!该研究为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的鉴别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墨西哥红蓝料琥珀与其他产地%其

他品种琥珀的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市场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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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琥珀主要产自东南部的恰帕斯州&

+;25

D

53

'

&图
$

'$其中西莫尔维尔&

R2=F

`

Fc*E

'&产出约
#%h

的墨西哥

琥珀'和托托拉帕&

@FBFE5

D

5

'是两个重要的矿区!西莫尔维尔

位于恰帕斯州北部$格里哈尔瓦河&

TA2

`

5Ec5

'南部&图
&

'*托

托拉帕矿区位于格里哈尔瓦河东部$

@,eBE5T,B2AA*_

东南部

?%O=

处!墨西哥琥珀存在于恰帕斯地层中的渐新世页岩和

中新世砂岩中$通常与褐煤一起产出$属于矿珀$形成年代

约为
&&7KKn%7#%

百万年"

$

#

!矿床成因为海陆交互近海岸的

泛平原三角洲沉积$在中新世晚期到渐新世早期高地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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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恰帕斯州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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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海岸线北移$形成三角洲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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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琥珀内部常有

裂隙$体色较为丰富$包括浅褐色%黄色%深红%暗红等!其

中托托拉帕产出的琥珀较西莫尔维尔的琥珀硬度更低$颜色

更偏红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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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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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琥珀矿区西莫尔维尔方位图#星标为主要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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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珀是一种透视观察$体色为黄%棕黄%黄绿和棕红等$

自然光黑色背景下呈现不同蓝色调$紫外光下蓝色调更加明

显的琥珀$属较为稀少的琥珀品种$以其深邃的蓝色受到消

费者的喜爱$价格逐渐飙升!世界上蓝珀的主要产地包括多

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缅甸$其中多米尼加和墨西哥蓝珀

产量较缅甸更大!琥珀埋藏在高温环境下$原石表面被氧化

和碳化$形成了一层粗糙的碳化皮$在加工时碳化皮被去除

抛光后就露出了较为细腻的红色氧化层$即红皮&图
:

'!紫

外光照射时$红皮为琥珀提供了天然的深色背景$减少了光

的透射$可以更好的显示琥珀的蓝色荧光$而红皮本身荧光

较弱$形成了特殊的红蓝两色共存的现象$因此被称为.红

蓝珀/$也被称为红皮蓝珀%血蓝珀%朱砂皮蓝珀!工匠在设

计时通常会利用残留的红皮进行俏色雕刻$蓝绿色琥珀与红

色皮层相互衬托$具有别样的美感!红蓝珀主要产出于墨西

哥$产量少$作为蓝珀的特殊品种近年来也渐渐受到关注$

但市场缺乏对红蓝珀特征%性质的了解$容易将红蓝珀与其

他品种的蓝珀混淆!国内外关于多米尼加蓝珀的研究较

多"

?

#

$然而对另一产地$墨西哥蓝珀的论述较少$并且几乎

没有对于墨西哥红蓝珀的详细介绍!本文采用基础宝石学方

法%红外光谱和光致发光光谱等对墨西哥恰帕斯州产出的红

蓝珀的宝石学和谱学特征进行研究$并与墨西哥一般琥珀

&埋藏于围岩中的黑皮料'对比$为墨西哥红蓝珀的品种鉴别

和产地溯源提供参考!

图
B

!

抛光后的墨西哥红蓝珀琥珀

&

5

'+保留部分红皮$一块琥珀上同时出现蓝绿色和褐红色*

&

6

'+整块琥珀上都保留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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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

所测试的琥珀样品共
$&

块$均产自墨西哥恰帕斯州$其

中样品
'-T"$

0

K

为红蓝料$样品
'-T"#

0

$&

为埋藏在围

岩中的墨西哥黑皮料$其中
'-T"#

0

$$

已去掉黑皮$

'-T"

$&

残留部分黑皮&图
9

'!对样品进行折射率%相对密度和紫

外荧光的测试$并采用宝石显微镜对样品的内部特征进行观

图
C

!

样品图片

'-T"$

0

'-T"K

为红蓝料*

'-T"#

0

'-T"$&

为黑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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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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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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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实验均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广州实验室

完成!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型号+德国
WA,GO*A@*(3FA"

&!

'对样品进行红外光谱测试$测试方法为透射法$采用溴

化钾&

]WA

'压片法$以
]WAU

样品
g$%%U$

比例进行制样!

测试范围为
9%%%

!

9%%G=

>$

$测试条件+扫描电压
&&%1

$

分辨率
9G=

>$

$光栅设置
8==

$扫描次数
:&

$扫描速度
$%

OYX

!采用显微光致发光光谱仪&型号+

d3

D

*G

显微
\N"

:%%%

'对样品进行测试!测试条件+激发光源波长
9%?(=

*

测试范围
&%%

!

$%%%(=

*扫描时间
?3

*扫描次数
:

!

&

!

结果与讨论

:"!

!

基础宝石学特征

红蓝料琥珀表面的氧化皮均呈褐红色$内部可呈黄色%

金色和褐红色等多种颜色!红蓝料琥珀红皮部分透明度为微

透明至不透明$内部呈半透明至微透明!黑皮料表面的皮呈

黑褐色$内部为金色或黄色!黑皮为微透明至不透明$内部

呈透明!样品均为树脂光泽$其折射率均为
$7?9

$相对密度

为
$7%?n%7%$

!

长波紫外光&

:8?(=

'下红蓝料样品均可见深浅不一的

蓝色荧光$荧光强度可能因红皮而存在差异&图
?

'!样品内

部几乎均呈较强的蓝色荧光$而红皮部分则显示较弱的褐黄

色荧光$大面积红皮的存在使样品整体荧光强度降低!碳化

皮无荧光而呈现深褐黄色!黑皮料内部有强至弱的蓝色荧

光$黑皮部分无荧光呈褐黄色!

:":

!

显微特征

红蓝料样品的碳化皮部分不透明$与内部截然不同"图
8

&

5

'#!碳化皮是由于琥珀在高温氧化环境下$最外层受到较

表
!

!

样品的外观及紫外荧光特征

&*64(!

!

I*/

0

4(-*

00

(*+*1)(-*15243.+(-)(1)()'*+*),(+$-,$)-

品种 样品编号 颜色 光泽 透明度 长波紫外光特征 其他

红蓝料

'-T"$

黄色0褐红色 树脂光泽 半透明0微透明 强荧光$蓝0褐黄色
部分红皮$可见内部黑色包裹

体

'-T"&

黄色0褐红色 树脂光泽 半透明0微透明 强荧光$蓝0褐黄色 部分红皮$可见黑色包裹体

'-T":

褐红色0黄色 树脂光泽 半透明0不透明
强荧光$蓝0褐黄色$抛光面为

蓝色

部分红皮$可见黑色点状包裹

体

'-T"9

褐红色0褐黄色 树脂光泽 微透明0不透明
强荧光$蓝0褐黄色$碳化皮为

深褐黄色

部分红皮$少量碳化皮$可见内

部包裹体

'-T"?

褐红色0褐黄色 树脂光泽 微透明0不透明
弱荧光$褐黄色$碳化皮为深褐

黄色
大部分红皮$部分碳化皮

'-T"8

褐红色0褐黄色 树脂光泽 不透明
弱荧光$淡蓝0褐黄色$碳化皮

为深褐黄色
大部分红皮$部分碳化皮

'-T"!

褐红色0褐黄色 树脂光泽 微透明0不透明
强荧光$蓝0褐黄色$碳化皮为

深褐黄色
部分红皮$部分碳化皮

'-T"K

褐红色0褐黄色 树脂光泽 微透明0不透明
弱荧光$蓝0褐黄色$碳化皮为

深褐黄色
部分红皮$含大部分碳化皮

黑皮料

'-T"#

金黄色 树脂光泽 透明 弱荧光$浅蓝色 已去皮$可见内部裂痕

'-T"$%

金黄色 树脂光泽 透明 弱荧光$浅蓝色 已去皮$内部较洁净

'-T"$$

黄色 树脂光泽 半透明 强荧光$蓝色
已去皮$表面已氧化$表面裂隙

部分颜色较深

'-T"$&

褐色0黄色 树脂光泽 透明0微透明
强荧光$抛光面为蓝色$黑皮为

褐黄色
部分黑皮

图
D

!

自然光和长波紫外光#

BHD1/

$下红蓝料的荧光特征

&

5

'+自然光下的
'-T"!

和
'-T"K

*&

6

'+紫外光下的
'-T"!

和
'-T"K

#$

%

"D

!

#43.+(-)(1)()'*+*),(+$-,$).2+(5643(*/6(+315(+1*,3+*44$

%

',*154.1

%

9A*P(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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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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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红蓝珀碳化皮及红皮的显微特征

&

5

'+红蓝料中血珀和碳化皮*&

6

'+红蓝料碳化皮表面*&

G

'+内部可见红皮厚度不均*

&

C

'+黑色圆点状包裹体聚集流动区为红皮区域$由
$

0

:

号区域颜色过渡明显$分别为碳化皮区%血珀区%金珀区

#$

%

"H

!

>$)+.-).

0

$))'*+*),(+$-,$)-.2)*+6$5(-Q$1*15+(5

0

*+,.2+(5643(*/6(+

&

5

'+

WEFFC5=6*A5(CG5A6F(2_*C3O2(

*&

6

'+

R,AZ5G*FZG5A6F(2_*C3O2(

*&

G

'+

0(*c*(B;2GO(*33FZA*C

D

5AB

*&

C

'+

WE5GOCFB"E2O*2(GE,32F(3

J

5B;"

*A*CBFZFA=A*C

D

5AB

$

B;*GFEFABA5(32B2F(23F6c2F,3ZAF=G5A6F(2_*C3O2($

$

BF6EFFC5=6*A&5(CBF

J

FEC5=6*A:

图
S

!

红蓝料琥珀样品中的包裹体

&

5

'+盘状包裹体*&

6

'+气液两相包裹体*&

G

'+黑色圆点状包裹体*

&

C

'+植物碎屑包裹体*&

*

'+黑色有机质包裹体*&

Z

'+繁杂絮状暗色有机质包裹体

#$

%

"S

!

?1,(+1*4$1)43-$.1-$1+(5643(*/6(+-*/

0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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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G"E2O*2(GE,32F(3

*&

6

'+

T53"E2

f

,2CBIF"

D

;53*2(GE,3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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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C*6A232(GE,32F(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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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5GOF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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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度影响逐渐碳化$在表面形成了皮层!红蓝料琥珀碳化

皮结构较为疏松$并且可见围岩等与其摩擦产生的凹坑和划

痕"图
8

&

6

'#!红蓝料琥珀红皮的厚度&

&7:

!

K7%==

'不均

一$不同位置的红皮厚度有差异$可能会导致红蓝料琥珀在

抛光后出现漏金现象$即留出的红皮区域会出露琥珀的体色

"图
8

&

G

'#!放大观察发现$红蓝料的红皮并不是呈片状覆盖

于琥珀表层$而是由黑色圆点状包裹体聚集流动组成!同

时$红蓝料琥珀的颜色还存在过渡现象$如图
8

&

C

'所示!其

中$

$

0

:

号区域为碳化皮0血珀0金珀的连续过渡$可能是

氧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同一块琥珀不同区域颜色的变化!

红蓝料琥珀内部包裹体丰富$包括盘状包裹体%气液两

相包裹体%暗色点状包裹体%植物碎屑%暗色有机质包裹体

等&图
!

'!内部因包含大量繁杂的絮状包裹体而使透明度大

大降低"图
!

&

Z

'#!黑皮料琥珀内部可见琥珀流纹%杂质包裹

体和盘状裂隙等特征&图
K

'!

图
U

!

黑皮料琥珀样品中的包裹体

&

5

'+流淌纹*&

6

'+拉长状杂质包裹体*&

G

'+杂质包裹体及盘状裂隙&正交偏光下'

#$

%

"U

!

?1,(+1*4$1)43-$.1-$164*)Q4(*,'(+*/6(+-*/

0

4(-

&

5

'+

)EFI

D

5BB*A(

*&

6

'+

LEF(

J

5B*C2=

D

,A2B

H

2(GE,32F(

*

&

G

'+

/=

D

,A2B

H

2(GE,32F(35(CC23GGA5GO3

&

,(C*AGAF33*C

D

FE5A2_*CE2

J

;B

'

:"B

!

红外光谱特征

红蓝料和黑皮料琥珀的红外光谱主要由脂肪族基团

&

:%%%

!

&K%%

和
$98%

!

$:K%G=

>$

'和氧化基团&

$!$%

!

$!:%G=

>$

'组成&如图
#

和图
$%

'!脂肪族基团是构成琥珀

的基本骨架"

8

#

$其中甲基
+Y

:

中的
+

0

Y

不对称伸缩振动

!

53

&

+Y

:

'引起的吸收峰在
&#:%G=

>$附近$亚甲基
+

0

Y

对

称伸缩振动
!

3

&

+Y

&

'引起的吸收峰在
&K8KG=

>$附近*亚甲

基
+Y

&

弯曲
$

&

+Y

&

'%甲基
+Y

:

不对称弯曲振动
$

F7F7

D

7

&

+Y

:

'出现在
$98%G=

>$附近$甲基
+Y

:

对称弯曲振动

$

27

D

7

&

+Y

:

'位于
$:K%G=

>$附近!酯类羰基
88

+ S

伸缩振

动
!

&

+ S

88

'吸收峰是石化树脂的典型吸收峰$位于
$!&%

G=

>$附近!含氧官能团
+

0

S

伸缩振动
!

&

+

0

S

'引起的吸收

峰位于
$&?%

!

$%:%G=

>$之间$其中
$$?%G=

>$附近属于脂

类羰基
+

0

S

吸收峰!属于
88

+ +

上
+

0

Y

面外弯曲振动

.

F7F7

D

7

&

99 88

Y+ +.

99

'引起
KKKG=

>$附近的吸收峰!另

外
+

0

S

弯曲振动
$

&

+

0

S

'引起的吸收峰位于
#!8G=

>$附

近"

!

#

!样品的特征吸收峰及归属情况如表
&

!

红蓝料琥珀红皮和内部红外吸收光谱峰形类似$说明其

所含基团种类基本一致!红蓝料琥珀红皮部分
$!&:G=

>$处

88

+ S

伸缩振动峰的相对强度高于内层!红皮及内部羰基

88

+ S

伸缩振动峰强度
Mg$!&:G=

>$与甲基
+Y

:

不对称

伸缩振动吸收峰强度
Mg&#&KG=

>$之比均小于
$

$但红皮部

分羰基吸收峰强度与甲基吸收峰强度的比值约为
9

(

?

$内层

部分约为
&

(

?

!

$

(

&

!此外$红皮
$&::

!

$%98G=

>$之间的含

氧
+

0

S

官能团&酯类的
+

0

S

和酯类
+

0

S

0

+

'伸缩振动峰

相对强度高于内层&图
#

'!

红蓝料琥珀内部
$!&:G=

>$处
88

+ S

伸缩振动峰及

$&&8

!

$%:#G=

>$之间的含氧
+

0

S

官能团伸缩振动峰相对

强度及陡峭程度均高于黑皮料琥珀内部&如图
$%

'!

图
[

!

墨西哥红蓝料琥珀样品红外光谱

#$

%

"[

!

?12+*+(5-

0

(),+*.2>(8$)*1+(5643(*/6(+-*/

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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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墨西哥红蓝料和黑皮料琥珀样品内部红外光谱

#$

%

"!\

!

?12+*+(5-

0

(),+*.2$1,(+1*4+(5643(*/6(+*1564*)Q-Q$1*/6(+-*/

0

4(-

表
:

!

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位置及官能团归属

&*64(:

!

R.-$,$.1-*15*--$

%

1/(1,-.2$12+*+(5*6-.+

0

,$.1

0

(*Q-.2-*/

0

4(-

样品编号
'-T"$ '-T"& '-T": '-T"9 '-T"? '-T"8 '-T"! '-T"K '-T"# '-T"$% '-T"$$ '-T"$&

+Y

:

不对称伸缩振动
!

53

&

+Y

:

'

&#&K &#&K &#:? &#&K &#:? &#:? &#&! &#&! &#9& &#:? &#&K &#&K

+Y

&

对称伸缩振动
!

3

&

+Y

&

'

&K8K &K8& &K8K &K8K &#8& &K?? &K8! &K8% &K!? &K8K &K8K &K8K

酯类
88

+ S

伸缩振动
!

&

+ S

88

'

$!&: $!&: $!&: $!$! $!:% $!&: $!&? $!&: $!&% $!&% $!:% $!:%

环外非共轭
88

+ +

伸缩振动
$899 $899 $89K > > > $899 > $899 > > >

+Y

&

弯曲%

+Y

:

不对称弯曲振动

$

&

+Y

&

'%

$

F7F7

D

7

&

+Y

:

'

$98: $98% $98% $9?: $98% $9?: $9?: $98% $98% $98% $9?! $9?8

+Y

:

对称弯曲振动
$

27

D

7

&

+Y

:

'

$:K: $:K: $:K: $:K: $:K: $:K8 $:K% $:K& $:K% $:K8 $:K: $:K:

+

0

S

伸缩振动
!

&

+

0

S

'

$&::

$$8#

$%98

!

$&:%

$$!&

$%9:

!

$&&8

$$!#

$%98

$%:#

$&&:

$$?:

$%9:

!

$&:8

$$!:

$$98

$%::

$&::

$$!#

$%9#

!

$&9&

$$8K

$%?%

!

$&::

$$!%

$%9!

!

$&88

$$8#

$$%8

$%9:

$&8:

$$!&

$$%8

$%:#

$&!%

$$9#

$%98

!

$&!%

$$9#

$%98

!

+

0

S

弯曲振动
$

&

+

0

S

'

> > > > #!8 > > > > > > >

88

+ +

上
+

0

Y

面外弯曲振动

.

F7F7

D

7

&

Y+ +.

88

'

KK: KK: K!: > K%# KK8 > > > > > >

图
!!

!

红蓝料琥珀样品内部及红皮光致发光谱

#$

%

"!!

!

?1,(+1*4*15+(5

0

*+,

0

'.,.43/$1(-)(1)(

-

0

(),+*.2+(5643(*/6(+-*/

0

4(-

:"C

!

光致发光光谱特征

墨西哥蓝珀的光致发光谱图通常为一个多峰叠加而成的

平缓的大峰!红蓝料琥珀内部特征谱峰包括
98!

$

9!&

$

9K#

$

9##

和
9#K(=

$发光中心主要集中在
98!

和
9!&(=

处*红皮

特征谱峰包括
?8&

$

?%8

和
9K?(=

$发光中心主要为
?8&

和

?%8(=

!红蓝料琥珀内部与红皮发光中心%强度均不相同$

红皮部分的发光强度远远低于内层的发光强度&如图
$$

'!

!!

黑皮料琥珀特征谱峰包括
9K#

$

9KK

$

98&

和
988(=

$黑

皮料与红蓝料琥珀的内部的特征谱峰均具
9K#(=

的宽发光

中心!但黑皮料琥珀的发光强度更高$且谱峰更加尖锐陡峭

&如图
$&

'!

!!

琥珀在高温有氧环境下$内部萜类成分&包括酸%酚和

琥珀酸酯等'发生氧化$结构内的不饱和
88

+ +

被氧化为酸

类化合物$使不饱和碳碳双键减少$含氧基团及琥珀的聚合

度增加!红蓝料琥珀红皮部分的含氧基团相对浓度高于内

部$是由于琥珀质地细腻$孔隙率低$树脂材料对氧的渗透

率较低"

K

#

$外界的氧首先于外层发生氧化反应$导致琥珀在

形成过程中红皮的氧化程度比内部强!红皮厚度不均的原因

可能是琥珀原石表层不同位置氧渗透率不同$氧进入内部的

:&8&

第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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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浅不同$氧化程度不均所致$但导致氧化皮厚薄不均的原

因还需进一步考证!对比墨西哥红蓝料琥珀和黑皮料琥珀$

红蓝料内部氧化程度高于黑皮料的内部!

图
!:

!

红蓝料和黑皮料琥珀样品内部光致发光谱图

'-T"?

$

'-T"8

为红蓝料*

'-T"#

$

'-T"$&

为黑皮料

#$

%

"!:

!

?1,(+1*4

0

'.,.43/$1(-)(1)(-

0

(),+*.2+(5

643(*/6(+*1564*)Q-Q$1*/6(+-*/

0

4(-

'-T"?5(C'-T"85A*A*C6E,*5=6*A3

$

'-T"#5(C '-T"$%5A*

6E5GO3O2(5=6*A3

!!

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红皮的含氧基团&包括
88

+ S

官能

团'的相对浓度高于内部$红蓝料内部含氧基团的相对浓度

也高于黑皮料内部!

88

+ S

属于强致色基团$其浓度的升高

可以使琥珀颜色加深"

K

#

!同时
88

+ S

也是一种荧光猝灭剂$

可以减弱琥珀的荧光!红蓝料琥珀外层发生氧化反应时$特

征荧光谱峰和发光中心会发生偏移$逐渐向波长较长区域

&即红光区'发生移动$并且特征谱峰也会相对减弱$最后消

失!这是因为
88

+ S

官能团使红皮部分的荧光发生猝灭$特

征谱线发生频移和强度变化!

88

+ S

与含有未用电子对的

原子相连会产生
+

''

%

$

跃迁$这种跃迁的摩尔吸光系数很小

&约为
$%

&

N

)

=FE

>$

)

G=

>$

'$会使琥珀荧光微弱或不发荧

光$荧光波长向长波长方向移动"

#

#

!随着
88

+ S

含量的增

多$琥珀的紫外荧光会逐渐由强转弱$直至消失$并且琥珀

的荧光性质也将脱离内部结构而变得整体均匀!因此墨西哥

红蓝料琥珀内部的荧光强度要低于黑皮料琥珀内部!墨西哥

红蓝料琥珀的蓝色荧光是由于内部芳香烃在可见光下发生了

一系列作用而产生的!目前关于蓝珀荧光物质的推测为蒽%

二萘嵌苯%并四苯$大多数学者认为蒽%二萘嵌苯及其衍生

物最有可能为蓝珀的发光的原因"

9

#

!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的荧

光物质种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离%提纯和物质成分的检

测!

:

!

结
!

论

!!

&

$

'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的常规宝石学特征与黑皮料琥珀

基本一致!红蓝料琥珀长波下显示较强的蓝色荧光$红皮部

分荧光强度较低$呈弱褐黄色$大面积的红皮会使红蓝料琥

珀的整体荧光减弱!

&

&

'红外光谱显示墨西哥红蓝料红皮部分的含氧基团

88

+ S

的
$!&:G=

>$及
+

0

S

的
$&::

!

$%98G=

>$吸收峰

强于内层部分$表明红皮含氧基团的相对浓度较高$氧化程

度更高!红蓝料琥珀外层呈现深邃的褐红色是由致色基团

88

+ S

相对浓度较高所致!且红蓝料琥珀内部的氧化程度

高于黑皮料的内部!

&

:

'墨西哥红蓝料琥珀内层部分的发光中心集中在
98!

和
9!&(=

附近$红皮部分则主要以
?8&

和
?%8(=

为发光中

心!随着氧化程度的加深$红蓝料琥珀的特征谱峰和发光中

心逐渐向红光区移动$并且红皮部分荧光强度明显低于内

层$

88

+ S

对墨西哥红蓝料琥珀红皮部分的荧光起到了猝

灭作用!黑皮料琥珀内部特征谱峰具有
9K#

和
988(=

两个

宽的发光中心$且荧光强度比红蓝料琥珀内部高$是由于红

蓝料琥珀中的
88

+ S

含量较高$使其荧光减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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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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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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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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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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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8,100&9&

(

2:.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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