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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閃石玉是指呈緻密細粒狀的、具特徵的纖
維交織結構的，以透閃石為主要礦物的礦物
集合體。以其溫潤、純樸、素雅的特點贏得

吉祥、純潔、高貴象徵的美譽，是一種十分
珍貴的玉石品種。在我國 (中國)，透閃石
玉有著悠久的使用歷史，已發現的中國最早
的玉器是興隆窪文化中有8,200年歷史的透
閃石玉玦。

透閃石是一種重要的造岩礦物，在自然界分
佈廣泛，根據前人研究可知，透閃石礦床
在中國分佈較多，在吉林磐石(於漧.1994)
(權正鈺.1990)(張國強 等.2005)，遼寧莊河
市仙人洞(李世鶴.1994)，內蒙巴盟烏拉特
前旗(權正鈺.1990)(於漧.1994)，北京懷柔
(權正鈺.1990)，山西方山縣，山東昌樂(李
洪矽 等.2001)，陝西勉縣(權正鈺.1990)，
陝西東平(權正鈺.1990)，陝西洛南(權正
鈺.1990)，陝西丹鳳(權正鈺.1990)，河
南南召(姬清海.1998)，安徽甯國(黃國
紀.1994)，湖南益陽(權正鈺.1990)，湖
南安仁(權正鈺.1990)，江西於都縣(於
漧.1994)，福建將樂(權正鈺.1990)，福
建明溪(權正鈺.1990)，四川口袋河(趙益
霖.2000) ，青海互助縣(蔣耀禎.1996)，新
疆和田(權正鈺.1990)，雲南馬關新寨，金
平金水，小馬店(夏勳國.1995)等省市自治
區都有一定規模的礦床。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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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國部分透閃石礦床示意圖
(底圖根據中國國家測繪局2006年1：900萬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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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透閃石玉的出現卻並不多見，根據
G.E. Harlow 和 S.S. Sorensen的統計，在
全世界範圍內，重要的礦床位於加拿大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 ish Columbia)北部
的Kutcho，Polar 和 Ogden山(Leaming 
.1978；Gabrielse .1990)；中國新疆崑崙山
沿玉龍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白玉河和墨玉
河)，(參考 Webster .1975；唐等人.1994；
錢等人.1996b)；韓國春川(金等人.1986；聞
和荊.1993 .1996；俞和權.2002)；臺灣東北
部(譚等人.1977；王.1987)；俄羅斯西伯利
亞東薩彥嶺(Sayan)的貝加爾湖西南部(參考
Prokhor .1991)；以及南澳大利亞的考厄爾
(Cwell)附近(Flint 和 Dubowski .1990)。一些
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某種文學意義的但資源
有限的，小型或接近枯竭的礦床還包括the 
Westland(新西蘭奧塔戈半島(Otago)的馬迪
河(Muddy Creek)；Cooper .1995)；新西蘭

南島的South Westland地區和奧塔戈半島
納爾遜(Nelson)的利文斯頓(Livingstone)
(Coleman .1996；Beck .1984 .1991)；
波蘭的約爾達努夫(J o r d a n o w)(原來的
Jordansmuhl)，(Kunz .1906；Visser .1946)；
在美國懷俄明州的格拉尼特山(Granite)(弗
里蒙特縣 Fremont)，塞米諾山脈(Seminoe)
(卡本縣Carbon)和拉勒米山脈(Laramie)
(奧爾巴尼縣A l b a n y)(S h e r e r .1972；
Madson .1978；Hausel .1993)；以及阿
拉斯加布魯克斯山脈南部的沿諾阿塔克河
(Noatak)和科伯克(Kobuk)河範圍(Loney
和H i m m e l b e r g .1985)。根據D o u g l a s 
Nichol的研究，在芬蘭，瑞士，義大利等
地都有發現透閃石玉礦床。(圖2)。

隨著地質科學的發展，國內也發現了一些
透閃石玉礦床，主要的礦床分佈在新疆和

圖2 重要透閃石玉礦床和顯生宙蛇紋岩帶在世界地圖上的分佈 
（據G.E. Harlow 和 S.S. Sorensen ，2005 年圖 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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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透閃石玉的消費量越
來越大，而目前已發現的國內的透閃石玉資
源不能滿足需求。河南欒川透閃石玉的發
現，對彌補資源需求和補充玉石文化研究都
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玉石的開發利用，對
提高農民收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都有重要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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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國部分透閃石玉礦床示意圖
(底圖根據中國國家測繪局2006年1：900萬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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