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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扩散星光刚玉的物理性质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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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常规的宝石学测试方法"电子探针分析及紫外?可见光谱分析等测试#详细研究

了#块待测样品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并将其与天然刚玉及合成星光刚玉进行了对比研

究’#块待测样品的颜色分别为橙红色"褐红色及紫红色#透明度较高#其中橙红色的为近透

明#另外!粒为半透明’强光下发现样品的表面有一层云雾状的物质’星光浮于表面#且较为

发散"弯曲’星光相交处可见宝光’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块样品的表面均有较多的凹坑#其中

!块近表面可见隐约的丝状包裹体#但定向性较差$@块似有熔融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这#
块样品中包裹体可能是经过高温处理而成#非合成退火所致’#块样品均可见到较明显的细

密的弯曲生长纹#表明其为焰熔法合成产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显示##块样品的致色元素均

为铬#为红宝石$丝状体为钛酸铝’紫外?可见光谱测试结果表明#其吸收光谱为铬吸收谱’综
合分析所有的特征#认为这#块样品为焰熔法合成红宝石#星光的产生是在合成红宝石生成

加工后#通过扩散作用所形成的丝状钛酸铝对光的反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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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玉是一个矿物族#其中包括宝石中!个名贵

品种#即红宝石和蓝宝石#由于其硬度仅次于钻石#
且颜色瑰丽#从而深得人们的喜爱’红宝石"蓝宝石

和钻石"祖母绿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珍贵宝石’天
然刚玉族宝石中由于含有三组定向排列的针状金红

石包体#经定向切磨后可显示漂亮的六射星光效应’
但自然形成的物质总有不完美的地方#如天然星光

刚玉的星线不连续"星线不集中"无法延伸到宝石边

缘等#故人们常通过合成方法生产更加漂亮的星光

刚玉#用来仿制天然的星光刚玉’市场上较为多见的

为焰熔法和提拉法合成产品’但人工合成的星光刚

玉因具有星线完美尖锐"星线相交处无宝石等特点#
易与天然的星光刚玉区分(@"*)’本文研究的#块样

品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品种#样品是由新加坡陈材

!先生赠送给珠宝学院的#来自台湾市场#据称为合

成扩散星光’其外观与天然星光刚玉很相似#星线弯

曲发散"星线相交处有宝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本
文详细研究了这#块样品的物理性质#并对星光的

成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方法及结果

笔者对#块样品进行了详细的常规宝石学测试#
包括肉眼观察"显微镜观察"比重测试"折射率测定"
吸收光谱观察"二色性观察"紫外荧光观察#还对其进

行了可见?紫外吸收光谱分析"电子探针分析等’
!’!!宏观及微观观察特征

#块样品均为弧面型#其中@号样品在日光下

为褐红色#玻璃光泽#半透明#可见到六射星光效应

%图@,&’日光下#星线模糊$聚光灯下#星线在宝石

弧顶臂较粗#向宝石边缘方向星线变细’!号样品为

紫红色#玻璃光泽#半透明#可见六射星光效应%图

@J&’日光下星线清晰可见$聚光灯下观察星线在宝

石弧顶较粗#向边缘变细’#号样品为橙红色#玻璃

光泽#近透明#可见六射星光效应%图@1&’日光下星

线清晰#在聚光灯照射下#星线粗细不一’
在显微镜下放大观察#@号样品表面可见类似

烧结特征的*荔枝皮状+蚀痕#内部可见色带%图@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