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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美石展
Exquisite Stones of Formosa Exhibition

說，矽孔雀石內含物量越高則透明度越差、硬度降

低、比重減輕，但結晶水含量與色彩飽合度則可能

增加。因此，在藍玉髓品質的分級上，用於製作寶

石的頂級材料，矽孔雀石內含物占的比例不應過高，

除了影響硬度降低寶石耐久性，透明度變差亦會降

低寶石的剔透感，假如：長期放置在過度乾燥或高

溫的環境下，易受到脫水作用的影響改變其質地，

影響價值性。其他特性方面，據劉德慶教授在「臺灣

之礦物」一書中提及： 臺灣藍寶因含微量的鈾元素，

有微量放射性，本研究以蓋格計數器（Geiger-Müller 

counter） 針對採礦場坑道及所產的藍玉髓進行放射

劑量測試，已確認放射性來自於藍玉髓本體，其所

測得之數值介於0.2~4.3 μSv/hr之間，低者劑量僅

略高於環境平均背景值，少數高劑量樣品則不及於

陳培源教授對北投石（Hokutolite）所測得之放射性強

度，其放射性元素應呈不均勻分布。

礦場的地理位置

本文所在礦場位於海岸山脈都蘭山山系的北端，

位置接近即哈那拉山接鄰跋都山之間的七里溪上游

區域（圖3）。地理分屬於臺東縣東河鄉，礦場自西元

1963年（民國52年）發現礦脈起，雖歷經轉手經營，

但礦場開採至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此即為在東

部寶石業界赫赫有名的都蘭老礦。

圖1 臺灣藍寶原石與裸石，長約10cm

圖2 攝於正交偏光下的藍玉髓，呈現出緊密聚合
的放射纖維特徵

圖3 礦場所在地理位置與地質簡圖，修改自國土礦業GIS圖台 圖4 礦場的水平一號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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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安山岩裂隙中的藍玉髓脈，玉髓脈邊緣為綠鱗石層，脈寬約6cm

藍玉髓的產狀

藍玉髓的圍岩是都巒山層的安山岩質火成岩及角

礫岩，年代屬中新世，玉髓脈以不連續的透鏡狀體

產自這些火成岩母岩的裂隙或破裂帶中（圖5），其周

圍的岩石大部分多受到後期熱水換質作用的影響呈

現局部的綠鱗石化或黏土化。

日本人據其質地呈半透明並帶著鮮艷動人的藍色

調，以「產自臺灣的藍寶石」稱之而得名。

臺灣藍寶的性質

臺灣藍寶為一種含有矽孔雀石（Chrysocolla） 內含

物的藍色玉髓，其藍色調主要來自矽孔雀石內部之

水合銅離子Cu（H2O）4
2+對光線中紅、黃色光波段的

吸收所造成。它的顯微組織呈緊密聚合的放射纖維

狀特徵（圖2），發育良好時質地堅韌，透光性從可見

背後物體陰影的半透光（Semi-translucent） 到僅表面

數釐米可讓光穿透的半透明（Semi-transparent）為

主，其差異主

要源自於矽孔

雀石內含物及

結晶水含量的

影響。一般來

前言

臺灣藍寶 （Chrysocolla 

chalcedony），為一種含有

矽孔雀石內含物之藍色玉

髓的俗稱，由於擁有動人

的藍色調，且產量稀少，

因此穩坐臺灣所產最高單

價寶石的地位（圖1）。藍玉髓礦脈在臺灣─僅分布

於花蓮與臺東的海岸山脈地區，礦藏稀少且多位處

偏遠開採不易，故近年來臺灣已設權的藍玉髓礦區

僅少數有正式開採並產出。由於玉髓礦脈開採多以

坑道式採掘（圖4），在臺灣嚴謹的礦業安全法規要

求，加上礦源日漸稀少，開採成本漸趨高昂，產量

不足以滿足市場，以致近年來市面上販售之藍玉髓

以自印尼、秘魯、美國進口者成為大宗，也讓真正

產自臺灣的「臺灣藍寶」更增添了許多神祕感。本文

作者群以親身探訪採礦場的經歷及初步研究成果，

介紹所見的臺灣藍寶。

美名的由來

一般玉髓的色澤呈半透明的白色，少見鮮豔的色

彩，然而臺灣藍寶的原石即呈現出鮮艷動人的藍色

調，故最初在日本殖民時期被都蘭山原住民發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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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低、斷面呈油脂狀或土狀光澤且易失水剝落，因

此多僅作為觀賞石，少用於加工成寶石。另外有一種

外表呈白至淡藍或部分呈鹹菜色的藍玉髓，這類玉

髓礦受到熱水換質造成內部礦物結構的部分破壞，

性質多孔且鬆散，因此也常被歸類到粉質藍寶中。

來自各方的競逐者

藍玉髓的礦床多產自盛產銅礦的地區，最著名的

有：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Arizona, USA）、印尼的巴

占群島 （Bacan group islands）及松巴哇島 （Sumbawa 

island）、祕魯的皮斯科省（Pisco prov., Peru），其他如

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剛果等地之銅礦產區亦有

所聞。 在國際上另有一種產自土耳其安那托利亞省

（Central Anatolia, Turkey）顏色呈藍灰色調的玉髓以

藍玉髓的英文直譯名（blue chalcedony）在市場上流

通。兩者一般可以肉眼從其色相的差別判斷，其致

色的機制並非由矽孔雀石內含物造成，與臺灣藍寶

不同。這種玉髓在華人市場上則以「酒精藍寶」（圖

11）與臺灣藍寶作區別。

現今市面上多數的藍玉髓產自印尼，由於其質量

俱佳，價格亦具競爭力，相較於

臺灣產者，近年來產量稀少，反

而替代本土產品成為主要的珠寶

材料供應源。另可惜的是，雖然

進口藍玉髓與臺灣本土所產之寶

石材料在主成分與物理化學性質

上雷同，然而在商業主導的考量

下，不論產自世界何方皆宣稱為

「臺灣藍寶」，這種去產地意涵的

做法多少扭曲了臺灣藍寶其名有

著「產」自臺灣的原意，究竟何種

說法為佳，應值得各界來凝聚共

識。

在替代品方面，市面上較常見者為產自南美洲秘

魯的高品質矽孔雀石（圖12），唯其透光性僅表面1-2

釐米，且無剔透感，硬度亦較玉髓低上許多，整體

質感相差甚大。另在市面上有一種以無色瑪瑙或玉

髓原料經由水溶性染劑染色而成的藍玉髓（圖13），

其質地呈良好的半透明，色澤為飽和度較低的淡藍

色，雖主要成分與天然產出者雷同，皆為二氧化矽，

亦使用類似質地的天然瑪瑙或玉髓作為原料，但顏

色長時間下來除了會慢慢退色外，由於不含有矽孔

雀石內含物，可利用拉曼光譜分析（Raman spectral 

analysis）鑑定是否含矽孔雀石或含水與氫氧基的拉

曼特徵頻譜做進一步的辨識。

結語

藍玉髓在臺灣礦業產品中擁有高知名度，也是最

具有價值性者，近年在觀光業發展的帶動下，更多國

圖6 俗稱牛肉脯的藍玉髓原礦，外部包裹了棕色
碧玉質層，樣本寬約10cm

圖7 跳花藍寶的矽孔雀石內含物呈現出獨特的松
花狀組織，樣本約3cm

圖8 玉髓內部包裹黑色富錳及銅氧化物的黑皮藍
寶原石，寬3cm

圖9 銅花藍寶內部包覆自然銅內含物，視野大小
約1.5cm

藍玉髓原石的俗名與特徵

一、牛肉脯

亦俗稱為「牛肉寶」指的是一種表面覆蓋了一層混

合了綠鱗石（Celadonite）、褐鐵礦 （Limonite）、赤銅

礦（Cuprite）或自然銅（Native copper）等礦物的棕色

玉髓或碧玉質層，外觀有如牛肉乾般的藍玉髓礦

（圖6）。而外皮如色澤較接近紅色或紅棕色者則被另

稱為「紅皮藍寶」 ，這種藍玉髓礦如未敲擊出橫斷

面，常被誤認為低價值的黃碧玉或棕玉髓礦。 

二、花藍寶與跳花藍寶

花藍寶為色澤與質地呈現不均勻的斑塊狀，或層

狀等多樣花紋之藍玉髓統稱。其外觀是由礦物內含

物組成與含量不同所造成。跳花藍寶為一種內部矽

孔雀石內含物呈樹枝狀 （dendritic crystal growth）特

徵發育的藍玉髓（圖7），其有如樹枝或松花般的花紋

非常獨特，為該礦場所產一類極具特色的玉髓產品。

 三、黑皮藍寶

為一種內部包覆了黑色富含錳及銅礦氧之化物集

合體的藍玉髓礦（圖8）。雖然稱為「黑皮」，但這些

黑色礦物質層反而多呈餡狀包覆於藍玉髓脈內。

四、銅花藍寶

「銅花」一詞指的是玉髓礦內呈

樹枝狀或片狀特徵的自然銅 

（native copper）內含物的俗稱。而

銅花藍寶即是泛指內部包裹了自

然銅的藍玉髓礦（圖9）。其「銅

花」常見充填於藍玉髓的孔洞或

裂隙中。

五、粉質藍寶

粉質藍寶（圖10）多被用於稱呼

低品質的藍玉髓礦。其實本身為

未受到玉髓置換充填的矽孔雀石 

（chrysocolla）。由於矽孔雀石質脆、

外旅客來到臺灣東部觀光。產官學界應集合力量一

同因應新的環境情勢，對這難得的海岸山脈自然資

源做更進一步整合，除了確保國土環境永續經營，增

進國家稅收與珍貴資源有效開發外，檢討不合時宜

的法規、簡化政府管理結構、建立兼顧環境與發展的

管理規範、投入相關資源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考查，協

助開發其價值，輔導本土寶石與採礦產業，以促進產

業獲益、經營理念之提升及技術上的發展。 

圖12 產自祕魯的矽孔雀石蛋面與原石，常見孔
雀石與黑銅礦等共生礦物，蛋面尺寸約3cm

圖 10 粉質藍寶原石，質地易碎鬆散，尺寸約
5.5cm

圖11 呈藍灰色的進口藍玉髓原石與裸石，俗稱
為酒精藍寶。標本產自土耳其 （Sarıcakaya region, 
Central Anatolia, Turkey）。左側原石寬約6cm

圖13 染色藍玉髓蛋面，透光常見瑪瑙的紋理特
徵，蛋面尺寸約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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