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物的综合性系统鉴定

和常见矿物的简易鉴定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常见矿物手标本鉴定

第二节 常见矿物镜下鉴定



矿石矿物

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镍黄铁矿、毒砂

方铅矿、闪锌矿

磁铁矿、赤铁矿、纤铁矿、针铁矿、菱铁矿、
钛铁矿、钛磁铁矿、铬铁矿

雄黄、雌黄、孔雀石、蓝铜矿、辰砂



方铅矿PbS

1、形态常呈立方体晶形或八面体与立方体的聚形出现；

通常呈粒状集合体。

等轴晶系



2、物理性质

铅灰色，不透明，条痕灰黑色，金属光泽，硬度2－3;解

理平行立方体 {100}，完全，微具延展性，细粒集合体表现

得更为明显；比重7.5；具导电性。



(二)闪锌矿族

闪锌矿ZnS

1、化学组成 经常有Fe以类质同象方式进入晶格。

2、形态

晶体为四面体状，有时呈正四面体{111}和负四面体{111}的

聚形，通常呈粒状集合体产出。

第二章 硫化物及类似化合物

等轴晶系

3、物理性质

颜色变化很大，从黄褐色到褐色、褐黑色，铁黑色，半

透明至几乎不透明，条痕为白色到黄色，褐色，金刚光泽

至半金属光泽，硬度3-4。解理平行菱形十二面体{110}完全，

共六组，比重3.9-4.1，不导电。



第二章 硫化物及类似化合物



黄铜矿 CuFeS2

1、形态

呈四方四面体，但甚为罕见；通常呈致密块状或粒状。

2、物理性质

铜黄色，表面常有蓝，紫红、褐等色；不透明；条痕黑色；

金属光泽，硬度3－4；无解理，比重4.1－4.3；具导电性。

四方晶系



黄铜矿（CuFeS2)
显微镜下呈铜黄色，反射率呈Ⅱ级，弱非

均质性，中等硬度，表面较光滑。最大颗粒

直径为0.5mm,最小颗粒直径0.05mm，平均

颗粒直径为0.02mm，在矿石中的含量为1%。

黄铜矿呈不规则状和细小乳滴状两种形态

出现，不规则状多分布在闪锌矿内部或边缘

部分，有溶蚀闪锌矿的现象，细小乳滴状包

在闪锌矿之中。



黄铁矿 FeS2 等轴晶系

1、形态 晶主要呈立方体和五角十二面体，八面体较少出现。

相邻晶面上条纹互相垂直。集合体常呈致密块状、粒状。沉积

岩中常有结核状黄铁矿

2、物理性质 浅铜黄色，有时呈褐色锖色；不透明：条痕黑

色，金属光泽，硬度6—6.5；性脆，比重5，具弱导电性。



（2）赤铁矿 Fe2O3

A.形态 三方晶系，晶体呈片状或板状，集合体呈鳞片状或
肾状、鲕状、致密块状或土状等隐晶质集合体形态。其鳞片
状集合体称为镜铁矿。

B. 物理性质

结晶者呈钢灰色或铁黑色，隐品质为块状或土状、肾状、

鲕状等常呈红色，故俗称红铁矿，条痕樱红色，半金属-土

状光泽，不透明，硬度变化大，结晶者为5.5-6，土状及鲕

状赤铁矿硬度较低，比重5.0—5.26；性脆，无解理。



磁铁矿 Fe2+Fe3+
2O4

1、形态 晶体常呈八面体或菱形十二面体，在常有平行于
长对角线方向的细纹的聚形纹，集合体通常呈粒状、致密块
状。

2、物理性质 铁黑色，不透明，条痕黑色，半金属一金属光
泽，硬度5．5—6，纯者比重为5．24，一般为4．9—5．2，具
强磁性。

3、鉴定特征 据其晶形，黑色、条痕黑、强磁性等特征，易于
和其它矿物区分。



2、褐铁矿
铁的氢氧化物集合体，成分复杂，主要包括纤铁矿和

针铁矿，统称为褐铁矿。

1、化学组成 化学式Fe2O3·nH2O

2、形态 常呈多孔状、土状、钟乳状、结核状、豆状、致
密块状，有时具黄铁矿假象

3、物理性质 黄褐色至黑褐色，条痕黄褐至红褐色，土状
光泽，硬度比重变化大，少见解理。











一、矿物的系统鉴定

主要是利用矿相显微镜鉴定矿物的反射

率、反射色、双反射、反射多色性、内反射、

均质性及非均质性、旋转性等光学性质，显

微硬度等物理性质，浸蚀反应等化学性质，

根据上述特征与已知资料（鉴定表）对比，

以确定矿物名称。

第一节 矿物的综合性系统鉴定



二、矿物的综合鉴定

用矿相显微镜鉴定方法、X射线法、定

量化学分析法、电子探针等方法确定矿物

各方面的特征，把其资料汇集起来，编制

成表，把未知矿物的鉴定特征与之对比，

从而确定矿物的名称。

第一节 矿物的综合性系统鉴定



三、鉴定表种类

顺序排列式：

充分利用定量测量的常数，以某项测定数

据的大小为序排列编制，如反射率和硬度值。

表格分组式：

保证矿物的两三项主要性质（R、H等）观

测准确，将其圈定在一个较小的表格范围内。

某些矿物在相邻表中重复出现。



第二节 金属矿物鉴定表的编制原则
和使用方法

一、原则

采用表格分组式鉴定表，首先根据反射

率大小，将反射率分五级，然后根据刻

划硬度分高、中、低三级，分为十五个

表。





1、以物理性质为基础，结合化学性质，

注重产出状态。

2、反射率放在首位，硬度为第二位。

3、矿物的排列顺序以白光条件下测反射率

值为准，非均质矿物有两R，以高R为主，

从高到低排列。

4、对矿物的产出状态进行了描述：产状、

形态、 磨光度、矿物组合、结构构造。

编制原则



二、使用方法
表左侧描述矿物镜下特征，右侧描述矿物学特征、

产状、组构特征、矿物组合等。分十栏。
第一栏 矿物名称、化学组成及晶系
第二栏 反射率
第三栏 硬度
第四栏 反射色
第五栏 双反射、反射多色性
第六栏 均质性、非均质性
第七栏 内反射
第八栏 浸蚀反应
第九栏 磨光性、形态特征、矿物组合、

组构特点及产状
第十栏 主要鉴定特征及与类似矿物的区别





第三节 常见矿物简易鉴定

根据常见矿物较为突出的特性，快速、

准确地定出矿物名称。以矿物的特殊性作

为鉴定特征，识别和区别各种矿物。

1、掌握矿物特殊鉴定标志

如方铅矿的黑三角孔及纯白色反射色

辰砂的鲜红色内反射色



方铅矿的黑三角孔



辰砂单偏光

辰砂 鲜红色内反射色



2、 对比区分有相似之处的矿物

黄色类矿物：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

镍黄铁矿等

白色—灰白色类矿物：毒砂、方铅矿、辉锑矿、

辉钼矿、 辉铋矿等

灰色：磁铁矿、闪锌矿、赤铁矿、铬铁矿、

针铁矿、黑钨矿、钛铁矿等

透明矿物： 石英、方解石、石榴子石



黄铁矿 黄铜矿 磁黄铁矿 镍黄铁矿

反射色 浅黄色 铜黄色 乳黄微带粉褐

色

黄白色

反射率 I 级 Ⅱ-Ⅲ级 Ⅱ-Ⅲ级 Ⅱ级

硬度 高 中 中 中

均非性 均质性（有时

显异常非均质

性）

弱非均质性 强非均质性

黄灰-绿灰-蓝

灰

均质性

双反射 不显 不显 显（有时弱） 不显

其它 不易磨光，多

具麻点，常呈

立方体、五角

十二面体、八

面体自形晶

易磨光，他形

粒状集合体，

双晶可见

易磨光，他形

粒状集合体，

双晶可见

易磨光，粗 -

细粒他形集合

体，解理发育

黄
色
类

矿
物



黄铁矿

黄铜矿



磁黄铁矿

黄铜矿



他形粒状镍黄铁矿

镍黄铁矿中出溶的格状黄铜矿



毒砂 方铅矿 辉锑矿 辉钼矿

反射率 Ⅰ Ⅱ Ⅱ-Ⅲ Ⅲ-Ⅳ

反射色
亮白微黄
（粉）

亮白纯白 浅灰白色 灰白色

硬度 高H 低H 低H 低H

双反射 显（微弱） 不显 显 显

均非性 强非均质性 均质性 强非均质 强非均质

偏光色
淡蓝绿－淡

玫瑰色
无

蓝－黄粉－

褐色

紫蓝-褐黄灰-
白

其它
切面常见菱
形或棱柱形

易磨光，具
擦痕，明显
黑三角孔

易揉皱变形，
常见压力双

晶

常呈弯曲片状，
不易磨光

白
灰
白
色

类
矿
物



毒砂

黄铁矿





辉锑矿显示双反射

辉钼矿的双反射



黝铜矿 磁铁矿 闪锌矿 赤铁矿 铬铁矿 针铁矿 黑钨矿 钛铁矿

反射
率

Ⅲ Ⅳ Ⅴ Ⅳ Ⅴ Ⅳ-Ⅴ Ⅳ-Ⅴ Ⅳ-Ⅴ

反射
色

灰白微
带淡褐

灰色微
带褐色

灰色微
棕

灰白微蓝
灰色微

褐
灰白微淡

蓝
灰色

灰白色
带浅棕

硬度 中 高 中 高
高 高 中-高

高

内反
射

很少见 无
有（褐
黄色/红
色等）

有（深红色）
无或有
（棕）

有（褐黄）
有（褐
红、深
红）

无

均非
性

均质性

均质性
（异常
非均质
性）

均质性 强非均质 均质性 弱非均质
强非均

质
强非均

质

其它

易磨光，
他形粒
状集合
体

不易磨
光，常
呈自形
晶或他
形晶

易磨光，
他形颗
粒集合

体

不易磨光，
呈板状、叶
片状、针状、
纤维状晶体

易磨光，
呈八面
体自形、
半自形
晶或浑
圆粒状

较易磨光，
针状纤维
状晶体

易磨光，
呈板状
自形半
自形晶，
不规则
粒状

易磨光，
呈粒状、
板状、
片状、
格状

灰
色
类
矿
物



磁铁矿自形、半自形晶



针铁矿呈放射状



钛铁矿



赤铁矿板状晶体



赤铁矿的内反射色



闪锌矿反射色

闪锌矿的内反射色呈
褐黄色 棕红色



黑钨矿板状晶体

黑钨矿内反射色
呈褐红色



铬铁矿的反射色

球状铬铁矿内部由半自形晶
铬铁矿组成



石英 方解石 石榴子石

反射率 Ⅴ Ⅴ Ⅴ

反射色 深灰色微棕 深灰色 暗灰色

硬度 高 中 高

均非性 显均质性
强非均质性（浅

灰-暗灰）
均质性

内反射
有（无色-乳白

色）
有（乳白色） 红褐色 褐色 黄

色 淡绿色等

双反射 无
显著双反射

无

其它

磨光好，呈棱柱

状自形晶，常见

横断面六边形。

易磨有麻点解理

发育

磨光费时，四角

三八面体、菱形

十二面体切面，

他形粒状

透
明
矿
物



石英的反射率及反射色



方解石的双反射



石榴子石内反射色



石榴子石反射色



黄铁矿－毒砂
白铁矿-毒砂
毒砂-磁黄铁矿
黄铁矿-镍黄铁矿
黄铁矿－黄铜矿
黄铜矿-自然金
磁黄铁矿－斑铜矿

黝铜矿－辉铜矿
铜 蓝－蓝铜矿

磁铁矿－赤铁矿
钛铁矿－磁铁矿
黑钨矿－闪锌矿

铬铁矿－黑钨矿
闪锌矿-铬铁矿
辉钼矿-石墨
辉锑矿－辉钼矿
辉锑矿-辉铋矿

鉴定并区别下列矿物



表4-4  黄铁矿与具非均质性黄铁矿特征表

样品
编号

化学组成
双反射、反射色及多色

性
非均质性 其他

1 FeS2 浅铜黄色、无多色性 无 常见黄铁矿

2 FeS2，含As高 微带棕浅铜黄色，无多
色性与双反射

显强非均性，棕红-

蓝灰
电子探针镜下见含As部
位在黄铁矿中呈不规则
粒状均匀分布，且R略
高。

3 FeS2，含As 微带棕浅铜黄色，无多
色性与双反射

显强非均性，暗黄
红-黄红-灰

电子探针镜下见具环带
结构，外环含Fe略高，
但中心均含As。

4 FeS2 在黄铜矿中略显浅兰白
色，无多色性与双反射

显强非均性，土黄-

棕红
光片表面易氧化

5 FeS2，局部含Zn，达2.75%

（重量百分比）
显双反射，具多色性，
黄一带粉红色黄

强非均性，浅黄灰
白-土黄-棕黄

6 FeS2，含As达2.38%（重量
百分比）

略棕黄，不具多色性与
双反射

强非均质性，棕-土
黄-棕黄

7 FeS2，含As高达5.33~7.61

（重量百分比，还含少量
Ag、Pb、Sb）

乳黄色，不显双反射及
多色性

弱非均质性，偏光
色无变化

胶状构造，极易氧化



含As黄铁矿无一例外地具有非均质性，而且非均质性都很强。含
As的黄铁矿特点是：反射色都带有棕色调，偏光色变化中有棕红色调。
因含As高，且含Ag、Pb、Sb等成分的胶状黄铁矿反射色呈乳黄色，
且极易氧化，氧化后特点又极似自然铋的氧化特点，容易与其相混淆。



而含Zn黄铁矿反射色带红色调，且具多色性及双反射。



在成分中不含其他金属元素的黄铁矿也有具非均质性的，这是磨
光过程中引起的非均质效应，可通过一定的磨光程序消除。

具非均质性的黄铁矿出现的较普遍，总结其成因，可
能是由抛光法和含杂质引起的晶格畸变所造成的。



磁铁矿的异常双反射及多色性 异常非均质性（棕—棕黄—蓝灰）

因为磨制光片时“干磨”造成表面形成的膜而产生的
非均质现象，此现象常有发生。



赤铁矿、纤铁矿、针铁矿主要特征对比表

矿物名
称

R
反射色

双反射、反
射多色性

均质非均质性 内反射

赤铁矿 23~32 微带蓝色灰
白色

弱双反射及
反射多色性

强非均质性，偏光色
蓝灰—黄灰或灰—棕黄
灰—棕

深红色

纤铁矿 11~21 灰色 弱双反射及
反射多色性

强非均质性，浅灰—

暗灰
褐红色

针铁矿 14~20 微带淡蓝色
灰色

弱双反射及
反多色性

稍强非均质性，蓝
灰—黄棕—绿灰

褐黄、红褐、
暗红



胶状构造的针铁矿与纤铁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