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单偏光系统下矿物的光性性质

1.单偏光镜的构造及光学特点

2.矿物的形态

3.矿物的颜色、多色性与吸收性

4.矿物的轮廓、糙面、突起和贝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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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偏光镜的构造及光学特点

单偏光镜的构造



单偏光镜的光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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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薄片

u单偏光系统(PPL)：只使用下偏光镜的显微镜；

u下偏光镜的振动方向PP‖目镜十字丝横丝（东-西向）；

u自然光通过下偏光镜后，只剩下振动方向‖PP 的偏光。



（1）若物台上未放薄片，该偏光直接透出目镜，

视域明亮。

（2）物台上放置均质体任意方向薄片或非均质体

垂直OA薄片：

Ø  由下偏光透出的偏光通过薄片后，不改变

振动方向，折射率=圆切面半径。

Ø  转动物台，矿物光学性质不变。

单偏光镜下观察薄片的四种情况



（3）若放置非均质体斜交OA薄片， 且光率体切

面半径之一//PP：

  只有∥PP 振动的偏光才能透出薄片，另一振动方

向的偏光振幅为零，即不发生双折射。此时观察到

的物理性质是振动方向平行该半径方向的偏光透过

矿片时所表现出的光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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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放置非均质体斜交OA（光轴）薄片（椭圆切面），

半径与PP 斜交 时：

Ø 偏光进入薄片后发生双折射,分解成振动方向分别

//椭圆两半径的两偏光

Ø两偏光振幅随光率体半径与PP斜交角度的变化而变。

旋转物台，矿物光性发生变化（两种偏光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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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非均质体矿物薄片将单偏光分解成振动方向互相
垂直、传播速度不同的两偏光。

矿物薄片

PPL

快光

慢光

下偏光镜
W E



二、单偏光镜下可观测的矿物光性

u 与光吸收有关的性质：颜色、多色性、吸收性

u 与光折射率有关的光学性质：解理，边缘、贝克
线、糙面、突起等

u 矿物的形态：切面形态、单体形态、集合体形态



矿物的形态包括矿物的单体及集合体形态，其中，单体形态是研究的
基础。

1. 矿物晶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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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岩石薄片的厚度为0.03mm，因此在薄片中只能观察到矿物的切

面形态（如图）。同一薄片中可以看到同种矿物不同方向的切面。

在研究矿物形态时，晶体的自形程度（与形成条件的关系）依晶体

的边棱的规则程度分类：

    A.自形晶：晶形完整，呈规则多边形，边棱为直线。

    B.半自形晶：晶形较完整，棱部分直线，部分为曲线。

    C.他形晶：不规则粒状，边棱为曲线。

矿物的形态与切片方向的关系



矿物集合体的形态特征：

在岩石薄片鉴定中，不能仅凭矿物个别切面的外形来确定
该矿物的整体形态，必须仔细观察晶体各个方向的切面形状
，结合晶面夹角、解理性质等特征，运用矿物学及结晶学知
识综合分析并结合手标本上矿物的形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
断。



2.解理

解理：矿物受外作用后沿一定结晶学方向裂成光滑平

面的性质。在显微镜下见到的是矿物解理面与薄片平面的交

线，即解理纹。

解理纹可见性取决于三因素：

 1.矿物的解理性质：解理发育的好坏

 2.矿物的切面方向：切面法线与解理面的交角

 3.矿物的折射率大小



（1）切面方向与解理纹可见性

黑云母不同切面方向的解理



普通角闪石不同切面方向的解理形态



α越小，解理纹越细密，越清晰 若α>0，升降物台，解理纹会移动

（2）解理纹可见临界角

绿帘石：α临= 40°（N>1.7）
黑云母、角闪石、红柱石、辉石：α临= 25～35°（N=1.6～1.7）
钾长石：α临= 15°（N=1.51～1.53）
为什么显微镜下辉石比长石更容易见到解理纹？两个原因。

注意：临界角α临决定了解理纹出现的概率，与矿物及树胶折
射率差值有关。



（3）解理等级的划分：

据解理纹的宽度、清晰程度、间距和连续性分三级：
a.极完全解理 ：解理纹非常密集，平行，连续而贯穿整个晶体。如黑云母、

白云母。
b.完全解理 ：解理纹均匀平直，但不连续，有的断开，间距较大。如角闪

石、辉石、长石等。
c.不完全解理：解理纹断续，不平直，间距大。

极完全解理 不完全解理完全解理



（4）解理夹角的测定（实验课）
           

    解理夹角：即两个解理面的夹角。确定解理夹角，必须选择同时垂直两

组解理面的切面，在此切面上测量两组解理纹的夹角。

      测量解理夹角的操作步骤如下：

    (1)选择同时垂直两组解理面的切面，其特征是：两组解理纹同时最细、

最清晰，且两组解理纹宽度、清晰度相同，升降镜筒，两组解理纹都不平行

移动；

    (2)将选好的切面置于视域中心，并使其中的任意两条解理纹的交点(最好

靠矿物中心)与十字丝交点重合；

    (3)旋转物台，使一条解理纹与纵丝(或横丝)一致，记录物台读数量；   

    (4)旋转物台，使另一条解理纹与纵丝(或横丝)一致，记录物台读数；   

    (5)计算解理夹角＝以上读数之差。



3.颜色、多色性和吸收性

选择性吸收：矿物对白光中各色光波的不等量
吸收。

若对各单色光吸收程度一样，则光透过矿片以
后仍为白光，只是强度有所减弱，此时矿片不显示
颜色，称为无色矿物；

若矿片对白光中各种单色光吸收程度不等，则
透出矿片的各种单色光波强度比例发生改变，透出
矿片的各单色光综合起来使矿片呈现特定的颜色。

    原色光和混合原理：红、蓝、绿称为三原色光，

混合可形成可见光中其它各种色光 。

    互补色：若两种色光混合形成白色，其中一种

就是另一种光的互补色。



（1）矿物的颜色及其成因

颜色：透过矿物而未被吸收的部分色光所呈现的颜色。
u 颜色的色彩决定于选择吸收光波波长
u 颜色的深浅决定于吸收光波的强度
矿物呈色机理：
u化学成分：致色元素—过渡族金属元素Fe、Mn、Cr、Ni、Co、Cu、Zn、
镧系元素。
u晶体缺陷（色心）：阴离子缺位（F心，电子色心）、电子缺位（V心，空
穴色心）等。如紫晶为F心致色，受热后变为黄水晶，进一步加热会退成无色。

u杂质元素、显微包裹体：他色。



部分宝石致色元素表



注意：矿物的镜下颜色和手标本颜色是有差异的，镜下颜色

指偏光透过矿片后引起的视觉效应，而手标本颜色是反射光下的吸

收、散射等引起的视觉效应。

手标本上有色的矿物，薄片中不一定是有色的（如橄榄石）；

手标本上矿物是一种颜色，薄片中可呈现多种颜色。



（2）非均质体矿物的多色性、吸收性

    多色性：由于光波在晶体中的振动方向

不同，而使矿片颜色发生改变的现象，称为

多色性。旋转物台，非均质体矿物颜色色彩

发生改变 (PP)。

    吸收性：矿物颜色深浅发生改变的现象

称为吸收性。旋转物台，非均质体矿物颜色

深浅发生改变的现象(PP)

多色性明显：矿物颜色色彩变化明显。

吸收性强：颜色深浅程度变化大。



 (3)影响薄片中矿物多色性、吸收性的因素

1.根本因素：矿物的晶体结构

2.矿物的切片方向：平行OA切面

                  垂直OA切面

3.薄片的厚度：厚度大，吸收率大，颜色越深

4.视域的亮度：视域暗愈容易观察到多色性和吸

收性的变化。



例：黑云母不同切面的多色性和吸收性

平行（001）切面无
(弱)多色性、吸收性

垂直（001）面多
色性、吸收性最强

旋转物台90°



（4）多色性、吸收性的描述方式

u 一轴晶：Ne、No方向的颜色。

多色性公式：Ne＝     (颜色)，No＝   (颜色)
 吸收性公式： Ne > No 或者 Ne < No

u 二轴晶：描述 Ng、Nm、Np 三方向

的颜色。

  多色性公式：          Ng ＝     （颜色）  
                                  Nm ＝   （颜色）

                                  Np ＝    （颜色）

  吸收性公式： Ng > Nm > Np，正吸收

                     Ng < Nm < Np，反吸收

Ng
Np

Ng

Np



4. 矿物的轮廓、糙面、突起和贝克线

当两种不同介质（如矿物与树胶）接触时，在界面上产生折射、反
射和全反射，引起光的聚敛和分散，在光聚敛处形成一条较明亮的细线，
为贝克线，分散处则为较黑暗的区域，称矿物边缘。

矿物边缘与贝克线



（1）贝克线的识别：
贝克线与边缘相伴生，出现在矿物/矿物或矿物/树胶接

触部位。应在矿物之间、薄片边缘和矿物内解理、裂隙处寻找。
贝克线、边缘的明亮程度和宽度主要取决于：相接触两

物质的折射率差值。差值越大，贝克线越宽越亮、边缘越宽越
黑。



    提升目镜镜筒（下降物台）时，贝克线会向折射率较大的矿
物移动。据此可判断相邻两物质间折射率的相对大小。
       原理：无论两矿物如何接触，光线总是折向折射率较大的矿

物一侧。



镜下识别边缘、贝克线操作关键：

1.选择边界平直、接触面平缓及杂质较少的矿物部位；

2.把观察对象移至视域中心；

3.适当缩小锁光圈；

4.升降物台时，速度适宜；反复观察时，每次从准焦位开始；升降物台观察

时，一般用微动螺旋。

实际观察到的贝克线（下降物台）

黑云母

石英

黑云母
石英



（2）.糙面、突起

糙面：矿片表面光滑程度不同的现
象，称为糙面。 

因薄片表面凹凸不平（显微状），
当光线由矿物进入上覆树胶时，发生折
射和反射，导致光线分散、聚敛，使矿
片表面明暗程度不同，给人以粗糙的感
觉。
    影响糙面的因素：

u矿物与树胶折射率的差值

u薄片的磨光程度

矿物

树胶



• 突起: 岩石薄片中各种不同矿物显示出高低不平的现象称为

突起。

• 突起是由矿物边缘、糙面造成的视觉现象，实际不存在。

• 突起高低主要取决于矿物/树胶折射率差值大小。



>1.781.66-1.781.60-1.661.54-1.601.48-1.54N<1.48

突起等级的划分：

大致以折射率0.06单位为一个级别



正负突起的区别方法：肉眼观察、折射率

石英，正低突起。边缘很细，糙面
不显著。N：1.54～1.60

条纹长石，负低突起。边缘很细，
糙面不显著。N：1.48～1.54



石榴子石，正极高突起。边缘很宽、很
黑，糙面极显著。N: >1.78

辉石，正高突起。边缘粗黑，糙面显著。N: 
1.66－1.78

石英，正低突起。边缘很细，糙面不显著。
N：1.54～1.60

条纹长石，负低突起。边缘很细，糙面不显
著。N：1.48～1.54



黑云母，正中突起。边缘清晰，
糙面明显。N：1.557-1.696



橄榄石: n = 1.64-1.88
斜长石: n = 1.53-1.57
树胶: n = 1.54

- 橄榄石：正高突起
- 斜长石：正低突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