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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检测中心、国家金银珠

宝饰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广州多米天空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御雄琥珀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

松岗琥珀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雅玫、沈锡田、杨明星、戴苏兰、简彬、蔡楚雄、张钟龙、张志清、蒋欣然、

陈大鹏、苏春珠、蔡耿彬。

本标准委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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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珀　分　级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未镶嵌及镶嵌抛光的成品蓝珀的术语、定义和分级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天然未镶嵌及镶嵌抛光蓝珀的分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６５５２　珠宝玉石　名称

ＧＢ／Ｔ１６５５３　珠宝玉石　鉴定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６５５２、ＧＢ／Ｔ１６５５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蓝珀　犫犾狌犲犪犿犫犲狉

透视观察体色为黄、棕黄、黄绿和棕红等色，自然光下呈现独特的不同色调的蓝色，紫外光下可更明

显的琥珀。

［ＧＢ／Ｔ１６５５３—２０１７，定义５．３．５］

３．２

蓝珀分级　犫犾狌犲犪犿犫犲狉犵狉犪犱犻狀犵

从净度和荧光两个方面对蓝珀进行级别划分，对体色进行描述。

３．２．１

净度分级　犮犾犪狉犻狋狔犵狉犪犱犻狀犵

在规定的条件下，对蓝珀的内部和外部特征进行级别划分。

３．２．１．１

内部特征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包含在或延伸至蓝珀内部的天然包裹体（不含动、植物包裹体）或人为造成的特征。

３．２．１．２

外部特征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暴露在蓝珀外表的天然痕迹和人为造成的特征。

３．２．２

荧光分级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犵狉犪犱犻狀犵

在规定的条件下，采用比对法，在黑色背景及０°：４５°ｘ几何条件下，对蓝珀的荧光颜色和荧光强度

进行类别和级别划分。

注：参见附录Ａ图Ａ．１。

１

犜／犆犃犙犐７９—２０１９



３．２．２．１

荧光颜色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犮狅犾狅狉

样品被某一波段的辐射照射后，所发射出的荧光颜色。

３．２．２．２

荧光强度　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样品被某一波段的辐射照射后，所发射出的荧光强弱程度。

３．２．３

分级光源　犵狉犪犱犻狀犵犾犻犵犺狋狊狅狌狉犮犲

选择Ｄ６５标准光源（色温为６０００Ｋ～６５００Ｋ），显色指数不低于９０的照明光源。

３．２．４

参考比对样品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犱犿犪狊狋犲狉狅犳犫犾狌犲犪犿犫犲狉

一套已标定荧光级别的直径１０ｍｍ圆珠型蓝珀，依次代表由高到低的不同荧光级别。由四粒组

成，分别代表３Ａ（３Ａ１、３Ａ２）、２Ａ、Ａ荧光级别的下限，用于荧光分级的比对。

３．２．５

体色描述　犫狅犱狔犮狅犾狅狉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在规定的条件下，采用白色背景及观察的几何条件，对蓝珀呈现的浅黄、黄、棕黄等颜色的体色进行

描述。

注：参见附录Ａ图Ａ．２。

４　蓝珀鉴定

蓝珀应按ＧＢ／Ｔ１６５５２和ＧＢ／Ｔ１６５５３的规定鉴定及定名。

５　净度分级

依据肉眼并辅以１０倍放大观察，根据蓝珀净度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四个级别。净度级别由高到低

依次表示为极纯净（Ｃ１）、纯净（Ｃ２）、较纯净（Ｃ３）和一般（Ｃ４）。净度级别及表示方法见表１。

表１　净度级别及观察特征

净度级别 观察特征 商贸名称

极纯净 Ｃ１
肉眼未见到蓝珀内外部特征，１０倍放大镜观察仅在不显眼处有少量的点状物、

轻微的外部特征，对外观几乎无影响
净水

纯净 Ｃ２
肉眼难见到蓝珀内外部特征，１０倍放大镜观察可见少量内部特征或外部特征。

对外观有轻微影响

较纯净 Ｃ３ 肉眼可见到蓝珀内外部特征，对外观有一定影响

一般 Ｃ４ 肉眼易见到蓝珀内外部特征，对外观有明显影响

６　荧光分级

６．１　颜色类别

根据蓝珀荧光颜色的差异将其依次分为蓝（Ｂ）、紫蓝（ＰＢ）、绿蓝（ＧＢ）、蓝绿（ＢＧ）四个大类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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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Ｂ）又可细分为Ｂ１、Ｂ２ 两个子类别。荧光颜色类别及表示方法见表２。

表２　荧光颜色的类别及表示方法

荧光颜色类别 颜色描述 荧光颜色色品坐标（狓，狔）参考范围

蓝 Ｂ

Ｂ１

Ｂ２

荧光颜色为纯正的蓝色

荧光颜色为蓝色中带有轻微的、

稍可察觉的紫色或绿色色调

狓＜０．１４８且狔＜０．１６５

０．１６５＜狔＜－２．６狓＋０．５５２２

（０．１３０＜狓＜０．１５７）

紫蓝 ＰＢ 荧光颜色为蓝色，带有易察觉的紫色调 －２．６狓＋０．５５２２＜狔＜７狓－０．９３８（狓＞０．１５７）

绿蓝 ＧＢ 荧光颜色为蓝色，带有易察觉的绿色调
－２．６狓＋０．５５２２＜狔＜０．３６８狓＋０．１８６且

狔＞７狓－０．９３８（０．１３０＜狓＜０．１７０）

蓝绿 ＢＧ 荧光颜色为蓝绿色 狔＞０．３６８狓＋０．１８６且狔＞７狓－０．９３８（狓＞０．１３０）

　　注：荧光颜色色品坐标（狓，狔）的计算遵守参考文献［４］第５章光谱光度法。

６．２　强度级别

根据蓝珀荧光强度的强弱依次分为非常强（ＶＳ）、强（Ｓ）、中等（Ｍ），弱（Ｗ）四个级别。荧光强度级

别及表示方法见表３。

表３　荧光强度的级别及表示方法

荧光强度级别 荧光强度描述 荧光相对强度参考范围Ａ

非常强 ＶＳ 样品被照射面呈现极明亮的荧光 Ａ≥６０００

强 Ｓ 样品被照射面呈现明亮的荧光 ３０００≤Ａ＜６０００

中等 Ｍ 样品被照射面呈现较明亮的荧光 １５００≤Ａ＜３０００

弱 Ｗ 样品被照射面荧光较弱 １０００≤Ａ＜１５００

　　注：荧光相对强度借助于荧光分光光度计测量，归一化得到。

６．３　荧光级别

６．３．１　级别划分　

依据蓝珀的荧光颜色和荧光强度，将其划分为三个大级别，由高到低依次表示为３Ａ、２Ａ、Ａ，其中

３Ａ又可细分为３Ａ１、３Ａ２ 两个子级别。

６．３．２　级别划分规则

６．３．２．１　依据表２和表３确定的荧光颜色类别和荧光强度级别，确定荧光级别，其表示方法见表４。

６．３．２．２　荧光级别由荧光颜色和荧光强度中的最低级别表示。

６．３．２．３　分级证书中备注“天空蓝”和“高蓝”商贸名称时，其净度级别不得低于极纯净（Ｃ１）。

６．３．２．４　当蓝珀荧光颜色分布不均匀，若主体荧光色为蓝色时仍可参与分级，但级别不得高于２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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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荧光级别及表示方法

荧光级别 荧光颜色
荧光强度

（不低于）
商贸名称

３Ａ
３Ａ１ 纯正蓝色 非常强 天空蓝

３Ａ２ 略带轻微的、稍可察觉的紫色或绿色调的蓝色 强 高蓝

２Ａ 紫蓝色或绿蓝色 中等 —

Ａ 蓝绿 弱 —

６．３．３　参考比对样品使用规则

６．３．３．１　待分级蓝珀荧光级别与某一比对样品相同，则该比对样品的荧光级别为待分级蓝珀的荧光

级别。

６．３．３．２　待分级蓝珀的荧光级别介于相邻两粒连续的比对样品之间，则以其中较低荧光级别表示待分

级蓝珀的荧光级别。

６．３．３．３　待分级蓝珀高于比对样品的最高级别，仍用最高级别表示待分级蓝珀的荧光级别。

６．３．３．４　待分级蓝珀的荧光级别低于比对样品的最低级别，则不做分级。

６．３．３．５　分级参考比对样品需在常温（２５℃）以下、避免光线照射和氧化的环境中密封贮存。

７　体色描述

根据蓝珀的体色差异对其进行描述。体色描述方法见表５。

表５　体色描述及特征

体色描述 体色特征

浅黄色 主色调为黄色，颜色较浅

黄色 主色调为黄色，颜色纯正

棕黄色 主色调为黄色，带有红等其他色调

其他 主色调不为黄色

８　分级要求

８．１　环境要求

分级应在无阳光直射的室内，国际标准比色灯箱中进行。采用规定的分级光源照明，并以无荧光、

无明显定向反射作用的白色纸（板）作为体色描述的观测背景，黑色纸（板）作为荧光分级的观测背景。

８．２　人员要求

从事蓝珀分级的技术人员应色视觉正常，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由２名～３

名技术人员独立完成同一样品的分级，并取得统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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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质量

９．１　单位

蓝珀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９．２　称量

用感量不大于０．００１ｇ的合格计量器具称量。质量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第２位。

１０　分级证书

１０．１　基本内容

样品符合分级条件时，蓝珀分级证书中应具备的基本内容为：

ａ）　证书编号；

ｂ）　实物照片；

ｃ）　检验结论；

ｄ）　质量；

ｅ）　形状；

ｆ）　净度级别；

ｇ）　体色描述；

ｈ）　荧光颜色；

ｉ）　荧光强度；

ｊ）　荧光分级结论；

ｋ） 签章。

１０．２　可选择的内容

包括产地、商贸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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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蓝珀观察示意图

蓝珀观察示意图见图Ａ．１和图Ａ．２。

图犃．１　蓝珀荧光观察示意图

图犃．２　蓝珀体色观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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