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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
村。 遗址主要包括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洹
北商城、家族墓地、甲骨窖穴、铸铜及手工作坊

等。 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制品，其中以
“镶嵌绿松石象牙杯” 及 “镶嵌绿松石铜内玉
戈”为代表（图一、二），镶嵌绿松石象牙杯出土

图一 镶嵌绿松石象牙杯 图二 镶嵌绿松石铜内玉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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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妇好墓，此器身纹饰雕刻精巧，纹饰内镶嵌
绿松石更加引人注目，显示了商代匠人的高超
技艺 [1]。

一 样品特征和测试方法

本次选取安阳殷墟 M1110 出土的 31 件绿
松石样品 [2]进行描述和实验室分析（图三）。 根
据所取样品的形状、出土位置（图四）及前人研
究等，推测其应为用于镶嵌的绿松石嵌片[3]。 经
过统计得出， 绿松石嵌片的表面形状有长方
形、三角形、梯形、正方形等。 尺寸规格为：长
1.8~6.3、宽 1.3~6、厚 0.7~1.6 毫米，嵌片角度为
90°~115°，关于绿松石嵌片是否标量化生产，笔
者曾有专文论述 [4]。 用超景深显微镜对绿松石
嵌片的制作痕迹观察发现：多数嵌片表面和背
面的制作痕迹不同。 如 YX-2：四边一次反斜[5]。
正面有一组斜向磨痕，较浅较平行；反面可见
两层磨痕，底层有一组磨痕较浅较平行，底层
磨痕之上可观察到较为凌乱的几条划痕，划痕
方向不一，较底层划痕深且宽。 又如 YX-3：边
角料。三边一次反斜，一边弧向正斜。正面有一
组较为细微的磨痕，一边经过磨圆处理，抛光
得平整光滑；反面仅在边缘个别地方发现几组
较为平行的磨痕，方向均一致，磨痕相当浅，这
些磨痕似乎经过特意的抛光处理。

在本研究中，用拉曼光谱仪对所取样品进
行物相检测， 以确定样品是否为绿松石 ；用
TIMS对样品的铅锶同位素进行检测，以解读其
矿源特征。

二 检测分析结果

（一）拉曼光谱检测及物相判断
对安阳殷墟所取样品进行拉曼光谱检测，

检测结果见图五。 由图可知，所取样品拉曼峰
位于 226cm-1、341cm-1、416cm-1、590cm-1、641cm-1、
815cm-1、1040cm-1、3478cm-1等处， 样品强峰位

图三 安阳殷墟所取绿松石样品（M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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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40cm-1附近。 经过与国际开源拉曼光谱
数据库 Rruff 标准谱图对比 [6]，检测所得谱图
与绿松石矿 [Turquoise，CuAl6（PO4）4（OH）8 5H2O]
的标准谱图一致， 可以确认所取 31 件样品全

部为绿松石。 除此之外，检
测发现绿松石伴生铁黄等
围岩矿物质（图六）。

（二 ）TIMS 检测及 Pb、
Sr同位素分析

用 TIMS 检测绿松石
的铅锶同位素（表一 ）。 通
过检测得出 ， 所取绿松石
样品 87S r / 86Sr 比值区间为
0.70979~ 0.72287， 208Pb /204Pb
比值区间为 36.108~ 40.214。
另外发现较多高放射性成
因铅样品，如 YX-2、4、6、7、
8、9、28、30等。

三 讨 论

将安阳殷墟绿松石与
绿松石矿源样品 [7]以 207Pb /
204Pb 、 87 Sr / 86 Sr 做散 点 图
（图七）[8]。

由图可知 ， 安阳殷墟
1、5、10、12、14、23、31 号样
品大致聚在一起 ， 落在竹
山 喇嘛洞绿松石矿的范
围之内；3、4、8、13、18、20、22、
25、27、28、30 号样品与洛
南辣子崖绿松石矿的分布
范围吻合 ；2、7、9、11、15、
17、19、24 号样品与郧县云
盖寺绿松石矿分布范围一
致；16、26 号样品落在白河
白龙洞绿松石矿的范围之
内。 除此之外，6、29 号样品
各自单独相聚，其矿源未知。

根据现有材料可得，所
取殷墟 M1110 绿松石矿源

至少有 6处， 其中已知的矿源有陕西洛南辣子
崖、湖北竹山喇嘛洞、湖北郧县云盖寺和陕西
白河白龙洞。 由绿松石的聚合数据可得，已知
矿源中，前三处为其主矿来源，白河白龙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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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矿来源。
将安阳殷墟遗址附近不同时期、不同遗址

绿松石的矿源情况做柱状图（图八），以比较时
间尺度空间维度上绿松石矿源的异同 [9]。 由图
可知：偃师二里头绿松石大部分源于洛南辣子
崖矿区。 早商的黄陂盘龙城绿松石大部分来源
于洛南辣子崖、 竹山喇嘛洞和郧县云盖寺，少
部分来源于白河白龙洞地区。 晚商的安阳殷
墟、 驻马店闰楼直至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绿
松石矿源较为多元化。 这说明，较之于二里头较
为单一的绿松石矿源，商及之后绿松石来源多

图五 安阳殷墟绿松石样品拉曼光谱图 图六 YX-10 伴生铁黄拉曼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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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安阳殷墟与矿源同位素散点图

图八 夏商周五处遗址绿松石制品矿源特征比例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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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这与绿松石开采技术的进步及商代中原
对南方地区资源的扩张和掌控有很大关系 [10]，
地域的扩张直接作用就是对大量绿松石矿源
的掌控。

四 结 论

通过对安阳殷墟出土绿松石物相结构、铅
锶同位素组成等的检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所取样品拉曼峰位于 226cm-1、341cm-1、
416cm -1、590cm -1、641cm -1、815cm -1、1040cm -1、
3478cm-1等处， 样品强峰位于 1040cm-1附近，
拉曼光谱检测表明， 所取 31 件样品全部为绿
松石。

（二） 安阳殷墟绿松石矿源至少有 6处，其
中已知的矿源有陕西洛南辣子崖、湖北竹山喇
嘛洞、湖北郧县云盖寺和陕西白河白龙洞。 由
绿松石的聚合数据可得，已知矿源中，前三处
为其主矿来源，白河白龙洞为其次矿来源。

（三）二里头时期绿松石矿源来源较为单一
化， 商周时期的绿松石矿源呈现多元化特征，
这与商周时期绿松石开采技术的进步及中原
对南方地区资源的扩张和掌控有直接关系。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唐际根、魏书亚教授
的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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