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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对嵕山玉宝石学特征及市场现状进行探究，分析得出嵕山玉市
场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得出解决方案以促进嵕山玉文化及市场发

展，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打下一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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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玉石资源丰富[1]，嵕山玉便产自陕西省礼泉县，因其产自烟霞镇九嵕山

故称之为嵕山玉。而九嵕山山脉在礼泉县境内，九嵕山的主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

墓，嵕山玉就蕴藏于其山体中。具相关资料显示，自唐代便开始对嵕山玉进行开采

与使用，因其特色稀有的条带构造及古朴的颜色而成为当时皇家高官爱物，百姓也

因此爱不释手。但其市场惨淡，其专业研究寥寥无几。因此，在一带一路开发的大

背景下，深入调查了解嵕山玉，优化嵕山玉市场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

文将对嵕山玉市场进行探究，以解决嵕山玉目前市场存在的问题，促进嵕山玉文化

及市场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打下一定理论基础。[2] 

    1宝石学性质 
    1.1成分 
主要矿物成分为方解石；根据国标《GB/T 16552-2017 珠宝玉石名称》定名应为

“大理石”。 [3] 
    1.2结构 
常见条带状结构，块状构造（见图 1）；[4] 

 

图 1嵕山的条带构造 
    1.3光学性质 
（1）颜色：常见白色，浅黄色，红棕色，黑褐色等，因其含有不同的矿物而呈

现不同的颜色； 
（2）光泽及透明度：玻璃光泽；半透明（图 2）到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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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棕色、呈半透明状的嵕山玉 

 
（3）光性：主要矿物方解石为一轴晶，负光性；矿物集合体为非均质集合体； 
（4）折射率：对样品进行检测，折射率变化较大，折射率约在 1.486-1.658之间，

数据变化较大，应与较大的双折率有关，该现象与测试方解石现象保持一致； 
（5）多色性：无； 
（6）发光性：不特征。 

    1.4力学性质 
（1）解理：单晶可见三组解理，大部分标本不明显； 
（2）硬度：3 左右，硬度会因颜色、结构、次要矿物的不同而变化。根据资料

显示其中深棕色标本略微偏高； 
（3）脆性：较大，磨制过程中易从条带处裂开； 
（4）密度：2.79g/cm3左右，会因标本颜色、次要矿物、结构不同而发生较大变

化。[4] 

    2嵕山玉的市场现状分析 
    2.1嵕山玉的储量 
嵕山玉的开采一直属于非规范行为，基本以村民个体及私人玉雕厂负责人进行

自发行为开采，并未经过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分等相关部门的审批。因此在当

地政府及礼泉县国土资源局烟霞国土所未能查到准确的官方数据。市场上所见嵕山

玉皆为昔日所开采出的已有玉料，集中于个体商户及少量村民手中，市场存储量有

限。 
    2.2嵕山玉的开采 
由于之前政府没有相关文件对嵕山玉的开采进行政策性指导约束，嵕山玉的开

采并没有规范完整的开采体系，基本为人工开采，村民通过使用家庭农作用具进行

挖掘，以人力进行运输；私人厂家则借助一些基本挖掘工具及运输；也有收集修路

或天气导致的碎裂石块以获得原石；极少使用炸药等机械手段，因此开采出的嵕山

玉原石也少有体型过于庞大者。 
    2.3嵕山玉的加工方式 
因嵕山玉本身性脆，多裂，市场上常见的嵕山玉大多被加工为玉枕（图 3），摆

件，茶台和观赏石等大型且线条简单的器件，并无太多繁琐复杂的雕刻工艺，即便

是工艺较为复杂的摆件和茶台，其雕工却整体陈旧粗糙，不具有艺术品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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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嵕山玉玉枕 

    2.4嵕山玉的营销模式 
当地嵕山玉的销售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在旅游景点附近的商店内作

为纪念品出售，第二种是在古玩店内作为普通商品和其他文玩玉器一同出售，第三

种是玉雕厂自己加工出售。相对而言作为纪念品出售的销售情况要乐观一些。 
    3嵕山玉市场存在问题 
    (1)不被传统质量评价体系认同 
在传统质量评价体系当中，大部分嵕山玉整体品质偏低，与市场上贵重玉石及 

一些常见玉石的高品质品种对比，并无价值优势。很难满足大部分消费者审美需求，

不被市场广泛接受； 
（2）储量有限 
嵕山玉储量有限，同时无官方储量数据，相关部门及单位无法制定出长远产业

规划，从而限制了嵕山玉走向外地市场的脚步。 
（3）开采不合理 
由于嵕山玉储量有限、相关政府部门及单位缺乏长远规划，缺少资金与政策支

持，因此开采方式落后混乱，不但造成来开采乱象，更造成了资源浪费、产区附近

历史文化遗迹的破坏以及空气质量下降。嵕山玉的开采不合理将导致嵕山玉市场进

一步发展。 
（4）加工水平不足 

    由于嵕山玉成品工艺整体简单，主要来自农家乐式小作坊与当地玉雕厂，加工
者为当地无专业基础的村民与外地邀请的专业水平偏低的玉雕师。因此造成嵕山玉

成品工艺粗糙，缺乏艺术性。这种加工水平不足对嵕山玉的市场推广造成一定阻碍。 
（5）未形成合理营销方式 
嵕山玉的市场分布极少，并单一的出现在礼泉县境内，当地经济发展较落后，

观念较落后、缺乏专业能力，对珠宝产品无推广发展意识，造成社会普及率极低，

根据从 100份市场调查报告中选出的 24份有效报告数据显示，陕西省外了解嵕山玉
的人群比例也只有 50%（陕西省外人群了解嵕山玉的比例为零，）见过嵕山玉的人群
占 62.5%，有意愿购买的人群占 54.17%，来嵕山玉产区附近旅游消费额在 50-200元
之间的占 58.33%。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嵕山玉缺乏专业销售推广模式、市场影响力、
竞争力以及消费者影响力。这严重影响到嵕山玉市场的广泛发展。 

    4解决方案 
    4.1因材施工 
针对嵕山玉玉料本身达不到大众审美，不被市场广泛接受这一点，首先可以从

另一个角度入手，根据嵕山玉独有的纹理对其个性化进行宣传；其次是摒弃传统加

工方式，根据嵕山玉本身玉质与纹理特色进行特色加工，其次是根据嵕山玉的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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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分布，进行多层不同程度加工以形成独特又具有文化特色的产品，下图的嵕山

玉就是摒弃了传统的雕刻工艺，利用嵕山玉的颜色分层采用平面加工，使观赏石上

的“寿”字看起来像自然生长出来，增强其美感（图 4）。还可是根据嵕山玉常见棕
色的复古庄重颜色，将其制作成体现传统文化色彩的产品或与其他宝石材料进行结

合形成多元素珠宝产品。 

 
图 4寿字嵕山玉产品 

4.2合理规范开采 
嵕山玉的储量有限，因此要在保护历史遗迹、矿产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

理规范开采，同时可借助储量有限来体现嵕山玉的稀有性，从而提升其价值。 
4.3共享资源 
由于当地加工水平有限，可获得加工资源也有限，可借助专业学校及校企平台

资源通过共享资源以解决加工水平不足的窘境。 
4.4规范市场推广  
宣传推广可以与当地的旅游产业结合，将嵕山玉的产出与当地历史背景及玄学

等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集龙脉之精华，产独有之玉”为卖点。另一方面，也可以

与袁家村联合，袁家村与烟霞镇距离很近，旅游产业又相对比较成熟，可以借助其

名气和庞大客流量，在袁家村内开设嵕山玉文化馆提高嵕山玉的知名度。[5] 
对于营销模式的问题，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扶持，个体经营者可以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互联网销售，比实际产品运送到省外的成本要低，同时又可以起

到推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陕西省玉石资源种类及分布[J]. 安梅,陈秀英,陈红,刘青.  商场现代化. 2017(10) 
[2]袁月.陕西省礼泉县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及其影响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3]陈秀英,安梅,韦乐乐,孙鸿蒙,王潘婷.陕西礼泉“嵕山玉”的规范定名[J].黑龙江科技
信息,2016(29):78. 
[4]陈秀英,安梅,韦乐乐,孙鸿蒙,高奕霖.陕西礼泉“嵕山玉”的矿物结构构造特征[J].民
营科技,2016(11):40. 
[5]于全涛.关中地区乡村旅游探析——以礼泉袁家村为例[J].现代商业,2013(08):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