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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43 .<;钩瓷哥样品洞中于活化命析(NAA).测定每个怦品中 36 种元章.从中选

取 7 种 4旨主豆元章.用指纹元章的命析法 ;t ß.，研究丁古钧瓷和非居的起源.研究丁古钧瓷与

古法瓷相近的起源吴牟.少数现代钧瓷与古钧瓷4皇远 .J 量生与古钧瓷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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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吉

钩窑是宋代五大名窑(&、钩.宫、哥和定窑〉之一.官以袖色的绚丽多影在中国陶'i史

上独树一帜‘钧髦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曾引起许多考古学家相自然斟学家的兴趣.有关学者

曾对钧瓷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r l-51 但是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起源问题. 已经

发现的钩窑遗址有几十处，它们始于庸、盛于宋、衰于元[OJ不同古钩窑的原斜产地宵何关

系?众多民窑与御用钧台窑的原料来&:育何关系?考古学界素有"钧&不分"之说r'- 这与

钩窑租&窑的原料来源有何关系?现代钩怪与古钧髦的原料产地是否相同?本文用指纹

元素分析法研究T古钩怪的起源问题.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1 样品和中子活化分析结果

样品情况列于表1.选取 43 个样品，其中古钧瓷悻品 31 个，现代钧髦样晶 9 个，宋代

清凉寺汝瓷样品 2 个.现代景德镇青瓷袖料一个.河南禹州钩台窑是专为宋代宫廷烧制御

用钩髦的.河南宝丰清凉寺窑是为宋代宫廷烧制御用&髦的.这二个窑的历史清楚.烧制

的瓷器艺术价值高，所以这二个窑的佯品是很珍贵的.还选取了其他吉钩窑不用袖包的佯

品.现代钩臣是XiJ山窑厂和孔家窑厂的产品.这些样品具盲典型的代表性.

为获得袖料租胎料的信息.严格地将'i片的袖和胎分开.否则将影响 NAA 数据的代

表性.将样品和标准一向放入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重水反应堆中辅照 8 小时.中子通量约

(3-7) • 10"cm-.-. 冷却 7-8 天进行第一次测量.冷却 15-20 天进行第二次测量.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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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锗探测器和多遭脉冲分析器组成的谱仪测量射线强度．采用相耐测量法，测定样品的 

元素含量．标准参考物有三个：一个是高能所研制的，另二个是地质矿部研制的．采用多能 

峰、多标准平均获得元素含量．每个样品含有36种元素，其中稀土元素 11种：La、ce、Nd、 

Sm、Eu、Gd、Tb、Ho、Tm、Yb、Lu，其他元素25种；Na、K、Sc、Cr、Mn、Fe、Co、Ni、Zn、As、 

Se、Rh、Sr、Zr、MQ、Ag、Sh、Cs、Ba、Hr、Ta、W、Au、Th、u、可信水平9O％，单位为ppm 

表 l 中手活化分析古钧瓷和现代钧瓷样品情况 

序号 代号 样品情况 序号 代号 样品情况 

l J3b 宋代钧台窑兰钧瓷胎 23 J32rg 宋代钩台窑紫钩瓷釉 

2 J4b 元代曲河窑兰钧瓷胎 24 Jlg 古月白钧瓷釉 

3 Jl?b 古神后窑天兰钧瓷胎 25 J3g 宋代钧台窑天兰钧瓷袖 

4 J2Ob 宋代钧台窑兰钧瓷胎 26 J5g 宋代刘庄窑天青钧瓷釉 

5 J21b 元代大涧窑兰钧瓷胎 27 儿5wg 古月白钧瓷釉 

6 J23b 唐代神后窑天兰钧瓷胎 28 J18g 古天兰钧瓷釉 

7 J24b 宋代钧台窑兰钧瓷胎 2目 J12g 古兰钩瓷釉 

8 J31b 宋代钧台窑觜钧瓷胎 30 J?g 宋代刘家沟窑天兰钧瓷釉 

9 J32b 宋代钧台窑紫钧瓷胎 3l 儿7g 古神后窑天兰钧瓷釉 

lO J33b 宋代钧台窑月白钧瓷胎 32 J9b 现代刘山窑红钩瓷胎 

11 J22b 宋代刘家沟窑兰钧瓷胎 33 Jgg 现代刘山窑红钧瓷釉 

12 J23g 唐代种后窑兰钧瓷釉 34 J10b 现代刘山窑天兰钧瓷胎 

13 J4g 元代曲河窑兰钧瓷釉 35 J30b 现代孔家窑红钧瓷胎 

14 J2Og 宋代钧台窑兰钩瓷袖 36 儿og 现代刘山窑天兰钧瓷釉 

15 J22g 宋代刘家掏窑兰钧瓷釉 37 J2g 现代孔家窑红钧瓷釉料 

16 J33g 宋代钩台窑月白钧瓷袖 38 J30g 现代孔家窑红钧瓷釉 

17 J21bg 元代大裥窑兰铸瓷釉 39 J8g 现代刘山窑红钩瓷釉 

18 J21rg 元代大裥窑红钧瓷釉 40 JSh 现代刘山窑红钩瓷眙 

19 J24g 宋代钧台窑兰钧瓷袖 41 R9b 宋代清凉寺窑天兰汝瓷胎 

20 J15rg 古红钧瓷袖 42 R9g 宋代清凉寺窑天兰汝瓷釉 

21 J31g 宋代钧台窑紫钧瓷轴 43 J1】 现代景僖镇青瓷袖料 

22 J32bg 宋代钧台窑天兰钧瓷袖 

3 指纹元素的散布分析 

3．1 古钧瓷的指纹元素 

样品中的微量元素是古代人工不能控制的，它反映的是原料的产地特征．经过分析认 

为表2中所列7种元素是反映古钧瓷釉和胎的产地特征的“指纹 元素：Ce、Sm、Tb、Yb、 

Sc、Ta、Th．这些元素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同类样品内，每种元素的含量非常接近：在非 

同类样品内，每种元素的含量的差异非常明显．应当指出，这7种元素能够区分古钧瓷釉 

和胎的产地特征，这是很有意义． 

3．2 单元素含量散布图 

各样品的Sc含量如图1所示．横坐标表示样品的序乎．sc的分布有二个明显的范 

围：(a)古钧瓷胎·(b)古钧瓷釉．sc在同类洋品中分布在狭窄的范围内；在非同类样品中 

分布范围是明显不同的；胎中的含量明显高于釉中的含量．对每一种指纹元素都可以做出 

类似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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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序号 

图l 古钧瓷样品中Sc含量散布图 

n 5 10 15 20 25 ∞ 

Th售量佃Dm】 

圉2 古钧瓷样品中Th—Sm含量散布图 

3．3 二元素含量的散布图 

样品的Th—Sm散布图如图2所示．佯品中Th Sm含量的分布明显地为二个区域： 

(a)古钧瓷胎；(b)古钧瓷釉．这二种元素在胎中的含量明显地高于釉中的含量．与图l相 

比，该图将现代钧瓷与古钧瓷的关系，以及古汝瓷与古钧瓷的关系显示得更为清晰． 

3．4 同类样品中指纹元素的平均值及非同类样品中的比值 

0  8  6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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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钧瓷起源的指纹元素分析 

表3列出了这七种元素含量在古钧瓷胎和釉中的平均值．以及胎中的平均值和釉中 

的平均值之比．该表明显地显示这七种元素在胎中的含量普遍地高于釉中的含量 

衰 3 古钧瓷胎和釉中指鼓元素含量的平均值殛比值 

4 结论 

4．1 古钧窑有着长期的、稳定的、基本相同的胎料和釉料产地 

图1和图2表示所有不同窑口、不同年代的古钧瓷胎(1—11)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各 

古钧瓷釉(12—31)的关系密切，它们也有很好的相似性．与胎相比，古钧瓷釉的分布范围 

广阔些，这表明釉料的来源比较复杂．这些古钧瓷样品的生产年代经历了唐代、宋代和元 

代；出自于钧台、曲河、神后、大涧、刘家沟、刘庄等窑遗址；釉色育蓝、紫、红、月白、天蓝、天 

青等．指纹元素散布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时间跨越几百年、釉邑迥异、众多不同窑口生产 

的钧瓷有着长期的、稳定的、基本相同的原料来源．钧台窑是专为宋代宫廷烧制御用钧瓷 

的，它的原料来源与其它民窑并无区别． 

4．2 古汝瓷与古钧瓷的原料产地相同 

这次分析的清凉寺汝瓷胎(41#)与古钧瓷胎同类，其釉(42#)与古钧瓷釉同类．这仲 

结果对于宋代的二种名瓷——钧瓷和汝瓷的起源关系给出了有价值的信息——古汝瓷与 

古钧瓷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原料产地．分析结果与“汝钧不分”之说是一致的． 

4．3 现代钓瓷与古钧瓷的关系 

35#现代钧瓷胎与古钧瓷胎同类．32#、34#、40#现代钧瓷胎与古钧瓷胎关系并不 

密切．这表明多数现代钧瓷胎料来源不同于古瓷胎料来源．多数现代钧瓷釉(33#、36#、 

37#、38#)与古钧瓷釉同类．39#现代钧瓷与古钧瓷釉相关甚远．由于分析结果能给出现 

代仿古钧瓷与古钧瓷的关系，这既可以为古钧瓷原料产地提供更明确、更具体的信息一又 

可为研制高质量仿古钧瓷提供原料依据． 

43#是现代景德镇青瓷釉料．它的产地应在江西景德镇一带，与钧瓷的产地相距甚 

远，因此它与古代的、现代的钧瓷关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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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GERPRINT ELEMENT ANALYSIS 0N 

PR0VENANCE 0F ANCIENT CHINESE JUN P0RCELAIN 

Gao Zhengyao Chen Songhua Wang Jie 

(Faculty of Physical Engineering of Zhengzhou University，450052，P．R．China) 

Huang Zhongxiang Jia Xiuqin Han Song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Academia Siniea，Beiiing 100080，P．R．China) 

Ahstract 

Forty—three samples of ancient Jun porcelains and SO on were chosen．Neutron acti 

vatlon analysis(NAA)was used tO measure the 36 trace elements in every sample．Sev— 

ell elements were chosen as the“fingerprint elements”．The provenance of the glazes 

and bodies of ancient Chinese Jun porcelai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fingerprint element 

analysis method．The result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ancient Chinese Jun porcelain sam— 

pies have been leapt over six hundred years．and glaze colors are utterly different and 

are from many different kilns，there are long term，stable and same mainly raw material 

source．The near provenanc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Jun porcelain and ancient Ru 

porcelain is preliminanily analyzed．A few modern Jun porcelains approximate from an 

cient Jun porcelains，the maiorlty become estranged from ancient Jun porcelain． 

Key words：Ancient Jun porcelain and modern Jun porcelain；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fingerprint element；scatterlng analy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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