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成都“打野”，不仅有折耳根，还能
挖“水晶”？近日，不少网友发帖称，在天
府新区、新都等地的山坡上挖到了“水
晶”，并将挖掘攻略发布在网上，吸引不
少市民前往。

然而，有地质爱好者将挖掘到的“水
晶”带回家做了测试，“应该都是方解
石。”他说，方解石外形跟水晶相似，但方
解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水晶则是二氧
化硅。

3月2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将网友测试视频和图片发给四川省综
合地质调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付
小方。她表示，通过刻划或酸性反应，可
以轻松辨别是否水晶。针对大家关心的
是否有辐射问题，付小方说，不管是方解
石还是水晶，本身都不含有放射性元素，
但如果当中夹带了其他含放射性元素的
矿物，就可能存在辐射问题。

同时，她提醒市民如果在野外无节
制地挖掘，可能会破坏森林植被，影响区
域岩层的稳定结构。

小山坡上挖到“水晶”？
检测有冒泡反应，其实是方解石

在网友发布的视频和帖子中，有不
少市民在一座小山坡上用手或铁锹挖
掘，山坡一侧有大量挖掘过后的痕迹。
评论区还有网友晒出挖的“水晶”照片，
这些大大小小的晶体形状并不规整，多
为矩形或多边形。“视频是我前几天拍摄
的。”27日，视频拍摄者告诉记者，当时她
在附近玩，看到很多人在山坡挖东西，听
他们说是在挖水晶，当时觉得好玩就拍
了下来。

“很好奇这些帖子，就去看了下。”网
友易周是一名地质爱好者，看到很多网
友说挖到了水晶，就去现场看看到底怎
么回事。

他说，山坡被挖了很多洞，所谓的
“水晶”很多都在表层，稍微挖一下就能
挖出来，“从晶体形态来看，确实很像水
晶。”

易周将挖出的“水晶”带回家，洗净
后开始检测，并将测试过程拍下视频传
给了记者。视频中，他将一块“水晶”放
入盛满白醋的玻璃器皿中，出现了明显
的冒泡反应，“方解石主要成分是碳酸
钙，会发生反应。”

随后，他用小刀刻划另一块“水晶”，
表面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硬度也不符合
水晶的特性，基本可以判定，所谓的‘水

晶’其实就是方解石。”

水晶和方解石怎么辨别？
最简单办法是用小刀或钥匙刻划

“水晶和方解石外形很像，但其实非
常好辨别。”对此，高级工程师付小方介
绍，方解石摩氏硬度约为3，具有明显的
菱形解理；水晶（通常指石英）摩氏硬度
约为6-7，没有解理面，玻璃光泽强。最
简单的辨别办法，就是用小刀或钥匙刻
划，有明显划痕的就是方解石。还可以
用酸性测试判断，方解石化学成分为碳

酸钙，遇到稀盐酸会产生明显的冒泡反
应，而水晶则不会发生反应。

此外，还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晶体
形态特征来判断，虽然两者都是晶体，但
方解石常呈现菱形或双锥状形态，而水
晶则多见于六方晶系的晶体形态（如六
角柱、尖顶等）。

有网友担心挖出来的方解石或水晶
会有辐射，对人体造成危害。对此，付小
方解释，方解石和石英均为地壳中常见
的岩石组成矿物，本身不含有放射性元
素，不会对人体产生辐射。如果矿石中
夹带有其他含放射性元素的矿物（如某
些铀矿或钍矿），才可能存在辐射问题，
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律师说法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
禁止侵占或破坏

在野外，个人能不能随意挖采方解
石或水晶？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肖明静律师说，水晶石和方
解石都属于非金属矿产资源，矿产资源
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
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她介绍，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经过申
请、批准，并办理登记，未取得采矿许
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属于非法采矿，非
法采矿轻则进行行政处罚，没收矿产品
和违法所得，还可以并处5000元到10万
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

肖律师说，非法采矿很容易导致生
态环境破坏、矿产资源浪费，也会带来一
定的安全生产风险，所以国家严厉管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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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贩卖野生猕猴暴露监管漏洞
林业部门：技术和能力跟不上，野生动物保护面临诸多难题

方解石在白醋中冒出气泡。

办案民警的尴尬：
涉案猕猴去留成为难题

“当了多年警察，涉案猕猴数量如此
之多，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达州市一名
办案民警说，2024年，他被抽调到由四川
省公安厅指挥侦办的野生猕猴贩卖案专
案组，刚进专案组，他遇到的最大难题，
就是猕猴身份的核实。

该民警称，涉事养殖场取得了合法
手续，可以通过野外猎捕的方式获取猕
猴进行养殖。“每只猕猴都有一个猴牌，
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但涉案的猕猴都
挂了猴牌，对应的档案中也有相关信息
记录，看起来都‘合法’。所以，取证和固
定证据，难度都不小。”但事实上，仅2022
年以来，涉案犯罪团伙就多次非法收购
野生猕猴，而后以合法繁殖猕猴的名义
售卖逐利。

在做了大量工作后，四川警方从扣
押的1104只涉案猕猴中，成功溯源非法
交易野生猕猴467只。其中，已有252只
卖到了山东、重庆等地。

“涉案的猕猴被扣押，尴尬的是，猕
猴养殖技术含量较高，我们不敢自己
养。”办案民警说，他们此前在宣汉县境
内扣押过一只当地村民非法猎捕的野生
猕猴，通过咨询多名专家和业内人士得
知，野生猕猴不能人为饲养，否则可能患
病，也会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为此，在固
定图片、视频等相关证据后，他们只得将
这只猕猴放归山林。

而在四川警方侦破的这起野生猕猴
贩卖案中，涉案猕猴数量较大，贸然放归
山林，又会带来新的风险——可能破坏
放生地原有的生态平衡，也可能出现放
生个体被其他猴群攻击或感染疾病的严
重后果。

寄养，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

精准溯源的难点：
缺乏生物识别技术支撑

通过回溯，四川警方调查发现，大约
20年前，犯罪嫌疑人赖某伟就在四川万
源境内开办过特殊动物养殖场。2008
年，赖某伟在重庆城口开设一家合法的
猕猴养殖场，将万源的养殖场废弃。多
年来，借助合法外衣掩护，赖某伟在重
庆、四川交界地带实施违法活动，长期从
四川甘孜的康定、丹巴以及阿坝的小金
县非法收购野生猕猴，通过余某、宋某友
为首的“中间商”转手后，运至重庆城口
县的合法猕猴养殖场，与养殖猕猴混养。

2023年4月，在四川省公安厅统一
指挥下，达州、阿坝两地公安联合行动，
在万源那家废弃的养殖场内，当场抓获
正在实施野生猕猴交易的赖某伟、宋某
友等人。

在日常监管中，重庆城口相关部门
曾多次对涉事养殖场开展检查。相关工
作人员坦言，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他们还
无法精准溯源每只猕猴。

“由于养殖物种的特殊性以及技术
手段的相对匮乏，在开展监管工作时，难
以精准区分养殖场内的猕猴是人工驯养
种群还是野生种群，也无法实时准确掌
握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城口县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说，同时受人力和资源限制，
他们无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管。

提升监管精准度
督促养殖场完善监控设施

野生猕猴贩卖案发生后，城口县林
业局也在主动反思，努力寻找破解监管
技术困境的方向，力求在探索和创新中
健全监管机制。

“案发后，城口县人民政府立即督促
养殖场完善监控设施，做到全方位无死
角地监控养殖场进出口、各圈舍出入口，
做到进出车辆、人员以及日常饲养活动
全过程可追溯；加大安全检查频次，督促
企业规范经营，严禁收售无合法来源野
生动物；督促企业进一步完善档案资料，
厘清繁育谱系，做到来源清晰、去向明
了。”城口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当前，城口县林业局正在探索建立
信息化监管系统，密切关注养殖场人工
繁育野生动物数量变化，实现养殖繁育
档案信息与主管部门实时共享，提升监
管“精准度”。

“目前，猕猴身份信息识别，在我们
的日常监管中仍是一个难题。”该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积极寻求与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探索更精准、便捷的身份
识别方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刘彦君

小山坡上挖呀挖 成都踏春挖“水晶”火了
所谓的“水晶”其实是方解石，专家提醒无节制挖掘或影响岩层稳定

市民在山坡上挖“水晶”。

地质爱好者易周挖到的“水晶”。

2024年年底四川警方侦破的特大野生猕猴贩卖案，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野生
动物保护领域深藏的监管困境。

养殖场内的猕猴是圈养还是野生，其身份如何快速、精准鉴定？每只猕猴的来
源如何追溯，去向如何跟踪？连日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深入调查。“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我们在努力，但当前的技术和能力还跟不
上。”重庆城口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野生动物保护，确有不少难题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