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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及其制造方法、

用途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

及其制造方法、用途，包括利用宝玉石边角料以

及地质学研究过程的部分岩石标本薄片为原材

料制作的存储介质和首饰及其制造方法、应用。

通过第一偏光片，固定层，轴承，岩石薄片，第二

偏光片等部件实现首饰在偏振光的转动变色，用

激光刻蚀的方法实现数据存储，并实现了岩石边

角料的综合利用。而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岩石，因此本发明所述产品不可伪造；本发

明所述的偏光首饰可以不在首饰上额外植入电

子设备就能用于身份识别，在首饰本身的装饰作

用基础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身份识别效果。本发

明作为黑匣子或太空探测器存储介质时可以比

常规的存储介质更加耐高温，耐腐蚀，抗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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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运用于黑匣子的用途，其特征在于：

所述黑匣子（201）至少包括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和激光系统，所述激光系

统包括控制器（208）、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光导纤维（207）；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205）被包裹于黑

匣子，激光源（202）通过光导纤维（207）与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实现光学通路连接和电性连接，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可移动地固定于滑

轨（209），滑轨（209）固定包裹在所述黑匣子（201）内部，真空室或透明夹层（204）包围所述

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

所述黑匣子（201）的激光系统以  10‑50  赫兹脉冲频率工作，单次航线写入过程中，所

述激光系统频率恒定不变，激光写入器（203）以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

（70），所述激光束斑能量的范围  0.2‑6  J.cm–2，直径不大于50µm；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

质（70）的消光位、干涉色信息通过控制器（208）手动设置指令，或电性存储指令，或磁性存

储指令，或光学存储指令，所述指令控制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

（206）、激光读取器（205）；黑匣子（201）的激光系统在飞机飞行时不间断，在矿物颗粒上实

时地蚀刻代表录音、图像信息的凹坑组合，或者根据声波振动轨迹实时地蚀刻在岩石偏光

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表面，进行多道蚀刻，在一个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多

种矿物颗粒，或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附属的载体片上同时激光刻蚀备份多个相

同的数据，当事故发生，通过回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通过岩石偏光薄片基材

存储介质（70）上面的激光束斑蚀刻痕迹反演激光束的运行，并恢复事故前录音；

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包括厚  5‑1000µm  的晶质岩石的薄片，以及可

拆卸固定于所述薄片两侧的偏光片；所述晶质岩石，不能是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35%的岩

石，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  80%，不能有黏土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

大于等于  0.1g 的岩石，不能是摩氏硬度小于等于5 的矿物含量超过  50%的岩石；呈现同

级序同种干涉色时，矿物薄片的厚度  d  与矿物的双折射率  DR  反相关，光程差  R’=d×DR，

当350nm≤R’≤2000nm 时，在正交偏光下旋转出现变化的七彩颜色；

在岩石偏光薄片可以唯一识别、难以复制的基础上，提供适用于极端环境下的矿物存

储介质，并结合矿物实际性质进行多道备份数据；当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被损

坏，根据矿物性质和基材被损坏特征判断介质经历的灾难事件具体类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运用于黑匣子的用途，其特征在于：

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材料包括橄榄石、辉石、绿帘石、黝帘石、刚玉、锆

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葡萄石、钠沸石、水铝石、电气石、石英中的至少2  种；

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制造方法包括：步骤一：选择岩石薄片原材料，

所述原材料不能有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6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70%，不能有黏土

矿物含量高于  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

步骤二：用切片机或者线切机将透明矿物或岩石切成长大于  5mm、宽大于  2mm，厚不大

于2mm 的毛坯块；

步骤三：用金刚砂或氧化铬或刚玉砂或石榴砂或金刚石粉中的至少一种磨料，将毛坯

块的一面磨平、抛光，获得第一平面；

步骤四：将第一平面用加拿大树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异氰基丙烯酸甲酯，或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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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玻璃，或聚乳酸，或环氧树脂与载体片粘结，所述载体片是立方氧化锆，或合成金刚石，或

钢化玻璃，或熔凝石英玻璃，或熔凝刚玉玻璃中的其中一种，  或者是至少含有钛、铌、锆、

铪、钨、钼、铬、铂、铱、金之中的一种成分的合金；

步骤五：加拿大树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异氰基丙烯酸甲酯，或熔结玻璃，或聚乳

酸，或环氧树脂干后固化地与载体片粘结牢固后，打磨毛坯块的另一面，一直磨到毛坯块厚

度d  满足正交偏光下的光程差  R’=  d×DR，DR  是矿物双折射率，  350nm≤  R’  ≤2000nm 

的厚度为止，获得第二平面；

步骤六：第二平面与保护片粘结，所述保护片是立方氧化锆，或合成金刚石，或钢化玻

璃，或熔凝石英玻璃，或熔凝刚玉玻璃中的其中一种，保护片必须透明；当岩石偏光薄片基

材存储介质需要电子探针、激光等离子质谱微区探测技术处理，或者岩石偏光薄片矿物至

少含有75%的矿物是摩氏硬度≥6，熔点≥1200℃的矿物时，可以省略步骤六。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运用于黑匣子的用途，其特征在于：

步骤四载体片透明时不必在第一平面与载体片之间夹偏光片，否则必须在第一平面与

载体片之间夹偏光片；  第一平面起伏不超过2µm；载体片与第一平面的起伏都不超过2µm； 

保护片两面抛光成起伏不超过1µm 的平面，第二平面与保护片接触面的起伏不超过1µm；步

骤五打磨毛坯块之前，将至少三个厚度5‑1000µm 的等厚金刚石薄片，等间隔角度地包围毛

坯块，再进行打磨。

4.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用于太空探测器数据备份的用途，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能量范围  0.2‑6  J.cm–2，直径不大于50µm的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

存储介质（70）的方式，备份太空探测器测试数据；当太空探测器在月球表面，所述岩石偏光

薄片基材由地球发射任务携带，或者在月球就地取材地选取斜长岩；使用月壤粉末抛光制

备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制备完成后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可拆卸固

定于太空探测器；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预选区域被烧蚀时，所述预选区

域由激光定位器、激光读取器通过消光位、干涉色选取，或者通过EBSD技术确定；所述EBSD

技术是通过电子背散射衍射选取、分析矿物颗粒成分、结构构造的方法；数据传输、分析过

程中，激光系统与测试系统不间断电性连接，激光系统实时接收测试系统电信号强弱，将测

试数据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按照约定格式蚀刻到月岩矿物上，所述约定格式是事先编

程决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用于太空探测器数据备份的用途，

其特征在于：

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原材料包括斜长石、橄榄石、斜方辉石、顽火辉

石、石榴石、绿帘石、黝帘石、刚玉、锆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石英中的至少2  种；当岩石中

有石榴石、尖晶石、立方氧化锆、金刚石、陨击玻璃与非光均质矿物接触时，选取用于岩石偏

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原材料，否则不选取；所述约定格式包括：不同束斑直径代表不同数据

类型，蚀刻深浅代表数值大小，在矿物颗粒上实时地蚀刻代表光谱、图像、成分含量、温度信

息的凹坑组合。

6.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其特征在于：

所述偏光首饰包括支架（1），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固定层（5），轴承（6），岩石薄片

（7），第二偏光片（22），轴（8），保护片（9）；其中，支架（1）材质是至少包括金、银、铜、锌、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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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铬、铝、锡、镍、铂、钯、钌、铑、铱、钛、锑、锰、锆、铪、铋、钼、钴、铼、钨中的至少一种成分的

合金，支架（1）几何中心位置与轴（8）的一端焊接固定或拧紧固定，第一偏光片（21）中间有

孔，轴（8）的另一端穿过第一偏光片（21）中间的孔拧紧固定或焊接固定螺母（3），在轴（8）被

螺母（3）和支架（1）相夹的位置，固定层（5）与岩石薄片（7）粘附固定成不可拆卸的片状，固

定层（5）以粘附固定，或镶嵌固定，或焊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或螺纹拧

紧固定，或铆接固定中的一种方式固定在轴承（6）的外侧，轴承（6）外侧可转动，内侧粘附固

定，或镶嵌固定，或焊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轴（8）；保护片（9）是透明材料

并贴附固定在第二偏光片（22）表面；第二偏光片（22）夹于岩石薄片（7）与保护片（9）之间，

岩石薄片（7）不与固定层（5）接触的一面与第二偏光片（22）贴附固定。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架（1）包括透光层（11），所述透光层（11）内侧可拆卸固定或镶嵌固定至少一个 

LED  灯泡光源，支架（1）形状为圆形，支架（1）焊接固定挂环（13），轴（8）长于轴承（6）；所述

第二偏光片（22）表面贴附的保护片（9）是凸透镜或菲涅尔透镜，第一偏光片（21）可转动固

定于轴承（6）。

8.如权利要求6 所述的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其特征在于：

所述岩石薄片（7）形状为环形，不透明矿物含量低于50%，光均质矿物含量低于70%，含

碳酸盐矿物不超过  20%，当双折射率低于  0.009 的矿物含量超过  15%，则岩石薄片的厚度

不小于30µm；如果所述岩石薄片（7）包含摩氏硬度  5.5 以下的矿物超过  5%，则所述第二偏

光片表面贴的凸透镜或菲涅尔透镜材质是石英，或熔凝石英玻璃，或氧化铝玻璃，或立方氧

化锆，或薄膜状人造金刚石中的其中至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6 所述的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其特征在于：

所述岩石薄片（7）不能选用无包裹体和成分环带的单晶体，不能有不透明矿物含量高

于5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  70%，不能有黏土矿物含量高于  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

解度大于等于  0.1g 的岩石，并至少包含呈  II  级或更高干涉色的其中一种矿物。

10.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实施身份识别方法时，所述身份识别

方法包括：

使用摄影装置或图像扫描装置记录所述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的

岩石薄片（7）旋转过程中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

征数据并存储；

由所述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的使用者编辑该首饰旋转到约定角

度的指令信息，所述指令信息由第一电子设备进行映射、加密，存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

质，或者将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使用者的第三方密码，或生物特征，匹

配记录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经过第一

电子设备进行映射、加密，存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质；

所述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的持有者，在第二电子设备采集信息，

判断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是否和使用者

的第三方密码，或生物特征匹配；当信息通过匹配时，第二电子设备调用所述可应用于信息

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的岩石薄片（7）旋转到所述约定角度代表的指令，否则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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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或弹出不通过验证的提示信息；  所述第一电子设备和第二电子设备既可以一体化，又

可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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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及其制造方法、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极端环境存储介质，以及与该介质相关的制造方法、用途，具体而

言，是一种利用多晶质岩石薄片在偏振光下转动实现变化颜色组合，并利用岩石的矿物颗

粒耐久性实现极端环境存储数据，和岩石不可复制性来实现身份识别媒介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2] 不同矿物磨制成同样厚度的薄片时，干涉色和消光角特征一般不同，而且当磨制

成0.03mm左右厚度的薄片时，多数矿物将变得透明。因此，在偏光显微镜下研究和鉴定岩石

或透明矿物，需要将大量岩石矿物标本磨制成薄片才能进行观察。但是，地质学研究机构每

年要淘汰掉大量库存的岩石光薄片（平均每个机构约10万片以上，每片面积6‑10平方厘

米），直接丢弃将成为垃圾，还带来光薄片玻璃划伤人的危险。而且，这些光薄片的制备成本

大约在30到40元每片，如果用后即丢，则带来经济上巨大的浪费。若是作为玻璃回收，因为

制备过程加入了岩石，相当于给玻璃掺入杂质，难以直接用公知的回炉重炼的方法回收玻

璃，所以，岩石光薄片亟需新的利用途径。

[0003] 由公知的晶体光学知识，若在正交的两个偏光片之间放置光性非均质体的透明岩

石薄片，斜交光轴切面，且光率体椭圆半径之一与下偏光片偏振方向斜交，偏光透过岩石薄

片后发生双折射，分解为2种偏光，这2种偏光再透过上偏光片后，发生干涉现象，最后显示

一定的颜色，称为干涉色。七彩干涉色的观察必须在白光光源下，因为白光是7种不同波长λ

的单色光混合，对于某一个光程差R，一种单色光可在R=2n(λ/2)的光程差附近形成黑带，而

另外一种单色光，则未必黑暗。每种单色光按照不同的规律发生叠加加强和抵消减弱，因此

与此光程差对应的7种单色光再混合在一起的混合色，就形成了七彩干涉色。

[0004] 实践发现，地质学研究过程的部分岩石，以及包括而不限于辉长岩、科马提岩、榴

辉岩、翡翠、和田玉、独山玉、透辉石岩、普通球粒陨石等石材或珠宝玉石加工过程中的边角

料，在磨成约30‑70µm厚的薄片时，在正交偏光下旋转，多数人肉眼可以观察到晶质的薄片

在正交偏光下旋转出现类似教堂彩色玻璃般变化多端的七彩颜色，这种干涉色特征在每个

岩石薄片都有所不同，几乎不可复制。已知国外有杂志收录了一些矿物显微照片作为壁纸

素材，但是现有技术中没有检索到岩石光薄片本身制成的具有身份识别凭证功能的装饰

品，市场也未见。对比文件CN105825248B公开了嵌入有近场通信芯片的宝石用于与启用了

NFC设备的通信，对比文件CN207909149U公开的珠宝在所述珠宝本体上的芯片及天线实现

身份识别功能，二者都是在珠宝中植入芯片、天线等电子设备，而不属于运用珠宝玉石乃至

岩石本身具有不可复制的光学性质实现存储介质和身份识别功能的方案。

[0005] 实践又发现，当橄榄石、辉石、斜长石等透明的早期岩浆矿物，或人造立方氧化锆、

合成莫桑石暴露于1000‑1600℃高温后，可以仍然保留原来的干涉色特征和晶体形态，这个

温度范围远超当前光盘、磁带、磁盘等存储介质的适宜温度；由公知常识，1000‑1600℃温度

范围有可能是太空探测器、失事飞机黑匣子经历的温度，但将前述可以耐受这个温度范围

的矿物作为光学存储介质的技术方案，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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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根据EPSL、GCA等国际期刊公开发布的论文等实践经验还发现，橄榄石、辉石、斜长

石是月球常见的矿物，在月球环境可以保存40亿年以上。考虑到太阳风粒子、宇宙射线会对

月表着陆探测器的存储器、运算器、处理器部件和电磁存储的信息造成破坏，导致程序出

错，阻碍数据处理、传输过程，造成有数据传不回的窘境，例如嫦娥三号的玉兔月球车就遭

遇了这一困境。利用月表矿物就地取材进行数据备份的技术方案，目前没有报导。

[0007] 微区激光蚀刻的技术运用于光盘刻录已经有数十年历史，但公知的光盘等激光存

储基材是塑料或人工半导体薄片，而不是岩石基材，所以岩石基材还没有作为光学存储介

质的报导。考虑到激光剥蚀技术已经运用于岩矿测试，例如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New 

Wave  UP‑213型钕铁硼永磁‑人造钇铝榴石‑石英开关激光烧蚀系统，激光系统以恒定的10‑

50赫兹脉冲频率工作，激光束斑能量的范围一般是5‑6  J.cm  ‑  2。抛光样品块的预选区域被

烧蚀时，烧蚀分析点的激光束斑直径可调至20‑150µm。该仪器除了可以安装到LA‑ICP‑MS系

统中测试矿物的同位素成分，还可以在矿物颗粒上实时地蚀刻代表录音、图像信息的凹坑

组合，虽然该设备过于庞大笨重，不适合激光蚀刻矿物的设备，但至少证明针对矿物颗粒的

激光蚀刻进行光学存储是可行的。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目的在于，利用岩石中矿物颗粒本身光学性质的不可复制性实现的存储介

质、身份识别功能，并实现岩石偏光薄片的综合利用，提供利用地质学研究过程的部分矿物

岩石标本薄片以及宝玉石边角料制作的首饰、极端环境存储介质、身份识别凭据，既减少岩

石标本薄片浪费，又降低身份识别成本，还实现极端环境数据备份。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设计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包括厚5‑1000µm的晶

质岩石或矿物薄片，以及可拆卸固定于所述岩石或矿物薄片两侧的偏光片；所述晶质岩石，

不能是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35%的岩石，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80%，不能有黏土矿物

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不能是摩氏硬度小于等于5的矿

物含量超过50%的岩石；之所以厚度范围差别大，是因为呈现同级序同种干涉色时，矿物薄

片的厚度（d）与矿物的双折射率（DR）反相关，光程差R’=d×DR，这就是为什么厚10µm的碳酸

盐矿物（DR≈0.2）在正交偏光下的颜色，换成磷灰石（DR≈0.002）要1000µm厚才可以呈现相

同干涉色；当350nm≤R’≤2000nm时，可以观察到晶质的薄片在正交偏光下旋转出现变化的

七彩颜色。因为前述实践发现，当橄榄石、辉石、斜长石，人造立方氧化锆、合成莫桑石暴露

于1000‑1600℃高温后，可以仍然保留原来90%以上的干涉色特征和晶体形态，这个温度范

围远超当前光盘、磁带、磁盘等存储介质的适宜温度；由公知常识，1000‑1600℃温度范围有

可能是太空探测器、失事飞机黑匣子经历的温度，所以这种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适

用于太空探测器和飞机“黑匣子”的数据备份。

[0010] 配套地，本发明提供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制造方法，包括步骤一：选择岩石

薄片原材料，不能有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6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70%，不能含黏土

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不能含1000℃以下分解的

矿物超过5%（前述矿物的物理性质是公知的，参考《矿物典》或《结晶学与矿物学》）；步骤二：

用切片机或者线切机或者激光切割机或者水刀将透明矿物或岩石切成长大于5mm、宽大于

2mm，厚不大于2mm的毛坯块；步骤三：用金刚砂或氧化铬或刚玉砂或石榴砂或金刚石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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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种磨料，将毛坯块的一面磨平、抛光，获得第一平面；步骤四：将第一平面用加拿大树

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异氰基丙烯酸甲酯，或熔结玻璃，或聚乳酸，或环氧树脂与载体

片粘结，所述载体片是立方氧化锆，或合成金刚石，或钢化玻璃，或熔凝石英玻璃，或熔凝刚

玉玻璃中的其中至少一种；步骤五：加拿大树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异氰基丙烯酸甲

酯，或熔结玻璃，或聚乳酸，或环氧树脂干后固化地与载体片粘结牢固后，再将至少三个等

厚的金刚石薄片，厚度5‑1000µm，金刚石薄片等间隔角度地包围毛坯块，打磨毛坯块的另一

面，一直磨到毛坯块厚度满足R’=d×DR，  350nm≤  R’  ≤2000nm的厚度为止，获得第二平

面；步骤六：第二平面与保护片粘结。这样，由载体片、岩矿薄片和保护片就组成了岩石偏光

薄片基材存储介质了。由于电子探针、激光等离子质谱仪等先进微区探测技术的进步，现在

也有许多学者偏好于可供偏光显微镜研究和鉴定的没有保护片的岩矿薄片，显然此类薄片

的制造省略了步骤六；当且仅当岩石偏光薄片矿物至少含有75%是摩氏硬度≥6，熔点大于

等于1200摄氏度的矿物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制造才可以省略步骤六，这样的约

束保证了岩石偏光薄片基材不易磨损或被高温损坏。

[0011] 配套地，本发明提供岩石偏光薄片基材用于飞机黑匣子数据存储的用途：

[0012] 所述黑匣子（201）至少包括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和激光系统，激光系

统包括控制器（208）、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光导纤维（207）；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205）被包裹于黑

匣子，激光源通过光导纤维（207）与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实现光学通路连接和电性连接，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可移动地固定于滑

轨（209），滑轨（209）固定包裹在黑匣子内部，真空室或透明夹层（204）包围岩石偏光薄片基

材；激光系统以10‑50赫兹脉冲频率工作，单次航线写入过程中，激光系统频率恒定不变，激

光写入器（203）以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束斑能量的范围0.  2‑6 

J.cm  –2；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预选区域由激光定位器、激光读取器通过消光

位、干涉色选取，消光位、干涉色信息可以通过控制器（208）手动设置指令，或电性存储指

令，或磁性存储指令，或光学存储指令控制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

（206）、激光读取器（205）；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预选区域被烧蚀时，烧蚀分析点

的激光束斑直径不大于50µm。飞行过程中激光系统不间断，可以在矿物颗粒上实时地蚀刻

代表录音、图像信息的凹坑组合，或者根据机舱声波振动轨迹实时地蚀刻在岩石偏光薄片

基材存储介质（70）表面。结合矿物实际性质，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材料包括橄

榄石、辉石、绿帘石、刚玉、锆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葡萄石、钠沸石、水铝石、电气石、石英

中的至少2种，这是因为进行多道蚀刻，在一个薄片的多种矿物颗粒，或岩石偏光薄片基材

存储介质（70）附属的载体片上同时激光刻蚀备份多个相同的数据，即使一种基材被损坏，

也难以遇到每种矿物完全被损坏，而且多个备份更加安全可靠；根据基材被损坏特征也有

助于判断介质经历的灾难事件具体类型。例如，橄榄石、辉石不耐5年以上的海水腐蚀，葡萄

石、钠沸石、水铝石不耐200℃以上高温，电气石、石英在高温下电性改变，裂隙增多，所以当

事故发生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上的矿物发生的变化有助于判断黑匣子经历

的事件。当事故发生，通过回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通过上面激光束斑蚀刻痕

迹反演激光束的运行，并恢复事故前录音。因此，本发明在岩石偏光薄片可以唯一识别、难

以复制的基础上，提供适用于极端环境下的矿物存储介质，并结合矿物实际性质进行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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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数据，即使基材被损坏，根据基材被损坏特征也有助于判断介质经历的灾难事件具体

类型。通过激光束的运行反演声音的技术是公知的，已经在激光‑声音信号转换和激光窃听

领域有所运用。

[0013] 配套地，本发明提供用岩石偏光薄片基材于太空探测器数据备份的用途：

[0014] 以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的方式备份月球车测试数据。在月球表面，岩

石偏光薄片基材可以由地球发射任务携带，也可以在月球就地取材地选取斜长岩，使用月

壤粉末抛光制备，并可拆卸固定于太空探测器。抛光样品块的预选区域被烧蚀时，为了使单

位面积的数据存储量够大，激光烧蚀过程中的激光束斑直径不大于50µm，激光束斑能量的

范围不大于6  J.cm  ‑  2。数据传输、分析过程中，激光系统与测试系统不间断电性连接，激光

系统实时接收测试系统电信号强弱，将测试数据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按照约定格式蚀

刻到月岩矿物上，约定格式是事先编程决定，例如不同束斑直径代表不同数据类型，蚀刻深

浅代表数值大小，可以在矿物颗粒上实时地蚀刻代表光谱、图像、成分含量、温度信息的凹

坑组合。结合矿物实际性质，太空探测器在月球表面时，适用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包括斜长

石、橄榄石、斜方辉石、顽火辉石、石榴石、绿帘石、黝帘石、刚玉、锆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

石英中的至少2种，如果与非光均质矿物接触的石榴石、尖晶石、立方氧化锆、金刚石、陨击

玻璃，也可以用于基材。注意到，部分矿物（例如陨硫铁和全铁含量高于7%的辉石）在太空会

发生太阳风粒子注入的太空风化过程，斜长石是相对不容易太空风化的矿物，而且月球上

的斜长石富集于高地斜长岩，这种岩石既常见又容易辨认，因此月球就地取材优先选择斜

长岩，可以达到宇宙射线长期不改变备份数据的积极效果。

[0015] 配套地，本发明提供一种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包括支架

（1），透光层（11），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垫片（4），固定层（5），轴承（6），岩石薄片（7），

第二偏光片（22），轴（8），保护片（9）；其中，支架（1）材质是至少包括金、银、铜、锌、铁、钒、

铬、铝、锡、镍、铂、钯、钌、铑、铱、钛、锑、锰、锆、铪、铋、钼、钴、铼、钨中的至少一种成分的合

金，支架（1）几何中心位置与轴（8）的一端焊接固定或拧紧固定，第一偏光片（21）中间有孔，

轴（8）的另一端穿过第一偏光片（21）中间的孔拧紧固定或焊接固定螺母（3），在轴（8）被螺

母（3）和支架（1）相夹的位置，固定层（5）与岩石薄片（7）粘附固定成不可拆卸的片状，固定

层（5）以粘附固定，或镶嵌固定，或焊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或螺纹拧紧

固定，或铆接固定中的一种方式固定在轴承（6）的外侧，轴承（6）外侧可转动，内侧粘附固

定，或镶嵌固定，或焊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轴（8）；保护片（9）是透明材料

并贴附固定在第二偏光片（22）表面。

[0016] 优选地，所述岩石薄片（7）形状为环形，岩石薄片不透明矿物含量低于50%，光均质

矿物含量低于70%，含碳酸盐矿物不超过20%，当双折射率低于0.009的矿物含量超过15%，则

岩石薄片的厚度不小于30µm；光学性质参考常丽华等著《透明矿物薄片鉴定手册》的记载。

[0017] 优选地，支架（1）包括透光层（11），所述透光层（11）内侧可拆卸固定或镶嵌固定至

少1个LED灯泡光源，此时支架（1）形状为圆形，支架（1）焊接固定挂环（13），轴（8）长于轴承

（6）。可替代地，所述第二偏光片（22）表面贴附的保护片（9）是凸透镜或菲涅尔透镜，此时岩

石薄片（7）不与固定层（5）接触的一面与第二偏光片（22）贴附固定，第一偏光片（21）可转动

固定于轴承（6）。

[0018] 优选地，如果所述岩石薄片（7）包含摩氏硬度5.5以下的矿物超过5%，则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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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光片表面贴的凸透镜或菲涅尔透镜材质是石英，或熔凝石英玻璃，或氧化铝玻璃，或立方

氧化锆，或薄膜状人造金刚石中的其中至少一种。优选地，所述岩石薄片至少包含橄榄石、

透辉石、或绿帘石中的其中一种矿物。这是因为诸如橄榄石、透辉石等宝石，或绿帘石等是

公知常见的呈II级或更高干涉色的造岩矿物，这些矿物不但硬度高，耐久性好，干涉色美

观，而且这些矿物常见，用它们制造薄片的成本低。按照2019年底的材料、设备损耗、人工费

计算，每个薄片仅用25‑30元即可完成全流程制造。

[0019] 配套地，提出一种运用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的身份识别方法，要求所述岩

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不能选用无包裹体和成分环带的单晶体，不能是不透明矿物含量

高于5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70%，不能有黏土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

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并包括：第一步，选取多晶质岩石材料，打磨制造岩石偏光薄片

基材存储介质；第二步，使用至少包括透光层（11），第一偏光片（21），固定层（5），轴承（6），

岩石薄片（7），第二偏光片（22），轴（8），保护片（9）的部件拼装偏光首饰；第三步，使用摄影

装置或图像扫描装置记录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旋转过程中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

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并存储；第四步，由使用者编辑旋转到约定

角度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指令信息，指令信息由第一电子设备进行映射、加密，存

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质，或者将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使用者的第三方密码，或生

物特征，匹配本方法第三步中记录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

状布局特征数据，经过第一电子设备进行映射、加密，存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质；第五步：

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持有者在第二电子设备采集信息，判断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

介质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是否和使用

者的第三方密码，或生物特征匹配；当信息通过匹配时，第二电子设备调用岩石偏光薄片基

材存储介质旋转到第四步所述约定角度代表的指令，否则不调用指令或弹出不通过验证的

提示信息。

[0020] 如果原有岩石薄片既不是单晶体，又不发育定向构造，那么即使用相同的矿物材

料，按相同的矿物颗粒排列方式3D打印粘结仿造的薄片，在偏光下旋转观察到的颜色也几

乎不可能完全相同——虽然原有岩石薄片制造成本低，但是如果真可以完全达到精细仿

造，就必须额外使用偏光显微镜、超薄切片机、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大型仪器，把应用于仿造

的每个矿物颗粒一度一度地旋转90°，来选取和原有薄片相同的成分环带、包裹体布局、干

涉色和消光位的矿物晶体；如果原有岩石薄片包括100个矿物晶体颗粒（实际观察发现选用

和田玉、翡翠、独山玉边角料则有可能远超出此值），那么定向、排列、切割一个矿物晶体颗

粒的时间约是7天，当仿造流程串联时，100颗矿物颗粒的薄片估计将至少耗费700天的工作

时间，和原有岩石薄片至少150倍的花费来仿造；当仿造流程并联或同时使用多台设备仿造

时，虽然仿造时间缩短，但考虑到所需设备既不普及又昂贵（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有相关设备

的实验室都需要提前预约，并缴纳远高于岩石薄片成本的费用），因此仿造流程并联或同时

使用多台设备也很困难。可见本发明提供的首饰仿造成本极高，可以有效地作为身份识别

的凭据。

[0021] 注意到，岩石中一些矿物在特定条件下有特别优越的耐久性，有部分人工合成的

晶体，也具有优良耐久性，但是耐久性有局限，例如由地质学常识，锆石、斜锆石可以在800

℃以上的高温下保存25亿年甚至40亿年，但是锆石韧性差，受到撞击容易裂；金刚石、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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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摩氏硬度较高，但是有解理，或者高温下化学性质不稳定；辉石、绿帘石、橄榄石、角闪

石、云母干涉色是对比鲜明的彩色，但在热水条件下暴露容易风化。这其中意想不到的一种

效果是，一些地球上不稳定的矿物，在太空中或外星球的耐久性比地球上优良，因此本发明

提供的矿物存储介质可以适用于外星球的数据备份。

[0022] 本发明相比公知技术CN207909149U公开的珠宝，制造更为简便。因为实践还发现，

多晶质宝玉石边角料薄片不但可以在正交偏光下转动实现变色，而且薄片中矿物颗粒排列

复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岩石，因此这种偏光首饰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本发明

所述的偏光首饰可以用于身份识别，相比首饰本身的装饰作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

不必增加对比文件设置在所述珠宝本体上的芯片及天线，就能实现身份识别和数据存储功

能。

[0023] 从上述关于本发明的描述、实践内容可知，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

比，其有益效果在于：1，边角料制作岩石偏光薄片的成本低廉；2，利用玉石边角料或矿物岩

石薄片标本加偏光片制作转动变色的首饰或存储介质，节约了珍贵的宝玉石、矿物材料；3,

岩石薄片几乎不可复制，作为首饰产生了可以用于低成本身份识别凭证的新效果；4：本发

明所述的偏光首饰可以不在首饰上额外植入电子设备就能用于身份识别，在首饰本身的装

饰作用基础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身份识别效果；5，本发明作为黑匣子或太空探测器存储介

质时可以比常规的存储介质更加耐高温，耐腐蚀，抗辐射。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涉及的其中一个实施例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涉及的其中一个偏

光首饰实施例部件的展开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支架（1），透光层（11），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垫片（4），固定层（5），

轴承（6），岩石薄片（7），第二偏光片（22），轴（8），保护片（9）；黑匣子（201）；岩石偏光薄片基

材存储介质（70）；控制器（208），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

取器（205），光导纤维（207），滑轨（209）。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令本发明的目的、特征、优点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中涉及的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一部分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下述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未进行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实施不改变权利要求设计基本原理的改动，而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

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一：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及其制造方法和用途：

[0028] 所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包括厚5‑1000µm的晶质岩石或矿物薄片，以及可拆卸固定

于所述薄片两侧的偏光片；所述晶质岩石，不能是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35%的岩石，不能有

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80%，不能有黏土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大于等于

0.1g的岩石，不能是摩氏硬度小于等于5的矿物含量超过50%的岩石；之所以厚度范围差别

大，是因为呈现同级序同种干涉色时，矿物薄片的厚度（d）与矿物的双折射率（DR）反相关，

光程差R’=d×DR，这就是为什么厚10µm的碳酸盐矿物（DR≈0.2）在正交偏光下的颜色，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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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灰石（DR≈0.002）要1000µm厚才可以呈现相同干涉色；当350nm≤R’≤2000nm时，可以观

察到晶质的薄片在正交偏光下旋转出现变化的七彩颜色。因为前述实践发现，当包括而不

限于橄榄石、辉石、斜长石，人造立方氧化锆、合成莫桑石的矿物材料暴露于1000‑1600℃高

温后，可以仍然保留原来90%以上的干涉色特征和晶体形态，这个温度范围远超当前光盘、

磁带、磁盘等存储介质的适宜温度；由公知常识，1000‑1600℃温度范围有可能是太空探测

器、失事飞机黑匣子经历的温度，所以这种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适用于太空探测器

和飞机“黑匣子”的数据备份。

[0029] 配套地，本发明提供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制造方法，包括步骤一：选择岩石

薄片原材料，不能有不透明矿物含量高于6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70%，不能有黏土

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溶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步骤二：用切片机或者线切

机将透明矿物或岩石切成长大于5mm、宽大于2mm，厚不大于2mm的毛坯块；步骤三：用金刚砂

或氧化铬或刚玉砂或石榴砂或金刚石粉将毛坯块的一面磨平、抛光，获得第一平面，第一平

面的接触面起伏不超过2µm；步骤四：将第一平面用加拿大树胶，或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异

氰基丙烯酸甲酯，或熔结玻璃，或聚乳酸，或环氧树脂与载体片粘结，所述载体片是载体片

是立方氧化锆，或合成金刚石，或钢化玻璃，或熔凝石英玻璃，或熔凝刚玉玻璃中的其中一

种，或者是至少含有钛、铌、锆、铪、钨、钼、铬、铂、铱、金其中一种的合金；载体片透明时不必

在第一平面与载体片之间夹偏光片，否则必须在第一平面与载体片之间夹偏光片，且为了

不发生散射，载体片与第一平面的接触面起伏不超过2µm；步骤五：加拿大树胶，或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或异氰基丙烯酸甲酯，或熔结玻璃，或聚乳酸，或环氧树脂干后固化地与载体片

粘结牢固后，再将至少三个等厚的金刚石薄片，厚度5‑1000µm，金刚石薄片等间隔角度地包

围毛坯块，打磨毛坯块的另一面，一直磨到毛坯块厚度满足R’=d×DR，  350nm≤R’≤2000nm

的厚度为止，获得第二平面，第二平面的起伏不超过1µm；步骤六：第二平面与保护片粘结，

保护片是立方氧化锆，或合成金刚石，或钢化玻璃，或熔凝石英玻璃，或熔凝刚玉玻璃中的

其中一种，为了不发生散射，保护片两面抛光成起伏不超过1µm的平面，第二平面与保护片

接触面的起伏不超过1µm，保护片必须透明。这样，由载体片、岩矿薄片和保护片就组成了岩

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了。由于电子探针、激光等离子质谱仪等先进微区探测技术的进

步，现在也有许多学者偏好于可供偏光显微镜研究和鉴定的没有保护片的岩矿薄片，显然

此类薄片的制造省略了步骤六；当且仅当岩石偏光薄片矿物至少含有75%是摩氏硬度≥6，

熔点大于等于1200摄氏度的矿物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制造才可以省略步骤六，

这样的约束保证了岩石偏光薄片基材不易磨损。

[0030] 实施例二：岩石偏光薄片基材运用于飞机黑匣子的用途：

[0031] 所述黑匣子（201）至少包括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和激光系统，激光系

统包括控制器（208）、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光导纤维（207）；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205）被包裹于黑

匣子，激光源通过光导纤维（207）与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实现光学通路连接和电性连接，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可移动地固定于滑

轨（209），滑轨（209）固定包裹在黑匣子内部，真空室或透明夹层（204）包围岩石偏光薄片基

材；激光系统以10‑50赫兹脉冲频率工作，单次航线写入过程中，激光系统频率恒定不变，激

光写入器（203）以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束斑能量的范围0.  2‑6 

说　明　书 7/10 页

12

CN 111679452 B

12



J.cm  –  2；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的预选区域由激光定位器、激光读取器通过消光

位、干涉色选取，也可以通过公知的EBSD技术确定，所述EBSD技术是通过电子背散射衍射选

取、分析矿物颗粒成分、结构构造的方法，中科科辅企业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有详细介绍；消

光位、干涉色信息可以通过控制器（208）手动设置指令，或电性存储指令，或磁性存储指令，

或光学存储指令控制激光源（202）、激光写入器（203）、激光定位器（206）、激光读取器

（205）；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预选区域被烧蚀时，烧蚀分析点的激光束斑直径不

大于50µm。飞行过程中激光系统不间断，可以在矿物颗粒上实时地蚀刻代表录音、图像信息

的凹坑组合，或者根据机舱声波振动轨迹实时地蚀刻在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表

面。结合矿物实际性质，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材料包括橄榄石、辉石、绿帘石、刚

玉、锆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葡萄石、钠沸石、水铝石、电气石、石英中的至少2种，这是因

为进行多道蚀刻，在一个薄片的多种矿物颗粒，或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附属的

载体片上同时激光刻蚀备份多个相同的数据，即使一种基材被损坏，也难以遇到每种矿物

完全被损坏，而且多个备份更加安全可靠；根据基材被损坏特征也有助于判断介质经历的

灾难事件具体类型。例如，橄榄石、辉石不耐5年以上的海水腐蚀，葡萄石、钠沸石、水铝石不

耐200℃以上高温，电气石、石英在高温下电性改变，裂隙增多，所以当事故发生时，岩石偏

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上的矿物发生的变化有助于判断黑匣子经历的事件。当事故发

生，通过回收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70），通过上面激光束斑蚀刻痕迹反演激光束的

运行，并恢复事故前录音。通过激光束的运行反演声音的技术是公知的，已经在激光‑声音

信号转换和激光窃听领域有所运用。

[0032] 实施例三：岩石偏光薄片基材运用于月球表面数据备份的用途：

[0033] 以激光束斑蚀刻岩石偏光薄片基材的方式备份月球车测试数据。在月球表面，岩

石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按照实施例一所述方法制造，可以由地球发射任务携带，也可以

在月球就地取材地选取斜长岩，使用月壤粉末抛光制备，并可拆卸固定于太空探测器。岩石

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的预选区域被烧蚀时，为了使单位面积的数据存储量够大，激光烧

蚀过程中的激光束斑直径不大于50µm，激光束斑能量的范围不大于6  J.cm  ‑  2。数据传输、

分析过程中，激光系统与测试系统不间断电性连接，激光系统实时接收测试系统电信号强

弱，将测试数据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按照约定格式蚀刻到月岩矿物上，约定格式是事先

编程决定，例如不同束斑直径代表不同数据类型，蚀刻深浅代表数值大小，可以在矿物颗粒

上实时地蚀刻代表光谱、图像、成分含量、温度信息的凹坑组合。结合矿物实际性质，太空探

测器在月球表面时，适用的岩石偏光薄片基材包括斜长石、橄榄石、斜方辉石、顽火辉石、石

榴石、绿帘石、黝帘石、刚玉、锆石、立方氧化锆、莫桑石、石英中的至少2种，如果岩石中有石

榴石、尖晶石、立方氧化锆、金刚石、陨击玻璃与非光均质矿物接触的，也可以选取用于岩石

偏光薄片基材存储介质原材料，否则不选取。注意到，部分矿物（例如陨硫铁和全铁含量高

于7%的辉石）在太空会发生太阳风粒子注入的太空风化过程，斜长石是相对不容易太空风

化的矿物，而且月球上的斜长石富集于高地斜长岩，这种岩石既常见又容易辨认，斜长石在

辐射条件下激光蚀刻信息可以保存至少50年，因此月球就地取材优先选择斜长岩，可以达

到宇宙射线长期不改变备份数据的积极效果。

[0034] 实施例四：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

[0035] 本发明设计可应用于信息存储或身份识别的偏光首饰的部件组成包括支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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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垫片（4），固定层（5），轴承（6），岩石薄片（7），第二偏光片（22），

轴（8），保护片（9）；其中，支架（1）材质是至少包括金、银、铜、锌、铁、钒、铬、铝、锡、镍、铂、

钯、钌、铑、铱、钛、锑、锰、锆、铪、铋、钼、钴、铼、钨中的至少一种成分的合金，支架（1）几何中

心位置与轴（8）的一端焊接固定或拧紧固定，第一偏光片（21）中间有孔，轴（8）的另一端穿

过第一偏光片（21）中间的孔拧紧固定或焊接固定螺母（3），在轴（8）被螺母（3）和支架（1）相

夹的位置，固定层（5）与岩石薄片（7）粘附固定成不可拆卸的片状，固定层（5）以粘附固定，

或镶嵌固定，或焊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或螺纹拧紧固定，或铆接固定中

的一种方式固定在轴承（6）的外侧，轴承（6）外侧可转动，内侧粘附固定，或镶嵌固定，或焊

接固定，或刻槽固定，或金属丝捆绑固定轴（8）；保护片（9）是透明材料并贴附固定在第二偏

光片（22）表面。

[0036] 优选地，所述岩石薄片（7）形状为环形，岩石薄片不透明矿物含量低于50%，光均质

矿物含量低于70%，矿物的光学性质参考常丽华等著《透明矿物薄片鉴定手册》的记载。

[0037] 项链形偏光首饰，需要悬挂，所以支架（1）焊接固定挂环并可以有挂绳、金属链穿

过挂环来悬吊项坠。胸针形偏光首饰，支架（1）没有岩石薄片的一侧有可拆卸固定支架（1）

的别针或子母扣。款式耳环形偏光首饰，此时支架（1）是公知的耳环结构，并且耳环形偏光

首饰可以成对制造。戒指形偏光首饰，因为考虑戒指体积一般偏小，所以为了突出岩石薄片

（7）的美观性，此时所述第二偏光片（22）表面贴附固定凸透镜或菲涅尔透镜，可以放大岩石

薄片（7）的光学成像；此时岩石薄片（7）不与固定层（5）接触的一面与第二偏光片（22）贴附

固定，第一偏光片可转动固定于轴承（6）。

[0038] 优选地，支架（1）包括透光层（11），所述透光层（11）内侧可拆卸固定至少1个LED灯

泡光源，此时透光层（11）可以加盖防水，此时第二偏光片（22）表面贴附固定的凸透镜或菲

涅尔透镜可以当投影仪使用，来展现岩石偏光薄片基材的彩色变化。

[0039] 实施例五：岩石偏光薄片基材身份识别的用途：

[0040] 在上述四个实施例的组成、结构和款式条件下，配套地提出一种运用偏光首饰的

身份识别方法，并以偏光首饰的使用举例：第一步：选取多晶质岩石材料作为所述偏光首饰

岩石薄片（7）的原材料，要求不能选用无包裹体和成分环带的单晶体，不能是不透明矿物含

量高于50%，不能有光均质矿物含量高于70%，不能有黏土矿物含量高于5%，不能是全岩成分

溶解度大于等于0.1g的岩石，打磨制造岩石薄片（7）；第二步：确定款式，并使用包括支架

（1），透光层（11），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垫片（4），固定层（5），轴承（6），岩石薄片（7），

第二偏光片（22），轴（8），保护片（9）部件拼装偏光首饰；第三步：使用摄影装置或图像扫描

装置记录偏光首饰的岩石薄片（7）旋转过程中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

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例如：“辉长岩薄片里最大的一颗辉石粒径3mm位于岩石薄片

最大一颗斜长石边缘1mm处，斜长石发育聚片双晶，斜长石和辉石长轴夹角90° ”，这个特征

被摄影装置或图像扫描装置记录，经计算机转化为直角坐标或极坐标数学公式）并由第一

电子设备存储，其中的图片可以存储矢量图也可以存储像素图，作为图像识别素材；第四

步：由使用者编辑旋转到约定角度的偏光首饰指令信息（例如使用者约定并编辑记录：旋转

到偏光首饰的岩石薄片（7）消光位代表可以“支付”，旋转到消光位夹角45°代表可以“开

锁”，旋转某一矿物颗粒到消光位夹角50°处为“上班打卡”等），指令信息由第一电子设备进

行映射、加密，存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质，或者将偏光首饰使用者的第三方密码（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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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或生物特征（可以是指纹、人脸、虹膜等），匹配第三步中记录的

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形状布局特征数据，经过第一电子设备

进行映射、加密，存储于云端或本地存储介质；第五步：偏光首饰持有者在第二电子设备采

集信息，第二电子设备判断偏光首饰的图片或视频影像数据，或光学特征数据，或矿物颗粒

形状布局特征数据，是否和使用者的第三方密码，或生物特征匹配；当信息通过匹配时，第

二电子设备调用偏光首饰旋转到第四步所述约定角度代表的指令（例如数据拷贝、支付、开

锁、打卡），否则不调用指令（例如拒绝拷贝数据）或弹出不通过验证的提示信息（例如弹出

语音“支付不成功”“开锁不成功”“打卡失败”等）。注意：第一电子设备和第二电子设备既可

以一体化（例如智能手机），又可以分离（例如智能手机和扫描仪）。

[0041] 本申请文件未详细描述的特征，例如实施例所述的激光剥蚀的方法和设备种类，

激光剥蚀在岩石薄片表面或内部记录信息的格式、读取方法和设备，黑匣子声音信号、电信

号、光信号转换方法，身份识别涉及的图像算法和加密方式，数学公式信息的存储方法，第

一电子设备和第二电子设备的种类范围，属于公知技术已公开的内容，参考公知技术即可

以实现的要素不包括在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中；又考虑到，本申请所述的黑匣子实施例可

能在极端环境不易寻找，但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高存储介质耐久性，防止黑匣子

数据在高温、重击破坏黑匣子外壳的极端环境下风化灭失，而定位、寻找黑匣子的方法是凭

借公知技术可以解决的，不是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申请所述的月球表面探测器激

光信号、电信号转化方法或将测试数据转化为激光信号的方法，完全可以由激光通信、光盘

读写相关的公知技术内容组合实现，也不是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申请所述的首饰

作为身份识别凭证时可能被盗，其被盗后的登记、挂失、注销或寻回的具体方式，是凭借公

知技术或非创造性智力活动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非本

申请要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特征，不必包括在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中。

[0042] 从上述关于本发明的描述、实践内容可知，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

比，其有益效果在于：1，边角料加岩石偏光片的成本比公知的具有干涉色的宝石（例如欧

泊、火玛瑙、彩虹石榴石、彩虹方柱石）成本低廉；2，利用玉石边角料加偏光片制作转动变色

的存储介质、首饰，不但节约了珍贵的宝玉石材料，而且美观；3，岩石薄片几乎不可复制，作

为首饰产生了可以用于低成本身份识别凭证的新效果；4：本发明所述的偏光首饰可以不在

首饰上额外植入电子设备就能用于身份识别，在首饰本身的装饰作用基础上产生了意想不

到的身份识别效果。5，本发明作为黑匣子或太空探测器存储介质时可以比常规的存储介质

更加耐高温，耐腐蚀，耐辐射。

[0043] 上述方案，仅为本申请的一部分实施方式的描述，但是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不仅限

于此，任何熟悉该技术的人能在本申请描述的范围内轻易实现，或不改变权利要求涉及基

本原理的变化或替换，例如：仅改变透光层（11）的形状，或者仅替换支架（1），透光层（11），

第一偏光片（21），螺母（3），垫片（4），固定层（5），轴承（6），岩石薄片（7），第二偏光片（22），

轴（8），保护片（9）具体材料成分，而替换的材料不改变用途的实施例；或者采用本申请的设

计基础上，仅是改变艺术性的纹理形状的实施例，没有改变岩石薄片（7）的在偏振光下旋转

变色和岩石矿物颗粒不可复制的客观规律，身份识别用途，同样可产生偏光变色和可用于

极端环境数据存储、身份识别的技术效果，所以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总之，

本申请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为准。

说　明　书 10/10 页

15

CN 111679452 B

15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6

CN 111679452 B

16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7

CN 111679452 B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CLA00005

	DES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RA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