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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矿床根据产状可分为三个类型
:

金伯利岩型
、

非金伯利岩型和砂矿型
。

金伯

利岩型和砂矿型矿床一向被人重视
,

并被一

些人认为是金刚石的唯一来源
。 `

而非金伯利

岩型 (镁铁岩及超镁铁岩 ) 虽然在多处找到

了金刚石
,

往往却被人们所忽略
。

近几十年

来
,

不仅在非金伯利岩的镁铁岩
、

超镁铁岩

中找到了金刚石
,

而且在其邻近的砂矿中开

采了工业金刚石
。

最早报导是戴维 ( 1 9 0 7 ) 在辉云橄榄岩

中找到的金刚石
。

相继多处都有发现
。

但最

可靠的应是谢斯托帕洛夫 ( 1 9 3 8 ) 在萨彦岭

橄榄岩 中找到的金刚石
。

在苏联的乌拉尔蛇

绿岩带
,

北美阿巴拉契亚地区
,

加里曼丹等

地都找到了可供开采的本类型砂矿
。

在阿拉

斯加蛇绿岩带铂
、

金砂矿中综合回收金刚石

的价值
,

每年可达百万美元
。

这些砂矿伴生

有铂矿
、

黄金
、

铁铝榴石
、

错石及刚玉等
。

经详细研究后
,

许多人认为这些砂矿都是来

自蛇绿岩带中的镁铁岩和超镁铁岩
。

此外
,

在美国东部哥伦比亚西米尔卡敏矿区铬铁矿

中亦找到过一颗金刚石
。

由于这种类型金刚石具有一定的经济意

义
,

近十余年来它已引起各国地质工作者的

广泛注意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西藏铬铁矿

研究队 1 9 7 6~ 1 9 7 8年在藏南蛇绿岩带罗布莎

超镁铁岩体及藏北蛇绿岩带东巧超镁铁岩体

及其附近的自然重砂所取样品中
,

首次发现

了非金伯利岩型金刚石
。

这一发现
,

引起了

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关注
。

罗布莎超镁铁岩体位于藏南雅鲁藏布江

蛇绿岩带的东段
。

岩体长 40 余公里
,

西宽东

窄
,

最宽处约 3
.

7公里
,

最窄处仅数百米宽
,

呈一反
“

S
”
形

,

总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
。

总

体产状向南缓倾
,

倾角 20
。

~ 40
。 ,

上盘围岩

为三叠系砂
、

板岩及千枚岩
。

下盘与白奎系

呈断层接触和侵人接触
。

岩体由纯橄榄岩
、

斜辉辉橄岩及少量斜

辉橄榄岩组成
。

岩石具高压变晶结构
,

蚀变

微弱
,

属镁质岩石
。

从北到南可分为五个岩

相带
:

底部片理化斜辉辉橄岩岩相带
; 下部

镁铁
、

超镁铁杂岩带
;
其上含有单辉斜辉辉

橄岩及含纯橄岩异离体岩相带
,

构成了最上

部的岩相带
,

也是本区最 大
、

最 好 的 岩相

带
。

本区现已发现的几个较大铬铁矿床 (其

中有两个矿床含有金刚石的矿体 ) 都赋存在

这个岩相带中
。

矿体产状与岩体一致
。

矿体

形态以透镜状为主
,

似 脉状 及 不规 则状较

少
。

矿石类型简单
,

主要为块状矿石
,

少量

豆状矿石多分布在矿体的边部
。

在这两种类

型的矿石中都选到了金刚石
。

第一次选获了

两颗细粒金刚石
,

晶形完好
,

为八面体
,

略

带绿色
。

第二次选获 了20 颗无色透明金刚石

碎 片
,

无任何杂质
。

粒度在 o
.

n ~ 0
.

50 毫米

之间
,

棱角锐利
,

为机械破碎的结果
。

据此

可知
,

原生金刚石的粒度要大于。
.

5毫米
。

东巧超镁铁岩体位于藏北蛇绿岩带的中

段
,

岩体东西长 30 余公里
,

宽 2~ 4公里
,

面

积约 60 平方公里
。

岩体南北两界大部与中下

侏罗世地层呈断层接触
,

局部地段可见到侵

人接触并具蚀变带
。

岩体由斜辉辉橄岩及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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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龙 潭 组 的 下 界

胡 世 忠

近二十年来
,

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
,

在

华东及其邻区粤湘等省原龙潭组下部不含煤

段
,

普遍发现以新米斯建
、

复通道旋为主茅

口晚期标准动物群
,

闽南尚有具工业价值的

煤层
。

但 由于各家对所发现的缝类及其与下

伏孤峰组等的接触关系认识不同
,

故对龙谭

组的下界又产生了新的争论
。

我们知道
,

煤

系地层正常层序的建立和煤层对比
,

是煤田

地质工作中的关键和很多重要地质结论的基

础
。

现将对比问题研讨如下
:

龙潭组标准地层在宁镇山脉
,

早年经李

四光
、

朱森 (] 9 3 1
、

1 9 3 5) 研究将其三分
:

上

部为炭质钙质页岩
,

局部夹薄层煤及灰岩
,

含腕足化石
,

厚 20 ~ 30 米 ;
中部为一厚约 2

米的不纯灰岩
,

含乐平古生物群
;
下部为松

砂岩 (现称
“

长石石英砂岩
”
)

,

顶部夹页岩

及煤层
,

页岩含大羽羊齿植物群
,

厚 30 ~ 50

米
。

与下伏孤峰组不 整 合接触 ( 即
“

东 吴

运动
”
)

。

自此
,

一直为广大地质 工 作 者 所

沿用
。

1 9 5 9 年华东石油队等在苏浙 皖 找 油

时
,

在孤峰组与龙潭组之间发现一套厚 60 ~

20 0余米砂质页岩
、

粉砂岩
,

局部 夹 灰岩
,

属滨海泻湖过渡相的地层
,

由于 未 获 可 定

时代化石
,

暂把它当作龙潭组
“
下部不含煤

段
” 。

同年
,

全国地层会议采纳了这 一新 义

的
“

龙潭组
” ,

并作为确定龙潭组的 标 堆
。

会后不久
。

笔者 ( 1 9 6 2 ) 据无锡堰桥
、

苏州

洞庭西山一带所谓
“

下部不含煤段
”
所发现

的茅 口晚期新米斯雄类群和煤层
,

结合岩性

及地层接触关系等
,

提出苏南地区以此含艇

灰岩和长石石英砂岩为主要标志
,

将
“
龙潭

组
” ,

一分为二
,

其上称龙潭组
,

其 下 另 名

堰桥组 (代表茅 口晚期碎屑岩为主含煤沉积

的特殊类型 )
。

上
、

下二叠统的分界线 置 于

辉橄榄岩
,

还有少量纯橄岩异离体和侵人体

组成
。

岩体分带不明显
,

岩石的高压变晶结

构不如罗布沙岩体发育
。

蛇纹石 化 强 烈
。

在岩体东北部有较多的纯橄岩和 辉 石 岩 细

脉
。

本区较大铬铁矿床产于岩体的中部
。

铬

铁矿体呈扁豆状及似脉状
。

矿石类型简单
,

以块状为主
。

在 1 9 7 6~ 1 9 7 8年所取 自然重砂样品中选

获了数十颗细粒金刚石
。

在 1 9 8 0~ 1 9 8 1年所

取岩石及矿石人工重砂样品中选获了六颗金

刚石
。

金刚石粒度细小
, 0

.

1~ 0
.

35 毫米
,

部

分晶形完好
。

部分为碎片状
,

但保留了个别

晶棱和晶面
。

其形态有八面体和棱形十二面

体
、

八面体一立方体聚形
。

菱形十二面体金

刚石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形变
,

沿三次对称轴

拉长或压扁
。

晶面一般较平滑
,

有时可见到

不规则蚀象
。

晶体内包体较多
,

透明度差
,

呈不同的绿色色调
。

在藏南及藏北 自然重砂中选 出的伴生矿

物在人工重砂样品中都得到了证实
。

这些伴

生矿物除橄榄石
、

斜方辉石
、

单斜辉石和铬

尖 晶石外
,

还有铁铝榴石
、

锰铝榴石
、

错石
、

刚玉
、

金红石
、

黄金
、

黄铁矿
、

大量的铂族

矿物和碳硅石
,

还有碳化铬
、

自然铬
、

自然

铁
、

铁镍矿和石墨等
。

这些伴生矿物和金伯

利岩型伴生矿物有着明显的不同
,

而和前述

国外本类矿床伴生矿物基本相似
。

其中碳化



此二组之间
,

代表这一界线的是有一较普遍

存在的假整合面 (即东吴运 动 )
。

显 然
,

如

此划分的优点
,

既恢复和保留了龙潭组 (煤

系 ) 和孤峰组的原义
,

又避免了地层划分对

比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

同时
,

这不仅打

破 了过去认为茅 口期不成煤及其灰岩与碎屑

岩不可相变的传统观念
,

而且为找煤提供了

新的层位
。

然而有的地质工 作 者 却 用
“

搬

移
” 、 “

矛遗
”
来否定上述艇类群的标准性或

用构造加以解释
。

还有的地层学者认为上述

划分
,

是用上
、

下二叠统间界线的变化来修

订岩石地层单位龙潭组的范围
。

仍持过去习

惯的划法
。

笔者认为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

早年李四光
、

朱森等研究宁镇山脉东吴

运动和龙潭煤系时
,

已明确地将龙潭组限于

大隆组与长石石英砂岩之间
,

并以该砂岩作

为底砂岩
。

这是真正龙潭组的范围
。

但限于

当时条件
,

由于构造断失的堰桥组未能记述
,

而把龙潭组与孤峰组的断层接触视之为不整

合而命名为东吴造山运动
。

及解放后所发现

的堰桥组
,

又因最初资料有限和当时的认识

水平
,

暂把它当作龙潭组的下部不含煤段
,

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但经近二十年来的

生产实践
,

在华东及其邻区都普遍得到了证

实
,

并相应建立了冷坞组 (浙江 )
、

银 屏 组

(安徽 )
,

官山组 (江西 )
、

加福组 (福建 )
、

滩洞组 (湖南组 ) 等
。

对这一分布广泛
、

层

位稳定
、

岩相特殊
、

有一定厚度
、

化石较为

丰富
、

上下地层界线也较明显的地层
,

本身

就是一岩石地层单位
。

为便于地 层 划 分 对

比
、

提高经济效益
、

和推动华南二叠系成煤多

期性的研究
,

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层单位

是颇为必要的
。

这怎么能说是用上
、

下二叠

统间界线的变化来修订岩石地层单位龙潭组

的范围呢 ? 堰桥组
、

冷坞组等所含新米斯雄

等密集成群
,

壳体完整大量出现
,

无搬运破

损迹象
,

分布如此广泛
,

与其伴生者 尚有寿昌

菊石及中华山群 山贝腕足类等动物群
,

又怎

能用
“

搬移
” 、 “

孑遗
”

或构造解释得通呢 了

再从地层接触关系来看
,

孤峰组与堰桥

组
、

银屏组
,

丁家山组与冷坞组
,

文笔山组

与加福组
,

鸣山组与官山组
,

当冲组与滩洞

组之间
,

既未见有可靠的假整合现象
,

也未

见有足以代表海浸初期的碎屑岩沉积
,

应属

连续沉积
。

与此相反的是
,

堰桥 组 与 龙 潭

组
、

冷坞组与礼贤组
、

加福组与翠屏山组
、

官山与乐平组
、

滩洞组与斗岭组之间
,

恒有

一中至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在整个二叠系剖

硅
、

碳化铬
、

自然铬
、

自然铁及镍铁矿等的

出现
,

不仅说明有形成金刚石的还原条件
,

同时也说明有形成金刚石的物质基础
。

虽然目前尚未在蛇绿岩带超镁铁岩中找

到具有工业意义的金刚石矿床
,

但已在许多

岩体内找到原生金刚石
,

在这种超镁铁岩邻

近的砂矿中开采工业金刚石也已有多处并具

有悠久的历史
。

这说明非金伯利岩型金刚石

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

西藏藏南及藏北两条蛇

绿岩带是我国最标准
、

最 大 的蛇 绿 岩带之

一
,

非金伯利岩型金刚石的发现
,

不仅提高了

这一地区已有矿床的综合开采的经济价值
,

而且对其他超镁铁岩及其附近第四纪地层中

普查非金伯利岩型金刚石砂矿提供了线索
。

蛇绿岩带超镁铁岩及铬铁矿床中的金刚

石有着重要的地质意义
。

蛇绿岩带是板块学

说重要的地质依据之一
,

板块学说认为蛇绿

岩带中的超镁铁岩是上地慢的组成部分
。

金

刚石在其 中的存在 证明了 这 一点
。

实 验证

明
,

在 N i
、

C r 、

F e 作触媒的情 况 下
,

金刚

石的形成温度是 1 1 5 0℃
,

压力为 45 千巴
,

在

这一温度和压力条件下
,

其深度 相当于 1 00

~ 1 50 公里
,

这个深度正相当于林伍德 ( 1 9 7 5)

划分的地球内部分层的上地慢部分
,

同时它

又是上地慢的
“
使者

” ,

它给 人类 研究上地

慢的岩石学
、

矿物学等深部地质问题带来了

信息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