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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湖 南 寻 找

金 刚石 原 生矿

的 建 议

口 张 培 元

最近在 《中国地质 》 ( 1 9 9 8

年第 6期 )上看到了一篇引人

注 目的学术论文—
“

建议在

湖南寻找陨击作用有关的金刚

石
”

(以下简称
“

专家建议
”

)
。

作

者解放思想
,

大胆提出找矿的

新思路
,

供从事金刚石勘查的

地勘单位参考
,

应该受到鼓励

和欢迎
。

在我从事金刚石勘查
、

科研和管理的近 40 年的地质

工作生涯中
,

据我所知
,

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国外有关
“

陨击作用形成金刚石
,

或陨石

中含金刚石
”

的报道
,

屡见不

鲜
,

也没有多大争议
。

但总的印

象是
,

与陨击作用有关的金刚

石
,

都是一些颗粒细小
、

有时为

六方对称的金刚石
,

没有听说
,

或报道在陨石中发现有像
“

专

家建议
”

一文中列举的有那么

多大颗粒宝石级金刚石
。 “

专家

建议
”

是这样描述的
, “

美国地

质学家夏露
.

威尔逊在美国亚

里桑那州的沙漠里找到了一块

重量超过 5 00 公斤的陨石
,

他

在这块大陨石中发现了数以千

计的宝石金刚石
,

其中有 3 00

颗比著名的
`

南非之星
’

钻石大

一倍
,

另有 10 。颗是著名的
`

希

望之钻
’

钻石的 7 倍
” 。

要知道
,

17 世纪在印度发现的
“

希望之

钻
”

的重量为 1 1 0
.

5 0 克拉
, “

希

望之钻
”

的 7 倍为 7 7 3
.

50 克

拉 ; 1 8 6 8 年 3 月 3 1 日
,

在南非

发现的
“

南非之星
”

钻石的重量

为 8 3
.

5 0 克拉
,

比
“

南非之 星
”

钻石大一倍
,

即重量为 16 7 克

拉
。

这块陨石真是无价之宝
,

引

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

我用了大

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

广泛查阅

了我能收集到的有关宝石级金

刚石的资料
,

截止 1 9 9 6 年底
,

世界上已发现的大于 1 00 克拉

的宝石级金刚石共有 1 9 0 1 颗
,

其中
,

大于 2 00 克拉的有 2 45

颗
,

大于 5 00 克拉的有 20 颗
,

大于 1 0 0 0 克拉的只有 1 颗
,

即

1 9 0 5 年 1 月 2 6 日在南非发现

的
“

卡利南
”

钻石
,

重量为 3 1 0 6

克拉
。

每一颗宝石金刚石发现

的时间
、

产地
、

特征以及加工成

钻石等资料
,

都在
“

世界名钻
”

等有关文献资料中一一记录在

案
。

上述每一颗宝石级金刚石
,

都产自世界各地有关金刚石原

生矿床或砂矿床中
,

没有一颗

产自陨石中
。

据历史文献记载
,

迄今在美国已发现的最大宝石

级金刚石
,

名为
“

阿肯色之星
”

钻石
,

其重量为 40
.

22 克拉
。

下

面谈谈我对湖南寻找金刚石原

生矿的看法
。

湖南金刚石勘查
,

自 1 9 5 4

年组建地质部 中南局 4 13 队

(后改为湖南局 4 13 队 ) 以来
,

历经 40 余年
,

获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绩
。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

年代初
,

在玩水中下游首次发

现并探明了四个我国具有经济

价值的金刚石砂矿床
; 1 9 9。 年

10 月在宁乡发现了含金刚石的

橄榄金云火山岩 (O l i v i n e L a m
-

p r o i t e
) ;在湘

、

资
、

沉
、

澄四大水

系及其邻省
、

区黔东
、

桂北和鄂

西等地区发现了较多金刚石矿

点及指示矿物
,

积累了大量资

料
,

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干部
,

为

湖南
,

乃至整个扬子地台进一

步突破具有经济价值的金刚石

原生矿
,

打下了重要基础
。

湖南迄今未找到金刚石原

生矿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根据

湖南所发现的大量金刚石及其

指示矿物特征
、

以及湖南所处

的大地构造背景和地质构造特

点
,

肯定有金刚石原生矿存在
,

这是不能动摇的
。

目前金刚石

的成矿理论和找矿方法
,

比较

成熟
,

找矿难度比以往减小
,

应

坚定信心
,

明确主攻方向
,

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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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靶区
,

改革找矿机制
,

大力

开发
“

二次资料
” ,

因地制宜
、

合

理选择有效找矿方法
,

在湖南

早日突破金刚石原生矿
。

一
、

找矿目标和主攻方向

研究总结当代金刚石成矿

理论认为
:

具有经济价值的金

伯利岩型和橄榄金云火山岩型

金 刚 石 原 生 矿 床
,

都 产 于

1 5 0 0 M a
前就已克拉通化的地

区
。

这些古老
、

稳定的克拉通地

区具有岩石圈厚度大
、

地温梯

度小的特点和亏损的地 慢环

境
。

这种亏损地慢相对较冷
,

密

度和 f 0 2 较低
,

从而有利于金刚

石的结晶和保存
。

金刚石包裹

体矿物同位素研究表明
,

金刚

石的形成年龄为 15 一 35 亿年
,

也就是说
,

只有在克拉通化时

代大于 15 亿年的地区才有可

能有金刚石产出
。

含金刚石的

金伯利岩
、

橄榄金云火山岩中

的捕虏晶
、

慢源捕虏体和金刚

石包裹体矿物三者构成
“

三位

一体
” ,

都反映了上地慢金刚石

源岩的特征
。

按矿物特征
,

位于

上地慢的金刚石源岩
,

可划分

为橄榄岩型和榴辉岩型两种类

型
。

找矿实践证明
,

太古代克拉

通内部的金伯利岩多半含金刚

石
,

而克拉通边缘的金伯利岩

往往不含金刚石 ;含金刚石的

橄榄金云火山岩大多分布在与

古老克拉通相邻的早元古代活

动带或元古代地台区
。

根据湖

南所处大地构造背景
、

地质构

造和岩浆活动特点
、

已发现的

大量金刚石及其指示矿物特

1 8

征
,

今后湖南寻找金刚石原生

矿的主攻 目标是
:

重点寻找橄

榄金云火山岩型金刚石原生

矿
,

同时
,

注意普查金伯利岩型

金刚石原生矿
,

探索研究新类

型金刚石原生矿
。

主要理由和

依据是
:

1
.

据宜昌地矿研究所刘观

亮研究员等最新科研成果
,

扬

子地台属于太古代克拉通
。

湖

南西部处于上太古代一元古代

的扬子地台地区
,

有利于橄榄

金云火山岩型金刚石原生矿床

形成
。

2
.

目前在扬子地台已发现

的含金刚石的偏碱性超基性岩

体
,

都是金云火山岩
,

而不是金

伯利岩
,

如湖南宁乡
、

贵州镇远

的含金刚石橄榄金云火山岩
。

此外
,

在分布有金刚石砂矿点

的湖北大洪山
、

贵州麻江等地

区也发现有不含金刚石的金云

火山岩
。

3
.

经深入对比研究
,

扬子

地台各地区金刚石的特征是有

很大差异的
,

如优质大颗粒金

刚石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南沉水

流域
;
各地区金刚石的类型也

是不同的
,

湖南沉水
、

资水
、

澄

水
,

贵州清水江
、

亮江
,

广西融

江
,

湖北大洪山地区砂矿中的

金刚石以 I 型为主
,

而在贵州

舞阳河
、

都柳江地区砂矿中的

金刚石和镇远马坪橄榄金云火

山岩中的金刚石 以 I 型为主
。

这说明湘
、

黔
、

桂
、

鄂地区金刚

石的来源是多源的
,

同时
,

也说

明来自上地慢的金刚石的源岩

也是多源的
。

4
.

根据刘观亮
、

陈丰等研

究员对湖南沉水流域中金刚石

包体矿物学研究成果
,

推测湘

西地区来自上地慢的含金刚石

的源岩为两大类
:

一是橄榄岩

类岩石一石榴子石方辉橄榄

岩
、

石榴子石二辉橄榄岩
、

纯橄

岩等
;
二是榴辉岩类岩石一榴

辉岩
、

富硅榴辉岩 (含较多柯石

英 )
、

过铝榴辉岩 (含较多刚玉
、

蓝晶石 )等
。

扬子地台
,

特别是

湖南各地区与金刚石伴生的指

示矿物
,

种类繁多
,

各具特色
。

如宁乡
、

安江地区以橙色系列

的镁铝一铁铝榴石为主
,

紫色

系列的镁铝榴石较少
,

而相反

在石门上五通
、

靖县藕团地区

却以 紫色系列的镁铝榴石为

主
,

橙色系列的镁铝一铁铝榴

石较少
。

要特别指出的是
,

目前

已发现的称为金刚石相的低钙

高铬镁铝榴石 (简称 G 10)
,

主

要集中分布在石门上五通地

区
,

宁乡已知橄榄金云火山岩

中仅发现两颗 G 10
,

而宁乡
、

安

江地区砂矿中迄今未发现一颗

G 1 0
,

安江金刚石砂矿中有较多

的金红石
。

这也说明湖南各地

区来自上地慢的金刚石的源岩

是不同的
,

推测石门地区的金

刚石主要来自上地慢含金刚石

的橄榄岩类岩石
,

宁乡
、

安江地

区的金刚石主要来自上地慢含

金刚石的榴辉岩类岩石
。

二
、

金刚石原生矿成矿时

代分析

研究总结世界各地含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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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金伯利岩或橄榄金云火山

岩的岩浆活动
,

有几个重要的

地质时期
:

其中
,

晚元古代
、

早

古生代
、

中晚古生代和晚中生

代是主要的有经济价值的含金

刚石的金伯利岩和橄榄金云火

山岩的形成时期
。

每期岩浆活

动与古老克拉通地区主要的构

造运动相对应
,

而且往往发生

在构造运动的末期
。

同时
,

还有

这样的规律
,

同一古老克拉通

地区可以先后发生多期金伯利

岩或橄榄金云火山岩浆活动
,

证明地球上某些特定的古老克

拉通地区很久以来就有适合形

成含金刚石金伯利岩或橄榄金

云火山岩的大地构造环境和地

质条件
。

深入研究扬子地台形成
、

发展和演化的历史
,

可以看出
,

加里东运动在扬子地台是一次

升降幅度较大
、

波及面较广的

重要构造运动
,

有利于橄榄金

云火山岩和金伯利岩的形成
。

经对湖南宁乡
、

贵州镇远
、

湖北

大洪山等地所产出的金云火山

岩同位素年龄测定
,

均属于加

里东期
,

即湖南宁乡橄榄金云

火 山岩同位 素年龄为 3 62 一

43 3 M a ,

贵州镇远的为 3 99 一

4 8 8 M a ,

湖北大洪山的为 3 2 6一

4 9 3 M a 。

此外
,

雪峰运动和燕山运

动在扬子地台也有明显反映
,

要重视对雪峰期和燕山期金刚

石原生矿的寻找
。

通过对沉水

流域金刚石特征的研究
,

湖南

确实有相当部分金刚石具有前

寒武纪古老金刚石的特征
,

即

金刚石机械磨损强
,

有冲击痕

迹 ;有较多曲十二面体外形
,

弧

形表面光亮
,

具中央隆起线
;
块

状结构
,

具峰状凸起
,

网状裂隙

发育 ;表面有褐
、

绿斑点等
,

这

也说明
,

湖南可能有晚元古代

形成的金刚石原生矿床
。

三
、

金刚石原生矿空间分

布探讨

根据湖南大地构造背景
、

地质构造特征
、

金刚石及其指

示矿物分布特点等综合分析
,

我认为
,

湖南金刚石原生矿主

要集中分布在湘西地区
,

特别

是沉水流域中上游及其支流
,

重视澄水流域的找矿
。

从构造

条件来分析
,

江南地轴及其与

两侧构造单元的交接地带
,

与

湘黔深断裂带
、

湘桂深断裂带

有关的次一级断裂分布地区
,

有利于金刚石原生矿的形成
。

联系周围邻省
、

区的地质条件

和找矿成果
,

应特别重视湘
、

黔
、

桂三省 (区 )交接地带和湘
、

鄂交界地区的金刚石原生矿的

找矿工作
。

从大地构造背景和

目前找矿成果来看
,

湘江流域

(除位于江南地轴的宁乡
、

长沙

等地区外 )形成具经济价值的

金刚石原生矿的可能性较小
。

其理由主要是
:

该区大部地处

华南褶皱系 (虽有争论
,

总的

说
,

不太稳定 )
,

尚未发现规模

较大的金刚石砂矿
。

四
、

找矿靶区优选

根据 当代金刚石成矿理

论
,

从金刚石原生矿成矿条件

和保存条件考虑
,

通过对湖南

及其邻省
、

区的大地构造背景
、

地质构造特征
、

断裂构造发育

和分布
、

地层保存和分布
、

基性

和超基性岩的发育和分布
,

金

刚石及其指示矿物和物探
、

化

探异常的分布特点等综合分

析
,

对找矿靶区的选择
,

提出如

下意见
:

1
.

石门一慈利一东山峰地

区
:

位于江南地轴与上扬子台

褶带交界地区
,

有较多金刚石

及指示矿物分布
,

特别是石门

上五通地区发现较多称为金刚

石相的低钙高铬镁铝榴石
,

简

称 G l 。
,

还有懊交多称为金刚石

相的富镁高铬低铝铬尖晶石
,

简称进入格尼圈的铬尖晶石
。

2
.

靖州一通道地区
:

邻近

湘
、

黔
、

桂三省 ( 区 )交界地区
,

湘桂深断裂带通过本区
,

成矿

条件有利
;
该区和西侧黔东亮

江流域已发现有较多金刚石及

其指示矿物
,

特别是有大量紫

色系列的镁铝榴石和进入格尼

圈的铬尖晶石
,

这是寻找金刚

石原生矿床的重要找矿标志
。

3
.

会 同一绥宁一城 步地

区
:

南邻桂北地区
,

地处江南地

轴东侧边部
,

湘桂深断裂带通

过本区
,

有较好成矿条件
;
该区

和桂北三江
、

龙胜地区发现有

较多金刚石及其指示矿物
,

特

别是有相当数量的进入格尼圈

的铬尖晶石
;
在会同覃板地区

发现有上元古代的含金刚石的

橄榄金云火山岩体
。

4
.

芷江一 (下转第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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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
,

是绝对短缺的
。

另一方面
,

在需

求结构上也是绝对短缺的
,

这是因为

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

地区

经济发展中心的不断涌现和转移
,

投

入产出关系的变化从而使矿产资源

的需求结构比例关系和功能行为关

系不断改变
,

供求矛盾不断出现新的

结构和新的性质
,

因而资源短缺是绝

对的
。

但是
,

从另外的角度看
,

矿产资

源短缺又是相对的
。

首先
,

部分矿产

存在地区间差异
,

甲地短缺
,

乙地富

集
;
国内短缺

,

而国际市场供应充足
。

为此在研究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及对

策时
,

不能将国内
、

外市场完全割裂

开来
,

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

矿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
,

而且这

种贸易越来越直接反映市场供需
,

代

替了非经济因素的矿产品进出口
。

当然
,

寻求国际市场
,

必然有风险
,

只

要我们加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能

力
,

台理储备矿产品
,

依靠国内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做后盾和保障
,

积极参

与国外勘查开发
,

这种风险性会大幅

度降低
。

其次
,

相对短缺还表现在开

发非传统矿产资源领域的广阔
,

对至

今尚未进行工业利用的资源和尚未

被视为矿产利用的资源
,

包括新类

型
、

新领域
、

新工艺和新用途的矿产

资源
,

向人们展现了乐观的前景
。

如
:

选矿技术提高使矿石工业品位的大

幅度降低
、

细菌选矿研究
、

海藻锰结

核的研究
、

海底硅藻土与粘土利用
、

大陆深部资源开发利用等等
。

资源

的相对短缺
,

使得矿产资源的供需结

构分析
、

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

产

业结构及贸易政策等等方面的经济

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

7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以前我们所进行的矿产资源经

济研究
,

是站在部门利益的基础上
,

面向行业至全国
,

为各级决策提供资

源形势分析和参谋咨询服务
,

基本上

是属于应用研究
。

但从学科建设和

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

仅有应用研究

是不够的
,

还必须有一定力量的基础

研究来支持
,

如基础理论研究
、

基础

情报资料研究以及基础方法研究等
。

矿产资源经济研究内容属于应用经

济学科中的生产力要素经济的范畴
,

其研究中的基本理论与原则应遵循

一般的经济学理论
,

但矿产资源经济

学又有独特和专门的研究对象
,

因而

又不能忽视其特殊的一面
,

要有一套

更加适合自己研究领域
、

研究对象情

况和特点的研究方法
,

这就为基础研

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是不能分割的矛盾统一体
:

它们互相依赖
,

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

究并通过其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
应用

研究实现了矿产资源经济研究的目

的
。

但在具体研究计划安排上
,

又是

互相制约的
,

如人才
、

财力
、

物力的使

用上
,

由于人财物总量的限度
,

多安

排基础
,

必然削弱应用; 反之亦然
。

为

此
,

一方面
,

在首先保证应用研究的

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
,

安排与布置基

础研究
。

另一方面
,

提倡在应用研究

的过程中注意基础理论
、

方法的探

讨
。

另外
,

应用研究强调阶段性
,

而基

础研究则注重连续性
,

其阶段成果不

如前者明显
,

因而在对两者的管理上

也应有所区别
,

对一个具体应用研究

题目要强调集中人财物优势
,

打歼灭

战
,

而对基础研究更要有一个长远打

算
,

使工作不间断
,

避免人财物投入

的大起大落
。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

这些关系
,

对矿产资源经济的学科建

设与发展
、

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以及

提高矿产资源经济研究在我国软科

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

都是十分有

益的
。

(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

(上接第 19 页 )新晃地区
:

西邻

黔东地区
,

位于江南地轴西侧

边部
,

湘黔深断裂带穿过本区
,

成矿条件较好 ;该区及西侧黔

东铜仁地区已发现有较多金刚

石及其指示矿物
,

特别是发现

有较多紫色系列的镁铝榴石和

少量进入格尼圈的铬尖晶石
;

据群众报矿
,

芷江地区曾发现

几颗较大的金刚石
,

说明本 区

3 6

有可能发现金刚石原生矿
。

5
.

黔 阳一安江和淑浦地

区
:

位于江南地轴东侧边缘
,

湘

桂深断裂带通过本区
,

是玩水

流域金刚石集中分布的地区
,

同时
,

还发现有大量镁铝榴石

和铬尖晶石等金刚石指示矿

物
,

多年来一直属于突破金刚

石原生矿的重点地区
。

鉴于这

些地区工作程度较高
,

资料较

多
,

要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

重

新认识
,

优选靶区找矿
。

6
.

宁乡云影窝及其外围地

区
:

位于江南地轴南侧边缘
,

近

E W 向的湘赣深断裂带通过本

区
,

在云影窝已发现有一群含

金刚石的橄榄金云火山岩体
,

在其外围地区已进行过大比例

尺航空磁测
,

发现许多磁异常
,

应筛选择优查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