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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南桃源理公港地区白垩纪红盆内的灰绿色和紫红色沉积夹层曾选获过金刚石。 以灰绿色岩石为研究对
象，通过薄片鉴定和电子探针分析来确定岩石名称和岩石中石榴石和云母的属性。 显微镜下，灰绿色岩石呈凝灰
结构，由约 ４５％的晶屑、３５％的岩屑和 ２０％的玻屑组成，为较典型的沉凝灰岩，并非前人所述的金伯利岩。 沉凝
灰岩中的石榴石和云母分别为 Ｇ１０型镁铝榴石和金云母，镁铝榴石和金云母的成分与辽宁、山东及南非典型岩管
含金刚石金伯利岩中的镁铝榴石及金云母的成分基本一致，暗示其来源于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 沉凝灰岩的特
征表明，其来源地不会太远，这为在附近找寻火山机构奠定了基础； 金伯利质岩屑、Ｇ１０ 型镁铝榴石和金云母的
发现，为在周边寻找原生金伯利岩提供了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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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湖南四大水系尤其是沅水流域，金刚石的发现
历史至少可追溯到 １００ 多年前。 清朝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 年），一些村民淘金时相继发现了金
刚石，并根据金刚石的颜色、晶型分辨金刚石，称之
为天宝石、蓝宝石、八角籽、钻石［１］ 。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初，湖南洪江市江西街—托口一带的沅水砂砾
层［２］以及沅水自沅陵柳林汊以下的桃源县和常德

县［３］ （现常德市鼎城区）均有发现金刚石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沅水流域也有金刚石产出的报
道［４ －５］ ，沿沅水流域的淘金者总结出“有籽必有钻”
的规律性认识，这里籽就是水铝石，因其密度和脱
水性与金刚石相似，两者密切伴生［１］ 。 新中国成立
后的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代初，在沅水流域中下游发

现并探明 ４个具有经济价值的金刚石砂矿床［１，６］ 。
此后针对湖南地区乃至整个扬子地区的原生金刚

石找矿工作，几乎从未间断［６ －１８］ ，期间曾在湖南宁
乡地区发现了含金刚石的钾镁煌斑岩并对其特征

进行研究［１８ －１９］ ，曾提出“陨石撞击说” ［２０ －２１］ 、“金伯
利建造” ［２２ －２３］等原生金刚石成矿观点，但仍无法较
好地解释湖南 ４ 大砂矿的成因。 湖南原生金刚石
找矿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１５］ ，这也表明湖南
金刚石原生矿找矿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８，１８］ 。
本文针对前人于常德外围桃源理公港地区白

垩纪红盆内发现的透镜状夹层（当时定名为灰绿色
金伯利岩和紫红色金伯利质角砾岩，并选获过金刚
石［２２］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灰绿色岩石
进行室内薄片鉴定、疑似矿物电子探针分析及其综
合研究，以期发现原生金刚石找矿线索，为进一步
追索金刚石来源、找寻金伯利质火山机构和原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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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岩提供依据。

１ 沉凝灰岩的厘定及特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前人［２２］在常德外围桃源县理

公港地区呈 ＮＮＥ向展布的白垩纪紫红色粉砂质泥
岩、泥质粉砂岩红盆中发现一透镜状夹层，并直接
定名为灰绿色金伯利岩和紫红色金伯利质角砾岩，
同时进行了选矿实验，在 １ ｍ３灰绿色岩石和紫红色

岩石样品中，分别选获 ２６ 颗和 ５ 颗金刚石，前者金
刚石粒径 ０．３ ｍｍ左右，后者金刚石粒径为 ０．２５ ～
０．３２ ｍｍ，黄绿色，主要为六面体－八面体晶型。
1．1 野外地质特征

透镜状夹层出露于常德外围桃源县理公港镇

西村居民房基的人工陡壁上（图 １），围岩为早白垩
世五龙组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倾向
ＳＥ，倾角为 ２０°～３０°。 盆地东西两侧为寒武纪灰岩
和泥灰岩； 南部为晚震旦世硅质岩和青白口纪板
溪群浅变质碎屑岩。 白垩纪红盆受 ＮＮＥ 向剪切断
裂控制，东北部沿 ＮＥ 方向延伸，南部受断层控制
尖灭于震旦纪和青白口纪地层内。 该夹层呈透镜
状分布于白垩纪地层内，延伸长度未能追索，厚度
不及 １０ ｍ，边界曲折不直，透镜体长轴方向大致沿
白垩纪地层产状方向，与白垩纪地层呈小角度相
交，可分出上下２个相：上部相岩石呈块状，淡灰绿
色，凝灰质结构显著，颗粒大小比较均匀（１ ｍｍ
左右），主要成分为长英质，少见长条状云母片和深
红色粒状石榴石； 下部相岩石为灰紫色、紫色砾
岩，砾状结构，砾石以浑圆状、次浑圆状硅质砾石为
主，胶结物为凝灰质、隐晶－细晶状硅质（砂质）、碳
酸盐质和黏土质。

图 1 湖南桃源县理公港地区白垩纪
红盆内透镜状夹层野外露头

Fig．1 Lentiform interlayer outcrop of the Cretaceous
red basin in Ligonggang area of Taoyu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从野外宏观特征及岩石基本特征分析，该夹层
明显为沉积型岩石，上、下 ２ 个相可分别定名为灰
绿色凝灰岩（图 ２（ａ））和凝灰质砾岩，并非金伯利
岩和金伯利质角砾岩。 初步认为，该沉积夹层可能
由干旱红盆中短暂季节性河流形成。
1．2 镜下特征

显微镜下，上部相岩石呈淡灰绿色，以凝灰结
构为主，少量砂质结构，颗粒大小比较均匀（１ ｍｍ
左右），主要由约 ４５％的晶屑、３５％的岩屑和 ２０％
的玻屑组成。 晶屑以长英质为主，含少量折光率较
高的深红色石榴石（疑似镁铝榴石）和吸收性较弱
的长条状淡褐黄色云母（疑似金云母）； 石英多为
棱角状 －次圆状，少量具溶蚀港湾状、波状消光；
长石多为微斜长石并具格子双晶。 岩屑以次圆状－
次棱角状变泥质岩屑（变砂质泥岩）为主，见少量
具席基结构［２４］的金伯利质岩屑（图２（ｂ））。 玻屑

（ａ） 沉凝灰岩 （ｂ） 沉凝灰岩中的金伯利质岩屑
图 2 －1 沉凝灰岩及其镜下特征

Fig．2 －1 Sedimentary tuff and its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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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石榴石 （ｄ） 云母
图 2 －2 沉凝灰岩及其镜下特征

Fig．2 －2 Sedimentary tuff and its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呈凹面棱角状，后期碳酸盐化强烈并沿云母解理缝
交代云母。 下部相紫红色岩石中砾石的主要成分
为硅质，胶结物具凝灰质结构特征，主要成分为长
英质和黏土质（主要为绿泥石）。 上述特征表明，上
部相为沉凝灰岩，下部相为凝灰质砾岩，再次确证
并非金伯利岩或金伯利质角砾岩。
光片中，石榴石呈玫瑰色、浅红色，粒状晶型虽

碎裂，但具明显的可拼合性（图 ２（ｃ）），暗示其基本
未经搬运，且后期经历了应力作用。 云母呈宽度较
窄的长条状，解理明显，多色性较弱（图 ２（ｄ）），部

分具有挠折或膝折现象（解理缝连续同步弯曲），暗
示其在形成过程中或后期经历了应力作用。

２ 石榴石和云母的电子探针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镜下观察到的石榴石和云母的

属性，分别对其进行电子探针分析（表 １，表 ２）。 检
测仪器型号为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ＥＰＭＡ １７２０Ｈ。 检测条件
为：加速电压 １５．０ ｋＶ，射束（电子束）电流 ２０．０ ｎＡ，
电子束束斑直径 ５ μｍ。

表 1 石榴石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及结构式
Tab．1 Electron prob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garnet and its structural formula

样品号 分析号
主量元素含量／％

ＳｉＯ２ 後ＴｉＯ２ TＡｌ２Ｏ３ 葺Ｃｒ２Ｏ３ ＮＴＦｅＯ Ｍｎ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总量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３

２ －Ａ －１ －１ ４２ 噰．１３ １ 滗．０８ １９ i．５７ ５ 破．０２ ８ ７．２７ ０ è．０４ ２０ －．７０ ０ 妸．５１ ０ �．０３ １ ｌ．９６ ９９ 耨．３０
２ －Ａ －１ －２ ４０ 噰．８８ １ 滗．１５ １９ i．５２ ６ 破．０２ ９ ７．００ ０ è．０８ ２０ －．８６ ０ 妸．５３ ０ �．０５ １ ｌ．９８ １００ 耨．０６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１

３ －Ａ －１ Ｘ４２ 噰．７５ ２ 滗．４７ ２２ i．２６ ２ 破．０３ １０ 6．０７ Ｎ．Ｄ １９ －．７４ ０ 妸．５７ ０ �．０３ ０ ｌ．３４ １００ 痧．２６ 
３ －Ａ －２ Ｘ４２ 噰．３３ １ 滗．７０ ２１ i．７１ ３ 破．０２ ９ ７．７５ ０ è．０４ ２０ －．４４ ０ 妸．５８ ０ �．０３ ０ ｌ．３７ ９９ 耨．９７

样品号 分析号

阳离子数 端元含量／％

Ｓｉ４ ＋ Ｔｉ４ ＋ Ａｌ３ ＋ Ｃｒ３ ＋ ＴＦｅ２ ＋ Ｍｎ２ ＋ Ｍｇ２ ＋ Ｃａ２ ＋ Ｋ ＋ Ｎａ ＋ 镁铝
榴石

铁铝
榴石

钙铝
榴石

锰铝
榴石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３

２ －Ａ －１ －１ ３ !．０３ ０ ＠．０６ １  ．６６ ０ ～．２９ ０ 潩．５０ ０ �２ 圹．２４ ０ �．０４ ０ Ａ０ �．２７ ８０ －．６０ １７ 灋．８９ １ 珑．４２ ０  ．０９
２ －Ａ －１ －２ ２ !．９５ ０ ＠．０６ １  ．６６ ０ ～．３４ ０ 潩．５４ ０ �２ 圹．２６ ０ �．０４ ０ Ａ０ �．２８ ７９ －．３６ １９ 灋．０２ １ 珑．４４ ０  ．１７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１

３ －Ａ －１ /３ !．０３ ０ ＠．１３ １  ．８５ ０ ～．１１ ０ 潩．５９ ０ �２ 圹．１０ ０ �．０４ ０ Ａ０ �．０５ ７６ －．６９ ２１ 灋．７３ １ 珑．５８ ０  ．００
３ －Ａ －２ /３ !．０１ ０ ＠．０９ １  ．８２ ０ ～．１７ ０ 潩．５８ ０ �２ 圹．１８ ０ �．０４ ０ Ａ０ �．０５ ７７ －．７４ ２０ 灋．６０ １ 珑．５８ ０  ．０９

  注： 测试单位为自然资源部华东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Ｎ．Ｄ 表示未检出； 阳离子数以 １２ 个氧为基础计算［２５］ 。

表 2 云母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及结构式
Tab．2 Electron prob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ica and its structural formula

样品号 分析号
主量元素含量／％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ｒ２Ｏ３ ＴＦｅＯ ＭｎＯ Ｎｉ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Ｆ 总量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５

１ －Ａ －１ ４２ 噰．５１ ０ 拻．２９ １５ 排．９５ ０ 行．０１ ２ 镲．２２ Ｎ．Ｄ Ｎ．Ｄ ２５ `．２１ Ｎ．Ｄ １０ 灋．５１ ０ ┅．０２ Ｎ．Ｄ ９６ v．７３

１ －Ａ －２ 亖４４ 噰．４９ ０ 拻．２３ １６ 排．３７ ０ 行．０２ ３ 镲．３７ ０  ．０５ Ｎ．Ｄ ２２ `．８７ Ｎ．Ｄ  ９ 灋．２１ ０ ┅．０７ Ｎ．Ｄ ９６ v．６８

１ －Ｂ －１ }４１ 噰．１７ １ 拻．４６ １２ 排．５６ ０ 行．０２ ６ 镲．９５ ０  ．０４ Ｎ．Ｄ ２６ `．７２ Ｎ．Ｄ  ８ 灋．２９ ０ ┅．０７ Ｎ．Ｄ ９７ v．２８

１ －Ｂ －２ }４２ 噰．６２ １ 拻．７９ １３ 排．２７ ０ 行．０４ ５ 镲．８６ ０  ．０８ Ｎ．Ｄ ２５ `．９５ Ｎ．Ｄ  ７ 灋．５３ ０ ┅．０６ Ｎ．Ｄ ９７ v．２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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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品号 分析号
主量元素含量／％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ｒ２Ｏ３ ＴＦｅＯ ＭｎＯ Ｎｉ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Ｆ 总量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３

２ －Ｂ －１ －１ ４３ 噰．３６ ０ 拻．８３ １３ 排．２７ ０ 行．０１ ３ 镲．５３ Ｎ．Ｄ Ｎ．Ｄ ２３ `．７４ Ｎ．Ｄ １０ 灋．８５ ０ ┅．６３ ０ 热．０８ ９６ v．２９
２ －Ｂ －１ －２ ４３ 噰．０７ ０ 拻．７６ １２ 排．８０ ０ 行．０１ ３ 镲．２２ Ｎ．Ｄ Ｎ．Ｄ ２４ `．８２ Ｎ．Ｄ １１ 灋．０２ ０ ┅．５４ ０ 热．１５ ９６ v．３８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４

４ －Ａ －１ －１ ４２ 噰．２２ ０ 拻．４６ １５ 排．５６ ０ 行．０１ ３ 镲．９４ Ｎ．Ｄ Ｎ．Ｄ ２５ `．３８ Ｎ．Ｄ  ９ 灋．２９ ０ ┅．３８ ０ 热．０９ ９７ v．３５
４ －Ａ －１ －２ ４２ 噰．９３ ０ 拻．５４ １５ 排．６４ ０ 行．０１ ２ 镲．５５ ０  ．０２ Ｎ．Ｄ ２５ `．４２ Ｎ．Ｄ  ９ 灋．２５ ０ ┅．３５ ０ 热．２６ ９６ v．９６
４ －Ｂ －１ }４２ 唵．６ ０ 拻．７４ １６ 排．５９ ０ 行．０１ ３ 镲．６５ ０  ．０５ Ｎ．Ｄ ２３ `．８１ Ｎ．Ｄ  ９ 灋．３３ ０ ┅．３９ Ｎ．Ｄ ９７ v．１７
４ －Ｂ －２ }４１ 噰．１９ ０ 拻．７４ １７ 排．０５ ０ 行．０２ ３ 镲．８９ ０  ．０２ Ｎ．Ｄ ２３ `．９８ Ｎ．Ｄ  ９ 灋．５４ ０ ┅．３７ Ｎ．Ｄ ９６ v．８１
４ －Ｂ －３ }４１ 噰．４４ １ 拻．０６ １６ 排．７７ Ｎ．Ｄ ３ 镲．６９ ０  ．０５ Ｎ．Ｄ ２３  ．９ Ｎ．Ｄ  ９ 灋．６４ ０ ┅．３３ Ｎ．Ｄ ９６ v．８７

样品号 分析号
阳离子数

Ｓｉ４ ＋ Ｔｉ４ ＋ Ａｌ３ ＋ Ｃｒ３ ＋ ＴＦｅ２ ＋ Ｍｎ２ ＋ Ｎｉ２ ＋ Ｍｇ２ ＋ Ｃａ２ ＋ Ｋ ＋ Ｎａ ＋ Ｆ ＋
Ｍｇ／（Ｍｇ ＋

ＴＦｅ）（原子比）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５

１ －Ａ －１ 亖２ s．８６ ０ 拻．０１ １ 北．２６ ０  ０ 镲．１２ ０ Ｊ０ i２ Ｌ．５４ ０ Ё１ 妸．３７ ０ ┅．００ ０ 痧０ b．９５
１ －Ａ －２ 亖２ s．９８ ０ 拻．０１ １ 北．２９ ０  ０ 镲．１９ ０ Ｊ０ i２ Ｌ．３０ ０ Ё１ 妸．１９ ０ ┅．０１ ０ 痧０ b．９２
１ －Ｂ －１ }２ s．８２ ０ 拻．０７ １ 北．０１ ０  ０ 镲．４０ ０ Ｊ０ i２ Ｌ．７４ ０ Ё１ 妸．１０ ０ ┅．０１ ０ 痧０ b．８７
１ －Ｂ －２ }２ s．８８ ０ 拻．０９ １ 北．０６ ０  ０ 镲．３３ ０ Ｊ０ i２ Ｌ．６３ ０ Ё０ 妸．９９ ０ ┅．０１ ０ 痧０ b．８９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３

２ －Ｂ －１ －１ ２ s．９７ ０ 拻．０４ １ 北．０７ ０  ０ 镲．２０ ０ Ｊ０ i２ Ｌ．４４ ０ Ё１ 妸．４４ ０ ┅．０６ ０ 痧０ b．９２
２ －Ｂ －１ －２ ２ s．９５ ０ 拻．０４ １ 北．０３ ０  ０ 镲．１８ ０ Ｊ０ i２ Ｌ．５５ ０ Ё１ 妸．４６ ０ ┅．０５ ０ 痧０ b．９３

ＬＧＧ１ －
１ －３ －４

４ －Ａ －１ －１ ２ s．８５ ０ 拻．０２ １ 北．２３ ０  ０ 镲．２２ ０ Ｊ０ i２ Ｌ．５７ ０ Ё１ 妸．２１ ０ ┅．０３ ０ 痧０ b．９２
４ －Ａ －１ －２ ２ s．８８ ０ 拻．０３ １ 北．２４ ０  ０ 镲．１４ ０ Ｊ０ i２ Ｌ．５６ ０ Ё１ 妸．２０ ０ ┅．０３ ０ 痧０ b．９５
４ －Ｂ －１ }２ s．８６ ０ 拻．０４ １ 北．３１ ０  ０ 镲．２０ ０ Ｊ０ i２ Ｌ．４０ ０ Ё１ 妸．２１ ０ ┅．０３ ０ 痧０ b．９２
４ －Ｂ －２ }２ s．７９ ０ 拻．０４ １ 北．３６ ０  ０ 镲．２２ ０ Ｊ０ i２ Ｌ．４４ ０ Ё１ 妸．２５ ０ ┅．０３ ０ 痧０ b．９２
４ －Ｂ －３ }２ s．８０ ０ 拻．０５ １ 北．３４ ０  ０ 镲．２１ ０ Ｊ０ i２ Ｌ．４３ ０ Ё１ 妸．２６ ０ ┅．０３ ０ 痧０ b．９２

  注： 测试单位为自然资源部华东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Ｎ．Ｄ 表示未检出； 阳离子数以 １１ 个氧为基础计算［２６］ 。

  将石榴石、云母的分析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的数
据［２５ －２９］进行对比，发现石榴石的成分与镁铝榴石的成
分基本吻合，云母的成分与金云母的成分基本吻合。
2．1 镁铝榴石

据表 １可知，镁铝榴石 Ｃｒ２Ｏ３含量为 ２．０３％ ～
６．０２％，ＣａＯ含量为 ０．５１％ ～０．５８％，为低钙含铬－
高铬镁铝榴石［２９］ 。 ＣａＯ 含量低于辽宁、山东典型
岩管中的镁铝榴石的 ＣａＯ 含量（３．３２％ ～６．３８％）。
在 Ｃｒ２Ｏ３ －ＣａＯ关系图（图 ３）上，测点均落入 Ｇ１０型
镁铝榴石区，与金刚石关系密切［２７］ ； 在 ＣａＯ－Ｃｒ２Ｏ３

关系图（图４）上，测点主要落入二辉橄榄岩区，表

Ｇ０．非榴石类矿物； Ｇ１．钛镁榴石； Ｇ３．钙镁铝榴石 －铁铝榴石；
Ｇ４．钛钙镁铁铝榴石； Ｇ５．镁铁铝榴石； Ｇ９．铬镁铝榴石； Ｇ１０．镁
铝榴石； Ｇ１２．镁钙铬榴石 －镁铝榴石

图 3 镁铝榴石 Cr2O3 －CaO关系图［27］

Fig．3 Cr2O3 －CaO correlation diagram of the pyrope［27］

Ⅰ．纯橄榄岩 －方辉橄榄岩区； Ⅱ．二辉橄榄岩区； Ⅲ．异剥橄榄岩区

图 4 镁铝榴石 CaO －Cr2O3关系图
［28 －29］

Fig．4 CaO －Cr2O3 correlation
diagram of the pyrope［28 －29］

明沉凝灰岩中的镁铝榴石主要来源于金伯利岩的

二辉橄榄岩捕虏体，与金刚石形成关系较为密
切［２８ －２９］。 由表１可知，镁铝榴石端元含量为 ７６．６９％～
８０．６０％，略高于辽宁瓦房店 ５０ 号岩管 ＤＧ９ 型
（７８．７９％）和 ＤＧ１０ 型（６９．１０％）、山东胜利 １ 号
岩管 ＤＧ９ 型 （６１．１３％ ～７５．３１％） 和 ＤＧ１０ 型
（６８．７８％） ［２９］含金刚石金伯利岩中镁铝榴石端元

含量。
总之，理公港沉凝灰岩中的镁铝榴石为低钙含

铬－高铬镁铝榴石，ＣａＯ 含量低于辽宁、山东典型
岩管中的镁铝榴石 ＣａＯ含量，为 Ｇ１０ 型镁铝榴石；
镁铝榴石端元含量略高于辽宁瓦房店 ５０ 号岩管和
山东胜利 １号岩管含金刚石金伯利岩中镁铝榴石端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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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量，显示其来源与含金刚石成矿关系十分密切。
2．2 金云母

金云母的 ＴｉＯ２含量为０．２３％～１．７９％，略低于
山东、辽宁典型岩管中金云母的 ＴｉＯ２含量； Ａｌ２Ｏ３含
量为 １２．５６％～１７．０５％，与山东、辽宁典型岩管中
金云母的 Ａｌ２Ｏ３含量相近。 在金云母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关系图（图 ５）上，半数以上的投点与山东胜利 １ 号
金伯利岩中浑圆状及微斑晶金云母范围基本一致，
其余的与南非大部分金伯利岩中的金云母范围相
似，没有落入澳大利亚金伯利岩中的金云母范围。
Ｍｇ／（Ｍｇ＋ＴＦｅ）（原子比）为 ０．８７ ～０．９５（表 ２），与
山东胜利 １号岩管中的微斑晶和粗晶金云母、山东
红旗 ２７ 号岩管中的金云母、辽宁瓦房店 ５０ 号和
４２号岩管中金云母的 Ｍｇ／（Ｍｇ ＋ＴＦｅ） （原子比）
（０．８１４ ～０．９３５）［２９］基本一致（图 ６）。

１．一般钾镁煌斑岩中的金云母范围； ２．南非大部分金伯利岩中的
金云母范围； ３．澳大利亚金伯利岩中的金云母范围； ４．山东胜利
１ 号金伯利岩中浑圆状及微斑晶金云母范围

图 5 金云母 TiO2 －Al2O3关系图
［29］

Fig．5 TiO2 －Al2O3 correlation
diagram of the phlogopite［29］

１．一般钾镁煌斑岩中金云母范围； ２．一般金伯利岩中金云母范围；
３．山东胜利 １ 号金伯利岩中浑圆状及微斑晶金云母范围

图 6 金云母 TiO2 －Mg／（Mg ＋TFe）关系图［22］

Fig．6 TiO2 －Mg／（Mg ＋TFe） correlation
diagram of the phlogopite［22］

  综上，该区金云母与山东、辽宁及南非典型岩
管含金刚石金伯利岩中的金云母具有共同特征。

３ 找矿意义

湖南扬子微板块区（上扬子台褶带、江南台
隆） 具有原生金刚石矿成矿的优越地质环
境［６ －１１］ ，出露于湖南桃源理公港地区的白垩纪红
盆，位于湖南二级构造单元（西北为台隆区、东南
为凹陷区）的边界部位，并受 ＮＮＥ 向剪切断裂控
制［３０］ ，东北部沿 ＮＥ方向延伸，南部及东南部受断
层控制，分布于震旦纪和青白口纪地层外围，盆地
东西两侧为寒武纪灰岩和泥灰岩，西南部为晚震
旦世硅质岩和青白口纪板溪群浅变质碎屑岩。 另
外，该地区还处于 １∶２０ 万铬、铌Ⅰ级异常区和镍
Ⅱ级异常区的交汇部位［３０］ 。 因此，从大地构造背
景、金刚石成矿所需构造条件及化探异常分析来
看，该地区具备金刚石成矿的条件。
金刚石、Ｇ１０ 型镁铝榴石和金云母是含金刚石

金伯利岩的重要指示矿物，追索其来源可发现原生
金伯利岩管，山东胜利 １号金伯利岩管就是通过追
索镁铝榴石的来源而发现的［１，３１］ 。 扬子克拉通金
刚石原生矿找矿，长期以来都是将钾镁煌斑岩作为
含矿母岩，并且将金刚石、铬尖晶石作为指示矿物
组合［１］ 。 而本次工作在沉凝灰岩中发现 Ｇ１０ 型镁
铝榴石，显示其来源于与金刚石形成关系较为密切
的金伯利岩型二辉橄榄岩捕虏体。 这些信息启示
我们，针对扬子克拉通尤其是湖南地区的金刚石原
生矿找矿，今后需注意： 一是将镁铝榴石作为重要
指示矿物，尤其是带蚀变皮壳且具 ＲＯＫ特征的镁铝
榴石，这种镁铝榴石指示原生矿源在 １０ ｋｍ以内［１］ ；
二是不要仅局限于寻找钾镁煌斑岩型，应更多关注
金伯利岩型。
虽然本次工作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含金刚

石金伯利岩，但湖南桃源理公港地区沉凝灰岩的特
征表明，其来源地不会太远，这为在附近找寻火山
机构奠定了基础； 沉凝灰岩中金伯利岩屑以及金
刚石和 Ｇ１０ 型镁铝榴石、金云母等指示矿物的发
现，为在周边寻找原生金伯利岩提供了重要信息。
因此，加强对这些指示矿物来源的追索，尤其是沉
凝灰岩的形成过程，也许是取得湖南地区原生金刚
石找矿快速突破的有效途径之一。 另外，借鉴国外
较年轻的含金刚石金伯利岩的实际情况，有望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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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桃源理公港地区的金刚石砂矿区找到白垩纪早

期含金刚石的载体［３２］ ，同时，也不排除白垩纪，尤
其是白垩纪中晚期，在红盆内存在含金刚石金伯利
质岩浆喷发并与红盆同沉积的可能性［２２ －２３］ 。

４ 结论

（１）出露于湖南桃源理公港地区白垩纪红盆内
的沉积夹层为沉凝灰岩和凝灰质砾岩，并非前人所
述的金伯利岩或金伯利质角砾岩。

（２）沉凝灰岩中的石榴石为低钙含铬 －高铬
Ｇ１０型镁铝榴石，云母为金云母。 镁铝榴石的特征
与辽宁瓦房店 ５０号岩管和山东胜利 １ 号岩管含金
刚石金伯利岩中镁铝榴石的特征相似； 金云母的
特征与山东胜利 １ 号和红旗 ２７ 号金伯利岩、辽宁
瓦房店 ５０号和 ４２ 号金伯利岩以及南非大部分金
伯利岩中金云母的特征相似。

（３）湖南桃源理公港地区沉凝灰岩的特征表
明，其来源地不会太远，这为在附近找寻火山机构
奠定了基础； 沉凝灰岩中金伯利岩屑以及金刚石
和 Ｇ１０型镁铝榴石、金云母等指示矿物的发现，为
在周边寻找原生金伯利岩提供了重要信息。 加强
对这些指示矿物来源的追索，尤其是沉凝灰岩的形
成过程，是取得湖南地区原生金刚石找矿快速突破
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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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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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diamond－bearing sedimentary tuff and its prospecting
significance in Ligonggang area of Taoyu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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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Ｄｉａｍｏｎ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ｉｃｋｅｄ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ｌｅ －ｒ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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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ｃ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ｇｒｅｅｎ ｒ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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