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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东南部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找矿远景区预测

王摇 亮1,2,陶摇 平1,2

(1.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摇 430074;2.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贵阳摇 550004)

[摘摇 要]钾镁煌斑岩是金刚石的成矿母岩、组成岩筒的基本物质。 基于区内区域重磁异常分布特
征,以北部镇远马坪及周边县域(施秉、三穗、雷山、剑河、麻江)出露的钾镁煌斑岩和南部从江一带镶嵌
的基性-超基性岩为线索及岩体露头上的重磁场异常特征响应值为标尺,与地表出现的金刚石原生矿、
砂矿、指示矿物、重砂异常分布为依据,圈定了数个基性-超基性岩体(带),结合物探资料推断的岩浆岩
带、火山机构、板块结合带、深大断裂带以及地质矿产资料,共划分了 6 个金刚石找矿远景区。 预测在台
江-剑河-锦屏-黎平一线,出现的 1 处大型重磁 (航磁环状异常)正异常分布区为区内金刚石找矿的重
要靶区和找到具有工业价值金刚石原生矿的重点突破口,这里(G3 异常区)极有可能是破解贵州原生金
刚石找矿瓶颈的福地,是揭示金刚石矿床赋矿岩筒神秘面纱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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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大规模启动新一轮
全国金刚石找矿工作,瞄准了国内五大金刚石矿产
远景调查区域,重点部署在辽宁瓦房店地区、山东蒙
阴县桃花峪-双泉山地区、贵州镇远马坪地区、广西
桂北地区及湖南湘西北地区开展金刚石原生矿找矿

工作,力争尽快取得原生金刚石找矿突破性进展。

1摇 国内及贵州金刚石找矿现状
金刚石是我国紧缺的矿产之一。 据了解,我国

金刚石找矿工作开展近 60 年,先后在山东、湖南、辽
宁、贵州、安徽、内蒙古和西藏等 16 个省区发现了金
刚石,发现找矿线索数百条,其中在 11 个省区找到
金伯利岩,4 个省找到钾镁煌斑岩,在西藏和新疆发
现含金刚石橄榄岩。 近年来,辽宁瓦房店地区取得
金刚石原生矿找矿重大进展,新增金刚石资源储量
20 多万克拉,并经钻探发现了深部隐伏金伯利岩
体。 山东蒙阴地区钻探发现了深部隐伏金伯利岩
管,展现了寻找原生金刚石矿的前景。 扬子地台金
刚石找矿靶区进一步缩小,并发现了重要的金刚石

指示矿物。 近期,在安徽宿州又发现了 3 颗原生金
刚石,并伴有大量指示矿物。 在湘西、鄂西、黔东、桂
北地区查明了大量的金刚石砂矿,部分地区还发现
含金刚石的岩体,指示矿物重砂异常也十分发育,扬
子地台具有形成金刚石原生矿的成矿地质条件(董
庆吉,2011)。

1959 年贵州成立金刚石找矿专业队 101 队,
1965 年在扬子地台西南的镇远马坪首次发现了我
国第一个含金刚石原生矿的钾镁煌斑岩“东方一
号冶岩体和中国第一颗金刚石原生矿,推动了全国
金刚石原生矿找矿工作铺开,各省局在华北地台的
山东、辽宁等地,相继找到了有工业价值的金刚石原
生矿,但在扬子地台仍未取得找矿突破,1995 年后贵
州金刚石找矿工作中断至 2010 年重新启动,拉开新
一轮扬子地台金刚石找矿工作的序幕。 在镇远地区
已发现的 378个岩体,以岩床、岩脉为主,含金云母的
岩体多,含橄榄石多的岩体少,岩体斑晶小,深源矿物
少,说明深部岩管未找到,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和找
矿意义(卢登蓉等,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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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贵州东南部地质简图(据贵州省区域地质志,1987;戴传固等,2010 修改)
Fig. 1摇 Generaliz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outh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modified from Geological History of Guizhou Province, 1987)
1-第四系;2-白垩系;3-三叠系;4-二叠系;5-石炭系;6-泥盆系;7-志留系;8-奥陶系;9-寒武系;10-震旦系;11-青白口系隆里组;12-青
白口系平略组;13-青白口系清水江组;14-青白口系番召组;15-青白口系乌叶组;16-青白口系甲路组;17-青白口系拱洞组;18-四堡群;
摇 摇 19-地质界线;20-构造单元界线;21-断裂;22-钾镁煌斑岩;23-辉绿岩;24-花岗岩;25-基性-超基性岩
1-Quaternary;2-Cretaceous;3-Triassic;4-Permian;5-Carboniferous;6-Devonian;7-Silurian;8-Ordovician;9-Cambrian;10 -Sinian;11 -Qing鄄
baikou System Longli Fm. ;12-Qingbaikou System Pinglve Fm. ;13-Qingbaikou System Qingshuijiang Fm. ;14-Qingbaikou System Faozhao Fm. ;15-
Qingbaikou System Wuye Fm. ;16-Qingbaikou System Jialu Fm. ;17-Qingbaikou System Gongdong Fm. ;18-Sipu Group;19-geological boundary;
摇 20-structural unit boundary;21-fault;22-lamproite;23-diabase;24-granite;25-basic-ultrabasic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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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钾镁煌斑岩及金刚石区域分布概况
研究区跨越贵州东南部,位于扬子地台东南缘

与江南褶皱系西缘的过渡带,按《贵州省区域地质
志》(贵州省地质局,1987),以铜仁-玉屏-凯里-三
都一线为界的地表构造单元线(F0,图 1),北西侧为
扬子准地台,南东侧为江南造山带(王砚耕,1991)。
东部著名的“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冶重力梯级
带(F1,物探推测系两构造单元在深部的分界线,图
2)的南延地区贵州段经过研究区,又位于湘西鄂西
黔东重要成矿区带上,具有金刚石成矿的大地构造
背景。

区内为新元古宇青白口系下江群广泛分布,主
要由浅变质海相砂页岩、凝灰岩及少量碳酸盐岩组
成,属大陆斜坡复理石沉积建造,下古生界、上古生
界、中生界及新生界地层分布面积不大,北东向断裂
极其发育(图 1)。 区内火成岩为偏碱性超基性岩出
露,以镇远马坪地区的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为代表,
成群带分布在镇远马坪及偏北的镇远-施秉一带的
思南塘-白坟-翁哨和麻江隆昌,除此之外在黄平东
坡、三穗捆双及中部的台江、雷山开屯(南牛及高
岩)、剑河岑松及偏南的榕江平阳等地零星出露,多
呈小岩脉体侵入在新元古代地层-早生代地层中,
它们均属加里东构造运动时期的深源岩浆,不同分
异阶段侵入的产物。 另有出露于南部从江南加-元
宝山-龙胜地区的花岗岩、基性-超基性岩,花岗岩
为黔桂边境的雪峰期 S型花岗岩,侵入体呈岩基、岩
株、岩枝多产出中元古代地层,部分基性岩产出在新
元古代地层中。 金刚石砂矿及金刚石指示矿物发现
地,多见于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锦屏及白市、榕江
及下江等地的水系沉积物中。 东西向断裂构造明显
地控制着岩带的展布方向,岩体直接产出于近东西
向或北东向的断裂破碎带中。 贵州地矿局区调院在
整理 1 颐 20 万剑河幅与黎平幅重砂资料时,发现黎
平敖市有大片辉石异常存在。 在台江一带,也出现
辉石-霓石重砂异常(贵州省地质局,1986;黄远成,
1998;孙士军,1998;秦守荣等,2001)。

3摇 区域重磁异常反映的地质信息
3. 1摇 金刚石矿床成矿条件

金刚石形成于上地幔深处,无论是金伯利岩型
还是钾镁煌斑岩型金刚石矿床,其成矿必须具备三
个条件:(1) 古老克拉通(稳定地块)之下具大厚
度、低热流值、高亏损的上地幔,以有利于金刚石的

孕育;(2) 克拉通下的上地幔中同时也孕育了金伯
利岩浆或钾镁煌斑岩浆作为金刚石上升搬运的载

体;(3) 有超壳深断裂存在作为金伯利岩浆或钾镁
煌斑岩浆上升至地壳浅表部位的通道 (盛学庸,
2004)。 金刚石母岩是把金刚石从深部带到地表的
载体,深部存在金刚石矿源层,金刚石有利矿化靶区
条件的预测准则是:(1) 古老克拉通地块;(2) 克拉
通内部或外侧活动带超壳深大断裂带;(3) 克拉通
超壳深断裂带两侧次级断裂构造集中区;(4) 特定
的金刚石母岩和可疑岩体的产出;(5) 镁铝榴石、镁
钦铁矿、铬透辉石、铬尖晶石及微粒金刚石重砂异常
的发现;(6) 物化探异常显示;(7) 遥感异常影像显
示(王仲会,2000)。 金刚石原生矿是产于特定的碱
性超基性岩内,是地球早期地质作用的产物,它们主
要形成于前寒武纪,太古宙为集中形成期。
3. 2摇 局部重磁异常分布特征

钾镁煌斑岩是金刚石原生矿的重要载体,以往
物探对岩体的物性参数认识程度不够,1965 年贵州
物探队对镇远马坪一带的岩体进行过概略研究,它
具有比较弱的物性特征,密度值 2. 76伊103kg / m3,磁
化率值(35 ~ 126) 伊10-6 SI,地面磁观测强度最高达
110 nT,围岩浅变质岩系平均密度为 2. 64 伊103kg /
m3、弱磁性特征。 基性-超基性岩,在镇远以南地区
为 2. 74 ~ 2. 83伊103kg / m3、(40 ~ 50) 伊10-6 SI(范祥
发,2003;姚炼等,2005)淤于。 岩体表现为高密度、正
磁性特点。

岩体异常在研究区北部、中部、南部均可见及,
尤其在中部地区的台江-剑河-锦屏-黎平一带,分
布着一处大型的圈闭似环状航磁异常(T),面积约
3500 km2,与重力正异常(G)有较好的套合及对应
(图 2),在整个东部地区引人注目。 T 异常在航磁
异常平面等值线图中为一闭合负异常表现,它分布
在区域背景负磁异常之中不易发现,而在航磁化极
异常平面等值线图中为一闭合正异常,化极异常还
原了地质体的真实面目。 综合研究认为,该处重磁
异常可能为贵州东部原生金刚石矿床找矿的最有利

部位。 除 G 、T异常分布区外,它处局部重磁异常虽
有较好套合,但分布面积相对 G、T 要小得多,有西
北部分布的镇远马坪-凯里旁海异常带、西南部的
雷山永乐-都江异常带、南部的榕江-从江异常带、
东南部的洪州-水口异常带及东北部的天柱-白市
异常带。

在图 2(20 km2 ~ 60km2)计算窗口下的深部异
常场,与剩余重力异常和航磁化极异常等值线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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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较好对应关系。 图 2 中,局部重力异常 G(左
图)和局部航磁异常 T(右图)两张图,同时显示正
异常、形态相似、面积相当;仅 T 异常较 G 异常位置
上有一定偏差,为一大型环状正异常,处于负磁异常
背景之中,并受环状构造控制,究其原因可能有航飞
高度和精度的原因,也有航磁测线方向及航测比例
尺原因,还有地质体(岩体、矿体等)规模大小、产
状、深度及地质成矿环境等原因(董杰等,2010)。

图 2(左)中,G 由 G1、G2、G3 等 3 处局部重力
正异常组成,G1 呈等轴状异常,长宽约 20km,异常
中心明显,为一由主异常分离出去的变异带,在剑河
-郎洞一带分异界线清楚;G2 为一北东向于孟彦-
宰麻分布的椭圆状异常,同为从主异常分离出去的
变异带,长约 25km、宽约 21km,在孟彦-郎洞一带界

线清晰;G3 为一蝴蝶状组合异常,北东翼为一舌形
异常带,南东翼为一椭圆状异常,南嘉-平秋-锦屏
局部同向扭曲十分明显,规模较 G1、 G2 大。 图 2
(右)中,T由 T1、T2、T3 等 3 处局部磁力正异常组
成,T1 为一北西向分布的似椭圆圈闭异常及变异
带,T2 为一规模较大的北东向分布的椭圆状异常,
T3 为一规模较小的北北东向分布的闭合异常及变
异带。 这些变异带可能为 G3(T3)同一有根地质
体,在强烈的造山运动和构造活动升降中,由于 F1、
F2 及旁侧断裂相互切割作用,分离出去的地质岩块
与变异带,形成“三星拱月冶天象景观-北西向 G1、
南北向 G2、北东向天柱-白市异常合围 G3。 向上延
拓多个高度重力异常,除 G3、榕江-从江异常带存在
外,G1、G2 及其他异常逐渐消失。

图 2摇 重力 G(G1、G2、G3)和航磁 T(T1、T2、T3)异常平面图
Fig. 2摇 Maps showing gravitational (G1, G2 and G3) and aeromagnetic (T1, T2 and T3)

anomalies i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1-重磁异常正等值线;2-重磁异常零值线;3-重磁异常负等值线;4-重力推测莫霍面断裂;5-航磁推测火山机构;6-重力高、磁力高;7-重
摇 力低、磁力低
1-positive isoline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2-nought isoline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3-negative isoline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a鄄
nomaly;4-Moho surface fault inferred by gravity;5-volcanic edifice inferred by aeromagnetic;6-gravity high and magnetic high;7-gravity low and
摇 magnetic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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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局部重磁异常(G、T)所处构造环境
区内 G、T异常同其他异常所处的构造环境,与

华北地台辽宁瓦房店、山东蒙阴金刚石产区有着相
似之处。 在中国金伯利岩体附近常出露有碳酸岩和
碱性岩(《中国矿床》编委会,1994),辽宁大地构造
位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复州台陷的负地形中,基
底为太古宇鞍山群的混合花岗岩、钠长角闪岩及片
麻岩,围岩主要为砂岩类及灰岩类,属金伯利岩型金
刚石原生矿田,长约 28 km、宽约 18 km、面积约
500km2,成群成带分布着 18 个金伯利岩管与 58 条
金伯利岩脉群共计 76 个岩体,由北向南划分三个岩
体带;山东导矿构造是 NNE 向的郯庐深大断裂,控
矿构造为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基底东西向断裂(早
期)和盖层的北东向断裂的复合,岩体展布北东向
居多。 两地岩体分布区地面磁测场值变化 300 ~
800 nT,产于莫霍面等深线较浅地段 32 ~ 34 km,两
省金刚石原生矿床分布,多出现在岩石圈断裂一侧
隆起与坳陷的衔接带或凹陷区、莫霍面等深线相对
较浅的部位、隐伏基底断裂发育地带,三者吻合的部
位是寻找金伯利岩较有远景的地区(《中国矿床发
现史·物探化探卷》编委会,2002)。 位于俄罗斯西
伯利亚中部的西雅库金刚石省,面积 150 万 km2,金
伯利岩体产在碳酸岩围岩中,由石炭纪-二叠纪陆
相沉积杂岩系和下三叠纪暗色岩系大面积覆盖

([苏]丌·廿·米可夫,1987);金伯利岩筒平均密度
为 2. 35伊103kg / m3,在大部分岩筒上有磁异常,磁化
率为(3140 ~ 12570) 伊10-6 SI,少数为弱磁性或无磁
性(管志宁,2005),岩体呈现航磁正异常、重力负异
常特点。

区内 G、T异常同其他异常(图 2),完全受由 F0
~ F10、F1A ~ F1C 计 14 条超壳大断裂的控制。 就
航磁 T异常,由剑河-锦屏-黎平-宰麻-剑河围限的
区域表征特殊,疑似一火山机构环型异常,处在全国
航磁图中大型负磁异常背景(面积约 25000km2)的
中央(丁燕云等,2007),它的出现可能与矿产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火山机构及与之配套的断
裂构造为成矿热液的上升运移提供了通道,另一方
面围绕火山机构形成的环形及放射状断裂构造与区

域构造运动的叠加,往往形成规模较大、延伸很深的
断裂,为深部含矿热液的沉淀、储存提供了良好的空
间,这一点已引起地质学家高度重视(陈春雷等,
2011)。 T1、T2、T3 异常反映值较低,4 ~ 16 nT,同镇
远马坪岩体响应值接近,近距离处在出露岩体、推测
岩体及含岩指示矿物等包围之中,联系湘黔边区沅

水流域、清水江流域,大量出土的金刚石砂矿得到启
示,异常能量及内存物质存在近源碱性超基性岩补
给无疑。 曾对已知基性-超基性岩体分布区镇远马
坪一带的重力异常,采取 NW 向 42毅的图切剖面,用
二度体反演模拟,求得异常体上顶埋深 1. 8km、下底
埋深 5. 2km、剩余密度为 驻滓 = 0. 21伊103kg / m3盂;对
台江 G1、南嘉 G3 异常,分别采用三度体、2. 5 度体
模拟反演,求得 G1 异常上顶埋深4. 00km,下底埋深
12. 50km,中心埋深 8. 25km,面积约 400km2,剩余密
度 驻滓=0. 22伊103kg / m3,G3 异常上顶埋深 6. 00km,
下底埋深 12km,中心埋深 9km,面积约 530km2,剩
余密度 驻滓=0. 22伊103kg / m3(王亮等,2008;王亮等,
2009);就剩余密度而言,马坪、G1、G3 异常三者变
化相差仅为 0. 01伊103kg / m3,说明它们在性质上是
相一致的。

4摇 金刚石找矿远景区预测
4. 1摇 岩浆岩的圈定

以 G 、T异常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完成区内其
它复合区重磁异常的研究,探讨与岩浆岩的关系及
隐伏定位。 区内重磁异常复合较好的异常,处在 SN
向 F1 深大断裂两侧及其附近,位于近 EW 向 F2 大
断裂的南北两区,并受与莫霍面断裂有对应关系的
基底断裂和地表断裂的分割控制,多位于地表构造
单元线铜仁-玉屏-凯里-三都( F0)一线的东侧。
G1 区在剑河一带,处在横向错动的构造破碎带空间
环境,布格重力异常图显示更为显著,异常曲线出现
位移较大的东西向拉张、南北向挤压变化情形,G3
区在剑河南嘉-锦屏-天柱远口-白市一带,异常曲
线为宏大的线性密集带呈由东向西强烈扭曲的挤压

突变区带, G2 区在寨篙-孟彦一带,异常曲线也具
宽幅的北东向扭曲的收敛现象,3 个异常在图 2 的
剩余异常图上也表示了同形特征变化,航磁异常也
有类似图像表现,在莫霍面等深线 34 ~ 36 km 之间
及附近的变异带同样特征显示,异常体受 F1、F2 和
其他深大断裂的控制,且多位于深大断裂或基底断
裂的交切部位和不远的地方,并发现有剑河南嘉、锦
屏平秋等金矿落入 G3 中。 G 、T异常与遥感解译成
果的环形异常有较好印证关系,G3、T3 区有一北东
向延伸的 900km2 的大型环形构造环与之对应,G1、
T1 区在台江的东南面有 1 个面积为 250km2 的环形

异常、剑河北面有 2 个面积大于 200km2 的叠加环形

异常榆。 重磁异常重叠区,有遥感环形异常出现,多
半情况表现有岩体异常存在,1 颐 20 万化探异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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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合特征,反映出剑河南嘉、黎平敖市两地物探异
常上有基性-超基性岩体异常。 再则,发现区内负
磁异常与重力负异常有较好对接关系,这种组合关
系很大程度上与酸性花岗岩侵入有关。

在 G3 高密度异常体上,重力成果解译出现垂
向分带现象,由上至下呈北东向、北西向、北北东-
南北向 3 组不同展布方向立体分层,此现象与辽宁
复县第 1 号、2 号、30 号金伯利岩筒组构有相似之特
征,说明区内可能有隐伏岩筒和岩体的存在。

本区处在扬子地台区向江南地块过渡区的斜坡

上,根据圈定岩体的识别依据与地质资料,又据岩体
露头上重磁异常响应值频数情况(磁场 2 ~ 12 nT,
剩余重力场(1 ~ 4) 伊10-5m / s2),采用依2. 0伊10-5m /
s2(个别地段依1. 0伊10-5m / s2)和依10nT的基本线,作

为重磁异常充分套合后提取岩体异常的基本线,异
常提取及推断岩体(带)分布见图 3 所示。
4. 2摇 金刚石找矿远景区划分

以钾镁煌斑岩的物性特征为基础,以重磁异常
叠置部位为方向,结合地质背景、金刚石矿产及指示
矿物等分布,重磁、遥感提供的深部构造(F0 ~ F10、
F1A ~ F1C)、基底断裂构造(未附图)、隐伏岩体及
地表板块结合带(F0)等成果,共划分区内 6 个金刚
石有利找矿远景区(图 3(右))。

各找矿远景区分布情况如下:
(1) 镇远马坪-凯里旁海-麻江隆昌(区外)找

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3、F1C 的控制区域和研究区
西北部,扬子地块与江南造山带板块结合带(F0)沿

图 3摇 岩体异常提取基本线(左)与重磁联合推测岩体及找矿远景区平面(右)
Fig. 3摇 Maps showing basic lines of rock anomalies acquired ( left) and inferred rocks based

on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ies, and prospecting areas (right)
1-重力异常正等值线;2-重力异常负等值线;3-推测基性岩类;4-推测酸性岩;5-找矿远景区;6-钾镁煌斑岩; 7-花岗岩;8-辉绿
摇 岩;9-基性-超基性岩;10-辉石重砂异常区;11-金刚石砂矿出土点及指示矿物发现点;12-原生金刚石小型矿床
1-positive isoline of gravity anomaly;2-negative isoline of gravity anomaly;3-inferred basic rocks;4-inferred acid rock;5-exploration pros鄄
pect area;6-Lamproite;7-granite;8-diabase;9-basic-ultrabasic rock;10-heavy sand anomaly of picrite;11-placerdeposits exposure spot of
摇 diamond and the discovery spot of instruction mineral;12-mini-deposit of original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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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向从中部途经该区,地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
下江群至志留系,重磁正异常重合覆盖好,有马坪原
生金刚石小型岩浆矿床坐落,并有若干钾镁煌斑岩
分布,在台江施洞、瓮城河等地有金刚石砂矿出土、
白坟附近有铬铁矿重砂异常,其金刚石数量多、颗粒
大,重磁正异常带向南与麻江隆昌钾镁煌斑岩分布
区相连,成矿构造条件极为有利。

(2) 台江-剑河-锦屏-黎平找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1、F1A、F1C南北向陡变带控

制的西部及东沿与 F1B 共同箝制的由高地向斜坡
的过渡地带之间(即两地块深部接触带)和研究区
中部,地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下江群清水江组至
隆里组,重磁异常三方聚集、分布面积最大,亮江水
系在黎平中黄、敖市等地亦发现金刚石砂矿,金刚石
颗粒大,黎平敖市和台江台拱有辉石重砂异常。 区
内 G1 以前已推测为一岩筒(王亮等,2009),圈定了
一个大型的火山机构,厘定了多处岩体异常,在剑河
南嘉-锦屏一线,G3 密度地质体呈垂向上中下的三
层分带沉积,与华北地台金刚石大省辽宁瓦房店矿
田 1 号(2 号、30 号)岩筒组成物质有类似组成结
构。 成矿背景成矿环境成矿构造,在整个研究区堪
称最优。

(3) 榕江-从江找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1、F1A、F9、F6 的控制区内及

武陵山重力梯级带的中轴线一带和研究区南部,地
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下江群乌叶组至平略组,重
磁正异常北西西向延展,面积相近形态相似无位相
扣。 境内都柳江水岸水系沉积物中,发现金刚石砂
矿和指示矿物出台,圈定了多处岩体(脉),不远处
的黔桂边境有基性火山岩,成矿环境相当有利,找矿
前景大。

(4) 雷山永乐-都江(火烧寨)找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2、F7、F10 的控制区间及 F0

的南东侧和研究区西南部,地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
系下江群乌叶组至平略组,重磁正异常在永乐-火
烧寨沿线叠合好,有雷山开屯、高岩钾镁煌斑岩小岩
体出露,圈定了 4 处岩体(脉),区内有重砂异常存
在,西侧都柳江上游三都一带有不少金刚石砂矿露
土,地质构造条件有利,有一定找矿潜力。

(5) 洪州-水口找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1A、F1B、F4、F6 控制的四边

形里和研究区东南部,又受邻省北北东向的三江大
断裂带影响,地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下江群 /丹州
群的乌叶组 /拱洞组,重磁正异常北东向分布吻合度

高,在重磁异常相合区右侧伴生有另一同向分布的
面积同等的条带状正异常,有 1 处金刚石指示矿物
的岩石出土,圈定了 3 处岩体 (脉),据康俊成
(1965)所著报告透露,在湘黔桂三省坡-元宝山一
带有 2 条北东向基性-超基性岩带布露且穿过本
区虞,说明区内及外围有相当找矿前景。

(6) 天柱-白市找矿远景区
位于莫霍面断裂 F1B、F4 交会地带,F3 从预测

区中部北东向斜穿,处在研究区东北面的清水江下
游区。 地表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下江群清水江组至
二叠系,北东向分布的重磁正异常大部分重合,重力
异常条带状分布,航磁异常多个圈闭分布,有金刚石
指示矿物破土出阁,圈定了 3 处岩体(脉),清水江
组地层上出现沉凝灰岩,是岩浆热液活动印记,与白
市接壤的湖南会同-安江同属清水江下游,境内有
偏碱性的煌斑岩出露及指示矿物出现。 可见,区内
有良好找矿空间和预期实力。

5摇 结论
金刚石形成于地幔深处,是自然界稀缺及特殊

矿种之一,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列入重要的战略物
质。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扬子地台东南缘,属相对
稳定的 P型克拉通,很大地域为扬子地台边缘活动
带,这由扬子地台与江南地块的地表分界线 F0 较深
部分界线 F1 最窄处向东位移 50km、莫霍面错断落
差达 2km足以说明。 大量地质勘查和研究成果证
实,研究区已形成了若干金刚石指示矿物相对富集
区,金刚石砂矿及指示矿物纷纷出土,说明近源补给
源区及近期形成时间不会太远。 足见区内成矿地质
条件及成矿地质背景与盛产金刚石的西澳准地台基

本相似,有利于钾镁煌斑岩和钾镁煌斑岩型金刚石
原生矿的形成。

区内钾镁煌斑岩,物性具有高密度、正磁性特
点,主要分布于重磁异常复合部位正值区的浅变质
岩系地层中,与辽宁、山东金伯利岩在碳酸盐岩沉积
区分布显示的航磁正异常、重力负异常有可比性。
区内推测的 6 大金刚石找矿远景区和岩体圈定,有
的与地质矿产布置的金刚石原生矿远景调查区重

合,有的同化探、遥感元素组合及影像解析方法下的
岩体异常分布有较好对应关系。 台江-剑河-锦屏-
黎平找矿远景区,预测是最具有经济影响力和找到
有工业价值金刚石原生矿、实现找矿突破的最佳靶
区及资源富集区。 黔东南地区完全具备找到原生金
刚石矿床的资源远景、找矿空间和成矿条件。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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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对 G3 异常重点解剖。
[注释]

淤摇 贵州省地质局 109 地质队. 1965.贵州镇远马坪地区 613 原生矿
床上物化探试验工作报告[R] .

于摇 贵州省地质局 109 地质队. 1961.贵州梵净山清龙洞至回香坪地
区 61 年物探报告[R] .

盂摇 贵州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1996.贵州省 1 颐 20 万
息烽、贵阳、瓮安、都匀、镇远、剑河幅区域重力调查报告[R] .

榆摇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2002.黔东南铜金矿遥感预测及方法技术研
究报告[R] .

虞摇 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 1965. 湘黔桂地区航空磁测结果报告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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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search Prospecting Areas of Diamond-bearing Lamproite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WANG Liang1,2,TAO Ping1,2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Hubei摇 430074;
2. Guizhou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uey, Guiyang,Guizhou摇 550004)

Abstract:Lamproite is the mother rock of diamond, and it is the basic substance for forming pipe. This work i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regional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anomalies i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clues of exposed lamproite in Zhenyuan county and adjacent counties
(Shibing, Sansui,Leishan, Jianhe and Majiang) and basic-ultrabasic rocks in the Congjiang area in the south. Combining the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responses of these exposed rocks with the original mineral of diamond, placer, indicator minerals, and heavy sand abnormity distribution on the surface,
we delineate several basic-ultrabasic rock bodies. Integrated with the magmatite belt, volcano institution, plate conjunction belt, and deep fault zones de鄄
rived from geophysical and geological data, this work determines 6 prospecting areas for searching diamond. It is inferred that in the Taijiang-Jianhe-Jin鄄
ping-Liping areas, one large-scale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positive anomaly are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very important target area for diamond search
and a key breakthrough spot for seeking original diamond mineral with industry values. And its anomaly area G3 is very likely the critical place to find o鄄
riginal diamond mineral in Guizhou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favorable section to remove the mystery veil of diamond deposits with pipes.

Key words:diamond, lamproite,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anomaly, pipe, exploration prospecting area , southeast of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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