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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贵州施秉下翁哨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
重砂异常之谜

杨光忠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１ 地质队，贵州凯里， ５５６０００

内容提要： 贵州施秉下翁哨地区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自然重砂，高度浓集于下翁哨盆地北岸对门坡一带新近系翁

哨组含砾黏土和盆地南侧 ２ ｋｍ 处斜坡带“不明成因”砂砾石堆积物中，构成罕见高含量重砂异常，文中通过钾镁煌斑岩、金伯

利岩和一般基性－超基性岩及榴辉岩等石榴子石含量特征的对比分析，尚难解释异常来源问题，甚至利用章人骏（１９８５）关于

沅水流域金刚石及其伴生矿物分布的“古冰碛物次生源”观点，亦难解其来源和矿物组合问题，故此权称为谜，特撰文简述抛

砖引玉以期共勉，尤籍此为贵州金刚石原生矿的找矿突破寻找指导。

关键词： 含铬镁铝榴石；镁铬尖晶石；高含量重砂异常；来源问题；施秉下翁哨

　 　 １９６５ 年贵州镇远马坪发现的我国第一个含金

刚石钾镁煌斑岩，系利用重砂测量法沿马坪小溪溯

源追踪镁铝榴石而发现（章人骏，１９８５）。 镁铝榴石

重砂异常成为金刚石原生矿最主要找矿信息之一。
贵州施秉下翁哨地区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

砂异常，具有高度浓集的罕见含量特征而被寄以厚

望，但自 １９７３ 年发现以来，一直未能在指导金刚石

原生矿找矿勘查上取得重大进展，甚至尚且未能解

释其异常来源问题，已然构成了“难解”之谜，故此

特撰文简述，旨在抛砖引玉共同分析研究，希望能早

日实现贵州金刚石原生矿的找矿突破。

１　 异常区自然地理及地质梗概

１．１　 异常区自然地理

异常区位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低山丘陵过渡的斜

坡东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分水岭构成的苗岭山

脉东段北侧，区内主要为碳酸盐岩低中山岩溶及构

造侵蚀地形地貌，异常区主要局限于 １．７ ｋｍ×０．８ ｋｍ
近椭圆状北东向下翁哨山间小盆地范围，盆地海拔

高程 ７６０ ｍ，其北侧地势相对较高，南侧相对较低，
最大相对高差 ２２３ ｍ，一般相对高差几十米至百余

米，斜坡一般 ２０° ～ ３０°，部分达 ４０° ～ ５０°以上，翁哨

支流经盆地自西向东流入江凯河后最终汇入舞阳

河。

１．２　 地质简况

１．２．１　 大地构造位置及地质特征

异常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上）扬子地台（贵州

省地质矿， １９８７；王砚耕，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池际尚等，
１９９６）南东部（图 １）。 区域上地质构造主要表现为

以北东向为主的断裂褶皱构造。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

为下奥陶统（桐梓组、红花园组和大湾组）白云岩、
灰岩及钙质页夹瘤状灰岩，下寒武统（耙榔组和清

虚洞组）白云岩和页岩等，以及下翁哨盆地新近系

翁哨组湖泊相含砾黏土岩及褐煤（已知最大厚度

２２０ ｍ）❶等。 外围则主要为寒武系碳酸盐岩及碎屑

岩。 区域上自青白口系至三叠系，以及白垩系和第

四系等均有分布。 异常区范围的下翁哨盆地位于宽

缓对称北东向龙井向斜南东翼，以镇远—贵阳区域

性深大断裂构造为显著特征。
镇远—贵阳深大断裂带西起六枝二塘，东至玉

屏马面坡，全长 ４００ ｋｍ，总体走向近 ７０°，主断裂倾

向南南东，倾角 ６０° ～７０°，两端分别截止于娅都—紫

云和凯里—三都大断裂带。 该断裂带是一条长期活

动的深切基底的大断裂带，大体经历： ① 震旦纪—
寒武纪水下正滑、② 中奥陶世—早志留世末都匀期

大幅正滑、③ 志留纪末广西期正滑兼右行压剪、④
中晚二叠世东吴期张裂、⑤早燕山期右行压剪、⑥
晚燕山期挤压左行剪切、⑦ 喜山期压剪等活动阶



段。 断裂带真正开始剧烈活动的时间是中奥陶世—
中志留世末的都匀运动期，并引发深部超基性岩浆

活动，直至二叠纪断裂带仍有超基性岩浆活动（刘
彦良等，２００９）。

该断裂构造在翁哨段断裂破碎带宽几十米至近

百米，其中“充填”有最厚达 ３３ ｍ 的新近系翁哨组

含砾黏土“断层泥”，其中含有大量含铬镁铝榴石和

镁铬尖晶石等重砂矿物❶（详见后述）。
１．２．２　 地区钾镁煌斑岩及其矿物组成特征

异常区内未发现岩浆岩产出，但北侧 ３ ｋｍ 的施

秉曹马龙及其向东延伸的大坪－陶家塘一带、西侧

施秉柳塘（距 １８ ｋｍ）及其南侧黄平东坡地区，以及

南东侧（距 １８ ｋｍ）镇远马坪等地区均有钾镁煌斑岩

群（带）分布。
（１） 施秉曹马龙－大坪钾镁煌斑岩： 包括曹马

龙 １０ 条和金鸡庵 ５ 条钾镁煌斑岩脉，前者原称细粒

云母金伯利岩，后者原称云煌岩，岩脉长 １０～１００ ｍ，
厚 ０．２～１．０ ｍ，最大的⑧号脉长达 ５００ ｍ（走向东西

向），厚 ６ ｍ 左右。 岩石主要矿物为钛金云母、橄榄

石（假象）、钾长石，副矿物包括磷灰石、锐钛矿、金
红石、铬铁矿、磁铁矿、钛铁矿和黄铁矿等❷。 其中

曹马龙钾镁煌斑岩Ⅰ７９ｂ⁃５ 选矿样见镁铝榴石 １４ 颗

和数十粒镁铬尖晶石❸。 大坪钾镁煌斑岩主要造岩

矿物为金云母（最高达 ７５％），其次为橄榄石和辉石

等，部分岩体含少量镁铝榴石和尖晶石等（张锡贵

等，２０１５）。
（２） 施秉柳塘及黄平东坡钾镁煌斑岩❹： 施秉

柳塘（包括黄泥庆）钾镁煌斑岩原称细粒云母金伯

利岩、苦橄玢岩和橄辉云煌岩，由 １５ 个主要岩体组

成，单脉（墙、床）长数米至数十米，最长达百余米，
一般厚 ０．５～ ３ ｍ，最厚达十余米。 岩石主要由云母

（或钛金云母） （含量 ５０％ ～ ８０％）或橄榄石（假象，
含量 ３０％～４５％，最高 ６０％）组成，其它次要矿物包

括辉石（５％ ～ １０％）和锐钛矿、镁铬尖晶石（人工重

砂含量 １１８ ～ ２３５ 粒 ／ ｋｇ 样，粒径＜０．２ ～ ０．８ ｍｍ）等；
黄平东坡钾镁煌斑岩原称橄辉云煌岩，由 １４ 个主要

岩脉分布于施秉柳塘南侧 ８ ｋｍ 的欧家院—水浸坡

一带，单脉长 ５０～８０ ｍ，最长达 ２００ ｍ，厚一般 ０．５～３
ｍ，岩石主要矿物为钛金云母（５０％ ～ ７５％），见橄榄

石假象（＜５％），副矿物包括锐钛矿（５％ ～ １０％）、磷
灰石、金红石、镁铬尖晶石、辉石、锆石等。

（３） 镇远马坪地区钾镁煌斑岩： 马坪地区钾镁

煌斑岩（原称云母金伯利岩和橄榄云母岩）脉、墙或

岩床侵入寒武系白云岩，岩体长几米至 ２００ 多米，宽

０．１～２．６ ｍ。 前者主要造岩矿物为金云母，次为橄榄

石、含铬镁铝榴石，偶见和重要副矿物包括含铬透辉

石、普通角闪石、黑云母和镁铬尖晶石等；后者主要

和重要造岩矿物为镁钛铁黑云母、橄榄石和含铬透

辉石，偶见和重要副矿物为含铬镁铝榴石、镁铝榴

石、镁铬尖晶石等❺ （卢登蓉等，１９８７；罗会文等，
１９８９）。 部分岩体镁铝榴石含量较高，可高达 １％ ～
５％，颜色以血红和紫红为主（章人骏，１９８５）。

２　 施秉下翁哨含铬镁铝榴石和
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特征

　 　 据资料❶，下翁哨地区已发现的重砂矿物计有

２８ 种。 其中，最常见矿物有：含铬镁铝榴石、镁铬尖

晶石、电气石、赤铁矿、褐铁矿；常见矿物有：锆石、锐
钛矿、白钛石、黄铁矿、绿泥石；少见矿物为：钛铁矿、
镁铝榴石、石榴子石、辉石、磁铁矿、菱铁矿、铅矿物、
辰砂、黄铜矿、雌黄、雄黄、金红石、含铬金红石、绿帘

石、石膏、重晶石；偶见矿物有：碳化硅、磷灰石。 一

般认为作为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的主要伴生矿物

有：含铬镁铝榴石、镁铬尖晶石、含铬金红石和碳化

硅等。
２．１　 地表水系重砂异常

以上翁哨－下翁哨为中心的 ３０ ｋｍ２范围，地表

水系冲积物普见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矿

物分布。 但主要见于“控制”下翁哨盆地的翁哨支

流的冲积层中，含铬镁铝榴石重砂含量较低，在每

５０ Ｌ 样品中仅数粒至数十粒，含量变化受下翁哨盆

地对门坡一带富含含铬镁铝榴石的含砾黏土层（见
后述）分布的控制❶。 江凯河和黄洲河等其它支流

的少见矿物有石榴子石、钛铁矿、辉石、水铝石、霓石

和绿帘石等；罕见矿物有含铬镁铝榴石、铬尖晶石、
镁铝榴石、含铬金红石、磷灰石、刚玉、碳化硅及金刚

石等❸。
２．２　 下翁哨盆地新近系重砂异常

资料❶显示，下翁哨盆地新近系翁哨组含有含

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等重砂矿物，尤其浓集于

下翁哨盆地北岸对门坡一带（简称“北区”）含砾黏

土岩中，浓集区东西长约 １５０ ｍ，南北宽约 １００ ｍ，中
心区 ３．５ Ｌ 原样含有 ２５０ 颗含铬镁铝榴石、３５００ 颗

镁铬尖晶石，向外重砂含量迅速减少。 该中心区含

砾黏土岩还构成贵阳－镇远深大断裂翁哨段含铬镁

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的“断层泥” （见后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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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明成因堆积物”重砂异常

据资料❶，呈北东向局限分布于下翁哨盆地以

南 ２ ｋｍ 处斜坡带，在 ＴＣ⁃１１ 探槽存留厚约 ２ ｍ、可
见与地形坡度相一致的层理特征的砂砾石堆积物，
其砾石成分包括白云岩、灰岩、页岩、燧石及石英等，
砾径 ０．５～ ３ ｃｍ，棱角状—浑圆状，大多为近源补给，
被称为“不明成因堆积物”，其中含铬镁铝榴石和镁

铬尖晶石等重砂矿物含量极高，“含铬镁铝榴石每

８０ Ｌ 样有 ２７００ 粒（７２８１ 号样），镁铬尖晶石多得已

难于作数字计算”，相对于 “北区”，称之为 “南

区”❶。
２．４　 贵阳－镇远深大断裂翁哨段重砂异常特征

据资料❷，镇远至贵阳大断裂翁哨段、角砾成分

为泥灰岩、白云岩、页岩（寒武系耙榔组）及砂岩等

的断层角砾岩，其中不含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

石等重砂矿物，仅断裂破碎带中的含砾黏土“断层

泥”（新近系翁哨组）才含有较多含铬镁铝榴石和镁

铬尖晶石（８００ 粒 ／ １０ ｋｇ）等重砂矿物。
２．５　 异常中心

综合上述地表水系、下翁哨盆地新近系翁哨组

（钻孔及浅井控制）和“不明成因堆积物”，以及镇

远—贵阳深大断裂翁哨段等的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

尖晶石重砂分布赋含情况，以含铬镁铝榴石每 ５０ Ｌ
１～５ 粒（Ⅰ）、６～５０ 粒（Ⅱ）、５１～２００ 粒（Ⅲ）和＞２００
粒（Ⅳ），镁铬尖晶石每 ５０ Ｌ １ ～ ５ 粒（Ⅰ）、６ ～ ５０ 粒

（Ⅱ）、５１～５００ 粒（Ⅲ）和＞５００ 粒（Ⅳ）的含量分级，
重砂异常圈定显示，异常浓集中心分别位于下翁哨

盆地北岸的“北区”和下翁哨盆地以南 ２ ｋｍ 处斜坡

带的“南区”（图 １）。
根据钻孔资料❶对比分析，“不明成因堆积物”

可能为新近系底部或下部建造，表明原始盆地范围

不只局限于现存盆地范围。

３　 “难解”的贵州施秉下翁哨含铬镁
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

３．１　 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罕见

高含量重砂异常

　 　 如上所述，下翁哨盆地北岸对门坡（“北区”）的
中心区，３．５ Ｌ 原样含有 ２５０ 颗含铬镁铝榴石和 ３５００
颗镁铬尖晶石，而“南区” “不明成因堆积物” “含铬

镁铝榴石每 ８０ Ｌ 样有 ２７００ 粒，镁铬尖晶石多得已

难于作数字计算”，如此高的重砂矿物含量异常，实
属罕见。

３．２　 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

重砂异常高含量来源之谜

３．２．１　 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含铬镁铝榴石和

镁铬尖晶石一般含量

　 　 前已述及，镇远马坪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主要

及重要造岩矿物为金云母（或镁钛铁黑云母）、橄榄

石和含铬透辉石，次要造岩矿物为橄榄石和含铬镁

铝榴石［有的岩体镁铝榴石含量达 １％ ～ ５％（章人

骏，１９８５）］，或者含铬镁铝榴石仅作偶见和重要副

矿物出现，说明镇远马坪钾镁煌斑岩的含铬镁铝榴

石含量较低。 而距离下翁哨盆地最近的曹马龙钾镁

煌斑岩仅Ⅰ７９ｂ⁃５ 选矿样见镁铝榴石 １４ 颗及数十粒

镁铬尖晶石，大坪钾镁煌斑岩也仅含少量镁铝榴石

和尖晶石，施秉柳塘和黄平东坡钾镁煌斑岩未见含

铬镁铝榴石报道，仅提到柳塘钾镁煌斑岩人工重砂

中镁铬尖晶石含量 １１８ ～ ２３５ 粒 ／ ｋｇ 样，东坡地区仅

为副矿物赋存。
据董振信（１９９４），山东金伯利岩镁铝榴石含量

也是多数为微量，仅部分含量可高达几百克 ／吨岩

石，最高达 ２０１５．８９ ｇ ／ ｔ 和 ４９２４．５ ｇ ／ ｔ，就其平均含

量，只有 ２５％的岩体达百克 ／吨以上，一般都是几十

克 ／吨以下；辽宁金伯利岩包括著名的 ５０ 号岩管，镁
铝榴石含量也仅 ０．０２～１３．５ ｇ ／ ｔ 岩石，平均含量 ４．５５
ｇ ／ ｔ。

显然，如果可能，似乎只能用镁铝榴石较高含量

金伯利岩才能解释，但问题是其与周边钾镁煌斑岩

集群产出及其地质背景条件不相匹配。
３．２．２　 其它基性－超基性岩浆岩镁铝榴石含量

据邱家骧等（１９８５），侵入相基性－超基性岩包

括辉长岩、碱性辉长岩、橄榄岩、金伯利岩、碳酸岩和

霓霞岩等。 其中，金伯利岩及钾镁煌斑岩前已述及，
碳酸岩主要由方解石、白云石、铁白云石，以及碱性

长石和透辉石等和其它副矿物组成，未见镁铝榴石

和尖晶石矿物统计。 橄榄岩主要矿物为橄榄石和辉

石，次要矿物为角闪石、黑云母、偶见斜长石，副矿物

为尖晶石类、铬铁矿、钛铁矿、磷灰石和磁铁矿等，未
见镁铝榴石和尖晶石矿物组成。 霓霞岩、辉长岩和

碱性辉长岩，均未见镁铝榴石和尖晶石矿物组成统

计。 也就说，区内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

异常应当不可能源于一般基性－超基性岩浆岩的补

给。
３．２．３　 榴辉岩及麻粒岩的石榴子石含量

榴辉岩是主要由绿辉石和富镁石榴子石（二者

总含量大于 ８０％）组成的高压变质岩，矿物组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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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下翁哨地区地质及含铬镁铝榴石等重砂异常图（据贵州 １０１ 地质队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３❶，修编）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ｙｒｏｐｅ ｐｌａｃｅ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ｗｅｎｇｓｈａｏ ａｒｅａ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０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ｉｇａｄｅ，１９７３❶）
１—第四系；２—新近系；３—白垩系；４—奥陶系桐梓组；５—红花园组；６—大湾组；７—寒武系娄山关组；８—石冷水组； ９—高台组；１０—清虚

洞组；１１—耙榔组；１２—地质界线；１３—不整合界线；１４—断裂构造；１５—钾镁煌斑岩；１６—钻孔及深度； １７—１０ 型取样钻；１８—浅井；１９—
含铬镁铝榴石重砂异常等值线及级别；２０—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等值线及级别（注：图中部红粗线为镇远—贵阳深大断裂）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２—Ｎｅｏｇｅｎｅ；３—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４—ｔｈｅ Ｔｏｎｇｚ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５—ｔｈｅ Ｈｏｎｇｈｕａ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６—ｔｈｅ Ｄａｗ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７—Ｔｈｅ Ｌｏｕｓｈａｎｇ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８—Ｔｈｅ ｓｈｉｌｅｎｇｓｈｕ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９—Ｔｈｅ ｇａｏｔａ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１０—Ｔｈｅ Ｑｉｎｇｘｕｄｏ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１１—Ｔｈｅ Ｐａｌ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１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４—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１５—ｌａｍｐｒｏｉｔｅ；１６—ｄｒ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７—ｔｙｐｅ⁃１０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８—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ｈａｆｔ；１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ｙｒｏｐｅ ｐｌａｃｅ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２０—ａ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ｃｈｒｏｍｅ⁃ｓｐｉｎｅｌ ｐｌａｃｅ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ｏａｒｓｅ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ｓ Ｚｈｅｎｙｕａｎ—Ｇｕｉｙａｎｇ ｄｅｅｐ ｆａｕｌｔ）

有少量柯石英、刚玉、金刚石、斜方辉石、多硅白云

母、蓝晶石、绿帘石、斜黝帘石、蓝闪石、角闪石、金红

石等。 榴辉岩的化学成分与玄武岩相似，具有 ３ 种

产状：① 呈捕虏体产于金伯利岩和层状超基性岩

中； ② 呈夹层状、透镜体产于角闪岩相和麻粒岩相

岩石中； ③ 呈夹层或透镜体产于蓝闪石－硬柱石片

岩相岩石中。 金伯利岩中榴辉岩捕虏体被认为是地

幔物质的产物（引自百度百科：榴辉岩）。 而麻粒岩

是以含紫苏辉石为特征的区域变质岩石，主要由长

石、石英、辉石（紫苏辉石、透辉石等）组成，有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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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子石、矽线石、蓝晶石等（引自百度百科：麻粒

岩）。 总之，榴辉岩是石榴子石高含量岩石，麻粒岩

中石榴子石含量很少。
３．２．４　 镇远马坪地区含铬镁铝榴石水系

扩散变化特征

　 　 自然重砂异常是由地质体（岩矿体）风化剥蚀

所产生的碎屑物质在重力作用下迁移和堆积所致，
明显受水流和地形环境等水文因素的制约（张琳

等，２０１４）。
１９６５ 年贵州镇远马坪发现的我国第一个含金

刚石钾镁煌斑岩（原称金伯利岩或金云橄榄岩），正
是采用重砂测量法，沿马坪小溪（向南注入清水江）
溯源追踪镁铝榴石而发现。 在该小溪上，镁铝榴石

随距离的含量变化如表 １，可见重砂水系晕的变化

十分剧巨，到了距离岩体 ３～５ ｋｍ 处，采用常规采样

量（２０ Ｌ）就很容易漏掉，所以必须加大采样体积。
当然，这种山溪水涧比降大，几乎段段有跌水，它的

水动力条件与固定河槽成型河流相比，差别很大，使
镁铝榴石更易破碎、毁坏（章人骏，１９８０）。

表 １ 镇远马坪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镁铝榴石重砂

水系扩散晕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ｙｒｏｐｅ ｐｌａｃｅｒ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ｈａｌｏ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ｌａｍｐｒｏｉｔｅ ｉｎ Ｍａ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Ｚｈｅｎ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岩体残坡积物
离岩体距离

１ ｋｍ 处 ３ ｋｍ 处 ５ ｋｍ 处

１９２５ 颗 ／ ２０ｍ３ １０８ 颗 ／ １ｍ３ ５４ 颗 ／ １ｍ３ ３２ 颗 ／ １ｍ３

３．２．５　 施秉下翁哨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

重砂异常来源问题

　 　 综上所述，显然钾镁煌斑岩和一般基性－超基

性岩浆岩均很难构成具一定含量的镁铝榴石重砂异

常，而镁铝榴石含量最高的榴辉岩作为高温高压变

质岩石，区内不具备其产出的地质构造条件，余下可

能的来源当由含铬镁铝榴石含量较高的金伯利岩引

起，而且必须受水系机械搬运扩散变化的影响小，几
乎为准原地堆积。

但是，区内罕见高含量的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

尖晶石重砂异常，分别产于前述的“北区” 和 “南

区”，两区均经一定工程量的勘查，重砂及其原样中

未见岩浆岩的其它成分，尤其是“南区”斜坡带上钻

探和浅井等工程勘探未发现金伯利岩或钾镁煌斑岩

产出，应当由准原地风化堆积方可导致高含量重砂

异常的异常区内， 尚且未能找到供给源。 目前资料

信息条件下，施秉下翁哨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

石重砂异常，已然构成了“难解”之谜。

４　 “古冰碛物次生源”观点难解施秉
下翁哨含铬镁铝榴石等
重砂异常之谜

　 　 依章人骏（１９８５）的“古冰碛物次生源”观点，沅
水流域水系砂矿金刚石及其伴生矿物，主要由南华

纪海上浮冰从外地带进本区，并扩散于长安组，使长

安组成为本区金刚石的一级次生源。 长安组是南华

纪含冰碛物的滨海、浅海相沉积，在“江南古陆”西

南端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此外，区内还有四、五个前

第四纪的含金刚石地层，其中白垩纪－古近纪红层

和早－中泥盆世砂砾层是两个重要的金刚石“中转

站”。 本区金刚石的分布，既不受现代水系和新近

纪以来的地形地貌控制，也不受断裂所约束，空间上

总体围绕长安组分布区展布。 而镁铝榴石由于性脆

易碎，经不起多次的剥蚀破坏，历劫越多，剩余越少。
到了沅水下游的细谷砂矿，则彻底地消踪灭迹。

对于上述罕见高含量的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

晶石重砂异常问题，依上述“古冰碛物次生源”观

点，可以解释为大陆冰川将某地金伯利岩（或榴辉

岩）刮擦下部分岩体（块），携带至海洋消溶后坠落

堆积所致。 但是，这种“准原地”堆积虽可解释某些

矿物重砂的高含量特征，但仍无法解释矿物组合问

题。
因此，目前资料信息条件下，施秉下翁哨盆地罕

见高含量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及其

来源问题，已然成了谜，未来一段时间内恐怕还要持

续下去。

５　 结语

施秉下翁哨地区含铬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重

砂异常，罕见高含量地浓集于下翁哨盆地北岸对门

坡一带新近系翁哨组含砾黏土和下翁哨盆地以南 ２
ｋｍ 处斜坡带“不明成因堆积物”砂砾石层中，黔东

地区产出的钾镁煌斑岩和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或
称金伯利岩）的镁铝榴石含量水平，似难构成如此

高含量的重砂异常，区内不具备榴辉岩产出的地质

构造条件，“古冰碛物次生源”观点虽可解释重砂异

常高含量特征，但仍无法解释重砂矿物的组合问题，
目前资料信息条件下，区内罕见高含量含铬镁铝榴

石和镁铬尖晶石重砂异常已然构成了难解之谜，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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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致谢： 本文引用了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１ 地质大队

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地质成果资料，在此表示诚挚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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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贵州 １０１ 地质队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３．贵州省施秉县下翁哨地区金刚

石矿详查地质报告［Ｒ］： １～２８．
❷ 贵州省地质局 １０１ 地质大队．１９８１．贵州省施秉县翁哨地区 １９８０

年金刚石原生矿普查报告［Ｒ］：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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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ｏｔｅｓ ｓｏｍｅ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１０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ｉｄａｇｅ，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ｉｔｓ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ｓ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ｙｒｏｐｅ ｉｎ Ｘｉａｗｅｎｇｓｈａｏ ａｒｅａ， Ｓｈｉｂ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６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ｙｇｚｈ６７０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５⁃０４；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１

４６６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８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