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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镇远马坪地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含金刚石

母岩——钾镁煌斑岩的发现地，既是华南地区最重

要的、最丰富的含金刚石母岩出露区，也是中国金

刚石原生矿找矿的重点区域。以往针对该区的金刚

石原生矿勘查工作重点多集中于对其寄主岩石特

征的研究上，如岩体侵位方式、矿物组成、岩石地

球化学特征以及侵位时代等方面（卢登蓉等，1989；

罗会文等，1989；江万，1995；方维萱等，2002；

杨光忠，2013），而对于金刚石本身晶貌学特征的

研究较少，且受当时测试技术条件的限制，有关金

刚石晶貌特征所对应的找矿信息揭示不够充分。鉴

于扬子地台金刚石找矿工作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

对镇远地区钾镁煌斑岩中金刚石矿物自身特点开

展晶貌学研究，进而反演、推测其结晶和生长过程，

并由此探讨寄主岩石源区特征、母岩形成条件，为

扬子地台金刚石原生矿找矿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地质背景 

扬子板块最老的岩石崆岭杂岩，主要由太古代-

古元古代高级变质的 TTG 片麻岩、变沉积岩和角闪

岩组成，TTG片麻岩和混合岩大部分形成于2.85~2.95 

Ga，少部分形成于 3.2~3.3 Ga（焦文放等，2009；熊

庆等，2008；张少兵等，2007；汪正江等，2013）。

Zheng（2006）等在湖北京山、湖南宁乡、贵州镇远

的 3 个煌斑岩筒中发现了大量的太古宙锆石, 年龄主

要分布在 2.9~2.8 Ga 和 2.6~2.5 Ga，太古宙基底在扬

子陆块的分布范围可能非常广泛。因此，在新太古代

中期以前, 扬子克拉通已经发育有较为成熟的陆壳

了，饶家荣（1993）认为扬子地台属 A 型克拉通，并

且是一个从 A 型向 P 型演化的“过渡型”地壳。 

王砚耕（1992）将贵州划分为扬子地台区、右江

造山带和江南造山带三个构造单元，其中扬子地台区

和江南造山带的边界位于三都－凯里－三穗一线。池

际尚和路凤香（1996）将扬子地台、尤其是上扬子地

台南东边界，南移至广西柳州－湖南灌阳－湖南郴州

－江西萍乡－江苏绍兴一线，将贵州全境划入扬子地

台范围。综上，贵州镇远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上扬

子陆块南西段东南部的古老陆核边缘活动带，为扬子

地层区沉积，出露以新元古界浅变质岩系为基底，古

生界碳酸盐岩为主的盖层地层，区内经历包括加里东

期和燕山期在内的多次构造变动。与金刚石有关的母

岩分布受克拉通和克拉通内隆起与断裂带间的深断

裂控制，为浅成侵入脉岩，呈岩墙或岩脉式岩床产出，

单个岩体规模不大，但数量繁多。 

从贵州镇远地区已发现岩体特征上来看，该区钾

镁煌斑岩大多属于金云母钾镁煌斑岩，为橄榄钾镁煌

斑岩和白榴石钾镁煌斑岩之间的过渡类型（罗会文

等，1989），其中橄榄钾镁煌斑岩的含矿性要优于金

云母钾镁煌斑岩。镇远马坪一带岩体中金刚石含量最

高，岩体中原生金刚石多呈浅灰、浅黄褐色，无色及

浅黄色次之，98%以上的粒径小于 1 mm，最大的重

391 mg，平均重 0.17 mg，部分岩体经选矿评价，金

刚石含量为 1~300.58 mg/m
3，变化甚大，初步查明马

坪金刚石储量（远景+工业）为 4055.87 ct
①
。 

2  金刚石矿物学特征 

本次金刚石矿物的晶貌学测试主要在国土资

源部珠宝首饰管理中心（NGTC）实验室完成，采

用测试仪器或方法主要包括：宝石显微镜、微分干

涉显微镜、偏光镜和显微红外光谱等。 

通过对来源于镇远马坪地区 D1、D1-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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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D8-1、D11、D11-4、D15、D37、D38 号钾镁

煌斑岩体中选获的 300 余粒金刚石分别进行无损测

试，结果表明，本次测试分析的金刚石样品粒度普

遍偏小，最大直径范围为 1~8 mm；样品破碎程度

严重，绝大多数为碎粒级，其余金刚石晶型完整度

较差，以八面体和菱形十二面体居多，但见四六面

体等特殊晶型；金刚石以浅黄-黄色色调为主，其次

为褐色-浅褐色、褐黄色、黑褐色、棕褐色等暗色色

调，无色透明者较少，此外，金刚石表面普遍存在

着绿色、褐色、黄褐色、黑色等各种不同颜色的附

着物，某些附着物沿晶面裂隙进入金刚石内部；少

数样品表面存在着褐色、绿色色斑；原生金刚石样

品表面熔蚀现象强烈，熔蚀凹坑、熔蚀孔洞、熔蚀

沟槽等蚀像发育，常见的晶面蚀像包括穴状熔蚀

坑、熔蚀沟、倒三角凹坑、四边形凹坑、六边形凹

坑、叠瓦状蚀像、晕线、盘状蚀像、毛玻璃化外观

等；应力导致的塑性变形滑移线也常出现；与生长

相关的表面微形貌有阶梯状生长纹、生长丘等。 

3  讨论与结论 

本次工作成果表明，贵州原生金刚石表面具有

与湖南、辽宁、山东金刚石不同的强烈溶蚀现象，

且破碎级占的比重大、颗粒小等特征，表明包括原

生金刚石形成、源区温压环境及上升运移过程在内一

系列环节都极为复杂，扬子陆块岩石圈可能存在的高

热流值环境（孙仕军等，1998）。贵州含金刚石的钾

镁煌斑岩浆在运移过程中，推测位于金刚石-石墨单

变线之上某一深度可能存在短暂的停留，岩体中所携

带的原生金刚石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温压环境处于一

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导致大部分金刚石遭受溶蚀甚至

碳化，而随后岩浆的再次涌动喷发，导致之前已遭受

溶蚀的金刚石进一步破碎，并在此过程中包裹岩浆气

液挥发物，形成了大量的表面附着物。 

从目前不同岩体中以及岩体与水系中金刚石

晶貌特征的对比可以看出，贵州镇远地区经历了不

止一次的钾镁煌斑岩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

元古代华南广泛存在岩浆活动，华南深部岩石圈状

态的改变，不仅会影响含金刚石母岩岩浆的形成和

活动，而且还会破坏深部岩石圈金刚石所形成的条

件，这些都会导致华南原生金刚石含矿性变差。同

理，这也为华南地区突破金刚石找矿指明了方向，

华南含金刚石母岩岩浆存在多期次的活动，关键就

在于寻找华南深部岩石圈发生强烈改造（新元古

代）之前的含金刚石母岩岩区，或许这样的含金刚

石母岩已被风化剥蚀掉了，也或许被后期地层覆盖

等等，这有待于做进一步地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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