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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大石洞、磨刀洞、汤家冲等金刚石、铬尖晶石异

常区；Ⅱ级异常区 5个，即黄栗、杨家村、淡家村、滑

鱼洞、大冲金刚石异常区；Ⅲ级异常区 4个，即西村

灵关庙、木瓜园、带河桥（钛铁矿）铬尖晶石异常

区。下面重点叙述Ⅰ级异常区特征。

（1）筑金坝金刚石、铬尖晶石异常区（Ⅰ1）

分布在筑金坝村东部一带，出露面积约 8km2。

异常区内出露的地层为青白口系马底驿组、五强溪

组。异常区内发现 2颗金刚石（其中 1颗为 1982年

工作时发现），个别样品中铬尖晶石含量高达 420
颗，一般为21~90颗，此外见少量钛铁矿产出。

（2）野鸭村金刚石、铬尖晶石异常区（Ⅰ2）

分布在大栗港镇南部一带，出露面积约 6km2。

异常区内出露的地层为青白口系马底驿组、五强溪

组。共发现2颗金刚石（存在于1个样品中），5个样

品中的铬尖晶石含量大于 100颗，形成铬尖晶石异

常区，此外有少量钛铁矿分布。

（3）大石洞金刚石异常区（Ⅰ3）

位于大栗港镇北部，资水南岸，出露面积约

2km2，异常未闭合，向北延伸至区外。异常区出露

的地层为蓟县系下统。该异常共发现 1颗金刚石，

铬尖晶石含量高达10%，此外还见有9颗钛铁矿（其

中1颗粒径为-1.0+0.5mm）。

（4）磨刀洞金刚石、铬尖晶石异常区（Ⅰ4）

分布在区内朱家冲—磨刀洞一带，出露面积约

11km2。异常区内出露的地层为青白口系五强溪

组，在大排崙—唐家洞一带有近东西向的钾镁煌斑

岩出露。区内发现金刚石 2颗（其中 1颗为 1992年

发现）。区内磨刀洞水系中铬尖晶石含量高，最高

可达420颗，另外钛铁矿呈零星分布。

（5）汤家洞金刚石、铬尖晶石异常区（Ⅰ5）

分布在区内汤家洞南部一带，区内出露面积约

图6 湖南桃江马迹塘地区金刚石指示矿物异常图

Fig. 6 The diamond indicator mineral anomaly map of Majitang area in Taojiang, Hu'nan Province
Q—第四系；K2—上白垩统；D2—中泥盆统；S1—下志留统；O2-3—中上奥陶统；O1—下奥陶统；∈2—中寒武统；∈1—下寒武统；Zb—震旦系；

Nh—南华系；Pt3�X2—青白口系五强溪组上段；Pt3�X1—青白口系五强溪组下段；Pt3�N—青白口系下统马底驿组；Pt2�M—青白口系冷家溪群；

1—煌斑岩脉；2—断层；3—水系；4—Ⅰ级异常及编号；5—Ⅱ级异常及编号；6—Ⅲ级异常及编号；7—金刚石产出点位及编号；

8—铬尖晶石代表性产出点位及编号；9—钛铁矿代表性产出点位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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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m2，东部延伸至图外。异常区内出露的地层为青

白口系马底驿组、五强溪组。该异常内发现 1颗金

刚石，铬尖晶石含量均大于200颗。

6 结 论

（1）研究区曾发现金刚石 2颗，本次发现 12颗，

共计 14颗，本次工作获得铬尖晶石 8864颗，钛铁矿

2403颗，其晶形、颜色、粒度与桃江江石桥辉绿岩中

的金刚石及宁乡钾镁煌斑岩中发现的金刚石特征

较相似，推测其来自区内尚未被发现的辉绿岩/钾
镁煌斑岩等岩体中。

（2）通过对湖南桃江地区金刚石及指示矿物铬

尖晶石、钛铁矿分布规律的初步研究，总结出该区

金刚石及指示矿物在空间上具有分布广泛、但无定

向富集；北部地区数量多，南部地区数量少；时间上

具有老地层出露区数量多、新地层出露区数量少的

时空分布规律。

（3）由区内金刚石及指示矿物分布特征共划分

出14个异常区，即筑金坝、野鸭村、大石洞、磨刀洞、

汤家冲5个金刚石、铬尖晶石Ⅰ级异常区异常区，黄

栗、杨家村、淡家村、滑鱼洞、大冲5个金刚石Ⅱ级异

常区，西村灵关庙、木瓜园、带河桥 4个（钛铁矿）铬

尖晶石Ⅲ级异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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