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02 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1 卷  增刊 

 

再论金伯利岩筒周围找寻金矿床的可能性∗

On More Possibilities of Looking for Gold Deposits Nearby Kimberlite Pipe 
 

赫  英1  岳可芬1  董振信2  张战军1  张维平1

（1 西北大学地质系，陕西 西安  710069；2 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  100034） 

He Ying1, Yue Kefen1, Dong Zhenxin2, Zhang Zhanjun1, Zhang Weiping1

(1 Geological Department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Geologic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34, China) 

 
摘  要  分析了辽宁和山东 15 件地幔岩包体及其寄主金伯利岩石中的金含量并有重要发现。金伯利岩及其

中地幔岩包体的金含量变化较大，分别在 0.1×10－9～38.0×10－9和 3.8×10－9～180×10－9.之间。其中，辽宁复县

的样品未显任何异常，其金含量均低于金在地幔中的平均丰度 （5.0×10－9）（黎彤，1976），而山东的样品则表

现出明显的异常，其金含量可高达 180×10－9。山东金伯利岩及其中包体中高含量金的发现，为“在济阳盆地外

金伯利岩筒周围找寻金矿床”这一预测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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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笔者曾根据自己的研究并结合国内外有关资料，提出济阳盆地内外找寻新的金资源的可能

性，认为“济阳盆地外隆起区的碱性玄武岩、金伯利岩及煌斑岩类等岩浆岩及其周围地区，是可以考虑的

找矿方向”（赫英，1998）。最近，我们分析了辽宁和山东 15 件地幔岩包体及其寄主金伯利岩石中的金含

量并有重要发现。样品采自山东蒙阴的胜利 1 号、红旗 1 号和西峪金伯利岩筒以及辽宁复县的 42 号、51
号、52 号等金伯利岩筒。包体大多为石榴石二辉橄榄岩包体或石榴石-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包体。全岩样品

经粉碎、筛分和研磨后进行金含量的分析，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进行。烘干后的样品 10 g 用王水溶解，

泡沫塑料富集，1 ％ 硫脲解脱，用电热原子吸收法测金，所用仪器为 PE3030。分析结果列于表 1。 
 

表 1  金伯利岩及其中包体的金含量（10－9） 

橄 榄 岩 包 体 寄 主 金 伯 利 岩 
样品位置 

样  号 分析号 金含量 样  号 分析号 时  代 金含量 
辽宁复县 A1-42 -2-1 293987 4.4 A1-42 -2-2 293976 古生代 2.6 
辽宁复县 51- 5 - 1 294004 3.8 51-5-2 294008 古生代 2.6 
山东西峪 Xiyu-1 294019 180 Xiyu-2 294022 古生代 2.9 
山东西峪 8003 - 1   293989 33. 0 8003 -2 294002 古生代 38.0 

山东胜利 1 号 D23-1   293991 5.2 D23-2 294028 古生代 0.2 
山东胜利 1 号    80123-2 294026 古生代 ＜0.1 
山东红旗 1 号 80082 - 1 293965 34.8 80082- 2 294012 古生代 4.9 
山东红旗 1 号 80002 - 1 294011 6.9   80002-2 293979 古生代 7.6 

    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金伯利岩及其中地幔岩包体的金含量变化较大，分别在 0.1×10－9～38.0×10－9和

3.8×10－9～180×10－9之间。其中，辽宁复县的样品未显任何异常，其金含量均低于金在地幔中的平均丰

度（5.0×10－9）（黎彤，1976），而山东的样品则表现出明显的异常，其地幔岩包体的金含量均高于金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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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中的平均丰度，有 3 件高出 6～36 倍，金伯利岩样品亦有个别高出金在地幔中的平均丰度 7 倍多。山东

富金是区域性的，具太古宙结晶基底且在中生代发生过明显的减薄；而复县地区虽可能存在太古宙岩石圈

地幔，但其基底克拉通化是在元古宙且在以后的地质历史中未发生过明显的减薄 。鉴于金随地球历史演

化向深部圈层富集（Веневольский и др., 1995），山东应比辽宁有更富金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山东金伯利岩形成时代为古生代（约 400 Ma）（池际尚等，1996），其中地幔岩包体主要为石榴石二

辉橄榄岩，其形成深度要比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大。包体中含金可高达 180×10－9,金伯利岩中的金含量个别

者也可达 38×10－9。Saager等证明，南非太古宙绿岩带的科马提岩含金可高达 372×10－9（Saager et al., 
1992），因此地幔深部可能有金的原始聚集（Щеглов,1987）。山东金伯利岩中一些包体含金异常高，这是

很值得注意的。高山等的研究表明，华北克拉通壳-幔生长是耦合的 。山东金伯利岩及其包体中高含量金

的发现，为“在济阳盆地外金伯利岩筒周围找寻金矿床”这一预测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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