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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邑大井头地区
金刚石与伴生矿物来源的新认识

刘安同,吴  静,单  宏
(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查院,山东 临沂 276062)

摘  要 :  在山东省平邑县大井头地区进行金刚石原生矿普查时选获大量金刚石及伴生矿物, 且

分布范围较小,铬铁矿异常属于致矿异常, 金刚石及伴生矿物并非来自已知的金刚石原生矿区。

通过对大井头地区大量资料的深入研究, 认为该地区具有金刚石成矿的地质条件, 存在金刚石的

原生矿物,并对原生矿及相关岩石的赋存状态提出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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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井头地区位于山东省平邑县东南部与费县交

界处,自 20世纪 60年代进行金刚石矿普查以来,在

该地区发现了大量金刚石及伴生矿物, 是重要的金

刚石成矿远景区。80年代, 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

查院与英国奇切斯特公司合作在该地区进行过普查

工作; 90年代以来, 又与加拿大公司合作开展找矿

工作。每次工作均选获了大量金刚石及伴生矿物,

但至今未发现金刚石的原生矿, 该地区的成矿地质

条件与已知的蒙阴金刚石原生矿区相似,发现的金

刚石及伴生矿物具近源特征, 并可以排除源自蒙阴

金刚石原生矿区的可能,据此预测本区是寻找金刚

石原生矿的有利地区。

1  区域地质概况

平邑县大井头地区位于鲁西台背斜尼山隆断区

费县 ) 苍山断块凸起的西北部。大井头以西约 2

km 有燕甘断裂,以东有近 SN 向的康太庄断裂, 两

条断裂之间发育有大量 NW 及 NE向断裂,航卫片

解译存在有隐伏的环形构造。本区距沂沭断裂带约

60 km ,区内地层为上寒武统及下奥陶统, 燕甘断裂

以西分布有中、下寒武统。在燕甘断裂以西广泛发

育新太古代及元古代岩浆岩, 在寒武系中发育有少

量中生代闪长玢岩小岩株。在燕甘断裂与康太庄断

裂之间岩浆岩较发育, 沿 NW 及 NE 向断裂交汇部

位分布有中生代中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潜火山

岩、煌斑岩与闪长玢岩脉(图 1)。

图 1 大井头地区区域地质图

F ig . 1  Regional g eolog ical map of Dajingtou ar ea

1.第四系 2.奥陶系马家沟组 3.奥陶系九龙群 4.煌斑岩

5.寒武系九龙群 6.寒武系长清群 7.安山岩

2  岩浆活动

2. 1  火山岩



( 1)大井头火山岩。分布于大井头村南、良田庄

北,沿断裂呈 330b展布, 断续长约 700 m, 在 NN W

与 NNE 向断裂带交切复合部位呈椭圆形产出, 经

地面与航空物探异常工程揭露验证, 该岩体呈长椭

圆状,南北长 105 m, 东西宽约 65 m ,经揭露最大深

度达 300. 2 m,为向 SW倾斜的漏斗状爆破角砾岩。

岩性由内向外分为 3个相带, 呈同心环状:中部相为

黄褐色凝灰岩; 核部相为褐黄色凝灰岩,局部夹淡绿

色、火山灰胶结的含大量火山角砾的火山集块岩;外

部相由灰白色致密块状凝灰岩构成
[ 1]
。岩石具凝灰

结构、角砾状构造、块状构造, 角砾成分以安山岩为

主,其次为石英砂岩、基底花岗岩、闪长玢岩、粉砂

岩、粉砂质粘土岩、灰岩、燧石、页岩等, 火山岩占砾

石成分的 80%以上,砾石的直径由几毫米至十几厘

米,最大者可达 60 cm 以上, 角砾呈棱角状,部分为

浑圆状、次圆状,外部相火山物质含量较内部两个相

带少,仅有 35%左右, 火山岩角砾蚀变比较强烈, 主

要为硅化、碳酸盐化及绿泥石化等。火山岩呈斑状

结构, 具流动构造,矿物定向排列明显, 斑晶为暗色

矿物, 可能为角闪石。

多次工作在大井头岩体中选获的重矿物有: 闪

锌矿、黄铁矿、方铅矿、黄金、铬铁矿 ( w ( Cr2O 3 ) =

62%)、金刚石、钛铁矿等。

( 2)归后庄火山角砾岩。位于大井头村东北 2

km 处,呈层状、似层状赋存于马家沟组五阳山段灰

岩的溶洞中,呈 N WW 向展布,白云岩表面具红化,

岩石主要为安山岩、安山质凝灰岩, 块度一般为 3~

15 cm, 最大砾径可达 40 cm,棱角状、碎屑状。安山

岩呈灰紫色、紫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流纹状构

造,斑晶主要为碎裂的斜长石, 占 15% ~ 20% ,偶见

角闪石、黑云母等;基质具交织结构,隐晶质, 蚀变非

常强烈。化学成分见表 1,由于归后庄角砾岩中的

火山岩物质均呈角砾状产出, 其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与大井头岩体略有差异。

表 1  火山岩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v olcanic r ock in Guihouzhuang v illage w B / %

岩石名称 产地 SiO 2 T iO2 Al2O 3 Fe2O 3 Mn O MgO CaO Na2O K2 O FeO P2O 5

安山质角砾岩 大井头 56. 72 0. 89 23. 97 2. 89 0. 012 0. 28 0. 47 0. 65 6. 25 0. 2 0. 4

安山质角砾岩 大井头 52. 46 0. 85 20. 62 11. 07 0. 253 0. 63 1. 11 0. 23 6. 45 0. 87 0. 66

安山质角砾岩 大井头 58. 15 0. 78 17. 80 9. 30 0. 22 0. 76 0. 98 0. 10 6. 24 0. 12 0. 61

安山质角砾岩 大井头 58. 40 0. 95 22. 58 3. 60 0. 13 0. 60 0. 80 0. 27 6. 09 0. 16 0. 52

安山质角砾岩 归后庄 43. 00 0. 30 24. 87 3. 82 0. 046 0. 45 9. 02 0. 25 3. 42 0. 24 0. 15

安山质角砾岩 归后庄 65. 23 0. 23 18. 28 1. 30 0. 017 0. 26 4. 11 0. 15 0. 75 0. 10 0. 15

中国安山岩(平均值) 56. 75 0. 76 18. 60 3. 88 0. 15 3. 42 6. 97 3. 07 2. 01 3. 26 0. 49

2. 2  东小山煌斑岩

岩体位于东小山村北, 呈脉状产出, 长几百米,

宽 40余 m,在以往物探异常检查时曾揭露出隐伏岩

体,脉体走向 NE, 岩石呈绿、灰绿、灰黑色, 岩石呈

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为辉石、黑云母、斜长石,

基质为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 少量磁铁矿、磷灰

石。

2. 3  闪长玢岩

呈脉状产于康太庄断裂之中, 与断裂走向一致,

呈近 SN 向展布, 岩石呈肉红色、浅肉红色, 斑状结

构,块状构造, 斑晶矿物主要为斜长石, 其次为角闪

石、黑云母, 基质成分为斜长石、角闪石, 少量黑云

母、石英及副矿物磁铁矿、磷灰石、锆石等。

3  地球物理特征

大井头地区 70~ 90 年代做了较多的物探工

作
[ 2]

,大比例尺小面积的物探工作主要是 1 B 2 000

磁法测量、1 B 5 000 直流电联合剖面法测量及 1 B

25 000的航磁测量。航磁测量由地矿部航空物探大

队完成,飞行高度 100 m。2005年鲁澳公司又进行

1 B10 000航磁测量, 飞行高度 60 m。

从 1 B25 000航磁图上看, 大井头地区处在区

域正异常伴生的负异常中心附近, 负异常中心走向

310b,长约 10 km , 向西南和东北方向磁场平缓抬

升;从 1 B2 000磁测成果图上看,只有锯齿状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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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在正负几十 nT 变化,很少超过 100 nT。通过

实地检查和物性测量,已证实是由充填于灰岩、白云

岩的溶沟、溶槽中的残积红土所引起,没有发现有意

义的磁异常。直流电法测量的异常主要由断裂破碎

带、角砾岩带及充填在灰岩溶沟中的红土所引起;分

布于地表的安山质火山碎屑岩表现为电法负异常。

1992年提交的物探报告已得出结论,本区第四系覆

盖之下不存在面积大于 50 m @ 50 m 的有磁性、低

电阻的金伯利岩。

通过以往物探工作已证明本地区不存在出露的

或隐伏不深的有一定规模具磁性的金刚石原生矿。

但在金伯利岩型金刚石原生矿中约 20%有工业价

值的矿体不具磁性, 蒙阴地区原生矿西峪矿带的红

旗 7号、8号、18 号、23 号、33 号等岩管均无磁性。

由蒙阴地区金刚石矿区的航磁资料可知:金伯利岩

所引起的航磁异常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而迅速衰

减,当飞行高度超过 100 m 时, 西峪矿带红旗 6号、

胜利 1号岩管引起的磁异常已难以分辨。因此, 在

本地区地表以下仍不能排除存在有不具磁性的金伯

利岩或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之下仍存在有类似红旗

6号、胜利 1号金伯利岩岩管的存在。

4  金刚石及伴生矿物

自 60年代以来的多次金刚石原生矿普查工作,

每次均有金刚石及伴生物出土。钻探工作中在大井

头火山岩浅部的岩心中曾选获 1 颗镁铝榴石, 在人

工重砂中曾选获金刚石 1 颗, 基岩选矿中选到 2颗

金刚石,在深部未发现金刚石及伴生矿物。东小山

煌斑岩中也曾选获金刚石, 在大井头周围约 5 km2

范围内的水系中金刚石及伴生矿物的分布比较普

遍,主要分布于大井头岩体以东的水系中,出土的伴

生矿物有镁铝榴石、铬铁矿、利马矿、碳硅石等,采用

电子探针对伴生矿物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进行了

测试,经与金刚石及伴生矿物数据库和蒙阴金刚石

矿区数据库进行对比, 可以确定有大量的伴生矿物

来自金刚石原生矿。特别是利马矿到目前为止仅发

现于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中。在蒙阴金刚石原生

矿普查时仅发现了 1枚镁铝榴石就找到了原生矿。

大井头地区的金刚石及伴生矿出土数量之大、分布

范围之集中,证明本地区具有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的

良好前景。

5  成矿时代分析

蒙阴地区的金刚石原生矿有 3个矿带, 共有矿

体 60多个, 分布在长 55 km,宽 20 km 区域内。对

该区金伯利岩的形成时代争论较大。截至 80年代

中期, 国内对金伯利岩的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研究主

要限于 K-Ar 法, 在蒙阴地区共采集 30 件样品, 其

年龄从 77~ 1 584 Ma, 相差悬殊。根据所获数据,

人们主要倾向于燕山期成岩成矿的观点。这种情况

从其他同位素年代测试方法的引进开始了改变:

( 1)蒙阴胜利 1 号管金伯利岩中单晶钙钛矿的

U- Pb法测定结果为( 457 ? 7) M a(契且斯特公司

Bristow , 1988)

( 2)蒙阴Ⅰ岩带胜利 1号岩管由大管和小管两

个姐妹管构成。其中粗晶斑状金伯利岩的 Rb-Sr 等

时线年龄为 644. 34 M a, 细粒金伯利岩为765. 32

Ma。Ⅱ岩带红旗 6 号管金伯利岩的 Rb-Sr 等时年

龄为 296. 84 M a。

( 3)胜利 1号岩管金伯利岩的 Sm-Nd等时线年

龄为 770. 65 M a, 红旗 27、28号岩体(Ⅱ岩带)镁铝

榴石的等时线年龄为 256. 26 M a, 坡里Ⅲ岩带样品

的模式年龄为 481. 6 Ma。

由此看出, 同一岩区、不同岩带(岩体) , 金伯利

岩的形成年龄数据明显不同, 最大相差 400 M a, 这

其中的原因还有待研究。但根据金伯利岩的最高侵

位为奥陶系灰岩这一事实,人们将蒙阴金伯利岩的

形成时代确定为 440~ 460 M a(中 ) 晚奥陶世)是比

较合理的, 在石炭系地层中选获的金刚石及伴生矿

物也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平邑县大井头地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上寒武 )

下奥陶统三山子组白云岩、奥陶系马家沟组东黄山

段角砾状白云岩和北庵庄段灰岩; 岩体有大井头燕

山期火山岩。本区与蒙阴地区的金刚石原生矿成矿

地质条件是基本一致的。中 ) 晚奥陶世( 440~ 460

Ma)时形成的金刚石矿化(矿体)被后期的火山岩及

煌斑岩携带到地表, 形成火山岩和煌斑岩中含有金

刚石的现状。

6  金刚石原生矿的赋存状态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分析, 在本地区地表以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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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隐伏的金刚石原生矿存在, 推断金刚石原生矿

与地表发现的安山质火山岩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情

况:安山岩沿金伯利岩与围岩之间裂隙上升将金刚

石及伴生矿物带到地表(图 2a) ; 安山岩沿金伯利岩

管附近的裂隙上升时将金伯利岩喷发形成的蘑菇状

顶盖的部分物质及金刚石与伴生矿物带到地表(图

2b) ;安山岩沿金伯利岩管附近的裂隙上升,在上升

过程中与金伯利岩主岩管或其分支小岩管斜交将金

刚石及伴生矿携带至地表(图 2c) ;也有可能本区形

成的金伯利岩体规模较小被后期岩浆活动破坏, 已

无完整矿体存在。

图 2  安山岩与金伯利岩关系示意图

Fig . 2  Plot o f kimber lite VS andesit e

1.寒武系九龙群 2.金伯利岩 3.安山岩

7  结论

( 1)平邑县大井头地区金刚石及伴生矿物富集,

成矿地质条件良好。过去由于在大井头岩体中选到

了金刚石及伴生矿物,而将该岩体定名为疑似金伯

利岩, 有人则认为是新的含金刚石母岩。从最近勘

查资料分析,该岩体应为安山岩。其中所含的金刚

石、伴生矿物是因安山岩在上侵过程中捕虏和携裹

了部分金伯利岩物质所致。

( 2)大井头地区火山岩中金刚石及伴生矿物来

自金伯利岩,依靠目前的工作手段无法达到找矿目

的,应采用新的找矿理论和找矿方法加强深部地质

研究工作, 查清安山岩与金伯利岩在空间上的关系,

有希望在该地区实现金刚石找矿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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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 OF SOURCE OF DIAMOND AND THE ACOMPANYING

MINERALS IN DAJINGTOU AREA, PINGY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LIU An-tong, WU Jing, SHAN Hong

(T he S handong P rov incial 7th Ins titute of Geology and M ineral Resources , L iny i 276062, China)

Abstract:  Dur ing the primary diamond r econnaissance at Dajingtou village, Pingyi county, Shandong

pro vince many diamond and the accompany ing minerals ar e obtained and they are dist ributed in a small ar-

ea. T he chr omite anomaly is the ore-caused anomaly. T he diam ond and the accompany ing m inerals are not

com e from the know n diamond mining dist rict . Detail study on the geo logical data in the area is conducted

revealing that or e- fo rming condit ion of diamond exists here and the prim ar y diamond should occur here and

new idea about occurrence of the diamond and r elevant rocks are put forw ard.

Key Words:  diamond; the accom panying m ineral; new idea; Dajing tou area;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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