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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国最早发现的原生金刚石矿——镇

远马坪“东方一号”岩体①，受当时只有金伯利岩才

产金刚石的事实和认识，定名为金伯利岩[1]，但1976
年澳大利亚阿盖尔钾镁煌斑岩及其原生金刚石矿

发现后，经初步对比分析，包括“东方一号”在内的

类似岩石，均改称钾镁煌斑岩[2-5]。近年研究发现，

镇远马坪岩体与典型钾镁煌斑岩存在较大区别，其

岩石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等均表现出明显的金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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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镇远马坪“东方一号”岩体为中国最早发现的原生金刚石矿，受当时只有金伯利岩才含金刚石矿及后来西澳阿盖尔

钾镁煌斑岩型金刚石原生矿等的影响，先后定名为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金云火山岩等。最近专题调查分析研究表明，镇远

马坪地区含金刚石母岩，其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均更接近澳大利亚典型金伯利岩，白坟地区岩体则类似于澳大利亚

典型钾镁煌斑岩，建议将镇远马坪地区“东方一号”等岩类定名为角砾凝灰质金伯利岩，白坟地区岩类定名为钾碱镁闪石-透

辉石-金云母钾镁煌斑岩，镇远地区兼有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的特征，与西澳大利亚极其类似，镇远地区乃至黔东地区具有

较大的金刚石原生矿找矿勘查潜力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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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stern One" pluton in the Maping area of Zhenyuan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is the earliest discovered prima⁃
ry diamond deposit. It was named kimberlite at the time of discover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dea then that diamond deposits only
exist in kimberlite. Later, it was named lamproite, following the discovery of Argyle lamproite type primary diamond deposit in West⁃
ern Australia. Recent researches revealed that the diamond-bearing parent rocks in Maping area are closer to the Australian typical
kimberlites in terms of petrological, mineralog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pluton in Baifen area is more similar to
Australian typical lamproit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astern One" pluton in Maping area should be named breccia tuffaceous kimber⁃
lite, while the pluton in Baifen area should be kallite-diopside-flogopite lamproite. The pluton in the Zhenyuan Prefecture has the
combined features of kimberlite and lamproite, quite similar to the pluton discovered in Western Australia. The primary diamond de⁃
posits in Zhenyuan area, and even in the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are of great potential for prospect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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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特征，而毗邻白坟地区岩体属于典型钾镁煌斑

岩，与西澳大利亚存在较大相似性，黔东地区具有

进一步找矿勘查研究的潜力。

1 地质背景及研究简况

1.1 地质背景

贵州曾被划分为（上）扬子地台区、右江造山带

和江南造山带 3个构造单元，其中地台区和江南造

山带的划分边界为北东向施洞口深大断裂[6-7]。池

际尚等[8]将上扬子地台南东边界外移至广西柳州—

湖南灌阳—湖南郴州—江西萍乡—浙江绍兴一线，

使贵州全境划入扬子地台范围。这与镇远、剑河、

榕江等地有钾镁煌斑岩产出的事实相符。

贵州镇远地区位于上扬子地台南东边缘部，区

内出露的钾镁煌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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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表现为浅成侵

入脉岩，呈岩墙或岩脉产出，总体规模不大(图 1)。
区内所见到的各类岩体与围岩、构造的关系十分密

切，岩体大都赋存于中上寒武统白云岩中[6]。岩体

的形态、产状和规模大小与侵入围岩的单层厚度及

其结晶粒度有一定的关系。

区域出露新元古界（蓟县系、青白口系、南华系

及震旦系）、古—中—新生界等，经历多次构造变

动，发育细碧岩-石英角斑岩火成岩组合、基性-超

基性岩及偏碱性超基性岩，以及变成（交代）花岗岩

组合等[7]。对镇远地区影响较显著的为加里东运动

和燕山运动，线性构造主要为北北东—北东向和近东

西向。普遍认为贵阳-镇远深大断裂控制区内有钾

镁煌斑岩侵入（图1）。镇远地区钾镁煌斑岩岩浆源区

深度 208~244km，形成温度 1547~1403℃，属于软流

层范围[9]，具备形成金刚石原生矿床的深层背景条件。

Zheng等[10]对镇远马坪“东方一号”等含金刚石

母岩锆石捕虏晶进行U-Pb测年，得到 26亿年（新

太古代）、18亿年（古元古代）、16亿年（中元古代）和

10～7亿年（新元古代）等几个明显的古老年龄值，

表明镇远乃至黔东地区，具有古老克拉通背景和历

史（新太古代古老地壳属性），具有金刚石形成的有

利条件。当然，古元古代、中元古代和新元古代，尤

其 7～10亿年出现了较强烈的地壳改造过程，热改

造事件可能对金刚石的保存条件造成较大破坏。

其中，锆石捕虏晶最小的U-Pb年龄为 486Ma
（古生代），目前初步认为可能是马坪金伯利岩的形

图1 镇远地区偏碱性基性超基性煌斑分布略图①～⑦

Fig. 1 Sketch map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lkaline basic-ultrabasic lamprophyres in Zhenyuan area
N—新近系；E—古近系；Pz2—上古生界；Pz1—下古生界；Nh—南华系；Z—震旦系；Qb—青白口系。

1—地质界线；2—不整合界线；3—断裂构造；4—背斜构造；5—向斜构造；

6—偏碱性基性超基性煌斑岩；7—“东方一号”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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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龄，与区内其他测年资料②[1,11-12]大体相当，不过

大量测年结果显示，年龄主要集中于晚奥陶世，与

华北地台金伯利岩[13]基本同时侵位。

1.2 研究区含金刚石母岩研究简况

1965年镇远马坪“东方一号”含金刚石母岩发

现后，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先后对镇远地区含金刚石母岩进行研究，形成

了一些重要科研报告⑥⑦，借鉴和对比当时只有金伯

利岩才产金刚石的认识，将含金刚石母岩称为金伯

利岩。

但 1976年西澳大利亚发现富含金刚石的钾镁

煌斑岩后，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将黔东部分

类似岩石，甚至包括“东方一号”等统称为钾镁煌斑

岩[3-6]，尽管罗会文等[14]从矿物学角度讨论其应命名

为金云火山岩。

2 镇远马坪地区含金刚石母岩岩石学矿

物学再研究

2.1 岩石学

区内发现大小岩体共计 346个，主要岩脉呈东

西向带状分布，与深冲断裂空间关系密切。新鲜岩

石呈灰绿色，具凝灰状结构、斑状结构，角砾状或块

状构造，肉眼可见褐色角砾，其成分复杂，且具有不

同程度的圆化，还可见俗称“绿豆”的蚀变镁铝榴石

地幔捕虏晶，表面被绿泥石等矿物包裹。斑晶矿物

主要为金云母、橄榄石（假象）等，基质呈显微斑状

结构，粒度细小，由橄榄石、金云母、铬铁矿、钛铁矿、

钙钛矿、磷灰石、玻璃质等矿物组成。岩体蚀变强烈，

其岩石学特征与马大铨[1]、卢登蓉等[2]、罗会文等[3]和

江万[4]的研究结果一致。

2.2 矿物学

镁铝榴石为金刚石的重要指示矿物（捕虏晶），

马坪地区岩体普遍存在镁铝榴石并以紫色系列为

主，铬含量 Cr2O3=1.83%~7.82%，尤以血红色者最

高，橙色系列比例及其铬含量较低[4]。镁铝榴石因

熔蚀而呈浑圆状，d=0.5~4.5mm，含量为 1%~3%，常

具棕褐色、灰绿色次变边外壳，呈同心圆状和放射

状。次变边一般为两层至三层，主要成分为绿泥

石、蛇纹石、碳酸盐矿物和铁锰矿物，边缘由黄褐色

的铁锰质绿泥石及尘点状磁铁矿组成，这种由绿色

或黑色矿物组成的次变边结构镁铝榴石是识别岩

体的重要标志。

橄榄石已经完全被蛇纹石、绿泥石、滑石等交

代，只能从锐钛矿和粉尘状磁铁矿环边判断其原先

是橄榄石。橄榄石（假象）一般呈晶棱和顶角已明

显圆化的自形－半自形，少数为浑圆状和碎屑状，

假象边缘往往有锐钛矿和粉尘状磁铁矿构成环边，

少数假象内部还保存着橄榄石蛇纹石化后特有的

网环结构。一般可以见到 2个世代的橄榄石，第一

世代橄榄石呈粗晶橄榄石假象，称为“卵斑”或“圆

斑”，d=1~2mm，含量为 15%~25%，受强烈蛇纹石化

和碳酸盐化，蚀变形成网格、网环或蚀变环带结

构。第二世代橄榄石为较小的斑晶，d=0.5~1.5mm，

含量为 10%~15%，受熔蚀作用较弱呈蛇纹石-碳酸

盐化的橄榄石假象。

金云母大多已经蚀变为绿泥石，但较完好地保

存了金云母假象。薄片呈特征的书页状，有时沿解

理方向还有与绿泥石互生的金云母残晶，因而镜下

易于识别。蚀变的金云母呈显微斑晶，d=0.3~
3mm，含量为 30%~50%，常包裹锐钛矿、铬铁矿、磷

灰石和橄榄石而呈嵌晶状，这种结构的金云母颗粒

边界模糊，内部较破碎，有大量岩浆早期结晶的矿

物，但外形仍显示云母类矿物的特点，有连续的极

完全解理，且消光位一致。嵌晶状金云母已全部蛭

石化和绿泥石化。岩石基质颗粒细小，在显微斑状

基质中，角砾成分复杂、大小不一，常被碳酸盐交

代，蚀变严重。大量角砾的存在反映了金伯利岩岩

浆具有爆发作用的特征。

2.3 地球化学分析

2.3.1 主量元素及其差别分析

本项目在马坪采集 15个样，白坟采集 8个样，

共计23个样品，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家重点实

验室进行测试分析，在 JEOL-JXA-8100型电子探

针上完成，分析条件为：加速电压 15kV，标准电流

20nA，电子束直径 10μm，选取美国 SPI#02753-AB
的 53种矿物做标样。分析结果见表 1，各矿物的成

分均匀，数据是 2~4个点的平均值。并与华北地台

金伯利岩、西澳阿盖尔钾镁煌斑岩等对比。

对比典型地区西澳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图

2），以马坪地区“东方一号”岩体为代表的样品投点

落入西澳典型金伯利岩范围（Ⅰ区），而白坟地区岩

体的样品投点落入西澳典型白榴石钾镁煌斑岩范

围（Ⅱ区），且二者之间存在部分重叠区域。

在钾镁煌斑岩 SiO2-（K2O+Na2O）图（图 3）中，

白坟钾镁煌斑岩（K2O+Na2O）=3%～5%，SiO2＝

40%～45%，落入澳大利亚霞石正长质钾镁煌斑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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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区和阿尔丹云霞正长质岩系分布区，而马坪

（K2O+Na2O＜1%，SiO2＜40%）并未落入典型钾镁煌

斑岩成分分布区，K、Na明显低于白坟钾镁煌斑岩，

SiO2含量也偏低，可明显区分。

2.3.2 岩石稀土元素

马坪 20 个样品和白坟 10 个样品的测试分析

结果见表 2，其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如图 4 所示，呈

右倾趋势，Eu异常不明显，与山东、辽宁等地区岩

体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配分模式一样，具轻

稀土元素富集型地幔岩浆成因特征。相较而言，

马坪地区岩体稀土元素总量高，且远高于山东及

辽宁地区金伯利岩岩体。

2.4 岩石定名

综上，马坪岩体与白坟岩体在主量元素含量及

其相关判别图上投点分析显示，马坪岩体明显接近

于金伯利岩，而白坟岩体则属于典型钾镁煌斑岩，

与其岩石学矿物学特征一致，因此，建议将马坪地

区“东方一号”等岩类定名为角砾凝灰质金伯利岩，

白坟地区岩类定名为钾碱镁闪石-透辉石-金云母

钾镁煌斑岩，镇远地区同时兼有金伯利岩和钾镁煌

斑岩的特征，与澳大利亚极类似。

3 镇远地区金刚石找矿前景

近年来，对含金刚石母岩岩区的多学科研究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扬子地台最老的同位素年龄大

于 1.4～2.8Ga。Zheng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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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Ga和 2.6～2.5Ga之间。

因此，在新太古代中期以前，扬子克拉通已经发育有

较成熟的陆壳，扬子克拉通为A型向P型演化的“过

渡型”克拉通，其周缘部分区域为环古老克拉通活动

图2 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Al2O3-MgO-∑FeO图解[18]

Fig. 2 Al2O3-MgO-∑FeO diagram of the kimberlite
and lamproite

Ⅰ—西澳典型金伯利岩范围；Ⅱ—西澳典型白榴石钾镁煌斑岩范围

图3 钾镁煌斑岩系岩石SiO2-(K2O+Na2O)图解[19]

Fig. 3 SiO2-(K2O+Na2O) diagram of the lamproite rocks
1—含副长石碱性岩分布的下界；2—含碱性辉石和角闪石的无副长石碱性岩分布的下界；3—亚碱性岩石分布区；4—钾镁煌斑岩系

岩石分布区；5—澳大利亚霞石正长石质钾镁煌斑岩系分布区；6—阿尔丹云霞正长质岩系分布区；Ⅰ—南极洲；

Ⅱ—美国的白榴山和怀俄明；Ⅲ—西格陵兰；Ⅳ—新南威尔士(澳)；Ⅴ—南斯拉夫；Ⅵ—印尼的苏拉威西岛

和美国科罗拉多；Ⅶ—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Ⅷ—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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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T型克拉通，具有由太古宙—古元古代深变质结

晶基底和中—新元古代浅变质褶皱基底构造层组成

的“双基底”特殊大地构造环境，而西澳含金刚石钾镁

煌斑岩矿床研究显示其产出于元古宙活动带边部，并

且靠近太古宙基底[22]。扬子地块内钾镁煌斑岩岩区

产出位置关系与西澳含矿钾镁煌斑岩相似，具备金伯

利岩型金刚石和钾镁煌斑岩型金刚石的成矿条件，应

该有利于金刚石原生矿的形成。

如前所述，镇远马坪乃至黔东地区具有长时间

的古老克拉通背景和地史，马坪地区“东方一号”等

岩体和白坟地区类似岩体的岩石学、矿物学、地球

化学等研究表明，马坪地区（含金刚石）母岩属于金

伯利岩类型，白坟岩体属于典型钾镁煌斑岩，镇远

地区同时兼有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特征，与西澳

大利亚地区非常相似，镇远地区具有寻找金刚石原

生矿的潜力条件。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SiO2

43.69

43.07

43.47

43.10

43.85

43.89

43.83

44.64

35.13

37.82

32.82

36.37

33.86

36.65

36.36

35.33

37.86

39.90

30.18

37.90

29.88

29.68

39.01

43.69

35.25

33.65

31.44

47.85

41.88

27.95

TiO2

2.74

2.85

2.83

2.73

2.69

3.04

2.98

3.07

3.32

2.36

1.87

2.29

1.76

2.03

2.37

2.24

2.44

2.11

2.03

2.48

2.81

3.29

3.00

2.87

2.43

1.66

1.08

2.45

2.48

1.10

Al2O3

6.91

6.86

6.86

6.88

6.93

6.98

6.99

7.02

6.18

3.94

4.04

4.85

3.79

4.18

4.75

4.71

5.27

4.51

3.89

5.42

5.23

5.75

5.53

6.93

4.80

1.97

3.69

8.83

3.54

2.17

TFeO

8.31

8.37

8.43

8.10

8.29

8.74

8.87

8.78

10.74

7.70

7.96

8.65

7.84

8.29

8.80

8.74

9.13

8.46

7.59

8.75

8.32

9.04

8.40

8.49

8.56

8.23

7.48

10.56

8.42

6.69

MnO

0.07

0.07

0.08

0.07

0.07

0.10

0.10

0.10

0.08

0.12

0.11

0.09

0.11

0.10

0.11

0.10

0.11

0.09

0.11

0.11

0.04

0.03

0.02

0.08

0.09

0.13

0.11

0.16

0.14

-

MgO

8.84

8.90

8.82

7.84

8.84

14.04

14.03

14.05

13.11

12.68

14.16

14.31

14.16

14.21

13.76

14.08

12.83

13.72

15.23

12.51

10.66

10.10

7.99

10.67

12.90

29.04

24.91

16.12

26.38

27.08

CaO

12.06

12.38

12.21

12.02

11.91

7.17

7.13

7.24

11.17

14.23

15.92

13.16

15.39

13.72

13.51

13.78

13.44

12.32

16.21

13.39

15.46

14.45

11.56

10.27

13.85

7.01

11.0

3.66

4.83

12.41

Na2O

0.25

0.25

0.22

0.27

0.22

0.27

0.27

0.28

0.05

0.04

0.03

0.05

0.03

0.04

0.04

0.04

0.02

0.04

0.06

0.01

0.05

0.04

0.04

0.25

0.04

＜0.01

0.01

0.08

0.57

0.18

K2O

4.96

4.91

4.79

5.00

4.93

4.03

3.94

4.13

0.13

0.05

0.04

0.03

0.06

0.06

0.03

0.03

0.02

0.06

0.08

0.02

1.94

2.04

1.88

4.59

0.43

0.69

0.96

0.71

1.87

0.54

P2O5

1.09

1.14

1.13

1.09

1.05

0.94

0.93

0.94

2.64

2.24

1.53

1.88

1.66

1.66

1.98

1.97

2.23

1.62

1.84

2.26

1.29

1.26

1.14

1.04

1.81

0.69

0.89

1.07

1.32

0.36

烧失量

10.10

10.85

10.32

11.99

10.25

8.36

8.63

8.71

12.47

16.66

19.97

16.83

19.89

18.31

16.25

16.93

16.18

16.50

21.92

16.32

22.90

19.25

20.66

9.90

18.07

14.37

16.87

0.59

总计

99.02

99.64

99.16

99.10

99.03

97.56

97.68

98.96

95.02

97.83

98.45

98.51

98.55

99.25

97.95

97.95

99.50

99.32

99.13

99.17

98.56

94.93

99.23

98.77

35.25

97.44

98.44

97.22

Kmg

51.55

51.53

51.13

49.18

51.61

61.63

61.27

61.54

54.97

62.22

64.01

62.33

64.36

63.16

60.99

61.70

58.42

61.86

66.74

58.84

56.16

52.77

48.75

54.93

56.08

77.92

76.91

60.42

75.80

80.19

表1 贵州镇远地区岩体主量元素含量

Table 1 Content of major elements of the pluton in Zhenyuan, Guizhou Province

注：1~8为白坟岩石测试数据，9~23为马坪岩石测试数据，24为白坟8个样品平均值，25为马坪15个样品平均值，26为山东蒙阴

金伯利岩[15]，27为辽宁瓦房店金伯利岩[15]，28为湖南宁乡钾镁煌斑岩Ⅴ号岩管[16]，29为西澳阿盖尔钾镁煌斑岩[17]，30为俄罗斯雅

库特钾镁煌斑岩[16]，Kmg=100×MgO/MgO+TF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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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几经易

名的镇远马坪“东方一号”等岩体，更接近于澳大利

亚典型金伯利岩类型，而白坟地区岩体则属于典型

钾镁煌斑岩，镇远地区既有金伯利岩又有钾镁煌斑

岩同时产出的特征，与西澳大利亚型特征极相似，

表明镇远乃至黔东具有进一步找矿勘查研究的意

义和潜力。

致谢：本文凝聚了许多同行的劳动结晶，是“贵

州镇远马坪地区金刚石调查评价”和“贵州钾镁煌

斑岩特征、时代与金刚石成矿条件”的最新研究成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La

164

166

162

165

179

178

186

178

177

176

398

296

280

292

262

261

292

346

314

332

309

280

322

326

330

315

294

300

317

327

172.98

309.65

124.20

139.90

86.17

314.40

0.32

Ce

288

297

288

293

321

314

324

311

308

299

704

526

510

544

472

471

544

627

564

605

555

502

584

584

596

556

525

522

567

659

304.40

560.85

226.90

259.60

168.29

522.20

0.94

Pr

33.0

33.4

32.2

33.3

36.7

35.9

37.1

35.7

35.4

33.6

79.8

59.9

58.3

64.2

53.4

54.3

61.7

69.5

64.0

67.8

62.4

58.1

68.0

66.3

67.0

62.7

57.9

60.5

65.3

71.1

34.63

63.61

20.36

24.30

20.06

51.99

0.12

Nd

107

111

109

109

121

117

118

116

119

111

275

206

198

227

187

185

218

238

224

237

216

200

237

232

234

218

202

213

226

243

113.85

220.80

71.48

87.61

70.22

159.70

0.6

Sm

13.9

14.1

14.7

14.3

16.2

15.8

16.2

16.3

15.5

14.4

32.2

24.5

23.3

27.8

20.6

21.1

24.6

27.7

24.4

26.7

23.3

23.4

26.5

27.3

26.8

24.1

23.5

24.9

25.4

27.0

15.15

25.26

9.24

11.80

11.28

24.52

0.2

En

3.46

3.77

3.78

3.56

3.87

3.71

4.11

3.92

3.90

3.82

8.05

7.83

5.95

8.55

5.35

5.35

6.13

6.28

5.71

6.58

5.29

6.88

6.30

6.26

6.23

5.65

5.27

6.59

6.13

6.78

3.79

6.36

2.23

2.82

3.26

3.88

0.073

Gd

7.94

8.72

8.95

8.16

9.80

9.41

9.31

9.73

9.40

8.91

19.5

13.8

12.4

15.5

11.1

11.7

13.0

15.6

13.6

15.4

12.8

13.4

14.2

14.4

14.0

13.2

12.6

14.4

13.9

15.4

9.03

14.00

2.85

3.81

8.14

9.09

0.31

Tb

1.01

1.14

1.12

1.06

1.30

1.23

1.23

1.26

1.16

1.18

2.46

1.71

1.51

1.83

1.33

1.36

1.56

1.80

1.61

1.77

1.54

1.58

1.74

1.69

1.66

1.59

1.52

1.79

1.64

1.85

1.17

1.68

0.35

0.47

1.05

1.36

0.05

Dy

4.73

5.08

5.34

4.78

5.81

5.88

5.70

5.94

5.60

5.55

11.3

7.84

6.45

7.96

5.69

5.96

6.68

7.92

7.34

7.77

6.55

7.00

7.52

7.18

7.35

6.73

6.62

8.09

7.14

7.78

5.44

7.34

2.36

3.12

5.07

4.20

0.31

Ho

0.74

0.83

0.77

0.75

0.93

0.89

0.93

0.94

0.85

0.94

1.70

1.18

0.92

1.18

0.86

0.86

0.99

1.18

1.10

1.19

0.98

1.07

1.11

1.11

1.07

1.00

0.99

1.20

1.06

1.13

0.86

1.09

0.45

0.55

0.87

0.64

0.073

Er

1.69

1.93

1.93

1.78

2.15

2.16

2.19

2.22

1.96

2.25

3.76

2.59

2.04

2.46

1.77

1.84

2.14

2.49

2.19

2.40

2.07

2.28

2.34

2.42

2.26

2.18

2.22

2.83

2.28

2.32

2.03

2.34

1.01

1.18

1.99

1.71

0.21

Tm

0.23

0.23

0.24

0.23

0.28

0.28

0.28

0.29

0.26

0.29

0.48

0.31

0.26

0.29

0.22

0.21

0.25

0.30

0.28

0.30

0.24

0.28

0.30

0.29

0.28

0.27

0.27

0.33

0.27

0.28

0.26

0.29

0.14

0.15

0.30

0.15

0.033

Yb

1.38

1.52

1.38

1.42

1.65

1.50

1.71

1.70

1.52

1.67

2.65

1.74

1.21

1.66

1.08

1.08

1.32

1.59

1.49

1.56

1.43

1.52

1.56

1.63

1.45

1.50

1.47

1.79

1.48

1.49

1.55

1.54

0.39

0.58

1.38

0.77

0.19

Lu

0.19

0.21

0.18

0.19

0.23

0.22

0.22

0.22

0.20

0.22

0.35

0.22

0.18

0.23

0.16

0.15

0.18

0.21

0.19

0.21

0.17

0.19

0.19

0.21

0.20

0.18

0.19

0.24

0.19

0.19

0.21

0.20

0.10

0.10

0.18

0.10

0.031

表2 贵州镇远马坪地区岩体稀土元素含量

Table 2 Conten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of the pluton in Maping area, Zhenyuan, Guizhou Province

注：1~10为白坟岩石测试数据，11~30为马坪岩石测试数据，31为白坟10个样品平均值；32为马坪20个样品平均值；33为山东[15]；

34辽宁[15]；35为湖南宁乡钾镁煌斑岩14个样品平均值[16]；36为西澳埃伦代尔钾镁煌斑岩[20]；37为赫尔曼(1971)22个球粒陨石平均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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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感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帮助完成岩矿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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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镇远地区岩体与华北金伯利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对比

Fig. 4 Comparisons of pluton in Zhenyuan area and
kimberlites in North China in term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patter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