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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断裂和破头青断裂是区内一级矿田构造
,

属引裂构造
。

它的

生成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演化
。

由于受力性质的不同
,

形成了一系列

规模不同
、

方向各异的容矿裂隙
。

引裂构造与容矿裂隙交汇处常形成

矿体
、

矿柱
。

关 饲 玲珑金矿 , 引裂构造 , 控矿规律

以玲珑断裂和破头青断裂为界
,

玲珑矿

田可 分为西 山
、

东 山
、

破头青和东风 个矿

床
。

大地构造隶属于新华夏系第 二隆起带胶

东隆起的胶北隆起区
。

出露岩石有胶东群变

质岩系和印支一燕 山期混合花岗岩
。

区内断

裂构造发育
,

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

笔者就近年东 山矿床
一

号和 狱脉群的一

‘ 们 饥枯了 , 、

叫 粉 仍、 ”“
‘ , ” ‘ ” 夕

, , ”、

丫
,

’

‘

地质详查资料
,

用矿区引裂构造的概念 , 对

金矿的构造控矿规律作一初步探讨
。 ’

三纪和第四纪玄武岩的喷溢有一定的控制作

用
。

引裂构造特征及应力

作 用方式

区域地质构造发展简史

本 区地质构造活动期长
,

期次 多
,

主要

演化可 分 期
。

前寒武纪 本区海底火山活动剧烈
,

喷

发 了大量中基性火山岩
,

加之泥砂 质 的 沉

积
,

形成了胶东群地层
。

后经长期构造变质

作用
,

局部形成了金矿源层
。

受南北向应刀

作用
,

产生了东西向构造一一早期栖霞复背

斜
。

中生代 地壳热流值升高
,

地壳深部岩

汁上升
,

本区发生了强烈的混合岩化
一

花

岗岩化作用
。

依次形成了滦家河
、

玲珑
、

郭

家岭等花岗岩
。

华夏一新华夏系横跨于东西

向构造带之上
,

形成了本区构造体系的基本

轮廓
。

构造活动的发育
,

为成矿热液 的 迁

移
、

富集
、

沉淀等提供了条件
。

新生代 主压应力方向以东西向为主
,

使早期的东西向断裂发生 了局部引张
,

对第

玲珑断裂的破头青断裂是区内一级矿田

构造
,

地表形迹交汇于台上南部
。

这两个断

裂不同程度地控制了西 山
、

东山
、

破头青和

东风 个矿床的空间分布 图
。

矿区 引裂构造的特征

引裂构造是指断裂的控矿机制在干引生

次一级或多级的容矿裂隙
,

断裂与裂隙构成

矿区的成矿断裂构造系统
。

在本区即指玲珑

和破头青两断裂
。

破头宵 断 裂 分布子矿区东南缘
,

出露

长约
,

走向北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 ,

沿走向有波状弯曲
,

断 裂 蚀 变 带 宽

左右
。

断裂带内有碎裂岩
、

角砾岩
,

局部有糜棱岩
。

构造岩可 分为断层蚀变带 ,

糜棱岩带 , 构造挤压片理带 , 粒化岩构造透

镜体带 , 密集裂隙 带 图
。

东 山 矿 床

线及台上南侧
,

断裂蚀变带分布于 断 层

西北盘 下盘
。

断裂蚀变带不规则
,

蚀变

程度不同
,

断续 出现较好的金矿化
。

据片理

化
、

糜棱岩化和斜向擦痕判断
,

本断裂为左

旋平移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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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里 九 村东南破头 , 断砚创面田

一断层泥碎裂庭梭岩带 , 一碎裂糜棱岩带口一

构造挤压片理带 , 一断裂蚀变岩带 , 一粒化岩

构造透镜体带 , 一密集裂隙带 , 一碎裂伏混合

花岗岩 一混合花岗岩 , 一煌斑岩脉

玲珑断裂 纵贯矿区中部
,

位于大蒋家
一后地一线

,

走向北东
,

倾向北西 局部南

东
,

倾角 一
。

断裂带宽
,

以碎裂岩为主
,

局部断层泥厚
,

并可

见角砾岩和糜棱岩
,

具多期次活动的特点
。

断层带内有微蚀变和矿化现象
。

据断面及其

附近糜棱岩
、

片理化和擦痕方向
,

显示为平

移断裂
。

从矿区多组近平行的断裂裂隙的发育和

产出形式分析
,

本区应属复式引裂构造 从

其规模
、

性质和方向看
,

破头青断裂是更为重

要的
。

引砚构造应力作用方式

本 区两条引裂构造的地表和坑道资料表

卿 仑们的成生
、

发展经历了多期次 的 演

化 昌以继承脉动性为主
,

但力学性质和规
模 齐淆不同

。

成旷前
,

分属于华夏系和新华夏系两个

构造体系的破头青断裂和玲珑断裂
,

均受巨

大扭应力的作用
,

发生左旋平 移
。

在 成 矿

期
,

区域构造应力场发生转换
,

在局部引张

叠加 剪切的基础上
,

玲珑断裂发生 右 旋 扭

动
,

表现为断层泥的发育 后地竖井
,

具

压扭性结构面的特征
。

破头青断裂仍以左旋

平移为主
,

只是断裂发育程度和规模有所改

变
。

这一应力作用是受区域性邦庐深大断裂

中一新生代的左右行扭动之影响
,

为区域构

造应力场作用的结果
。

随着构造应力场及引裂构造左
、

右行扭

动方式的改变
,

在其所影响的范围内
,

岩石

受力发生剪切破裂
,

形成了包括两条引裂构

造间及旁侧的各种派生容旷裂隙
。

就其组合

方式及对矿区约 范围内的近 条共扼

节理的统计结果 表明
,

成矿期主压应力方向

。 为北东一南西向
,

这与前 人 所 得 结



论是一致的
。

由此作 出成矿期引裂构造与容

矿裂隙成生关系分析图解 图
。

团 团 网
圈 成矿期引裂构造与容矿砚陈成生关

系分析圈

一主矿脉及编 号 , 一 引裂断裂及编 号 一 引

裂断裂平移方 向

玲珑断裂左侧远离破头青断裂
,

主要受

玲珑断裂 力学性质的影响
,

发生右行剪切作

用
,

形成以北东和北东东向为主的 共 规 断

裂
。

位于两条引裂构造之间的区域
,

成矿期

受这两者性质力的双重作用
。

由图 可知
,

区域内应力剪切方向同指北东
,

但破头青断

裂应 力大
,

导致军生顺时针方向的 剪 切 作

用
,

所以
,

在该区形成一 系列与玲珑断裂左

侧 区方向相似的共辆断裂
。

在破头青断裂右侧
,

受逆时针剪切的破

坏
,

形成图 所示的共扼断裂
。

综 上所述
,

由于各 区所受 力学性质和规

模 的不 同
,

形成的一 系列容矿裂隙规模和方

向也各异
。

构造控矿作 用

东山矿床矿体赋存于两条引裂构造之间

及旁侧的容矿裂隙之中
,

并受其严格控制
。

其构造控矿类型应属引裂构造及其派生裂隙

交叉复合构造控矿

矿区脉群构造控矿特征

脉群是指一系列在产出状态
、

成生时间

及成因 上有一定联 系的有矿或 无矿的蚀变破

碎带 矿脉 组成的地质 父合体
、

矿区内各

脉群按其相对位置及其与引裂构造的依附关

系划分为
、 、

和 号四大脉群 图
。

各脉群 由为数不等
、

规模不 一 的矿脉组成
,

各脉群的一 般 地质特征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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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山矿床矿脉分布特征示愈圈

一玲珑混合花岗岩 , 一黄铁绢英岩 , 一闪 长份岩 , 一含金石芡脉 , 一蚀变破碎 带 , 一矿脉及编号



号
、

号脉群均产于玲珑混合花岗岩

中
,

矿体呈脉状
、

透镜状斌存于断裂破碎带

中
,

矿体受北东
、

北北东和北东东向容矿裂

隙控制
。

具体特征是

号脉群分布于台上一大开头一

九曲一线
,

由 号
、

号和 号脉 向北东转

折部分和 号
、

号脉组成
。

主脉延长
,

宽
,

某些地段垂向延伸达一

标高尚未尖灭
。

矿体呈脉状断续分布
,

矿

化富而连续
,

矿体长 以上
,

最长达
,

金品位
。

号脉群起 自西南的台上
,

经大

开头
、

九曲至柴禾顶
,

由数条矿脉组成
,

断

续延长
,

一般宽
,

最宽
,

倾向变化大
。

东山矿床南北两段矿体
,

标高

范围内
,

金品位为
。

据 号
、

号脉群
,

金矿脉分布

于引裂构造 破头青断裂 左侧的容矿裂隙

内
。

矿脉走向以北东为主
,

北东东次之 倾

向随标高有变化
,

倾角
。 。

由 中段可知
,

陡倾斜的 号

矿脉是由 条近于平行
、

彼此 相 邻 的 共

辘断裂 裂隙 组成
。

裂面宽
。

号矿脉槽探表明
,

石英黄铁矿细脉沿两组共

辆裂隙产出 图
,

构成该矿脉的主要矿

体
。

金品位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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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是以压剪性为主
。

成矿期破头青断裂为左

旋平移 玲珑断裂为右旋平移
。

显然
,

成矿

前不利于脉岩及矿脉的充填
,

只是 在 成 矿

期
,

两条引裂构造发生逆冲及斜冲运动
,

应

力作用集中的区段
,

叠加剪切过程中 产生

局部挤压和引张
,

形成以容矿裂隙为主的断

续分布的成矿构造圈
。

这对矿体的空间定位

有着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引裂构造旁侧
,

或受其控制的水

平扭动
,

在 区内明显地派生出多组 容 矿 裂

隙
。

由于 力学性质及应 力作用方式的不 同
,

使其在构造运动 中形成隐蔽而上 的 张 开 扩

容
,

成为矿体赋存的有利空间
。

它的位置多

为左旋平移断层走向偏左处和右旋平移断层

走 向偏右处 见图
。

这就解释了矿区内

矿脉群与引裂构造多呈大角度斜交
,

而平行

或小角度斜交 的矿脉 少见
。

引裂构造与容矿裂隙相交接所形成的矿

体
、

矿柱
,

并非完全赋存于容矿裂隙中
,

而

仅见于它们的开始部分或局部
,

尤其是二者

交汇处
。

这是因为
,

一是取决于容矿裂隙破

碎的发育程度 二是取决于矿液侵入及上升

时引裂构造的力学性质
,

特别是通常起导矿

作用的引裂构造
,

若此时为压性或压剪性断

裂
,

矿液则难于沉淀
,

或只沉淀于断裂主体

豹局部
。

因为矿液通常向压力小 的 方 向 流

动
,

所以较易于在派生裂隙群或共辆断裂交

汇处成矿
。

其次
,

容矿裂隙的成生受引裂构造产状

的制约
。

区内矿脉的分布和组合方式常朝一

定方向 北东或北北东 平行排列
,

并与引

裂构造大角度斜交
,

呈边幕式排列
。

结 语

本区矿脉群的成生与引裂构造及其

派生的一 系列容矿裂隙有关并受其控 制
。

应

注意寻找成矿期引裂构造隐蔽 而 的扩
一

容构

造
。

应利用引裂构造的性质
、

产状及所属构

造体系
,

参照边幕式排列规律预测 隐 伏 矿

体
。

运用矿体赋存规律
,

开展矿体侧伏

预测
。

根据野外观察和构造形迹分析
,

本

区北西向构造是北东
、

北东东向构造伴生的

张性结构面的基础上改造发展 而成
,

其成生

的最初时间应 早于白平纪
。

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 了本区矿脉群的成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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