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北隆起热液金矿成矿条件及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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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阐明了胶北隆起热液金矿构迭成矿控矿作用
,

提出了三 谊 大

地构造形成的观点
,

探讨了该区热液金矿床的基本成矿规 律
,

并对今

后的科研
、

找矿工作提出了见解和建议
。

关妞词 三重大地构遗复合 , 结晶基底挤压构造一岩浆岩 带 , 破

裂构造一岩浆岩带 含金热液矿源

胶北隆起热液金矿成矿条件

大地构造条件

胶北隆 起处
二

中朝准地台的南部

边缘 鲁东隆起区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
,

已

能塔本反映 出胶南隆起
、

胶北隆起的结晶基

底是很不相 同的
。

前者的主体为胶南群
,

该

群的建造特征
,

与胶北隆起的前寒武纪各套

建造都不能对比
,

但 与武 当一淮阳隆起的大

别群很相似 后者的主体是太古界胶东群
,

其上覆为下元古界高铝片岩片麻岩组
、

中元

古界粉子山群
、

元古界蓬莱群
。

徐嘉烽关于郑庐断裂带的多篇论文
,

闷

述 了胶南群是大别群平移错断到 山 东 境 内

的 山东区调队的报告认为
,

胶南隆起属于

王鸿祯划分的秦岭一大别陆间大区的北延错

断部分 曹国权
、

张承基 的论文中
,

认为胶

东地区是胶南地体在中侏罗世以前
,

碰撞拼

接在胶北地块所成 马杳垣建立 了苏北一胶

南地体的构造模型
,

认为该地体
,

是大别 山

地体被郑庐断裂北错部分
。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
,

胶北隆起处 于中朝

淮地台的东南边缘地带
,

与胶南地体之间只

隔着宽 的胶莱拗陷 有人认为
,

胶

北隆起的东端荣城以南地段的中 深 变 质 岩

层
,

可 与胶南群对比
,

其 与胶东群之间
,

为

燕山期花岗岩体相隔
,

似为胶南地体的北东

延伸部分
。

这样
,

胶北隆起的东南缘
,

恰是

中朝准地台的边缘
。

中朝准地台边缘毯底 出露区
,

是我国热

液金矿的主要分布地带
,

如北缘的内蒙古一

冀北
、

冀东
、

迁西
、

辽北
、

吉南
,

东缘的吉

南
、

朝鲜平安北道
,

南缘的小泰岭
、

胶东等

金矿集中区
。

胶北隆起处于岩石圈断裂系统控

制范围内
。

郑庐断裂带
、

郝官庄断裂带都在

强烈线性磁异常带 中
,

其磁
、

重线性异常显

示明显
,

遥感线型影像也很清楚
。

前者具明

显的破碎带
、

断裂而
,

普遍对中
、

新生代中

酸性至基性火山岩及正常沉积岩的分布起控

制作用 其中的活动时期
,

最
一

长的安丘一首

县断裂
,

为控制震旦系土门组
、

了生界
、

中

生界
、

新生界分布的边界断裂 是 沿 震 旦

纪
、

古生代拗陷边缘形成的古断裂地段
,

到

中生代发展成 岩石圈断裂
。

该断裂在 昌 邑

以北
,

是渤海拗陷与胶北隆起的边界断裂
。

郝官庄断裂带
,

是胶南群 与粉子山群的界线

断裂
,

也是胶南隆起 与胶莱拗陷 的 基 本 边

界
,

有宽达百米以上的糜棱丫奈带 , 在马耳山
、

分岭 山一带
,

为 白平纪火 山机构
,

山相家

至潮里间为 飞长的 白 纪中服性 至 华性

火 山岩带 潮里至荣城间
、 ’‘

公异 否底中糜棱

岩化明显
,

该段 中郝官 庄断裂的具体位搜尚

待测定 有人据物探资料推测
,

该断裂带可



与朝鲜临津江褶皱带北缘深断裂相连
,

是中

朝准地台与扬子堆地台的界线断裂
。

胶北隆起
,

是这两个岩石圈断裂与该隆

起北缘的边界断裂构成的三角形断块的北半

部分
。

其南半部分
,

因苏北一胶南地体沿郝

官庄断裂带向北西 “ 俯冲
” ,

牵引该锐 角 区

段向下拗陷而形成胶莱拗陷 北半部分被扬

子准地台基底挤压
,

缩短
、

加厚形成胶北隆

起的基本形态
,

与胶北隆起的结晶基底靠近

的上地慢
,

有出现弯隆的趋势
,

所以隆起
一

「

部花岗岩化加剧
,

隆起上升幅度加大
,

导致

形成热液矿源的较大空间
。

处于西太平洋构造带与大陆构造

复合地带
。

胶北隆起结晶基底保存较大地段

的栖被复背斜
、

大辛店褶皱带等太古一元古

代褶皱
,

隆起上残留的减格庄盆地及龙 山盆

地中的上元古代摺皱
,

以及隆起南北两侧的

胶莱拗陷
、

黄县盆地的 白至系
、

第三系中的

摺皱
,

它们的轴向均以北西西及 近 东 西 为

主
。

显然是北北东一南南西向挤压作用的结

果 , 应属于大陆板块构造系统
。

而一些错断北西西向褶皱
、

北西西向韧

性剪切带
、

北东东向岩石圈断裂
、

前中生代

及中生代的各种地质体的北东
、

北北东向左

旋压扭性断裂
,

和那些还错断左旋压扭性断

裂的北西
、

北西西向右旋扭性断裂
,

它们的

形成时代为晚 白哭世一第四纪 它 们 是 北

西一南东向最大压应力作用的结果
,

应属于

太平洋板块运动造成的西太平洋构造带的构

造成分
。

陆间推挤拼接
、

陆内活化分裂
、

洋壳对

陆壳的碰撞
,

所造成的构造成分
,

具复杂的

复合关系
,

使胶北隆起显示 出是个三重大地

构造部位
。

区城构造一岩桨岩条件

胶 北 纤 晶基底挤压构造一岩桨宕

带 该隆起的太
‘, 「界结晶基底 胶东群 中

的基本褶皱类型为
,

等斜顶厚及无根褶皱

区域性褶皱轴面近于直立
,

其总体走向为北

西西
,

轴迹为曲率不等的正弦曲线 其中的

次级等斜褶皱宽度仅 左右
,

轴面产状 多

数近乎直立
,

也有轴面产状较平缓
,

构成区

域性褶皱的剖面形态为扇形 区域性褶皱的

核部往往出现宽数 的花岗质岩透镜休
,

在

次级摺皱核部
,

也常形成此类透镜体
。

这种

岩石的构造特点
,

是沿 而
、

面都 呈清

晰的细纹一条纹状
,

沿 面石英呈扁饼状
,

长英质集合体及细片黑云母集合 体 也 是 饼

状 在花岗质岩透镜体边缘
,

往往出现糜棱

岩带 韧性剪切带 在胶东群的许多 地 段

中
,

出现较密集的纵向的构造裂隙
,

沿裂隙

往往出现含金 极不均匀 和含菱铁矿的石

英脉
。

胶东群中的这些基底构造特征
,

显示

出该套初始地壳岩层经历了强烈的压扁变形

作用
,

并已 出现明显的剪切滑动构造形迹
,

即已转变到受剪切变形作用控制
。

断续绵亘于胶北隆起的太古代结晶基底

挤压构造带的近南北向挤断地段
,

是多期混

合花岗岩的集中发育地段
,

在招远一平度地

带
、

昆箭山一乳 山地带形成宽 一 川 的

太古 一元古代为主的花岗质杂岩体
。

据 重力

资料
,

这两个地带是地壳增厚处
。

另外
,

在

胶东群
‘

下部层序地层分布地段中
,

含有太古

代云英闪长岩
、

奥长花岗岩岩株
、

岩枝
,

以

及一些超基性岩透镜体
、

斜长角闪岩岩脉
、

岩株
。

隆起西段
、

中段的南北两缘以及西南角

地段的下 一
中元古界

,

也达到中深变质程度
。

在西南角地带与胶莱盆地界线附近的粉 户山

群
,

还保持 了角闪麻粒岩相的变质程度
。

在

栖霞地区的胶东群中
,

局部残留有角闪麻粒

岩相变质岩段
。

作为胶北隆起的结昌基底组

成部分之一的粉子山群
,

除与胶东群在形成

时代和空间位置上的差异外
,

其褶皱类型以

同斜褶皱 为主
,

局部为等斜褶皱
,

转折端的

增厚程度也逊于胶东群中的 其中的韧性剪

切带主要发育在 与胶东群的界线附近 其中

含有的老花岗岩体
,

只是 一些中粗粒决状花



岗岩岩株
。

这些特征表明胶北结晶基底挤压

构造一岩浆岩带中
,

粉子山群的挤压程度
,

低于构成隆起核部或主体的胶东群 也表明

花岗岩化主要发生在结晶基底的深层次 中

隆起核部麻料岩相范围保存极少
,

退变质作

用强烈
,

说明隆起核部被挤压抬升的幅度最

大
。

结晶基底经过这一系列挤压构造一岩桨

活动过程
,

形成 了适于热液聚集的基本空间

位置
。

胶北 破 裂构造一 岩桨若带 胶北

地区
,

在晚元古代中国地台形成之后
,

沉积

了蓬莱群 缺失古生代沉积
。

此时处于上升

剥蚀环境
,

只在个别小隆断凹 中残留有蓬莱

群
,

在隆起边缘的部分地段保留 了 粉 子 山

群
。

晚侏罗世在隆起的部分隆凹中有陆相沉

积
,

白奎纪在个别小断凹 中有陆相沉积
。

晚元古代末
,

蓬莱群褶皱阶段
,

胶北隆

起开始破裂
,

蓬莱群中含有变辉绿岩脉
。

古

生代是整个胶北隆起在其边缘的岩石圈断裂

控制下
,

呈一个较大的断块上升剥失
。

三叠

纪
、

晚侏罗世在隆起的局部地段
,

形成热官

隆控制的 型玲珑花岗岩体
、

郭家岭石英二

长岩体 还形成 一些北东一北东东向弧形断

裂
,

如玲珑帚状断裂组合
、

焦家一河东帚状断

裂组合
,

在其北东东向断裂中有中墓性岩脉

往往已片理化
。

胶北隆起在白平纪 破 裂

程度加大
,

沿其东南边缘的岩石圈断裂
,

有

招虎山一卫德山等 型及 型花 岗 闪 长 岩

体
、

花岗岩体形成 在隆起的西段
,

几乎每

隔 一 出现一个宽数 的北东或 北北

东向中酸性脉岩带 在东段的乳山一带
,

每

隔几 出现一个宽 左右的近东 西 向 偏

碱性的酸性脉岩带
。

这些脉岩带
,

是受隆起

边缘岩石圈断裂的次级断裂控制的
,

是胶北

破裂一岩浆岩带的组成部分之一
。

在 白至纪末期
,

隆起上每 隔

出现一 条以碎裂岩及平直断裂面为主要标志

的北东
、

北北东向主干断裂
,

它们往往斜穿

整个隆起
,

使隆起南
、

北边界线及其中若千

地质体的南北边界线成折线状
,

使整个陈起

的破裂形态更加明显
。

到新生代
,

胶北隆起

的破裂程度进一步提高
,

隆起中部的上新尹

砂砾岩层
,

及其 覆的玄武岩层被断错抬升

多 隆起北缘蓬莱 一带的更新世 玄 武

岩层被北西西向断裂错断得十分明显
,

均为

南盘上升
、

北盘下降
,

炼 条断裂的垂直断趾

左右
,

进人渤海湾边缘海域中
,

这 组 北

西西向断裂也很发育
。

在隆起内部及东西边

缘地段
,

北西西 向平移正断层 也较发育
。

例

如苏家庄 子金矿的最富金 ’’柱的南边界
,

为

北西西向平移正断层
,

百里店金矿的最富金

矿体的南边界
,

也是此组断裂
,

南吸石纂矿

区
、

铁 口一带
,

荣城城厢一带
,

均有较宽的

断裂破碎带
,

及北西西向平直断裂而
,

郊庐

岩石圈断裂
,

被该组断裂错断的地段很多
,

在栖霞地区可见到一些近东西向的新生代玄

武岩脉
。

一些前新生代的主干断裂
,

在新生 代

再次活动
,

沿其断裂破碎带中
,

形成有绿泥

石
、

断层泥膜的新构造透镜体及未 固结的碎

裂岩带
、

断层泥带
,

以及一些穿切中生代脉

岩的断层而 特别是一些沿前新生代岩体边

界形成的边界断裂
,

往往出现宽大的碎裂岩

带
、

断层泥带
,

如三山岛
、

焦家
、

黄县
、

招

远平度断裂带中
。

结晶基底中一些 早期糜校

岩带的再活动形迹也较明显
。

胶北隆起经元古代
、

中生代
、

新生代多

期断裂作用和岩浆作用
,

逐步成为一个破裂

构造一岩浆岩带
。

这是三屯大地构造复合地

区的区域构造
、

岩浆活动的特征
,

它是在胶

北隆起中形成热液金矿源必需的区域地质 条

件
。

胶东群和粉子山群之间的高铝片岩 层是

起封闭作用的
,

是胶东群的挤压构造及破裂

构造带的下部一定区间内
,

或胶北降起的一

定 区间内
,

形成热液金矿源的有利条件
。

胶北隆起热液金矿分布规律

热液金矿派的形成机制



基底呈强烈挤压状态
,

表明这一部分地

壳在此缩短
、

加厚
,

另外 由于本区区域性褶

皱近于直立
,

使上地慢热流更易上升
,

导致

结晶墓底的下部花岗岩化强烈
。

这是隆起大

幅 度上升的因素之一
。

隆起上升
,

是形成适

合热液存在的温
、

压环境的基本条件 岩石

圈断裂及其派生的壳断裂系统
,

是 上 地 慢
“热液

” 、

热流易于上升的通道及热液聚集的

网络 属于西太平洋构造带的断裂系统
,

也

有利于上地校热流
、 “

热液 ” 的上升
。

多期热流上升
,

必然从上地慢携带一些

含金 “ 热液
” ,也必然从结晶基底下部的花岗

岩化区中产生一些含金热液
。

各构造一岩浆

活动期引入和产生的含金热液构成各地史期

的含金热液矿源
,

储聚于胶北隆 起 当 时 的

℃的地热梯度线以下 压 力

的破裂构造系统中
。

胶北隆起若 千 金

矿的铅模式年龄为 亿年左右
,

大致同晚元

古代破裂构造形成时间对应
。

第二期热液矿

源形成于中生代
,

同本区的主要破裂构造和

主成矿期的形成时间对应
。

新生代温泉分布

地段及玄武岩脉分布地段附近
,

也已找到金

银矿床
,

说明有第三期热液矿源
。

热液金矿 的分布规律

大家知道
,

胶北热液金矿的分布
,

受控

矿断裂及容矿裂隙的控制
。

当处于热液源的

含金热液
,

随着区域构造运动
,

活动到含金

矿物晶出温度区间时
,

便逐步在适宜的破裂

构造部位中
,

结晶或凝结成矿
。

因此
,

研究胶北热液金矿的分布规律
,

主要应从控矿断裂
、

容矿断裂及裂隙的分布

规律人手
。

现已证实
,

从研究各种地质体
、

地层含金丰度人手
,

从岩浆岩成矿专属性方

面
,

从层控理论方面的研究
,

都没能说明胶

北的具体找金靶区
。

笔者认为
,

胶北地区热液金矿的基本分

布规律大体是

隆凸边缘地带多期活动的断裂
,

与结晶基底挤压构造一 岩浆岩带的轴部地带

复合地段
,

往往形成较好的控 矿
、

容 矿 构

造
,

控制形成较大的金矿床 田
。

如三山岛一

灵山沟金矿田
、

金翅岭金矿
、

玲珑金矿田
、

大尹格庄一夏店金矿田
、

邓格庄一金青岭金

矿田
。

文登的张格庄一英武山几带
,

威海的

范家埠等地段也可能有较大的金矿床
。

招远一平度隆凸
、

牟平一文登一乳山隆

凸的边缘地带
,

仍有较大的找金前景
。

栖霞隆凹 中的金矿分布规律
。

该

隆凹中
,

马家窑一苏家店一带
,

是处于结晶

基底挤压构造一岩浆岩带的轴部地带
。

在其

被多期活动的北东向控矿断裂复合地带
,

特

别是 与北西向含金菱铁矿石英脉 的 复 合 部

位
,

形成了一些含金多金属硫化物金矿柱
。

这些富矿柱的矿物测温数据
,

明显低于隆凸

边缘地带的成矿温度
。

这说明
,

在隆凹内
,

主要成矿温度区间的金矿体尚未 被 剥 蚀 出

来
。

所以
,

该隆凹中的上述复合地段
,

也具

有良好的找金前景
。

隆凹中
,

沿胶东群与高铝岩层或粉子山

群的界而糜棱岩化地段
,

或破裂构造复合地

段 沿粉子山群与蓬莱群的界而附近
,

特别

是这些界面与多期活动的北东向控矿断裂的

交接部位
,

是找金的具体靶 区之一
一些 与轴部挤压构造平行的 挤 压 构 造

带
,

与北东向多期活动的断裂交接部位
,

如

蓬莱民山一吨口一带
,

往延深方面都具有找

金前景
。

隆凹中的金矿分布规律更为复杂
,

更有

前景
,

值得加深研究
。

以上仅为初步归纳
,

谬误之处
,

希读者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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