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甚低频电磁异常在胶东牟乳地区构造填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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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胶东牟平一乳 山地区 万航空甚低频 电磁异常的分析研

究
,

并结合航磁
、

航放
、

遥感 以 及 区域构造地质资料
,

进行 了构造地质填图
,

首次进

一步证实了被前人所忽视的近东西 向断裂构造的存在
,

并给予了准确定位
。

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金矿成矿远景预测
,

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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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牟乳 牟平一乳山 地区是我国的重

要黄金产地
。

目前这里 已发现的金矿床 点

多达 余处
,

其中有大型的乳 山县金矿 原

金青顶金矿 和牟平县金矿 原邓格庄金矿
。

为了进一步扩大金矿找矿远景
,

大量的金矿

找矿实践表 明
,

有必要对整个牟乳金矿成矿

带进行系统控矿构造及其控矿规律研究
。

为

此
,

本文 利 用 冶 金 部 物勘 院航 空物探 大 队

年在该区进行的 万综合航空物

探测量工作所获得的航空甚低频 电磁

资料
,

并结合其他综合航空物探信息 航磁和

航空伽马能谱 及有关的地质与地面物化探

资料
,

对全 区的断裂构造和成矿规律进行 了

系统的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又进行了金矿成矿

远景预测
。

构造地质与岩石 电性特征

胶东牟乳地 区位于华北地台东南边缘
,

胶北地体的东部
。

整个测 区面积约 。多
,

图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是早元古界荆山群老

变质岩系
,

其原岩为粘土岩
、

白云岩类夹中基

性火山岩
,

属于正常沉积夹火山岩建造
。

它们

的 电性特征主要表现 为低阻
,

大多在 一
· 。

其次是仅有零星出露的侏罗纪和

白平纪地层以及第四纪地层
。

其中第四纪浮

土对航空
矛

电磁异常有一定影响
。

该 区断裂构造 发育
,

有北北东 向和北东

向两组
,

其中以北北东向最为发育
。

当断裂带

内有第四纪沉积物和地下水 充填时
,

一般都

有较明显的低阻反映
。

本区火成岩以花岗岩

类为主
,

其中有昆箭山和三佛山花 岗岩体
,

其

电阻率一般在 一
·

之间
。

最后

应该指出
,

不管是岩体或地层岩石
,

当发生破

碎并有第四纪沉积物和地下水充填时
,

都表

现为低阻反映
。

因此
,

用航空 电磁异常

进行断裂构造分布研究
,

是具备较好 的物性

前提的
。

航 空 电磁 法 在构 造 填 图 中的

地质 效果

为了有效地提高航空 电磁异常的

信噪比
,

首先对实测航空 电磁资料进行

了背景场和不同飞行方向测量结果的改正

其次
,

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航空 电磁异

常识别方法
〔’

,

二 ,

即垂直磁场 虚实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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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是反号异常
,

一般为断裂构造的反映 两

者为同号异常
,

一般为地形的反映
,

进行了异

常识别
。

经过对区内 电磁异常的分析研

究
,

全 区共发现 了 条 电磁异常

虚实分量反号线性异常带 特征线
,

其中近东

西向有 条
,

北北东与北东向分别有 条

和 条
,

详细分布情况 见图
。

通过对 比图

与图 可以看出
,

北北东向异常特征线与 已

知断构造吻合较好的有
、 、

一 和

号
。

图 即为 已知石沟一巫山断裂南段

号 特征线南段 的 垂直磁场 刀之 虚实

分量的反映
。

北东向特征线与 已知断裂吻 合

效好 的有 和 号
,

和 号局部与 已

知断裂吻合
。

因此
,

根据从 已知到未知的基本

解释原则
,

推测北北东向和北东 向等其他异

常特征线也为断裂构造的反映
。

图 胶东牟平 一乳山地区地质图

一断层及推测断层 一地质界线 及推测地质界线 一金矿床 一测 区范 围 一第四

系 一 白噩系 一侏罗系 一元古界 料一 昆奇山花岗岩 料一花岗岩 价一 二长岩 砚一

花岗闪长岩

根据 目前所掌握 的地质资料
,

该 区 尚未 根据研究区及其外 围区域地质资料

发现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存在
。

因此
,

为了研究 可知
,

整个胶北地体的基底构造线方 向为近

近东西向异常特征线是否反映了近东西向断 东西 向
,

这就 为形成近东西 向的断裂构造创

裂构造存在这个 间题
,

我们对该方 向异常特 造 了基本的构造环境
。

例如
,

区 内老变质岩地

征线进行了重点研究
。

经过研究发现
,

可以从 层的总体走向
、

脉岩走向
、

片理构造方向和大

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证实近东西向特征线也 型褶皱的走向都为近东西向
。

并且
,

在研究区

为同向断裂构造的反映
。

外围已发现 了小规模的近东西 向断裂构造
。



例如
,

号和 号异常特征假若 向西延伸
,

即

可分为与盘长岭岩体上的和崖子村附近的近

东西向断裂构造相接
。

根据该区的航磁 总场与垂直梯度
、

航放
、 、

及遥感地质资料发现
,

大多

数 异 常特征线都有较 明显 的反 映
,

例

如
, 、 、

和 号异常特征线
。

冶金部物勘院航测大 队大量地 面检

查工作进一步发现
,

在异常特征线对应的地

表大都发现了程度不同的断裂破碎现象
。

下

面举两个实例作一详细说明
。

辛上庄异常地检结果
。

该异常地面位

置在 号异常特征线中段辛上庄村北
,

其航

空 一 虚实分量异常如图 所示
,

由

北月化牟平只
一一一下

国
‘

图 牟平 一 乳山地区航空 构造解释图

一岩体界线 一 △

卜背 景场 界线 一推断断层 及编 号 一 金犷床

,。 日 」匕、、

产产 人
尸

一丈、

呈呈壑之
向

巴巴

吴蒙少⋯

飞行方向

图 石沟一巫 山断裂南段航空

一 异常平面图

图 辛上庄航空 一 异常平剖图

一推测断 字 一实分量 一虚分量



于该异常虚实分量二者符号相反
,

所 以推测

为断裂反映
。

为了进一步查证推测断裂与异

常的对应关系
,

对该段 进行 了实地踏勘
,

在

异常的对应部位发现了两条近东西向的

破碎带 图
。

辛上庄

曰
,

图 辛上庄航空 一 异常区地质图

一破碎带 一第四 系 滩一昆箭山花岗岩 一荆山片麻 宕

马台石异常地检结果
。

该异常位于

号 异 常特征 线 中段 马 台石村 附近
,

其 航 空

一 虚实分量异常形态规则
,

走向近东

西 图 由
。

由图 可以看出
,

该异常虚实分量

符号相反
,

所 以推测为一近东西 向断裂构造

的反映
。

为了检验该推断结果
,

进行了地面检

查
,

检查结果见 图
。

由图 可 以看出
,

地面

电磁测量
,

对应于航空 异常
,

倾 角
、

水 平 磁 场 振 幅
, 、

垂 直 磁 场 振 幅

月之 都获得了较明显的异常
。

地面踏勘工作

在 号点和 号点各见到 了一条近东西 向

断层
。

富了该 区 的构造地质 内容
,

比较 客观地反映

了构造格架的分布形态
。

尤其是近东西向断

裂构造 的发现和准确定位 包括它们整体倾

向的确定
,

为进一步研究构造控犷规律提供

了重要信息
。

总之
,

尽管有关文献资料曾指出
,

在胶北

地体近东西向基底构造是广泛存在的
,

但是
,

在胶东牟乳测区并没有给予准确地定位
。

这

可能主要是是 由于胶北地体 自元古代以来发

生了多期的构造岩浆活动以及强烈的区域变

质作用
,

使得 区 内近东西 向断裂构造在近地

表变得异常模糊
,

给用地质方法观察研 究带

来了 一定的困难
,

这也许就是人 们过去对该

区近东西向断裂构造研究不够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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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马台石航空 一 异常平剖图

一推测断层 一地检剖面 一 代表

一 代表

通过对 比图 与 图 不难看 出
,

利 用航

空 电磁资料所确定的断裂构造分布
,

丰

曰
,

因 困 四 曰
。

田
。

图 马台石航空 异常地检剖面图

一花岗岩 一断层破碎带 一 黄铁矿化石英脉

一煌斑岩脉 一浮 七 一航空 异常位置

金矿成矿远 景 区预 测

在上述构造地 质填 图的基础上
,

结 合本

区花岗岩一绿岩地体金矿成矿条件以及其他

地面物化探资料
,

对金矿成矿远景进行 了预

测研究工作
。

前人金矿地质研 究成果表 明
,

区 内早元

古界老变质岩系即为金矿矿源层
,

而 昆箭 山

花 岗岩体经历 了后期地质作用 的多次改造
,

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

其次
,

区 内断裂构造控
下 转 第 页



结束语

上述方法使用简单
、

方便
,

减少数据分解
口乙八」

的人为性
。

同时
,

它可以提供许多有用信息
,

如平均值和方差等
,

帮助划分地层
,

了解矿体

主要赋存状态等
。

更重要的是可以判断矿区

外围地层中微量元素的高含量是原始沉积形

成的
,

还是在矿化过程中形成的
。

从而正确了

解矿床成因
,

准确预测找矿方向
。

在本文工作中
,

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张

振儒教授和湘西金矿地测科的同志给予了大

力帮助 此外
,

此法的应用得到 莱曼教授

的指教
,

在此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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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部分预测区进行了实地

矿特征明显
,

并且
,

不仅北北东向构造与金矿

成矿关系密切
,

而且近东西 向构造对金矿 的

形成与分布也产生了同等的重要影响
。

例如
,

已知的大型牟平县金矿与乳山县金矿都产在

北北 东 向与近东西 向构 造交 汇部 位或其附

近
。

为此
,

我们综合上述控矿条件与已知金矿

分布规律
,

推测育黎一 下初
、

唐家沟一马台石

一乳山县金矿
、

北徐格庄一曲河庄
、

上王格庄

一石沟一西柳庄为本区进一步开展金矿找矿

的有望区
。

为 了进 一 步检验 上 述 预 测 的 有 效 性
,

考察
,

均见到了矿化程度不等的石英脉出露
。

并 且
,

大多数 已知矿床 点 都分布在我们预

测 区之 内
,

另外
,

年 月 日《中国地质

矿产报 》报道的在金牛 山附近发现的大型金

矿床也在我们的预测区之 内
,

这都有力地证

实了上述预测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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