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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岭金矿位于山束省乳山市束南部，产在三佛山斑状二长花岗岩中，为含金石英脉型金 

矿。在三佛 山岩体边部发育强形脉岩群，铜岭垒矿就位于该弧形脉岩群的弧顶外端，走向 

NW，与区内脉岩群垂直，据此提出铜岭金矿受三佛山岩体构造控矿的看法。铜岭金矿矿体 

的定位还受蚀变带竟度变化的影响．往往产于蚀变带挟缩处与膨大处的转换部位 铜岭金矿 

矿石金品位及矿悻厚度在走向和倾向上均呈申珠状或渡状变化。 

关键词 铜岭金矿 矿悻定位构造 岩悻构造 蚀变带膨缩 

铜岭金矿位于山东省乳山市，为石英脉 

型金矿。1988年建矿 ，由于对深部 金矿资源 

掌握不清，已被列 为危机矿 山。要解决这一 

难题，必须首先查清控矿构造类型及其几何 

分布特征，了解金矿体的空间变化规律。 

1 区域地质概况 

乳 山地 区位于华北地台鲁东地盾的胶东 

隆起区东部，是胶东东部牟乳金成矿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区内金矿床根据控矿构造体系 

的不同 及容矿围岩、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矿 

物组合等特点，可划分为4类： 

(1)乳 山式 ：主要产在昆嵛山岩体 中，属 

石英脉型 金矿 。分 布于 区 内四条 NNE 向断 

裂带上 ； 

(2)铜岭式 ：产在三佛山斑状二长花岗岩 

中的石英脉型金一多金属矿 ，受三佛 山岩体 

构造控制，如铜岭金矿； 

(3)蓬家夼式 ：产在胶莱盆地边缘白垩 

系莱阳组砾岩与麋棱岩化的古元古宙荆山群 

变质杂岩的接触带上 。主要为受 滑脱构造带 

控{5j的含金长英 质构造 角砥岩型金矿 ，如蓬 

家夼金矿 ； 

本文 1997年 3月收到 ．文元亮编辑。 

(4)蚀变砾岩型金矿：产于胶莱盆地边缘 

莱 阳组砾岩 中．如麻虎夼。 

前两种金矿类型分布于乳 山中东部地 

区，后两种类型见于乳 山西部地区。 

区 内中、东 部地 区构造 线方 向主 要为 

NNE、NE 向。NNE 向构 造 以 断 裂 为 主 。 

NE、NEE向构造有威海一夏村倒转背斜及 
一 系列不连续的断层，其中部分为矿化石英 

脉及各种脉岩所充填。在乳山地区东南部． 

NW 向构造较发育。本区基底构造线方 向也 

主要 为 NE向。 

2 矿床地质概况 

铜岭金矿矿体走向340。，倾向 NE，倾角 

65。～80。。由南、北两个矿区组成，分别位于 

l9线～0线、l2线 ～26线间(图 1)，地表标 

高 30m～70m，南北矿区深部钻孔控制深度 

分别在 ～160m、一340m，南矿区由 1、2、6号 

脉组成，地表矿化长达 400m，深部向 SE俩 

伏明显；北矿区由7、9、10、1l号脉组成，地表 

矿化长度 >300m。24线 ～18线 间向 SE俩 

伏。但在 18线～l4线间。矿化向深部变差。 

铜岭金矿主要矿石矿物为黄铁矿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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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辉钼矿 、斑铜 

囤 1 铜岭金矿床地质略图 

(据山东乳 山市地质驮。1990) 

1一三佛山斑状二长花制岩；2一煌斑岩；3一蚀变带 

4一金矿悻；5一勘探城及编号 

矿、银金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其次有 

少量的白云石 、钠 长石等 。矿石 品位从边界 

品位以下到 50×10～，矿体厚度从不足 1 m 

到 3 m，变化较大 ，而且无论在平面还是剖面 

上都呈串珠状或渡状变化(图2)。 

3 铜蛉金矿矿体定位受 

三佛山岩体构造的控制 

与区内其它金矿床相 比，铜峙金矿具有 

以下特点 ： 

(1)矿体产在三佛山岩体中； 

(2)矿脉张性特征明显，梳状及晶洞状石 

英发育 ； 

(3)与分布于区内四条 NNE向断裂带 

上的乳山式金矿不同，铜峙金矿矿脉呈 NW 

向，脉岩呈 NE向，二者近垂直，矿脉 一般穿 

切脉岩。 

三佛 山岩体面积约 270kTn2．呈 NE向晨 

布，主要由斑状二长花岗岩组成，斑晶主要为 

钾长石和斜长石，其大小普遍在 2cm×2cm． 

岩体中含有较多的细粒闪长岩包体，是一种 

深源浅侵位复式岩体，其同位素年龄为 97． 

1Ma～98．69Ma(黑云母及全岩 K--Az法 ，李 

兆龙 ，1993 E )。围绕岩体已发现多个铜矿 

囤 2 铜岭金矿南矿区矿石品位等值线囤【单位 ：10 】 

1一品位等值城；2一叠品位低值区 

化点(如石金前、葛口、上夼等)。孙丰月把胶 冯家镇为界，冯家镇一吉子园地 区脉岩为 

东该类型花 岗岩 称之 为艾 山型花 岗岩，认 为 NE向，倾 向 SE，倾 角 60。～80。，冯家镇一 三 

其形成深度应小于 3．7km 2 J。 甲地区脉岩为 NNE向，倾 向主要为 SSE，倾 

在三佛山岩体的西北部，脉岩逐渐增多， 角 6O。～8O。，部分脉岩地表出露长度可达 

特别是在三甲一吉子园一带，闪长玢岩、煌斑 10m以上，形成一向 SE凸出的弧形脉岩群 

岩、正长斑岩等密集成带出现，其走向大致以 (图3)。铜峙金矿就位于该弧形脉岩群的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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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外端，矿化带走向 NW，倾向 NE，倾角 70‘ ～85 ，向北可到辛家口村南 ，向南可追索到 

图 3 乳山东南部弧形脉岩群分布国 

(据 山东地质三队 ，1989) 

Q__第四系 ；1一斑状二长花 岗岩 ；2一煌斑岩 ；3一 正长斑岩 ；4一 闳长琦岩 ；5～金矿捧 ；6一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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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铜岭金矿蚀变带与金矿体的关系示意图 

1一蚀变带；2一金矿捧 

小陶家。延长>6km。矿脉中梳状及晶洞构 

造非常发育，张性特征明显。由于矿脉与脉 

岩垂直，又都出现在三佛山复式岩体内外接 

触带附近，因此可以看作是深源浅成岩体侵 

位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弧形和放射状断裂，放 

射状断裂控制矿体的走向和倾向，弧形断裂 

控制矿体的侧伏方向．如铜岭南矿区脉岩为 

南倾，矿脉向南侧伏。在不同方向断裂的交 

汇处 以及断裂产状发生较大变化 的地段 ，矿 

体往往较厚．矿化较好。 

4 铜岭金矿矿体产在蚀变狡缩处 

与膨大处的转换部位 

铜岭金矿常见的蚀变类型是硅化、黄铁 

绢英岩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及 

钾化 ．它们沿构造带呈带状分布，大致以石英 

脉为中心向外依次为硅化、黄铁绢英岩化、绢 

云母化及其它类型蚀变。蚀变带延伸很稳 

定，追踪长度>4km，但宽度从几十 cm至几 

十 m，变化很大。我们注意到矿体并不是沿 

整个蚀变带都有分布，而是有特定的产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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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统计蚀变带与矿体的空间几何关系，结 

果发现在蚀变带的膨大处与狭缩处，往往不 

出现矿体，而在蚀变带膨太处与狭缩处的转 

换部位，矿体发育(图4)。 

5 结论 

综上所述，铜岭金矿定位受三佛山岩体 

构造的控制，矿体定位于蚀变带狭缩处与膨 

大处的转换部位。矿体厚度及矿石 Au品位 

在平面和剖面上均具有申珠状或渡状变化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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