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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7 多山东蓬家夼金矿的基本地质特征及其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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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作，认为该区中生代构造体系以走滑构造为主．走滑断层在蓬家夼地区转换为拉 

张，在白垩纪莱阳组砾岩与下元古界粥山群变质杂岩之间形成一剥离断层．蓬家夼金矿产于 

该剥离断层内，为区内火山活动期间在大气水参与下形成的层问滑动角砾岩型金矿 通过对 

区内地质体变形特征的研究，认为蓬家夼金矿在三维空间上应呈倾向 155~±10o、倾角45~± 

10o的大的复式透镜体．可望成为大型金矿。 

关键词 蓬家夼金矿 层问滑动角砾岩型 走滑构造系 构造转换 构造透镜体 

蓬家夼金矿位于乳山市西北部崖子镇， 

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金黄铁矿化硅化构造角砾 

岩型，局部为含金黄铁矿化硅化自云质大理 

岩型，目前控制规模为中型。 

l 区域地质概况 

与胶东地区其他金矿不同，蓬家夼金矿 

既不产于花岗岩中，也不产于老变质岩中，而 

是位于莱阳盆地北缘白垩纪莱阳组砾岩与下 

元古界荆山群变质杂岩的构造接触部位(图 

1)。莱阳盆地出露面积约 14000kin2，总体上 

呈一长轴为 NE向的菱形展布，盆地中沉积 

物自下而上分为莱阳组、青山组、王氏组，其 

中莱阳组分布广泛，总厚度>1500m，主要岩 

性为黑绿色、黄绿色页岩。在盆地边缘出现 
一 些砂砾岩沉积，反映一种快速拉张、迅速沉 

陷的环境。青山组主要为中基性、中酸性火 

山岩夹砂页岩，厚度 >16(Dm，主要呈 NE向 

分布于莱阳盆地的中心。王氏组主要岩性为 

红色砂砾岩夹紫红色页岩，厚度约 3000m，主 

要分布于莱阳盆地的西部边缘_l～。 

荆山群变质杂岩由野头组白云质大理岩 

和陡崖组含石墨变粒岩、片麻岩等组成。地 

层中Au丰度值为 1．79x10一 5 X10一，Hg 

丰度值为 14．4 x 10一，As丰度值为 4．31 X 

6 口 7 曰 l 团 9 围 10 

图 1 莱阳盆地示意图 

(据山东省 1：∞万地质图简化) 

l—早白垩世王氏组；2一早白垩世青山组；3一早白垩世 

莱用组；4一早白垩世莱用组第一岩性段；卜 早元古宙 

荆山群；6一太古宙腔东群；卜 中生代花蝴岩；8__中生 

代花岗闪长岩；9_—断裂：l 层产状 

10-6q)
，区内断裂以NNE向和 NE向为主，这 

些方向的断裂普遍切割中生代花岗岩，控制 

着区内石英脉型金矿化的分布。褶皱构造主 

要为hiE向的威海一夏村复背斜。 

车文 19 年 l2月收翻，文元亮编辑。 

①据山东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队 山东省乳山市蓬家裔盒矿区储量地质报告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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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莱阳盆地的形成与金矿的关系 

2．1 莱阳盆地的一般特征 

莱阳盆地的形状为 NE向的菱形，盆地 

边界多为平直断层，盆地的长宽比约为3 

3．5；莱阳盆地从早期快速沉积迅速相变的莱 

阳组黑绿色页岩、砂砾岩组合到发育于盆地 

中部呈 NE向带状展布的青山组火山岩组 

合，最后到逐步缩减的王氏组红色砂砾岩夹 

富碱中基性火山岩，具有典型的拉分盆地沉 

积特点_5 ；李思田等(1990)在研究我国东部 

140多个白垩系陆相盆地的基础上，认为晚 

侏罗世到早白垩世的应力场属右旋张扭性 

质，刘若新等(1990)在研究我国东部中新生 

代火山岩带 NE向分布的区域应力场时，同 

样强调右行走滑导致 NE向断裂的拉张，控 

制了火山岩带呈 NE向展布，陈先沛、马绍刚 

(1994)也论证了莱阳盆地在晚侏罗世到早白 

垩世处于右旋张扭应力场中_2 J。马杏垣等 

(1991)在论述控制胶东东部中生代盆地形成 

演化的沂沭断裂带时，指出它可能萌生于印 

支期，为左旋走滑性质，在第三纪以来又经历 

了右旋压剪性运动，产生褶皱和逆冲构造_6_。 

虽然不同学者对本区中生代构造的运动方向 

认识有分歧，但对断裂带的走滑性质却是认 

同的。我们根据控制盆地的走滑断裂的空间 

排布样式、盆地形态及沂沐断裂带对本区的 

影响，倾向于认为莱阳盆地是受左行左阶雁 

列式走滑断层控制下形成的 S型拉分盆地。 

2．2 莱阳盆地中发育负花状构造 

莱阳盆地发育一套倾角 20~一 缓倾的 

正断层，构成了似地堑式构造，堑内地层倾角 

多在 15o一30o，局部可达 45。。由于盆地中心 

出现大量 NE向带状分布的偏碱性中酸性、 

中基性火山岩，因此在盆地基底肯定存在陡 

立的深断裂，此断裂带与盆地浅部出现的缓 

倾正断层，一起组成了负花状构造。 

2．3 蓬家夼金矿的产出部位 

基于上述的初步讨论，我们认为 J3一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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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NE向走滑构造体系控制着本区盆地及 

构造一岩浆活动的形成和演化，在莱阳盆地 

的NE向长边，形成走滑断层；在其 EW、NW 

向短边，走滑断层发生转换，形成正断层。在 

蓬家夼地区则以剥离断层为轴，发生绕水平 

轴的转动，形成一套变质核杂岩组台。从院 

格庄至崖子依次出露院格庄斑状二长花岗 

岩、鹊山黑云母花岗岩、弱糜棱岩化片麻岩、 

强糜棱岩化变质杂岩、滑脱构造带和莱阳组 

砾岩(图2)，孙丰月把这套组合称之为鹊山 

变质核杂岩(1992、1994)_4 。 

回 1日 2圈 3 囝 5团 6圃 7团 8 

图2 蓬家夼地区地质图 

(引自孙丰月．1994) 

c广早白垩世青 山组 ； 卜 _早 白垩世莱阳组砾岩； 

Pl卜 早元古宙荆山群 ；A —太古宙胶东群 ：1一院格庄 

斑状二长花岗岩；2一鹊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一滑脱 

构造带及麋棱岩线理；4_—破碎带；5一闪长玢岩脉；丘一 

闲长岩脉；卜 花岗斑岩脉；8—断裂 

3 蓬家夼金矿基本地质特征 

蓬家夼金矿主要 由 I、Ⅱ、Ⅲ号矿体组 

成，它们均产于白垩系莱阳组砾岩与下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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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荆山群变质杂岩之间的剥离断层带内。该 

断层带在蓬家夼地区呈一向南凸出的弧形， 

走向以 8线为界，其西至东井口为 280。 

3O0'，其东至山西为75。 9if'，倾向 SW～瓯， 

倾角上陡下缓，在 15o 50~之间。滑脱带宽 

度在60m一730m，控制长度为41X~Om，主要由 
一 套碎裂岩化的长英质岩石、白云质大理岩、 

含石墨长荚质片岩、片麻岩及黄铁矿化硅化 

构造角砾岩等岩石组成，并充填有多条顺层 

的闪长岩脉。断裂带上盘为莱阳组砾岩，下 

盘为糜棱岩化变质杂岩，见有数条闪长岩、煌 

斑岩脉。脉岩走向 NE，倾 向 Nw，少数为 

SW，倾角 ，9。一75o。目前在变质核杂岩的各 

个组成单元中都已发现金矿化，但具工业意 

．  图3 蓬家夼金矿地质图 

(据山东地质三队，]994) 

加一麋棱岩化早元古宙荆山群变质杂岩及麋棱线理；l一第四系；2_一早自垩世莱用组砾岩；卜 白云质大理岩：4一 

硅化长英质构造角砾岩；卜 黄铁矿化硅化长英质角砾岩；6一内长岩；7一内长玢岩； —惶斑岩： 

9一盘矿体；lO一背斜；Il—勘探线及编号；l2_一居民区 

义的金矿床只在剥离断层带的黄铁矿化硅化 4．1、4．2和2．5，蓬家夼金矿 3个矿体及发现 

长英质碎裂岩性段中发现。该含矿岩层产状 的数十个矿化异常点绝大多数位于这些透镜 

与滑脱构造带产状近一致，倾角上陡下缓(图 的膨大区内。其中 I号矿体分布于6线 13 

4)，上盘为硅化长荚质碎裂岩、大理岩、含石 线问，走向29 ，倾向SW，倾角 15。 50~，控 

墨长英质片麻岩、砾岩，下盘为硅化长英质碎 制长度约 500m，延深 >700 m，最大深度 一 

裂岩、糜棱岩，几乎沿整个剥离断层带都有分 137 m，最大厚度>25 m，矿体向深部变厚，最 

布，但出露宽度变化很大，在 12m一280m之 高品位可达 43．04×10～，平均品位 4．51× 

间。无论在平面上还是剖面上均呈透镜状， l0 (山东三队，1994)。II号矿体在 l线 ～ 

具明显的膨缩现象(见图3、4)。透镜体长轴 61线间断续分布，位于 I号矿体下盘，长度 

在平面上走向为 290~，剖面上为 225o，轴率 可达 1000／lilt以上，走向2 ，倾向 SW，倾角 

( 吖)在2．4—6之间，加权平均值为 3+43。 上陡下缓，在30线 ～l5线问，控制最大斜深 

含矿层在矿区范围内(79线～72线)存在 3 >180 m，深度 >55 m(西 22)，平均厚度近 1 

个较大的膨大区，由西向东依次为：51线 一 nl，Au品位2．01×10一一9．1×10-̈。Ⅲ号矿 

75线东井口地区、l6线 一23线蓬家夼地区、 体分布在46线 一80线问，位于I号矿体上 

60线 72线山西村地区，最大宽度分别达到 盘，断续延长约 800／lilt，走向近NEE，倾向S， 

280／lilt、225／lilt和 110 m，透镜平面轴率分别为 倾角上陡下缓，厚度 0．3 m，Au品位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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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矿石中较富含 Pb、zn。 

日 6囿 7圈 8圈 9田 10 

图4 蓬家夼金矿7勘探线剖面地质图 

(据山东地质三队及本文资料编绘) 

1一早白垩世莱阳组砾岩；2一麋棱岩化的早元古宙荆 

山群变质杂岩及麋棱缱理；3一黄铁矿化硅化长英质构 

造角砾岩；4—硅化长英质构造角砾岩；卜 白云质大理 

岩； 闪长玢岩脉；7_—金矿体及编号；卜 已施工钻 

孔；9一设计钻丽．；l 巷工程 

对比三个矿体，当矿体上下盘都出现石 

墨层时，矿体规模比较大，如I号矿体。这可 

能是：(1)富含石墨岩层是剥离构造产生的岩 

性薄弱部位；(2)石墨层是含金热液沉淀富集 

的良好物理化学界面；(3)含石墨片麻岩及大 

理岩相对于矿体为软弱岩性层，在形成藕节 

状石香肠构造过程中，它们的厚度互为消长。 

因此含矿层中相对较薄的含石墨片麻岩、大 

理岩是找寻较大矿块的有利标志。 

蓬家夼金矿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银 

金矿，其次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脉石矿 

物主要有石英、斜长石、方解石，其次为钾长 

石、白云石、绢云母等。矿石主要结构为压碎 

结构、自形一半 自形结构，主要构造有浸染 

状、角砾状、块状构造等。矿石中除含金外， 

尚有 Ag1 x10一一10×10～、CuO．01％ 一0． 

1％ 、Pb 0．01％ 一0．08％ 、Zn 0．01％ 一 0． 

05％、S 5％一15％等。 

蓬家夼金矿围岩蚀变强烈，且具一定的 

分带性，根据蚀变类型，蓬家夼滑脱构造带分 

为硅化构造角砾岩带、黄铁矿化硅化构造角 

砾岩带等，其中局部还发育有绢云母化、碳酸 

盐化、绿泥石化等。在下盘的糜棱岩化带中， 

主要发育硅化，局部见钾长石化。 

6 

4 蓬家夼金矿的成矿类型 

蓬家夼金矿定位于白垩纪莱阳组砾岩与 

下元古界荆山群变质杂岩之间的剥离断层带 

内，其成矿年代应当在莱阳组砾岩形成之后。 

蓬家夼地区莱阳组砾岩的砾石成分比较复 

杂，主要为糜棱岩、片麻岩、花岗岩和硅质岩 

(包括白色石英脉)等，砾石分选差，磨圆不 
一

，呈次圆状一次棱角状，胶结较松散，胶结 

物由复成分的细砾、粗砂及粘士矿物组成，基 

本和盆地周边的岩石类型相同。其中许多花 

岗岩砾石的成分、组构，与区内院格庄斑状二 

长花岗岩及鹊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基本一 

致，说明金矿化应晚于花岗岩浆活动。 

另一方面，燕山晚期火山活动在本区非 

常强烈，沿莱阳盆地轴部分布有大面积的火 

山岩，其中青山组安山玢岩的 K—Ar年龄为 

90Ma—lO1Ma(山东区测队，199o)[ ，这与蓬 

家夼金矿的年龄非常接近(绢云母 l 一Ar法 

为 100．59±1．96Ma，孙丰月，1995)_4J。同时， 

在观水一带出现火山岩(图2)，在矿区内出 

现大量与火山活动同期的闪长岩、闪长玢岩、 

煌斑岩等脉岩。孙丰月(1995)对矿石石英包 

裹体测试的结果表明，其第一阶段石英气液 

包体的8 O}L0为4．03％，落人岩浆水和大气 

水之间，第二阶段石英的 OH0为0．68‰， 

更靠近雨水线_4_。以上事实表明蓬家夼金矿 

为区内火山活动期间，在大气水参与下受层 

间滑脱构造带控制的一种金矿类型，我们把 

它称之为蓬家夼式金矿。 

5 矿体的变形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蓬家夼金矿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 

矿体产在层间滑脱构造带中；(2)矿体及围岩 

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构造透镜化。表明矿体 

就位以后，遭受了强烈的挤压变形，使矿体在 

位态、形态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本区滑 

脱构造在几何形态上也有两个明显特点：(1) 

在走向和倾向上延伸都很连续；(2)平面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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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上呈轴向协调、大小不一的各种透镜。 

可见，无论从矿床的角度还是从构造的角度， 

构造透镜化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5是在测量数十个应变透镜的基础上 

所做的透镜体倾向、倾角玫瑰花图。可以明 

显地看出，透镜体轴面倾向、倾角的优势角度 

分别为 155"±10~、45。-I-5o。透镜体轴率加权 

平均值为 3．43。透镜体的轴向与区内威海 

博角 博角 
I }次 q 皇 }次 

图5 透镜体倾向、倾角玫瑰花图 

— 夏村倒转复背斜的轴向完全一致(见图 

5)。蓬家夼地区金矿体基本与大理岩层顺层 

或小角度相交产出，因此可以选择大理岩为 

研究透镜体的标志体。从更大、更直观的空 

间去观察这些透镜，结果发现大理岩层在横 

剖面上呈连续的透镜状变化，在纵剖面上也 

呈连续的透镜状变化，类似藕节形石香肠。 

实际上矿体的形态也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规 

律。沿走向大致每隔 50m一150m出现一次 

膨缩，沿倾向大致每隔 150m一25Om出现一 

次膨缩。这种横纵方向上透镜体的变化规 

律，对指导找矿勘探工作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蓬家夼金矿为滑脱构造带控矿，其原始形态 

应呈向南弯曲的板状。这种板状矿体，在挤 

压应力下应和区内层状岩石一样发生透镜化 

变形。以透镜体膨大部分为波峰，狭窄部分 

为波谷，则波峰与波峰迭加区为矿体的膨大 

部位，波谷与波谷选加区为矿体的变薄部分， 

四个同向透镜体之间的空穴处矿体变薄或尖 

灭。透镜状矿块的大小、厚薄可由其上下盘 

中的大理岩层、含石墨层指示出，因为在这种 

藕节形石香肠形成过程中，矿体相对于大理 

岩、含石墨片麻岩是强硬层，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互为消长的关系。 

图6为恢复的 I号矿体理想形态，其中 

／ 

／ 

／ 

／ 

／ 测 

／ 

， 区 

图6 1号矿体理想形态图 

阴影部分为工程已控制矿块。基于前面的分 

析，我们认为该矿体与区内其它岩石一样，也 

发生了强烈的构造透镜化，利用区内透镜的 

一 般参数朴全该矿体，可见已控制矿块仅是 

I号矿体的东部，在其西部 ll一3l线间，还应 

存在另大半个透镜状矿块(实际上，我们提出 

的这些预测与山东省地矿局航空物探固定的 

异常区不谋而合。据乳山市副市长孙熙龙面 

告，1996年 l2月)。经过勘探，蓬家夼金矿有 

望成为一个大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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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 喻亨样：新疆鸟伦 成矿地质特特征 

矿与威岩基本同期或稍晚，属海西中晚期。 

4 结语 

综上所述，矿区内以 NNW--NW向断裂 

为主，辅以NE、NW和近 向等多组断裂控 

制了含矿岩体与矿床的空间分布；多种类型 

铜矿化与矿区内发育的一套浅成一超浅成 

(或次火山)花岗质岩浆建造具有密切的成生 

联系；岩浆建造为成矿提供了丰富的主矿源； 

岩浆隐蔽爆破作用、岩浆接触交代作用和岩 

浆期后热液交代充填作用是铜的主成矿作 

用；多种类型铜矿化密切伴生，空间上符合多 

位一体复合成矿模式，成因上则符合多因复 

成成矿模式，矿床类型总体上应属角砾岩简 

型斑岩铜矿床；矿区剥蚀程度很浅，含矿隐爆 

角砾岩的母岩体——欢火山英安玢岩尚隐伏 

于地下，矿区内出露的大多为隐爆角砾岩体 

之上的震碎角砾岩，隐爆角砾岩主体还隐伏 

于地下，表明矿区具有十分广阔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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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 YuancL~， ，Li ，m  衄 ·sunYSuyi~，w喵  un 

hiBi~,~wedlhm 蛐m蛐  曲 areaiad唧 j byNE一嘶 ‘ n ke Ip whi~a哪 mmd~．medintoa【 神rI 

n啤 ．田Ibe id叫“g皿 岛 日dBl眦捌 f叫 k e∞伽噬知蜘 船0fO碱唧e哪BI一， sF~mallon 加 蛐0r c∞ I既0f 

胁  J 曲 q  呻  ．Ⅱh 削  8 娜  酬  Ⅻ  Ⅻ - 

。e 1．g 出嘶 耐 c 岛 v0lc蕾d。 li0d．The讲出 嘲foaumlhe1日l 瑚q l埔  155。+1 at础 af45~+ 

l ．The酽山 口 ofIhe p0血 啪 thalitwin be目 酬  be aI皿驴 一 p0 ． 

Key唧啊由 札邑洳kI1鲫g自砌 也p t，目口ld— 唧 tue*s~ ed d【唱 o0 蛔珊嘣 ，岫瞄抽釉 0f曲I曲m’曲瑚 l皿∞ 

第一作者简介： 

i艇 超 男，1943年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岩石学专业。现为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岩浆流体及成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祁家豁子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产资源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10(i02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