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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乳山中东部地区金矿类型主要为乳 山式和铜岭式。其 中乳山式金矿产在昆仑山岩体中，分布 

于 4条陡倾 的 NNE向左行右阶式压扭性断裂带上 ，金矿化有一明显的特点 ：就是柑 同一控矿断裂带上分 

布的相邻金矿床，其矿体但l伏方向是相反的。通过对区内脉状金矿的定位构造研究，提出乳山式金矿具 

有 NNE向成带、NE向成行的特点，矿体定位受NNE及 NE向断裂的联合控制。并据此指出段家西山金 

矿点、马台石金矿点为成矿的构造有利地段 ，经过工程初步揭露，这两处矿点 已显示出良好的找矿前景 ， 

有望实现矿点向矿床的转变。 【， 

关键词 隐伏矿预测 金 成矿规律 一  —夸_  段家西山马台石乳山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乳山地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华北地台鲁东地盾 

的胶东隆起区东部。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宙胶 

东群马格村岩组和蓬家夼岩组，它们 由一套黑 云斜 

长片麻岩 、变粒岩夹大理岩、斜长角闪岩及含石墨片 

岩组成，片麻理走 向多为 NE，倾 向 sE，倾 角 20。～ 

60。，其原岩为一套中一基性海底火山岩夹沉积岩组 

合 ，为本区西部部分金矿化的主要围岩。在研究区 

西部还出露有断陷沉积 的白垩纪莱 阳组砾岩 ，在其 

与胶东群变质杂岩滑脱带上 ，产出有蓬家夼金矿。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中生代花岗岩及各类脉岩 ， 

其中昆嵛山复式花 岗岩为本 区主要岩体，主要岩性 

为片麻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146 Ma～185 Ma，黑云 

母 K—Ar法)，其 Ndf【1=一25．39，显示壳源特征， nM 

=
1527 Ma~1 J

，是本区金矿的主要 围岩 ，乳山金 矿等 

即产于其中。在岩体内及其内外接触带上发育一系 

列 NNE NE向断裂。三佛 山似斑状二长花 岗岩体 

(97．1 Ma，黑云母 K—Ar法【 )北起谭家 口，南至小 

孤山，面积约 270 ，呈 NE向展布，为钙碱性正常 

花岗岩。其中已发现铜岭、葛 口等金—铜矿床(点) 

多个。 

区内脉岩发育，在矿区范围 内尤其如此。主要 

脉岩种类有花岗斑岩 、闪长玢岩 、石英闪长玢岩、细 

晶岩 、煌 斑岩等，走 向 NNE、NE，部分 NW、NNW 向， 

倾向多为 sE，倾角 65。～85。。除部分煌斑岩 、闪长玢 

岩顺矿脉产出外，一般斜切矿体。在部分金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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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矿体被岩脉穿切处 ，矿体厚度增大、品位提高 

(如胡八庄、三甲金矿等 )。 

为了更有效地指导找矿 ，搞清矿床的主要控矿 

因素及其分布规律很有必要。下面将以中东部地区 

主要产在昆嵛山岩体中，受 NNE及 NE向断裂的控 

制的石英脉型金矿——乳山式金矿为倒 ，加 讨论。 

2 乳山式金矿成矿规律 

区内数十个与昆嵛山片麻状黑云母花 岗岩有关 

的金矿床(点)主要分布于青虎山一唐家沟、石沟一 

巫山、将军石一曲格庄、马家庄一葛 口等 4条断裂带 

上(图 1)。这些断裂带呈舒缓 渡状 ，以压扭性构造 

为主，左行右阶特征明显。从野外追踪的结果看，4 

条断裂带在走向上并不是一条线顺下去的，而是 由 

若干雁列式断裂组成 ，而且顺断层走 向观察，远侧断 

层依次向左错列 ，并与前一条断层的近端横向重叠 

这种左行右阶式断裂系，在其 弯曲部位 应力较集 

中Ld J，不易形成矿体，而在其弯曲部位的末端及左 

行左阶断裂系的弯曲部位，应力释放，可形成较大容 

矿空间，易形成大矿，如乳 山、唐家沟金矿等。这就 

是同样在断裂带上成矿，为什么有的地段矿床规模 

大，而有的地段矿床规模小的原因。 

对分布于这 4条断裂带上的金矿床，统计 其矿 

体的侧伏方向，我们发现沿同一断裂带分布的相邻 

金矿床，其矿体侧伏方向是不同的，如自北向南分布 

于石掏一巫山断裂带 上的巫 山、初家沟、胡家口、胡 

八庄等 4个金矿床，其矿体侧伏方向分别为向 N、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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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向 N、向 s，相邻金矿床之间的间距分别为 3 6 

km、1．6 km、1 6 km；分布于将军石一曲格庄断裂带 

上的乳山、铜锡山、三甲等盘矿，其矿体侧伏方 向分 

别为向 N、向 S 向S，相邻金矿床之间的间距分别为 

3．4 km、3．3 km，也就是说位于同一断裂带上的相邻 

金矿 ，其矿体 的侧伏方 向是相反的(图 2)。从统计 

数字看，产出于左行右阶控矿断裂带弯曲部位末端 

的金矿床，其规模均较大 ，矿床之间的间距取决于控 

矿断裂弯曲末端之间的距离 ，一般为 3．3 km～3．6 

km。而位于延伸平直的控矿断裂带上的矿床，它们 

之间的间距 大致在 1．6 km。在那些间距较大的矿 

床之间，均已发现很有希望的矿点 ，如在铜锡山一三 

甲金矿之间。已圈出段家西山一下初金矿化异常带 

如果把相邻 断裂带中的矿床按 NE方向连线 ，则发 

现矿床的侧伏方 向是相 同的(见图 1)，而且与矿区 

内 NE向脉岩群 的优势倾 向一致(如初家沟、胡八 

庄、乳山、唐家沟、三甲金矿等)。 

图 1 乳山中东部地区金矿床c点】分布及控矿构造体系图 

Q—第四系；A广 太古宙胶东群； 昆嵛 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三佛山斑状二长花 岗岩 ；)『—惶 斑岩；舡一闳长玢岩；l—盘 

矿脉(点)；2一盘—铜 矿脉(点)；3一矿体倒伏方向；4一含矿断裂 

及其运动方向；5_I矿山}6一居民区 

张文佑等(1985)的构造模拟实验表明l ：在水 

平挤压状态下，(1)当变形边界为 自由边界时 ，x型 

破裂多发生在平面上 (o2直立)；(2)为限制边界时， 

则在剖面上形成共轭 x型破裂(o2水平)。实际上， 

在 如一K1期间，本区正是在中浅构造层次中处于库 

拉板块 自东 向西俯 冲形成 的水平 挤压 应力状 态 

下 [7l。 

回 1囡 2 

图2 NNE向含矿断裂带上不同金矿床矿体侧伏示意图 

卜—金矿件 ；2一断裂带 

一 条断裂带 ，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矿 ，有的地方 

无矿 ，而且矿床的分布呈一种 NNE向成带、NE向成 

行的特征?我们认为正是 由于这种平、剖面上的共 

轭断裂的出现，形成了很多结点 ，结点出现的位置就 

是矿体定位的有利空间。剖面上共轭断裂的产状 

(可 以通过脉岩的倾 向得 出)控制着矿体的侧伏方 

向。因此 ，我们认为本区断裂带上的金矿具有 NNE 

向成带 、NE向成行的特点，矿体定位受 NNE及 NE 

向断裂的联合控制。位于已知矿床 NE方向与相邻 

断裂带相交部位的金矿点，是寻找类似金矿床的有 

利部位；在左行右阶式弯曲部位的末端，是寻找大型 

金矿的有利地段Lg J。 

3 成矿规律在找矿中的应用 

3．1 段家西山金矿点的评价 

段家 西山金 矿点位于三 甲金 矿 NNE约 3 

处，走向 NNE，倾向 E，倾角约 70。 目前 已控制矿体 

长度近60 m，控制垂深近 25 m，矿体厚度在井下 30 

m处为 1m～2．5m，品位在井下 25 m处从微量至7 

55×10～，矿石类型有从上部的含金石英细脉带型 

过渡到深部的含金石英大脉型的趋势，矿体多被煌 

斑岩 闪长玢岩等脉岩穿切，脉岩的产状一般为 NE 

走向，Nww倾 向，倾 角 65o一75。。段 家西山地表采 

坑众多，向 N断续延伸至铁路边 ，其中距井 口北约 

70m处私人小采坑 (深 2．5／lrl，向 s掘进 3 m)中的氧 

化矿脉，近 1 m厚 ，金分析品位为 3．09×10～。 

前面已阐述了区域内乳山式金矿床的分布表现 

为 NNE方向成带、NE方向成行的特点 ，且在 NICE方 

向相邻矿体的侧伏呈剖面共轭，而在 NE连线方向 

的矿体侧伏则一致。段家西山矿点以北为初家沟金 

矿，以南为三甲金矿，其 NE—SW连线方向的相邻金 

矿为胡家 口金 矿，它们 的侧伏分别为 向 S、向 S、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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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根据区域上乳 山式金矿的普遍规律 ，段 家西 山 

矿体深部应向 N侧伏。 

在段家西 山矿体上盘及其东部矿体倾 向方向 

上，出现近 SN向的 7能谱 K／(U Tla)、(1／(K Th 

U)、K％等条带状异常。异常带长约400 m。物探异 

常位置与被探测地质体物性、产状及规模有关。一 

般认为，近直立地质体的异常出现在其正上方，倾斜 

地质体的异常出现在其倾斜方向上；异常位置距地 

表露头的距离与地质体深部 的情况有关，当引起异 

常的物体向深部规模越大时，距地表露头的距离也 

相应加大。段家西山东部综合信息异常距地表矿化 

线约 150m，7能谱 K／(U Th)、(1／(K Th U)、K％ 

等异常带距地表矿化线也有近 50 m，这表明段家西 

山矿点的探部矿化情况应是较强的。 

3．2 马台石小青金矿点的评价 

马台石金矿化点是首先通过区域成矿规律的分 

析提出在该点应存在一个 NE—NNE走向的矿床之 

后 ，经落实才知道该地区确实存在矿化 ，而且原来就 

已民采过。根据对 区内乳 山式金矿 的研究对 比发 

现，存在着 NNE方 向成带、NE方向成行 的规律，而 

且在 NNE方向相邻金矿体侧伏方向相反，在 NE方 

向上相邻矿体侧伏方向一致，唐家沟金矿与乳 山金 

矿走向为 1O。一3O。，矿体形态在矿床垂直纵投影 图 

上极为相似 ，侧伏方向均向 N，分别位于青虎 山一唐 

家沟断裂带及将军石一曲格庄断裂带上。按照区内 

乳山式金矿床 的成矿规律，二者在 NE方 向上是成 

行的，但是它们的连线与金牛 山断裂带的交 部位 

即马台石地区却没有相应的矿床发现。如果把马台 

石周边的矿床都标注在一张 图上 ，显然马台石地区 

是一个空白区，也是一个成矿非常有利的成矿陷井。 

马台石金矿点由小青和老青两个矿点组成。 

小青金矿点 目前私人正在开采 ，从 民采井的情 

况看(地表 向下约 20 m)，金矿体 由含金石英脉及上 

下盘的含金黄铁绢英岩组成，其中含金石英脉宽约 

O．7 m，金分析品位 1．5 x 10-6，上盘矿化蚀变岩厚约 

0．8 m，金分析 品位 0．75 x 10～，下盘矿化蚀变岩厚 

约 O．5 m，金分析品位为 0 3o×10_。。，但在矿石堆捡 

块样 的金分析 品位却 高达 88．25 x 10一、31．25 x 

lO～。矿体围岩为昆嵛山花岗岩 ，见有数条煌斑岩、 

闲长玢岩等脉岩穿切或平行金矿体。 

民采井 20~J~向约 350m处为三甲金矿 ，90年代 

初做的竖井深约 28 m，下井 的原因主要是 山东冶金 

三队在此处 125。方向约 33 m处施 工的钻孔在垂深 

8O m处打到工业矿体 (由于经费缘故，三队没有提 

8 

交该处报告 ，据说矿体厚度在 1．5 m～2 113，品位约 

3．8×10 )。三甲金矿的采矿工作限于一 中段 (此 

处地面标高约 120m，一中段相 当于 +92m中段)， 

在该中段南北方向拉沿脉约 50 m，而设有向下进行 

控制 ，此处的矿石类型介于氧化矿与原生矿之问 ，岩 

石比较疏松 ，品位、厚度不太理想 ，以当时的黄金价 

格计算 ，生产赔本 ，采矿工作告停 深部金矿化较浅 

部金矿化好是该地区的一个特 点，与马台石小青金 

矿点相邻的乳山金矿、唐家沟金矿 ，浅部矿化不十分 

强(乳山金矿 8O年代中期因此曾准备闭坑)，而向深 

部矿化则变好。 

民采井 SW 方向约 200 m处为 氧化矿露头，当 

地村民曾就地进行堆浸提金，据说氧化矿金 品位一 

般在 ]rlx10～ ～10×10_。’ 

如果把小青竖井、民采井及氧化矿露头相连，为 

一 延长 500m的矿化带 ，矿化带走向具 渡状变化特 

征，总体走向在 20o～35o，倾向 E，倾角 65。～75o。 

图3 马台石小青金矿点 能谱量实际材料及异常图 

图3为马台石小青金矿点 -／能谱测量实际材料 

及异常图，图中小黑点为测点。根据区域 能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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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结果及在本区已知矿点上方的测量，规定 'rh／K 

)1．5代表矿化异常，图中阴影部分 即为通过 7能 

谱测量圈定出的矿化异常 ，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矿化 

异常带沿 财 向波状变化 ，异 常带宽度 比较稳定、 

延续性好。测线 1、测线 6之间异常有所间断，是因 

为这两条测线间距 过大为 162 m，计算机在数字处 

理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格式化分别处理而造成的。实 

际上 ，测线 1与测线 6的异常部分是连续的，而且其 

方向与整个矿化带的延长方 向一致。这样 ，地表 7 

能谱测量连续异常带延长大约 5OO m，方向为 20~一 

35。，与地质观察结果一致。 

小青矿点西约 250 llfl处为老青矿点，该矿点古 

人曾开采过，现在由个体挖浅井向下开采 ，该民采井 

由两段组成 ，上面一段为从 老硐 向下约 20 m，下面 
一 段为在此基础上 ，再向下约 10 m，合计约 30 m，该 

点矿脉走向 25-4-10~，倾 向 115-4-10o，倾角约 7Oo，矿 

脉宽约 O．5 113．，主要由含金石英脉组成 ，石英脉中硫 

化物非常富集 ，常在局部形成块状硫化物，6个块样 

的金分析品位分别为 44．75×10～、8．75×10～、l6． 

05×10一。、68．25× 10一。、62．5× 10— 、4．35 x 10—6 

马台石地 区高品位矿石的 出现不是偶然的现 

象，从乳 山地区乳山式金矿的金品位分析看，大致 可 

以乳山一马台石地 区为中心(这里的矿石硫化物含 

量较高，金品位常在数十克吨)，而其周边矿床(点)， 

金品位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与区内其它金矿点相似，马台石地 区的成矿条 

件和前景都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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