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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尹格庄金矿床构造控矿规律及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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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大尹格庄金矿床大量探采资料的综合研究，通过深入剖析其构造系统的控矿规律。 

探讨 了其找矿意义。大尹格庄金矿床控矿断裂构造分为三级，依次控制了矿床的总体展布，矿体的规 

模、形态和产状及矿化的局部富集。断裂带内构造变形强度和构造岩的类型及性质组合控制了矿化和 

蚀变的类型、强度及产出位置。NE和 NNE向压扭 一张扭性断裂构造，主次级断裂的分支复合 ，蚀 变带 

中脆性断裂叠加发育，断裂带沿走向和倾向产状变化，主断裂旁侧次级断裂发育等均是有利的找矿构造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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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尹格庄金矿是招一掖金矿带中的一个大型金 

矿床，该矿床不仅具有“深、大、贫、难”的特点⋯，而 

且其控矿构造系统极其复杂 I4 ，其相互关系及控 

矿机制亟待理清。但是，由于矿山地质科研成果积 

累较少，其地质研究程度远远低于胶东地区其他主 

要金矿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矿体侧伏和 

深部延伸规律的认识，从而导致隐伏矿体定位预测 

和深部探矿工程布置的困难。为此，该研究在综合 

分析大量探采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控矿构造系 

统的深入剖析，以期查明其矿体赋存规律，探讨深部 

找矿方向。 

1 基本构造轮廓 

大尹格庄金矿床位于胶西北隆起区东南缘、 

招一平断裂带中段。金矿产于断裂带下盘的蚀变花 

岗质碎裂岩(绢英岩)带中，断裂上盘为胶东群变质 

岩系。区内构造活动强烈，褶皱和断裂构造发育，尤 

以断裂构造控矿作用明显。 

招一平断裂带位于矿区中部，纵贯全区，区内总 

体走向NE20。，倾向sE，倾角21。～58。，宽 30～ 

140m。大尹格庄断裂位于矿区中部偏南，出露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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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m，宽1．8～35m，总体走向约100。，倾向NE，倾 

角45。一60。；断裂带呈波状弯曲，局部见分枝复合 

现象；平面上它将招一平断裂错断，其北盘西移，水 

平断距260～300m。南周家断裂位于矿区北部，长 

560～1000m，宽 3～20m，走向 110。，倾向SW，倾角 

55。～72。，由相距 80m的大致平行的2条断裂组成， 

将招平断裂分割错断成 3段，各段水平断距约 

140m，使北盘西移。南沟断裂位于矿区南部，控制 

长2300m，宽 10—15m，走向65。～70。，倾向sE，倾 

角45。～75。(图 1)。 

2 断裂构造控矿作用 

2．1 招平断裂控矿特征 

按断裂构造的规模及产出特点，可将大尹格庄 

金矿床的控矿断裂分为三级，它们依次控制了矿床 

的总体展布，矿体的规模、形态和产状及矿化的局部 

富集。 
一 级控矿断裂为招一平断裂带，目前已探明的 

I、Ⅱ号矿体均赋存在招平断裂破碎蚀变带中，占矿 

床已探明储量的85％以上。 

二级控矿断裂为招一平断裂带两侧派生和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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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尹格庄金矿床构造地质简图 

Q一腐殖土及砂质粘土；sc一黑云片岩、石榴黑云片岩；Grh一混合 

岩体黑云斜长变粒岩；Horh一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1一中基性脉 

岩；2一石英脉；3一碳酸盐化片岩质碎裂岩；4一糜棱岩；5一黄铁绢 

英岩；6一碳酸盐化变粒岩质碎裂岩；7一矿体；8一黄铁绢英岩化碎 

裂岩；9一黄铁绢英岩化糜棱岩；10一黄铁绢英化花岗岩；11一推测 

断裂；12一实测断裂 

的次级断裂，走向 NEE、NNE和 NNW，多与主裂面 

近平行或斜交，尤以NNE向最为发育(图2)。招一 

平断裂带下盘的 NNE向断裂，一般长度几十米至上 

千米，宽10—20m，走向10。一20。，倾向有两种：一种 

与招一平断裂近乎平行的派生支断裂，倾向sE，倾 

角45。一70。，控制着含金蚀变带分布，生成时期较 

早；另一种倾向NW，倾角66。一82。，其空间被成群 

的闪长玢岩及少量的石英闪长玢岩占据，控制着有 

色金属和银矿化带的分布，生成时间晚于前者。从 

Ⅱ号矿体空间展布情况看，NEE向和NNE向的次级 

断裂构造直接控制了矿体的产出位置(图3)。 

三级控矿断裂为更次一级的节理裂隙，一般发 

育于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质碎裂岩中，走向为NE— 

NNW，尤以NNE向最为发育。不同方向和性质的 

含矿节理组成各种型式，如：树枝状、平行密集带和 

节理扩容带(图4)。张性节理充填着硫化物细脉， 

形成细脉一网脉状矿石，如 一175m中段北部，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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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75中段含矿裂隙走向、倾向、倾角玫瑰花图 

a一张扭性裂隙走向玫瑰花图；b一压扭性裂隙走向玫瑰花图； 

c一含矿裂隙倾向、倾角玫瑰花图；图中比率尺表示裂隙条数与 

半径长度之比 

图3 大尹格庄金矿床Ⅱ号矿体一190m中段地质平面图 

1一表外矿体；2一表内矿体；3一断层产状(倾向／倾角)；4一勘探 

线及编号 

走向NE15。的矿体就是由一系列充填黄铁矿细脉的 

节理密集带组成。 

2．2 大尹格庄断裂控矿特点 

以大尹格庄断裂为界，招一平断裂蚀变带南北 

两侧在蚀变范围、强度及金矿化分布上有一定差异。 

南段蚀变范围小，集中分布于主裂面之下，与其相应 

的 I号矿体也紧靠主裂面；北段蚀变范围大，蚀变强 

度均匀，在断裂带中部蚀变较强，在其相应的部位形 

成了Ⅱ号矿体(图1)。其中，I号矿体不发育如 Ⅱ 

号矿体所见的网脉状矿化，而银 一铅 一锌 一多金属 

矿化特别发育，其南部经工程勘查发现了新的以银 
一 多金属矿化为主的矿体。该矿体早期发育于碎裂 

岩中的黄铁绢英型矿化紧靠招平带主裂面，受银 一 

多金属矿化叠加改造程度较轻，但远离主裂面部位 

的矿体受改造明显；其深部矿体两期矿化叠加强烈， 

金品位相对于浅部矿体有明显增高(从2．8×10I6 

增至4．16×10 )，同时银品位也较高。而Ⅱ号矿 

体仅在其周边有银 一多金属矿化叠加改造显示，其 

银含量与铅、锌硫化物的含量成正相关关系。尤其 

靠近大尹格庄断裂带附近，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逐 

步增强，矿化程度与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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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尹格庄金矿床 一175中段含矿裂隙组合样式 

a一黄铁矿脉呈枝权状分布(77CM29m处 NE壁)-b一黄铁矿脉呈“人”字形分枝(77CM36．5m处 sE壁)；c一黄铁矿脉受构造控 

制呈羽状分布(77CM29m处 NE壁)；1一黄铁矿脉；2一裂隙；3一产状(倾向／倾角) 

3 构造岩石组合控矿作用 

不同构造、蚀变和岩石组合反映了控矿断裂长 

期的多次序、多阶段的活动特征，断裂带内构造变形 

强度和构造岩的类型及性质控制了矿化和蚀变的类 

型、强度及产出位置 。 

依岩石的动力变质程度及结构、构造等特征，可 

将招一平断裂带内的岩石划分成相应的构造岩带。 

以主裂面为中心，向两侧构造强度及岩石动力变质 

程度逐渐降低。其中，主裂面上盘向外依次为碎粒 

岩带 碎裂岩带一胶东群斜长角闪岩；主裂面下盘 

向外依次为糜棱岩带一碎粒岩带一碎裂岩带一碎裂 

状岩带一节理密集带一正常花岗闪长岩。糜棱岩系 

和碎裂岩系是两种不同变形机制的产物，二者的叠 

加及分带性反映了塑性流动和脆性变形的渐变叠加 

性，断裂带内构造变形强度和构造岩的类型及性质 

控制了矿化和蚀变的类型、强度及产出位置 (表 

1) ]。 

表 1 大尹格庄金矿床中招一平断裂带的构造岩石组合一蚀变一矿化分带模式 

岩石 花岗闪 糜棱岩、 碳酸盐化变粒 
组合 长岩 黄铁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 黄铁绢英岩夹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和黄铁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 断层泥 岩质碎裂岩 

构造 花岗闪 
石 长岩 碎裂状岩 碎裂岩 碎斑岩、碎粒岩 糜棱岩 碎粒岩 

构造 断层泥、片 
分带 稀疏节理带 密集节理带 构造透镜体带 挤压片理带 理带 

蚀变 
分带 无 钾化 硅化 绢英岩化 强黄铁绢英化 弱黄铁绢英化 绢英岩化 碳酸盐化 

矿化 无 弱 弱
一

强 强 弱 很弱 无 强度 

矿化 
类型 细脉状 网脉状 细脉浸染状 浸染状 团块状 星点状 

4 找矿标志和找矿方向 

综上可见 ，NE和 NNE向压扭一张扭性断裂构 

造，主次断裂的分支复合部位，蚀变带中脆性断裂叠 

加发育部位，断裂沿走向和倾向的产状变化地段，主 

断裂旁侧次级断裂发育的地段等均是有利的找矿构 

造标志。深入认识构造控矿规律对金矿床深、边部 

及外围探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含矿次级断裂常位于主断层走向和倾向变化部 

位，与招—平断裂带相伴产出，在空间上交汇成羽 

裂。断裂的这种展布特征控制了矿体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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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矿体呈现出似等距的羽状排列。当次级构造与主 

干构造平行且间距相对较大时，往往形成受其控制 

的多个平行脉状矿体，即矿体群，如Ⅱ号矿体群；矿 

体通常位于相互平行的2个次级构造之间或一侧； 

当其数量足够多且距离较小时，则易于形成厚大矿 

体，如Ⅱ一1号矿体。当次级构造与主干构造以小 

角度斜交时，一般会构成“入”字形或“Y”字形构造 

组合。这时其交汇部位往往形成矿体，矿体的产状 

通常和主干断裂以一定角度斜交，矿体的数量或规 

模也取决于次级构造的发育(密集)程度，如 I号矿 

体群和I一1号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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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只注重了Ⅱ号矿体在招平断裂带以下40 
— 90m范围的找矿探矿工作，现在看来Ⅱ号矿体在 

紧靠招平断裂带主裂面处即有工业矿体赋存(例如 

71．5—73．5线)，其矿化较为连续，品位比较稳定， 
一 般在3×10～一4×10～，矿体厚度在7m左右，长 

度在50—120m间；单工程最大厚度达到96m(74．5 
— 75线)，平均品位达到3．7×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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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oNTRoLS AND oRE PRoSPECTING IN THE DAYINGEZHUANG GoLD DEPoSIT 

U De—xiu ，GAO Bang—fei ，LIU Yan2
，ZHOU Ying_hua2，JIANG Shao—qing ，XU Fu—yu。 

ZHU Yue—rong。
，
YU Rui—ye。

，
XU Jian—li。

，
WANG Cui—hong’

，
ZHANG Rui—zhong。

，WU Zhong 

(1．Dayingezhuang GD Mine，Shandong Zhaojin Group，Zhaoyuan 265414；2．State Key Laboratory of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neral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3．Yangtai GD Technical School，Yantai 264001) 

Abstract：B&~ed on synthetic analysoS of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data，significance of ore prospecting in the Dayingezhuang gold deposit is dis— 

cussed through studying ore—controlling tectonic system．Ore—controUing structures Ca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and successively control gene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cale，shape，and occurrence of ore bodies and local mineralization．Combination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and tectonic rocks in struc— 

tural belts controls type，intensity and location of mineralization and alteration．The favorable tectonic ore pmspectlng marks are NE— an d NEE—trending 

compresso—shear to tenso—shear structures，comb ination of major and secondary structures，well developed superimposing of brittle structures in altera- 

tion belts，structure occurrence changes along strike and dip，and well developed secondary structures near the main structures． 

Key words：ore—controUing tectonic system，hosting rule，ore body，ore prospecting，Dayingezhuang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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