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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牟平一乳山金矿带(简称牟乳金矿带)位于华北克拉通东缘的胶北花岗岩一绿岩地体 

东部。区内荆山群和胶东群变质绿岩建造是金矿化的矿源层，主要控矿构造为北北东、北东向断裂。通过 

对该区地壳结构以及岩石资料的研究发现，北西向存在4个构造地球化学条带，并与北北东、北东向断裂 

联合控制着区内金矿床的分布。文章利用张伯声先生的波浪镶嵌构造学说，对带内不同方向断裂对矿床 

分布的控制作用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构造控矿规律，并结合物探和遥感解译进行了综合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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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牟乳金矿带是胶东地区重要的黄金产地，位于 

华北克拉通东缘的胶北花岗岩一绿岩地体东部，从 

全球构造来看，它位于环太平洋成矿构造带上。区 

内出露地质体主要为太古宇胶东群、下元古界荆山 

群和鹊山花岗岩、昆嵛山花岗岩、三佛山花岗岩。带 

内金矿床的分布严格受近南北向断裂以及绿岩带与 

花岗岩体接触带的联合控制。 

带内金矿床主要受近南北向断裂和北东向隐伏 

断裂控制。近南北 向断裂带全长约 80km，宽 约 

30kin⋯
，主要由6条近于平行和大致呈等间距排列 

的断裂组成。这些断裂具有多期活动历史，是该区 

主要的容矿构造。 

北东向断裂主要由遥感和地球物理资料解译而 

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乳山寨一胡家口一辛家疃一 

杨家夼断裂、三甲一中寨一北高村断裂、初家沟一北 

高村断裂等。 

牟乳金矿带内金矿属绿岩带型金矿，地层可以 

划分为早晚两套，即早期的以基性和中酸性火山岩 

变质为主，晚期的则主要以沉积岩为原岩。区内金 

矿主要集中在早期地层——胶东群中。胶东群是一 

套遭受了中高级变质，具有绿岩建造性质的变质火 

山—沉积建造，其原岩属拉斑玄武岩一陆源沉积建 

造类型。荆山群变质相为角闪岩相，其原岩为一套 

碎屑一化学沉积岩系夹有基性火山岩 。据高太 

忠等研究认为，胶东群和荆山群变质绿岩建造是该 

区金矿化的矿源层  ̈j。 

带内主要出露有3个花岗岩深成岩体，即昆嵛 

山岩体、鹊山岩体和三佛山岩体，大致分布于牟乳构 

造带的东西两侧，东部为昆嵛山花岗岩和三佛山花 

岗岩，西部为鹊山花岗岩，其中昆嵛山岩体和鹊山岩 

体是带内金矿的主要围岩。从昆嵛山岩体、鹊山岩 

体与荆山群的接触关系可以看出，前者的原岩可能 

是荆山群和胶东群，是交代成因的“壳源深熔花岗 

岩”，它们继承了荆山群和胶东群的岩性特征_6 。 

三佛山岩体侵入于昆嵛山岩体内，主要岩性为浅灰 

色斑状二长花岗岩，浅红色细粒花岗岩，成因上一般 

认为它属同熔型岩浆花岗岩，即有地幔物质介入。 

2 构造控矿特征 

张伯声先生镶嵌构造学说认为 ]，构造带的交 

叉部位不论地区大小，多是与岩浆岩有关的多金属 

矿生成的有利地带。金属矿床的形成和金属量的富 

集，往往与至少两个方向的构造作用有关，而每一个 

方向的构造，受其次级因素的影响，又可划分出成矿 

强弱不等的区段，当两个方向强成矿域相交时即成 

大矿富矿；当两方向弱成矿域相交时则成矿极差；若 
一 个方向强域与另一方向弱域相交时成矿强度变化 

于前二者之间。因此，研究该区的构造控矿系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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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整个牟乳成矿带内不同方向的控矿构造进 

行系统研究。区内主要控矿构造为断裂，由近南北 

向断裂、北东向断裂和北西向构造带交织组成，其中 

以近南北向断裂最为发育。 

2．1 近南北向断裂(NNE) 

近南北向断裂是牟乳金矿带主要的容矿构造， 

自西而东依次为青虎山一唐家沟断裂、巫山断裂、三 

甲断裂、将军石一曲河庄断裂、葛口断裂、老虎窝一 

合子断裂，其中以巫山断裂(亦称金牛山断裂)最为 

知名，规模也最大。这些断裂基本集中了区内多数 

矿床(点)，仅有极少分布于与之平行的副带之中。 

区内断裂最长20kin，宽1—20m不等，走向5。 
一 l0。，个别地点可转向 NE30。，多倾向南东，倾角 

75。一90。。这几条断裂几乎平行，且呈近等间距分 

布，间距约为3．5km。断裂带内大多为含金石英脉， 

硅化、绢英岩化蚀变岩、脉岩等充填。 

区内几乎所有的金矿床都分布于近南北向断裂 

带中，如巫山断裂带内分布有邓格庄金矿、英格庄金 

矿、胡八庄金矿等；三甲断裂上分布有铜锡山金矿、 

三甲金矿和数个矿点；将军石一曲河庄断裂带上分 

布有福禄地、双山子和金青顶等金矿。 

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这些断裂带中，金矿的分布 

是极不均匀的，形成矿床与矿点的相对集中与空白 

段，这是由于矿床的生成还受到北西向构造带和北 

东向断裂联合制约的结果。 

2．2 北东向断裂(NEl 

区内北东向断裂也比较发育，主要是由隐伏断 

裂组成(图1)。 

北东向断裂是决定矿体在近南北向断裂上产出 

部位的断裂，即形成构造结控矿的基本断裂。 

在牟乳地区，北东向隐伏断裂构造一般为煌斑 

岩脉所充填，也呈近等间距分布，航空物探资料也证 

实了这组断裂的存在和分布特征 j。这组断裂构 

造与NNE向断裂构造构成棋盘式格局。许多矿床 

都分布于上述两组断裂的交汇处或附近，比如唐家 

沟金矿、金青顶金矿、铜锡山金矿和牟平金矿等等， 

因此，这一组断裂对区内矿床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 

的控制作用。 

综上所述，牟乳断裂带内金矿床(点)仅分布于 

近南北向的断裂之中，许多大矿富矿定位于近南北 

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相交形成的构造结部位。 

2．3 北西向断裂带(Nw) 

在牟乳金矿带内，大多注意的是近南北向和北 

东向断裂构造的控矿作用，很少有人在进行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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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预测时，把北西向构造带和成矿的关系进行系统 

研究。通过野外地质观察和室内研究可以发现，北 

西向构造地球化学条带对矿床的全局控制作用也是 

非常重要的。 

从该区地壳结构构造型式出发并结合遥感和岩 

石资料，至少可以划分出北西向的4个构造条块，由 

2个强构造成矿带和2个弱构造成矿带相间组成。 

其具体位置及名称可自北而南划分(图2)̈ 。 

1)金牛山一金青顶构造成矿带(I)。该带北 

界具体位置不详，南界以巫山一中寨北西向隐伏断 

裂为界。该断裂由遥感和重磁资料解译而来，走向 

300。一340。。此断裂南西侧为布格重力升高区，北 

东部则梯级降低，反映了基准面之上的物质差异。 

其次，两侧区域地球化学背景场差异较大，南西侧以 

Au、Ag、cu、Pb、zn元素组合为主，北东侧以Au、鲰、 

As、sb元素组合为主，说明北东侧可能更具有上地 

壳的性质，而南西侧则混合有基性物质。从岩石性 

质方面来看，南西侧混合岩化痕迹较强，残留较多的 

荆山群地层，花岗岩中片麻理较发育；而北东侧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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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牟乳金矿带构造纲要图(据杨士望修编) 

Q一第四系；1一荆山群；2一元古宙混合岩；3一第 1成因系 

列花岗岩；4一第 Ⅱ成因系列花岗岩；5一NNE断裂；6一地 

体边界断裂；7一北西向构造带及编号；8一金矿床 

岗岩化则比较彻底。这些都说明，此隐伏断裂是一 

条重要的地质单元界线。 

金牛山一金青顶构造成矿带中分布着邓格庄、 

金青顶2个大型金矿床，还有一批中小型矿床，如金 

牛山、雨林山、福禄地等。 

2)冯家一马台石构造带(Ⅱ)。该带北界为中 

寨一金牛山断裂；南界约位于南汉村一史家疃一唐 

家沟一线，此线西南侧以其大面积分布荆山群而同 

东北侧相区别。 

另外，西南侧构造复杂，有一批小型北东向褶皱 

平行排列，且有大批基性岩脉分布，并有早元古代变 

质为斜长角闪岩的基性侵人体出露。在遥感图上， 

有各种大小不等的环状构造密集叠置交切，北侧则 

极为稀少。这不但说明隐性界线的存在，而且也反 

映了两侧地质内容的极大差异。 

此构造带为一弱含矿带，仅有零星矿点出现，如 

小青老青矿点。、 

3)午极一三甲构造成矿带(Ⅲ)。该带北东侧 

以南汉村一史家疃一唐家沟一线为界；南界约位于 

东峒岭一胡八庄一育黎镇一线，此线以南无论从构 

造上还是岩脉活动上都比北部要弱，如北东向的小 

褶皱带过此线即消失，环状构造也比较零星。 

午极一三甲构造成矿带赋存着一批中型金矿 

床，如唐家沟金矿、初家沟金矿、英格庄金矿、胡八庄 

金矿及三甲金矿等。 

4)海阳所一乳山构造带(Ⅳ)。该带以前述东 

峒岭一胡八庄一育黎镇一线与午极一三甲带相分 

割。如前所述，此带构造较弱，岩脉不发育，极少出 

现工业矿床。 

3 矿床定位 

矿床主要定位于上述几个线状构造结中，然而 

在线状构造结中，又非大面积连续产出，而是沿近南 

北向断裂呈断续出现。 ． 

现以巫山断裂为例说明矿床的定位机制。巫山 

断裂在走向上表现为近南北向段和北东向段相互交 

替的蛇行状。该带主成矿期构造应力场的主压应力 

轴为北北西向。在这种应力下，巫山断裂呈左行压 

扭性活动，于是，在整个断裂带中，金牛山一巫山段、 

初家沟一西泊段、胡八庄段在运动中趋于引张，成为 

良好的控矿容矿部位；而马台石南山段、胡家口段， 

因受挤压而紧闭，不利于矿液的聚积成矿 (图3)。 

在每一良好成矿段中，矿床的具体产出部位可 

能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该段中的断裂在总的近南 

北向走向中又可出现次级的蛇行波状弯曲。次级波 

中的南北向一北北西走向段扩容，矿化变好而形成 

图3巫山断裂金矿分布及成矿分析图 

1一金矿床；2一金矿点；3一预测点；4一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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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相反，北北东段则因缩容而不利于矿质的大量 

聚积，成为弱含矿区或空白区。其次，可能是由于北 

东向断裂与巫山断裂相交而形成的。从图3矿床的 

分布特点也可以发现，在每一个良好的成矿段内，矿 

床间距近乎相等，即具有等间距分布的特点。 

4 构造控矿规律 

通过对该区断裂构造分布规律和矿床的分布特征 

研究，总结牟乳金矿带内金矿的构造控矿规律如下： 

1)北西成带。即在前述金牛山一金青顶构造 

含矿带和午极一三甲构造含矿带中，大中小型金矿 

成片出现，即使南北向副断裂在此区也可成大矿 

(如邓格庄金矿)。而在两带之外，即使在南北向主 

断裂上也很少形成工业矿床。 

2)南北成串。金矿在近南北向断裂中呈串珠 

状展布，而其他方向断裂基本不含矿。北东向断裂 

对金矿形成有贡献，但其中若有矿，必在与南北向断 

裂交汇点附近。 

3)构造结控矿。构造结系指不同方向构造活 

动带的交汇部位。首先，该区金矿主要分布于近南 

北向断裂带同北西向构造含矿带交汇而形成的构造 

结中；其次，区内金矿也主要分布在北东向断裂构造 

和南北向断裂构造相交而成的构造结中。 

4)近等距性。首先是南北向各断裂带之间以 

3．5kin左右的距离排列；其次是南北向各断裂带内 

平行断裂以200～250m间距排布；其三是在南北向 

断裂带中矿床间距约为1500～1800m。 

5 综合预测 

通过对胶东牟乳地区构造控矿规律的研究，结 

合区内其他遥感解译及物探资料，现提出西泊地区 

为新的寻找金矿远景区。 

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巫山断裂带在初家 

沟一胡家口段成为良好的断裂扩容段，因此这一段 

也相应地成为矿床定位的良好空间。然而，在同一 

个断裂扩容段，断裂构造的特征也具有舒缓波状的 

特点，即矿床的分布一般也具有等距性。通过野外 

实际观察发现，顺着断裂带，初家沟矿床至英格庄矿 

床距离约为 1500m，而英格庄至胡家口矿点却为 

3000m，约为初家沟与英格庄间距的2倍。根据矿 

床分布等距性规律可以得出，在英格与胡家口矿点 

之间存在着一缺位矿床(点)，位置约在二者的等分 

点上。况且这一矿段位于前述北西向强构造条带 

(Ⅲ)内。由此可以从构造分析上大体可以确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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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预测点处于成矿有利地段，成为矿床j(点)的可能 

性很大。 

．f 
初家沟 I 
r ／ 、 

／l 
| ， 

＼ 恼泊 

-胡家口 

囫 1 

囹 2 
圈 3 
团 4 

lk 

图4 初家沟西泊一带遥感解译图 

1一线性构造 ；2一环形影像；3一金矿点；4一预测区 

从遥感解译图中(图4)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西泊地区有几个环形影像分布，并有多组线性影像 

在西泊交汇，南北向和北东向线性构造交切清楚，北 

西向线性构造也在西泊与其他两方向线性构造相 

交；另外，西泊地区位于英格庄南部几个环形影像边 

缘和南北向线性相切处，与矿带内其他典型矿区影 

像特征相比，构造特征相似。因此西泊具有一级构 

造判别标志，具备了很好的成矿条件。 

从物探资料(图5、6)可以发现，视电阻率和视 

极化率异常均呈近南北向带状展布，视极化率异常 

等值线向南未圈闭，并有加强之势。通过视电阻率 

和视极化率的对比，可以圈出3个编号分别为x— 

I、x一Ⅱ、x一Ⅲ的激电异常，其中x—I走向近南 

北、异常组合为低阻高极化异常特征。说明异常地 

段构造发育，岩石蚀变强烈，经过推测该异常是蚀变 

构造带、金属硫化矿物、炭质岩层综合引起的；X一 

Ⅱ激电异常走向南北，长大于400m，宽100～200m， 

异常组合为高阻高极化异常，极化率异常相对于高 

电阻率异常中心向东偏移了约25m，说明构造蚀变 

带的上盘矿化比较发育，并且矿化体向下有一定的 

延伸；X一Ⅲ激电异常，该异常规模小，幅值低，连续 

性差，异常组合为高阻弱极化异常。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发现，在物探上 x—I、x一 

Ⅱ视极化率异常宽度、强度、幅值基本一致，但两异 

常中心线均呈南北向展布，与巫山断裂带整体走向 
一 致。再结合巫山断裂带初家沟段的矿床分布具有 

等距性特点规律以及遥感解译结果，推断x—I与 ～ 

x一Ⅱ两异常是由于受控于同一规模较大的构造蚀 

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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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图5 西泊测区中梯激电视极化率平面等值线图 

l一视极化率等值线；2一异常编号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断裂带在西泊地区 

的展布情况为近南北向，并圈出2个异常带，结合构 

造研究和遥感解译结果可以得出，西?自地区很可能 

是一矿床赋存的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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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L G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AND SYNTHETIC 

M匝TALLOGENIC PREDICTION IN THE Ⅳ【UP G —RUSHAN GoLD BELT．SH oNG 

HE Zhen ，ZHANG Xue—rell 

(1．Department ofGeology，Northwest Unive=ity， ’an 710069； 

2．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Chang’an University， ’an 710054) 

Abstract：Muping—Rushan gold belt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Jiaodong granite—greenstone terrain，which is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North China 

craton．Jingshan an d Jiaodong group metamorphic greenstone is the$ource of gold mineralization in the belt．The main ore—controHing structures are NNE 

— and NE—trending faults． Four NW —direction tectono—geochemistry bands are found by studying on crustal structure and rock data．These four 

bands，allied with NNE— and NE—trending structures，control distribution of gold deposits．This paper discusses control effects of different direction 

faults on gold distribution，and sums up the ore—controlling rules．Using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and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synthetical metallo- 

genic prediction is propo sed． 

Key words：NW —trending structure beh，Ore —controlling rule，metallogenic prediction，Muping---Rushan gold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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