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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西北部北区和南区

金成矿条件与成矿信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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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 概述 了胶东西北部地 区金成 矿控制因素
,

从基底建造
、

成 矿构造条件
、

重熔岩浆作用
、

燕 山期热事件强度
、

围岩蚀变
、

综合成矿信息等 6 类 31 个方面
,

系统对 比 了胶东 西北部北
、

南两 区

金成矿条件的异 同
,

指出这两 区间存 在着一定差异
,

从而导致金矿化特征和成矿潜能 的不 同
。

在 此

基础上划分 了三个具有不 同成矿特征 的构造
一

岩区
。

提 出了热液系统中水
一

岩反 应和热液系统中水

的收缩作用是导致金属成矿的根本原 因
。

关健 词 胶东 金矿床 成矿条件 玲珑花 岗质杂岩 重熔 水的浓缩作用

胶东西北部是我 国金矿的重要产区
,

数以百计的金矿床分布于玲珑花 岗质杂岩及其 毗邻

的胶东岩群 〔‘〕和荆山群中
。

金矿化强度由北 向南减弱
,

绝大多数金矿赋存于黄山馆一大辛店构

造带与程郭一观里店构造带之间
,

沿三山岛一福 山构造带展布 ( 图 1)
。

构成含金石英脉
一

蚀变

岩型金成矿系列
,

向南逾越程郭一观里店构造带
, “

面
”

上的金矿减少
,

金矿主要沿北东向大型

断裂展布
,

如分布于招平断裂的大尹格庄
、

夏店等矿床
,

夏店以南
,

特别是 旧店 以南只有一些

中
、

小型金矿床
,

较大者唯知 旧店矿区
。

为揭示胶东西北部招远一掖县一平度地区金矿矿化强

度的空间变化
,

本文概略陈述了本区金成矿的控制条件
,

重点在于胶东西北部北
、

南两区金成

矿特征
、

成矿潜能的对比
。

1 胶东西北部金成矿的控制因素

1
.

1 基底建造对金矿的控制作用

胶东岩群和荆山群构成本区的变质基底
,

胶东岩群 由下分为蓬介组
、

民山组
、

富阳组
。 1 9 8 6

年胶东岩群现场讨论会推出了胶东岩群的五分方案
,

由下而上划分为唐家庄组
、

英庄奋组
、

齐

山组
、

林家寨组
、

小庄组
。

胶东岩群之原岩主要 由基性一中酸性火山熔岩
、

火山碎屑岩
、

凝灰岩

¹ 收稿 日期 19 9 7 一0 1一0 9



1 O 第十二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

团
1

皿
‘‘

彭彭
州州州

,

翻
55555

昌昌昌
333333

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jjjjj / JJJJJ

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渴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鼠鼠鼠鼠鼠鼠鼠
一一 。

掣掣掣’’

一 麻兰兰兰
IIIIIII

BBB ,,,

Q一第 四 系
; K一白要 系

; Z p一上元 古界 蓬莱 群
; Pt 了 元古界 粉子 山 群 ; Pt ,

一下元 古界 荆 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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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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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l 一胶东岩群林 家寨组

; A rg 一胶东岩群 齐山组
; A

一
胶东岩群 英庄奋组 ; A rt 一胶东岩 群唐家

庄组 ; r
一花岗岩

; r己一花 岗闪长岩
;

1
.

断裂
、

构造 带 (线 ) 2
.

金 矿床
、

矿 点 3
.

花岗岩熔融底界为唐家庄组 4
.

花岗岩熔融底界 为齐山组 5
.

花岗岩熔融

底界为胶东岩群上部 (林 家寨组 ) ;等值线表示岩体的厚度

表 1 胶东西北部地区地质略 图

F ig 1
.

G e o lo g ie a l sk e te h o f n o r t hw e s ter n Jia o d o n g A r e a

组成
。

属优地槽基性一中酸性火 山岩夹部分粘土
、

泥砂质岩和少量碳酸盐的火山
一

沉积建造
,

在

整体上显示 出太古界绿岩建造的性质
。

胶东岩群的原岩建造与生成环境为金矿的孕育提供了

良好条件
,

胶东西北部 77 % 的金矿和 93 %的金储量蕴藏在胶东岩群分 布区 中
,

这显示 出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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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群分布区是金矿预测的首选靶区 (表 1 )
。

表 1 胶东西北部地区金矿在各组地层中的分布

T a b le 1 D istr ib u tio n o f g o ld d ePo s its in st ra ta o f th e n o r th w e ste r n Jia o d o n g A re a

蓬蓬蓬介组组 民山组组 富 阳组组 绿格 庄组组 野头组组 陡崖组组 其它它 无层状岩石 区区

各各组地层中金矿矿 2 6
.

4 222 4 3
.

4 000 7
.

5 555 1
.

8 999 5
.

7 000 1
.

000 3
.

888 9
.

444

所所 占的 比例 (% )))))))))))))))))))

已已探 明储量在各组组 1 9
.

3 111 7 4
.

1 444 0
.

2 11111 0
.

1 3333333 6
.

2 111

地地层 中的分配 (% )))))))))))))))))))

胶东岩群变质岩种类繁多
,

但区 内大
、

中型金矿中 84
.

4 % 以斜长角闪岩和片麻岩为围岩
,

在已探明的储量中
,

出现角闪石的围岩 占 90 %
,

这充分说明角闪质岩石组合和斜长片麻岩是

金矿的有利围岩
,

也是最明显的找矿标志
,

这类岩石组合主要见于胶东岩群的中
、

下部层位
。

不少学者对胶东岩群金 丰度进 行了测定
,

朱 奉三
、

杨 士望〔幻 、

王炳成〔3〕 、

张温璞〔4〕、 王鹤

年〔5〕、裘有守〔6〕等认为胶东岩群 中金丰度应在 10 大 1 0 一 9

一 20 只 1 0 一 g 。

近年山东区测 队
、

王来明

等的测试结果显示出胶东岩群金含量 均在 Z X IO一 9
以下

,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 出一些新的模

式来连释胶东金矿的成矿机理
。

胶东岩群初始金含量的较准确厘定是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

这种研究应结合胶东所发生的多 次热事件中金 的性状研究
,

采用全息地层 (H ol os tra t igr ap hy )

的思路与方法
。

笔者基于对胶东岩群
、

荆山群的研究资料
,

认为胶东岩群是相对富金 的地质体
,

为弥补样品数量较少的影响
,

我们以杨士望测定结果为基础
,

采用离散数据仿真技术
,

求得胶

东岩群中金含量的众数为 6 x 1 o 一 9 ,

金含量平均估计值为 1 2
.

四 x 1 o 一 9
(图 2 )

。

应该说 明
,

在重熔岩浆作用 中金能否 A u( X l少 , )

富集成矿
,

除源岩 中初始金含量外
,

尚决定

于在重熔过程中金在熔体相
、

残留相
、

流体

相 中的分配
。

通过胶东岩群重熔过程的数

学模拟
,

得出两个重要的判别标志
:

(1 )在 由富金源岩重熔形成的花岗质

岩体 中
,

金的含量不是金矿
一

生成 的判别标

志
,

对那些由富金源岩重熔形成 的贫金岩

体 周边部 (1 ~ 6K m )地 区
,

不能放 弃找矿

工作 ;

(2 )与重熔花 岗溃岩体 同源的 中一基

性脉岩往往有高的金含量
,

是金矿找矿 的

直接标志
。

2 3 4 5 6 7 8 9 1 0

抽样数 (x l0 0 0 )

图 2 胶东岩群金平均含 , 与抽样次数曲线 图

Fig
.

2 R e la tio n s hip e u r v e be tw e e n g o ld

a v e r a g e eo n te n t a n d sa m plin g tim e s

胶东西北部展布有三个变质相
,

即角 闪麻粒岩和二辉麻粒岩相构成高温地热背斜
,

向南
、

北两侧依次展布有角闪岩相和低角闪岩相
。

变质温度由高于 8 00
‘

C降至 50 0 ℃ 以下
。

这种地热

梯度驱使金向低角闪岩相迁移
。

区 内 90 % 以上的大
、

中型金矿分布于低角闪岩区
。

23 件铅 同位素测定结果呈现出两 阶段铅的演化特征 (图 3 )
,

其 t l
一 2 95 5. 96 x lo 6 a ,

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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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1 5
,

各样 品的 拌:

值为 5
.

50 6一 7
.

83 8
,

它介于下部地壳铅与慢源铅之 间
,

直接指示 出金的矿

源与胶东岩群存在成 因联系
。

L Z 构造控岩
、

控矿作用

东西向构造控

制本区基底岩系的

分 布
、

岩 浆岩 的空

间展布
、

岩源 和成

矿 潜能
,

并 以 此为

基础划分出由北 向

南在成矿地质背景

上不同的三个构造
一

岩区 (详后 )
。

北东

向构造控制矿床的

成 列分 布
,

如 三 山

岛一石埠 断 裂
、

黄

县一掖县 断 裂
、

灵

红 . 13 0 X IO. a

产. 7
.

8 4

茸幸二少
二

b ~ 0
。

2 2 2 74 3 y~ O
。

9 7 3 0 2

拌一 5
。

5 1

q山名.、q山
卜。。

t l ~ 2 9 5 5
.

95 7 X 1 0 . a

拌一~ 8
.

9 1 5

1 5

, o . Pb /
. O4 Pb

图 3 胶东西北部地区两阶段铅 图解

Fig
.

3 T w o 一sta g e m o d e l o f le a d iso t o p e o f N o r thw e s te r n
Ji

a

od
o n g A r e a

山 沟一北 截 断 裂
、

招远一平度断裂分别控制着三山岛一仑上
、

焦家一新城
、

灵山沟一北戴及玲珑一九 曲
、

大尹 格

庄一夏店等金矿区
。

在北东 向主干断裂 中
,

多分布有蚀变岩型金矿化
,

而在它所伴生 的扭张卞胜

构造中则产有石英脉型金矿化
。

东西 向构造对北东向构造的成矿作用施加重要影响
,

同一条北东 向构造当其穿越东 西向

构造时
,

其成矿条件会发生显著变化
,

因此对北东 向构造的成矿作用评价
,

应充分考虑到东西

向构造的影响
。

1
.

3 玲珑花 岗质杂岩的控矿作用

玲珑花岗质杂岩是一个具有长期演化历史
、

多次交代
一

重熔
、

改造生成的复式岩体
,

在 元古

代形成玲珑花岗岩的雏体
,

而大规模重熔岩体的形成却发生在燕山期
,

燕山期热事件促成玲珑

片麻状花岗岩
、

郭家店花岗岩
、

郭家岭花岗岩的最终定位
。

玲珑片麻状花岗岩
4 O
A r / 39 A r 坪年龄

为 1 64
、

2 X 1 0 6 a ,

并受到 1 3 4
.

9 X 1 0
6 a 的热拢动

。

郭家店花岗岩为 1 6 2 X 1 0 6

~ 1 5 5
.

9 X 1 0 6 a ,

热拢

动年
‘

龄为 1 25 沐 10
6 a ,

郭家岭花 岗闪长岩三个 40 A r/
3 gA : 坪年 龄分别 为 1 36

.

8 x 10
6 a 、

1从
.

s x

lo 6 a 、

1 1 8
·

g X lo 6a ,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为 i 3 1

.

g x l0 6 a 。

招平断裂在中生代的活化年龄为 13 4
.

2 6

X 1 0 6 a 。

胶东金矿石英 中流体包裹体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为 1 3 7

.

6 X 1 0
6

一 1 2 6
.

5 X 1 0 6 a 〔8〕。

这些

数据都说明招掖地 区金成矿作用 主要发 生在燕 山 期
,

并且 流体包体 中 (sv S r/
8 6
Sr )

i
(0

.

7 1 1 1
,

0
.

7 t 04 )与郭家店型
、

郭家岭型花岗岩 (
“,
S r /

8 6
S r )

*
(0

.

7 0 6 9
, 0

.

7 1 0 7 )十分接近
,

喻示出这两者间

具有相同的物质来源
。

特别是郭家岭岩体的同位素年龄 1 31
.

9 X 10
‘

一 1 36
.

8 X I护a ,

招平断裂

中白云母
碑“
A r /

””
A r 坪年龄 1 3 4

.

26 X IO、
,

招掖矿带石英流体包体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 1 2 6
.

5 X

1护~ 1 37
.

6 x l护a ,

这三者相互洽合
,

反映出侏罗 纪晚期热事件对本区成岩成矿的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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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的相依关系
。

为揭示玲珑 花岗质杂岩对金成矿的控制
,

笔者对 16 条重磁剖面进行反演
,

确定了玲珑花

岗岩的空间形态
、

源岩
,

建立了重熔岩浆作用的数学模拟模型 ¹
,

得 出下述认识
:

¹ 玲珑花 岗质

杂岩体重熔中心在郭家店一带
,

现存厚度约 7
.

sk m ,

向北呈低角度超覆于胶东岩群之上
,

向南

与围岩呈高角度接触
,

空间上形成北薄南厚的箕状岩体 (图 1) ; º 区内 85
.

7 %的金矿产于岩体

厚度小于 4km 的范围内
,

区 域北部 的岩体厚度的减薄 区是矿源
、

水源
、

热源均优 的找矿靶区 ;

» 由北而南玲珑花岗质杂岩熔融深度 由胶东岩群的唐家庄组变为齐山组和林 家寨组
,

这决定

了玲珑花岗质杂岩随地理位置的不 同
,

其源岩也不尽相同
,

总体上
,

由北部 的胶东岩群下部岩

系向南变为荆 山群或粉子山群
。

由于花岗质岩石之源岩不同
,

造成各岩区金成矿潜能各异 ; ¼

玲珑 花岗质杂岩形成作用的数学模拟揭示 出在源岩重熔过程 中
,

源岩 中 1/2 以上的金转人流

体相 中
,

因此重熔作用强度
、

源岩
、

熔浆中水含量都制约着玲珑花岗质杂岩的成矿潜能
。

1
.

4 围岩蚀变的类型
、

强度对金矿化的控制

本区 主要围岩蚀变有碱性长石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绢英岩化
、

硅化
,

其次为碳酸盐化
,

局部

有绿泥石化
。

沿北东向断裂分布的黄铁绢英岩带
、

绢英岩带预示着焦家式 (蚀变岩型 )金矿的生

成
,

在主干断裂的扭张性扩容带及其伴生的帚状
、 “

人
”

状构造 中常蕴藏石英脉型金矿化
。

在缺

少含水蚀变矿物
,

仅有钾长石化和充填石英脉中
,

矿化往往较弱
。

含矿流体运移过程 中
,

通过水
一

岩反应
,

产生含矿流体的 自浓缩是一种具有重要作用
、

普遍

意义的成矿机理
。

人们通常把围岩蚀变现象作为重要的找矿标志
、,

但对于围岩蚀变与金属矿化

之间更本质的联系却很少研究
,

围岩蚀变对金属矿化只有单纯的指示作用 ?还是这两者间存在

更深刻的必然联系 ?通过对各种交代建造和交代相的研究
,

笔者认为蚀变作用与金属沉淀间最

本质联系是水
一

岩反应中流体相中 自浓缩作用
,

按这一理论
,

在局部相对封闭的体系 中
,

通过水
一

岩反应形成广泛的含水蚀变带
,

含矿溶液中的水 以结构水
、

结晶水等各种形式消耗在蚀变带

的形成中
,

造成残余含矿溶液的浓缩和金属矿质浓度大 幅度地增高
,

经实验和计算证明
,

在体

系中有 S
、

C
、F 等挥发性组分参与时

,

其浓缩幅度可高达数百倍
。

如在溶液 中仅有 10 X 10 一 9
的

金
,

经这种作用可浓缩达到 n
.

g 八
,

形成工业富集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另文报导
。

1. 5 燕 山期热事件的强度

大量的年龄资料和 H
、

O
、

S r 等同位素数据一致说明本区金成矿发生于燕 山期
,

并与玲珑

花 岗岩的重熔作用有关
。

区内燕 山期热事件的强度 由北而南减小
,

北部郭家玲岩体生成温度达

70 0 ℃以上
,

并形成 了富水花 岗质熔浆
,

南部燕 山期热事件强度低
,

温度在 SOO C 以下
,

未形成

独立的燕山期岩体
。

1
.

6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综合成矿信息

本区金矿化强度与区域重
、

磁场特征
、

天然重砂分布类型及金地球化学异 常有直接关系
,

这些特征可做为区域成矿条件评价的重要标志
。

2 胶东西北部南
、

北两区金成矿条件
、

成矿信息对 比 (表 2)

¹ 林文蔚
,

等
.

玲珑花岗质杂岩的生成时代
、

空间形态
、

源岩及形成作用 的数学模拟 矿物岩 石兮 头志
, 19 97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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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胶东西北部南北两区金成矿条件
、

成矿信息对 比

T a ble 2 C o m Pa r iso n o f g o ld m e ta llo g en e tie e o n d itio n s a n d m e ta llo g e n e tic

in f o r m a tio n s be tw e e n n o r th e r n Pa r t a n d s o u th e r n

p a r t o f th e n o r th w e ste r n Jia o d o n A r e a

成成矿条件
、、

胶东西北部 的北部 区区 胶东 西北部的南部 区区

成成矿信息息息息

基基基 111 地地 由下而上分蓬介组
、

民山组
、

富 阳组
,

或唐唐 荆 山群及 粉 子山 群
。

荆 山群 下部 为 矽线线
底底底底 层层 家 庄组

、

英庄介组
、

齐 山组
、

林家寨 组
。

下下 (蓝晶 )石榴黑云 片岩
、

片麻岩
、

大理岩
、

白白
岩岩岩岩 及及 部为 黑云 变粒 岩

、

斜 长 角 闪岩
、

二 辉麻粒粒 云 大理 岩 夹斜 长角 闪岩
、

片麻 岩 ; 中 部为为
系系系系 岩岩 岩

,

夹超铁镁质 岩
;
中部为 黑云 变粒岩

、

黑黑 透辉变粒岩
、

黑 云变粒岩
、

斜长透 闪 透辉辉
及及及及 性性 云斜 长片 麻岩

、

巨厚 层状斜长 角 闪岩
;
上上 岩

、

斜长角闪岩 夹铁矿层
,

其上 为大理岩
、、

其其其其其 部 为 黑云 变粒 岩
、

黑 云斜长 片麻岩
、

角 闪闪 白云质大理 岩
;
上 部为 含石 墨 变粒 岩

、

片片
矿矿矿矿矿 黑 云变粒岩

、

浅粒岩
、

黑 云片岩等
。

同位素素 麻岩
、

矽线 (蓝晶 )石榴 黑云 片岩夹黑 云变变
源源源源源 年龄 为 2 4 0 7 ~ 2 8 5 8M

a ,

多 数 为 2 5 1 0 一一 粒岩
、

长 石 石英 岩
。

同位素年龄 1 8 0 0一一
性性性性性 2 6 2 8M

a
。。

25 0 0M
a 。。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2222222 组 金金 胶 东群中 的金矿 床 (占 ) 占已 知矿 床 (点 ))) 荆山群
、

绿格 庄组 中矿 床 (点 )占全 区金矿矿
地地地地 矿矿

.

总 数 的 7 7
.

3 7 %
,

其 中蓬介组 中矿 床 占占 床 (点 )的 1
.

8 9 %
,

野头组为 5
.

7 %
,

陡崖组组
层层层层 床床 2 6

.

4 2环
,

民 IJJ 组 4 3
.

4 0写
,

富阳组 7
.

5 5 %
。。

1 %
,

荆 山 群 中 金 矿 床 占 全 区 矿 床 的的
中中中中八八 已探 明储量 的分布

:

蓬介组占 19
.

31 %
,

民民 8
.

5 9 %
。

已探 明的储 量 占全 区总储 量 的的
的的的的点点 山组 7 4

.

14 %
,

富阳组 。
.

21 %
,

胶 东群分布布 0
.

1 3 %
。。

分分分分 岁岁 区 金矿储量 占本 区总储 量的 93
.

65 %
。。。

布布布布在在在在
各各各各各各各

3333333 原原 下 部为夹 有科 马提 岩 的基 性火 山岩建 造
,,

荆 山群 下部为陆源碎屑 沉积
,

其 上为海相相
岩岩岩岩岩 中部 为伴 有正 常 沉积 的 中一中酸性 钙 碱碱 碳酸 盐建 造 ; 中部为 间歇式基 性

、

酸 性 火火
建建建建建 质 火 山一沉积 建造

,

上部 为正常陆源 碎屑屑 山岩及碎屑岩沉积
,

向上过渡 为半深海 相相
造造造造造 沉 积建 造

。

碳酸盐建造 不发育
。。

碳酸盐建造
。

陡崖组为含碳泥质一粉砂质质
沉沉沉沉沉沉积建造

。

整个荆 山群是 以碎屑一 碳酸盐盐
沉沉沉沉沉沉积为主夹少量 火山物 质的沉积岩系

。。

4444444 构构 优地槽
。

它 可能形成于类似现代板 块构造造 生成 于渐 继僵化 的残 余弧或 弧后 盆 地的的
造造造造造 中的海底一岛弧环境

,

从 而形成拉斑 玄武武 环境
,

属不 活动 的残 余海盆
,

形 成类复 理理

环环环环环 质 火山岩及钙碱性火 山岩建 造
。。

石建造
。。

境境境境境境境

勺勺勺勺
矿金金 对 胶东群金 含量认识 尚未 统一

,

据现 有资资 金的 丰度低 于胶东群
。

其平均 含量为
:

绿绿
源源源源 的的 料 估定

:

胶 东 群 金 平 均 含 量 约 1 2
.

3 XXX 格庄组 2
.

2 8 只 10
一 ” ,

野 头组 一 段 6
.

36 XXX

性性性性 丰丰 1 0 一 ” ,

蓬 介 组 约 2 2 X 10 一 ” ,

民 山 组 7 XXX 10
一 ” ,

野 头 组 二 段 2
.

28 X 10
一 ” ,

陡 崖 组组
质质质质度度 1 0 一 ” ,

富 阳组 6 x 1 o一 ” 。

可呈单峰
、

双蜂
、

三三 1
.

8 3 又 1 0 一 ”
。

荆 山群不能单独构成本 区金金
及及及及及 峰对数 正态分布

。

大量的地质地球 化学资资 矿的矿源层
,

仅具有局部矿 源意义
。。

料料料料料证 明胶东群是本 区金矿 的主要矿源层
。。。

6666666 金变变 莱 西一平 度一安 丘一 带 构成 高级 变 质 的的 莱 西一平度一安丘 一 带 出现 角 闪二辉麻麻
的的的的质质 地 热背斜

,

向南北 两侧依次展布高角 闪岩岩 粒岩 相
,

形成温度约为 7 70 ~ 8 30 ℃
,

压力力
.......

二相相 相和低 角闪岩相
。

招掖矿带分布 区 主要为为 (6 : 3 6凡 6
.

4 5 ) X 1 0 8Pa
。

其次 为高角 闪岩岩
次次次次系系 低角闪岩相

,

在变质作用 的热梯 度作用下下 相
,

变 质岩中金含量低
,

为金 的贫化区
。。

富富富富及
··

和 混 合岩化作用 中
,

成矿 物质 向低温带和和和
集集集集集 混合岩化前峰迁移

。

本区 90 % 以 上的大
、、、

中中中中中型矿床分布于低角闪岩相 中
。。。

7777777 广角角 本 区 金 矿 床 以 斜 长 角 闪 岩 为 围 岩者 占占 荆 山群 中的角 闪质 岩石 主要 出现在野头头

度度度度 闪闪 5 1
.

1 %
,

片麻岩为 围岩者占 33
.

33 %
,

变粒粒 组中
。

荆山群中角 闪质岩石 占 巧
.

57 写
,

在在
及及及及质质 岩

、

片岩
、

黑云片岩 为围岩 占 1 5
.

55 %
。

已已 野 头组中约 占 54
.

5 % (莱 阳地区 )))

其其其其岩岩 探 明 金 储 量 在 角 闪 质 岩 石 中 的 占占占
意意意意石石 93

.

78 %
,

片麻岩 占 0
.

006 %
,

无层状岩 石石石
义义义义分分 出露 区 占 6

.

21 %
。

角 闪质岩石是本 区 最主主主

布布布布布 要 的 金矿 围岩
,

这 种 岩石 在 胶 东群 中 占占占
333333333 1 %

,

片麻岩类在胶东群 占 1 9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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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111 东东
a :

东西 向褶皱构造 的控矿作用
:

栖霞复背背 栖霞复背霞之南冀出露 不完整
,

并为中生生

西西西西 斜控制本区构造 的基本 格架和 变质地 层
、、

代碎屑一火 山碎屑岩所覆盖
。

广泛出露荆荆

向向向向 岩浆岩 的分布
。

招掖金矿带位于该背斜北北 山群地层
。。

构构构构 翼 的属 角闪岩相
、

低角闪岩相的胶东群分分分

造造造造 布 区中
,

并受到焦家一玲珑背斜的控制
。。。

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

矿矿矿矿 b
:

包括本 区北部 的 I
、

l 两 个岩 区 (“断断 位于 旧 店一河头店 构造线之南
,

出露荆 山山

作作作作 块 ”
,

I 岩 区 以三 山岛一福 山构造带为中中 群
、

粉子 山群
,

此 区未形成完 整 的燕 山期期

用用用用 心 分南 北 两个小 区 I 一 1
、

I 一 2
,

区 内广广 定位的岩体
,

出露有元古代及海西期 二长长

泛泛泛泛 出露 胶东 群下 部地 层
,

郭家岭
、

郭家 店店 花岗岩
,

重熔程度较低
,

除 旧 店外均 为 小小

型型型型 岩体发 育
,

岩体厚度 1一 6k m
,

蚀 变 强强 型矿床或矿点
。

主要金矿化多沿 旧店一南南
烈烈烈烈

。

l 区北抵程郭一观里店构造线南达 旧旧 墅一河头店东西 向构造带 展布
。。

店店店店一河 头店 构造线
,

岩体厚 3
.

5 ~ 7k m 左左左

右右右右
,

矿化主要集中在大 型断裂带中 (表 5一一一
1111111 6 )

。。。

22222 J匕匕 北 东向构造甚 发育
,

多呈弧形 延伸
,

平 面
、、

北东 向构 造 多平 直
、

压扭特 征 明显
,

岩体体
东东东东 剖 面上 均 呈起伏波状

,

与次 级 断裂多 呈呈 厚度 大
,

无或 仅有弱 的燕 山 期热 事件
,

矿矿
向向向向

“

人
”
状组合

,

或伴有多次 活 动 的 帚状构构 床 (点 )仅出现在少数断裂 带中
。。

构构构构 造
。

北东向构造控制本 区绝大多数大型
,,,

造造造造 特大型 中型矿 床的分布
。

北东 向构造 ; 最最最
控控控控 终定位 于 燕 山期 的 岩体 ; 岩体厚 度 小 于于于

矿矿矿矿 4 k m ; 岩体的超 覆构造 是十分优越 的成 矿矿矿
作作作作 条件

。。。

用用用用用用

33333 招招
a :

招平断裂北段形成玲珑帚状构 造
,

断裂裂 断裂 主要 表 现为压扭 性
,

断裂 平 直
,

以 塑塑

平平平平 属 压扭 性
,

古应 力值较南段为小
,

以脆性性 性变形 为主
,

脆性变形 为辅
,

糜棱岩
、

构造造

断断断断 变 形为 主
,

塑性 变形 为辅
,

断裂带内多 处处 片岩发育
,

断裂带内及其附 近 中
、

基 性脉脉

裂裂裂裂 形成 张性的扩容 空间
,

断裂带 中经常出现现 岩不发育
。。

的的的的 碎 裂岩
,

断裂 带 附近基
,
.

中性 岩脉 十分 发发发

性性性性 育
。。。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bbbbbbb

:

北段 为 中生 代郭家店 花 岗岩与胶东群群 南段为元古代二长 花 岗岩
、

海 西二长花 岗岗

的的的的介线
,

控制大 尹格庄
、

夏店
、

姜家窑等矿矿 岩与荆 山群 的介线
,

断裂带内蚀变矿化 显显

床床床床
。。

示不 强 (见第 四章 )
。。

44444 火火 玲 珑花 岗质杂岩呈大 面积向北平缓超覆覆 花岗质岩体与周 围地层多 呈高角度接触
,,

成成成成 于胶东群之 上
,

花岗岩与胶东群呈混合交交 在其东侧通 过招 平 断裂与荆 山群呈 构造造
岩岩岩岩 代接触和构造接触

。

本区 76 %的金矿床产产 接触
。。

接接接接 于岩 体的 接触带
、

岩体缓倾超覆 区
,

产 于于于

触触触触 陡倾 区及过渡带的矿床仅占 5 %%%%%
构构构构构构
造造造造造造

55555 模 导导 矿 源浅
,

岩体厚度薄
,

多 为 3 ~ 4k m 以 下
、、

及及及矿矿 大 中小型等各种断裂 构造均 可成为导矿
、、

矿矿矿
、、

容 矿构造
,

促成金 矿床
、

矿点呈 密集 的
“

面面

床床床容容 型
”
分布

,

响 南矿 床渐趋集中 在较大的断断
分分分 矿矿 裂带中

。。

布布布构构构

特特特造造造

点点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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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岩岩岩 111 岩伪伪义义 元古代形成玲珑花岗质杂岩 的雏体
,

嗣后后 燕 山期未形成完整独立 的大岩体 (燕 山晚晚
浆浆浆浆 最经经醉醉 经多期构造热事件的迭加改造

,

最终在燕燕 期 的 岩株除外 )
,

崔 召
、

旧 店
、

云 山等岩体体
岩岩岩岩 形姑姑乙乙 山期形成滦家河

、

郭家店
、

郭家岭等岩体
,,

为前燕 山期 产物
,

形成 于元古代及海 西西
条条条条 时科科

盔盔

同位素年龄 为 1 6 0 ~ 1 30 M
aaa

期
。。

件件件件件
日日日日

2222222 岩体体 在上 庄
、

北截
、

河东
、

魏家沟
、

朱家
、

官庄等等 广泛见 到荆 山群
、

粉子 山群 残 留体
,

岩体体
中中中中包包 地多见 蓬介组 1一 3 段斜长角闪岩

、

变粒粒 与 围岩介面 平直
,

与变粒 岩等长英质粒状状
体体体体

、、

岩等包体或残 留体
,

在玲珑 一带见有蓬介介 岩石 接触呈 岩性 的渐变过渡
,

在两者的接接

残残残残 留留 组
、

民 山组斜长角 闪岩
、

片麻岩 残 留体
,

罗罗 触处未见金矿化的显著显示
。。

体体体体特特 台之东有 大面 积 的胶东群 (A rj y
.

A rj q )))))

征征征征征 出 露
。

岩体与 它们呈海湾状接触
,

渐变过过过

渡渡渡渡渡或断层接触
。

大 型矿 区 中均有 胶东群残残残
留留留留留体 出现

,

并常伴有伟 晶岩岩岩

3333333 重熔熔 重熔程度较高
,

岩 体内部构造较 均一
,

岩岩 以原地
一

半原地 的 成岩作 用 为 主
,

交代作作
程程程程度

、、

石 块状构造 明显
。

重 熔过程中发 生熔体体 用
,

混合岩化强烈
。

重熔 程度较低
,

云山岩岩
成成成成岩岩 相

、

残体 相
、

流体 相 的分异
,

熔 融姆 度在在 体中有大 量围岩残体
,

花岗岩化不彻底
。。

方方方方式式 7 0 0℃ 以上
。。。

4444444 矿床床 金矿床主要分布于郭家岭 型
、

郭家店型 花花 在崔召
、

云山等岩体的接触带未形成工业业
分分分分布布 岗岩外接触带 的片麻状花岗岩 中

,

常距接接 规模的矿化
,

工业 矿化主要位于 旧店岩体体
与与与与接接 触 带 0

.

6 ~ 6k m
,

主要 集中在 0
.

6 ~ 3k m 的的 中
,

与石英脉相伴随
。。

触触触触带带 范围内
,

产于接触带附近的矿 床的约占全全全

的的的的关关 区 矿床的 6 0 %
。。。

系系系系系系系
5555555 重熔岩岩 程郭一观 里店之北花 岗质杂岩底介面位位 旧 店一河头店构造线之南熔融底介 面 为为

体体体体的底底 于 唐家庄组 中
,

花岗质 岩石之 岩源 以唐家家 胶东群 上部
,

岩 源 为胶东群 上 部及荆 山山
介介介介面

,,

庄 组
、

英庄介组为 主
,

程 郭一观 里店之南南 群
、

粉子山群
。。

花花花花岗岩岩 岩体底介 为唐家庄组
,

岩 源 为唐家庄 组
、、、

之之之之岩 源源 英 庄介组
、

齐 山组
。。。

6666666 重熔熔 以 胶 东 群 中
、

下 部为岩 源 的 花 岗质岩 石石 岩 源 主 要是含金 量 低 的荆 山群
、

粉子 山山

作作作作用用 (郭家岭型及 郭家店型 岩体 )形成过程 中
,,

群
,

在其花 岗岩化 (交代
、

部分重 熔 )过 程程
与与与与金金 造成金在 流体相

、

残 体相
、

熔体相 的再分分 中不能导致金 在流体相 中大规模富集
。

由由
在在在在流流 配

,

重熔 过程中地层 中 50 % 以上 的金转移移 于 重熔程度低 不能形成大 范围
、

大规模 相相
体体体体相相 到流体相中

,

浓集系数可达 7 ~ 12 倍
,

特别别 互连 通的富金流体
。。

中中中中富富 是在郭家岭型 花岗岩形成过程 中金 的富富富
集集集集集 集更 为明显

。。。

7777777 含矿或或 郭家店型 (滦家河 型 )花 岗岩 十 中
、

基性脉脉 缺 乏重熔花 岗岩 + 中
、

基性脉岩 + 硅铝质质
近近近近矿 岩岩 岩 + 暗色矿 物包体+ 含金石英 脉 ; 郭家岭岭 水 热交代岩 的成矿标志组合

。

此区岩石 重重
石石石石组合合 型 岩体 + 富硅富水 的 交代岩 + 未熔 的角角 熔程度较低

,

中
、

基性脉岩 相对不 发育
,

硅硅
闪闪闪闪闪质岩石残余 ; 脉岩

、

暗色 矿物包体
、

硅质质 铝质水热交代岩分布不 广泛
,

且恢变强 度度
蚀蚀蚀蚀蚀变 岩 部分为 重 熔 过程 中 的补 偿产物

。。

低
。。

(((((((((第三章 )))))

8888888 岩体厚厚 岩体以郭家店为中心 向北 呈低 角度超覆
,,

无缓倾超覆 区
,

岩体厚度 均大于 3k m
。。

度度度度 (地地 产 于 岩体 (视 )厚度小 于 4 k m 范围 内 的矿矿矿
球球球球物理理 床 占86 %

,

本 区特大型金 矿均产 于岩体厚厚厚
方方方方法 测测 度 减薄的超覆带中

。。。

定定定定 )))))))
9999999 淋滤剖剖 玲珑花岗岩是 呈

“
岩被

”
状覆于矿 源层之之 岩体下覆介 面深度大

,

下覆岩系金 的丰度度
面面面面的垂垂 上

,

两者呈低角度平缓接触
,

形成下部基基 较北 部低
,

淋滤剖面较酸性且 由卞而上其其
向向向向结构构 性

、
·

上部酸性的双基 度剖面
,

利 于 含矿流流 基度变化不 大
,

成矿 以 石 英脉 型矿 化 为为
体体体体体的对 流循环

,

含金 流体随 围岩条件 的变变 主
,

矿物成分简单
。。

化化化化化
、

物 理化学条件的更异导致金 的溶解或或或

沉沉沉沉沉淀
,

促进矿化 空 间分带的进行
,

多种矿矿矿
化化化化化类型均很发育

,

矿物成分复杂
。。。

燕燕燕 lll 燕山期期 燕 山期热事件广 泛强烈
,

促成郭家店
、

滦滦 受到 燕山期热事件 的影 响
,

但未形成完整整
山山山山 热事件件 家河

、

郭家岭 花 岗岩 的最终 形成
·

,

重熔温温 的 重熔岩体
,

主要 表现为钾长石 化
、

黑 云云
期期期期 强度及及 度达 70 0 ℃ 以上

。

蚀变 矿物 (绢 云母 ) 的 同同 母 化 以 及 形 成 富锰 的 石 榴 石
,

温 度 在在
热热热热

·

成矿矿 位素年龄为 1 1 5 ~ 8 0M
aaa 5 0 0 ℃ 以下

,

燕 山期热事件的影 响相 对轻轻
事事事事 时代代代 微

。。

件件件件件件件
强强强强强强强
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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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蚀变类类
“

红化
” 、

绢英岩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硅化
,, “

红化
” (包括碱性 长 石化 )

、

硅化
、

弱 绢英英

型型型及其其 其次为碳酸盐化
,

局 部有绿泥石化
。

受构构 岩化
、

弱黄铁绢英岩化
,

水热蚀变 矿物 (绢绢

强强强度度 造控制
,

呈线状延 伸
,

蚀变强度大
,

水热蚀蚀 云母等 )通 常少于 1 0 %
,

矿化 以 充填石 英英

变变变变矿物 (绢 云母
、

水白云母等 )可高达 30 %%% 脉型为主
。。

以以以以 上
,

形 成石 英 + 绢 云 母 + 黄铁矿 的 组组组

合合合合
。。。

22222 蚀 变变 以黄铁绢英岩 为 中心 向两侧依次为黄铁铁 在含矿 剖面 中各带矿物组成变化 明显
,

多多

分分分布布 绢英岩化碎裂岩一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裂 呈阶跃形式
,

各带 间的递变现象不 明显
。。

岩岩岩岩一红化碎裂花岗岩一花岗岩
。

蚀变分带带 含矿剖 面的横向变化主要 受构造控制
,

如如

特特特特征显 著
,

但是各带中矿物成分和化学组组 在宋戈庄产于裂隙中的绢英 岩
,

绢云母含含

成成成成具有一定的依从和递变关系
。。

量 高达 2 9 %
,

而与之 相邻的钾长石交代岩岩

中中中中中绢 云母的含量不足 1 %
。。

33333 蚀变剖剖 形成宽大 的蚀变带
,

在垂直蚀 变带的延 长长 各带间岩石 总基度
、

相对电离势均不存在在

面面面岩石石 方 向上 岩石相对 电离势
、

岩石 总基度呈 规规 渐 变过渡现象
,

各蚀变剖 面的矿物组合 主主

基基基度酸酸 律变化
,

随交代作 用 的进行
,

岩 石相对 电电 要取决于构造条件
。。

度度度 的变变 离势 〔Y 值 ) 逐 渐 增 高
,

岩 石 总 基 度值值值

化化化特征征 (△Z r )相应减少
,

反 映出交代剖 面基性物物物

质质质质 的 依次带 出
、

酸 性组分增加
,

最终形成成成

石石石石英 + 绢云母 的交代带
。。。

44444 蚀变带带 焦 家式金矿 往往 沿断裂构造 发 育数 千米米 矿化常为伴随钾化
、

硅化及 石英脉的不规规
、、、

矿化化 的蚀变 带
,

单个矿体长 数 百米 至 千米
,

延延 则状
、

透镜状矿体
,

空 间连续性差
,

勘探 工工

的的的规模模 深大
,

可达 5 0 0米 以 上
。

玲珑式金矿 矿脉往往 程 难于 控制
,

单个 矿体储量 小
,

蚀 变岩 型型

和和和空间间 往成群 出现
,

脉长 达千 米以上
,

但单个矿矿 矿 化不 发育
、

规模小
,

单个矿体长仅数 十十

二二二 展布布 体长多在数十米 至 一
、

二百米之间
。

此 区区 米
。

除旧店矿区外
,

均为小 型矿床或矿点
。。

囊囊囊囊括本区全部特大 型
、

大 型金矿床
。。。

55555 矿石石
’

破碎带黄铁矿绢英岩蚀变岩 型
:

矿 石构造造 矿 石 以 黄铁矿含金石英脉 型 为 主
,

呈 块块

特特特征征 为浸染状
、

细 脉浸染状
、

脉状构造 为 主
,

次次 状
、

浸染状
、

细脉状
。

黄铁矿蚀变 岩型矿 化化

有有有有网脉状
、

角砾状交错脉状
,

偶见斑点状
、、

在此 区不占主要地位
。。

块块块块状
、

蜂巢状构造
。

含金石英脉型 以块状
、、、

条条条条带状
、

细脉浸染状构造为 主
,

偶见脉状
、、、

角角角角砾状
、

交错脉状及蜂巢状构造
。。。

矿矿矿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

特别是在蚀变 岩型矿矿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 矿
、

银金金

床床床床中
,

矿 石 矿 物为银 金 矿
、

自然金
、

黄铁铁 矿
、

白铁矿
、

自然金等
。

矿 石矿物 相对 简简

矿矿矿矿
、

黄铜 矿
、

肉锌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
、

白白 单
。。

铁铁铁铁 矿
、

辉铜矿
、

黝铜矿
、

磁铁矿
、

斑铜矿
、

斜斜斜

方方方方辉铅秘 矿
、

自然银等三十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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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l 重力场场 位于 重力梯度小于每公里 2 只 1 0 一 ”m / S
“
及及 招 平断裂为重力梯度 陡变带

,

重力梯度值值

特特特征征 鼻状 区 的矿床占全 区 矿床总 数的8 0 %
,

位位 为每公里 5 ~ 6 X l o一 sm / 5
2 。。

于于于于 重力梯度为每公 里 2 一 4 X IO一 sm / 5
2

的的的

矿矿矿矿床占 14 %
。。。

22222 磁场场 金 主要 分布于 低缓 交变场 以及 与 负磁场场 夏店特别是 旧店 以南为大面积负磁场 区
。。

特特特征征 相 伴生 的中强一弱正 磁场 区
,

矿床往往定定定

位位位位在 正负磁场交变处或其附近
。。。

33333 天然重重 主要 重砂 组 合
:

金一黄铁矿 型 ; 金一黄铁铁 主要 为金一黄铁矿型
;
金一黄铁矿一白钨钨

砂砂砂分布布 矿 多 金属 型 ; 金一黄铁矿一白 钨矿 型 ; 金
‘‘

矿型 ; 金一铅族 矿 物异常
。

旧店 地 区 以金金

特特特征征 一黄铁矿一辰砂型
;
金一黄铁矿一泡秘矿矿 一黄铁矿 型为主

,

另有 金一黄铁 矿一白钨钨

型型型型
。

其中金一黄铁矿型 和金一黄铁矿一多多 矿一秘矿物
、

金一黄铁矿一辰砂天然重砂砂

金金金金属型为 主要 组合
,

分布于招掖金矿带
。。

组 合
。。

重重重重砂 异常在大范 围内有空 间分带现象
,

如如 大 面积 的空 间分带 现象 不明显
。。

毕毕毕毕郭岩体的重 砂 异常 内带为金一黄铁矿矿矿

型型型型
,

外带 为 金一黄铁 矿一白钨 矿 型
、

金一一一

黄黄黄黄 铁 矿一泡 秘 矿 型 和金一黄铁矿一辰砂砂砂

型型型型型型

重重重重砂异常 面积达J毛十平方公里里 异常规模小
,

通常均为数平方公里里

重重重重砂异常与金地球化学异 常一致
,

绝大部部 大部分 由小 型硅 化带
、

石英脉
、

石墨 片岩岩

分分分分是 由大型蚀变带和 矿床引起的
。。

等引起
。。

44444 金地地 异常 强度
:

在 留村
、

程郭
、

平里 店一焦家一一 在 1 ,

20 万金屏常地珍化学 图上
,

仅 旧 店地地

球球球化化 灵 山
、

丛家
、

玲珑一丰 仪
、

于 家 庄
、

大辛店店 区形成较完 整 的 A u 、

A g
、

A s
异 常

,

面 积积

学学学异异 等形成高值区
、

特高值 区
。

在玲珑 岩 体南南 3 6
.

sk m Z ,

衬 度为 4
,

浓 度 有外 带
、

中带
。

其其

常常常常 东接触带 形 成大尹 格 庄
、

夏店
、

齐 山
、

观观 次 为宋 戈庄 异 常 以 及北 大 田
、

涧 里
、

日庄庄

里里里里
、

大霞址
、

马 家 窑
、

减各 庄
、

东石棚一大大 等 小型 异常
。

1 : 5万水化学测 量金异常面面

柳柳柳柳行等 高值
、

特高值 区
,

金 含 量 在 10 又又 积通常在 10 k m “以下
,

较好 的有 战戈庄
、

大大

1111111 0 一 9 以上
。。

流河
、

洪 山
、

泉北
、

旧店
、

大 田等
。。

异异异异常 面积
:

在招 掖 矿带大 型
、

特大 型 矿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集集集集中区异常 面积可 达数十 至四 百平方公公 招 平断裂以西 金异常 主要 沿鸡冠 山断裂裂

里里里里
,

异 常在 空 间上 连续或较 连 续
,

其浓 度度 呈 北东一南西 向分 布
,

异常多数 由规模 不不

可可可可高达 4 0 0 X 1 0 一
, ,

衬度 1 0 ~ 6 0
。。

大 的 含 金 石 英脉
、

硅 化 带 及 破碎带 引起起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招平断裂 以东的异 常多 由荆 山群及产产

异异异异常常具分带现象
、

浓度有外
、

中
、

内带之之 于其 中的多金属矿化所 引起的
。。

别别别别别别

异异异异常与地 层
、

岩体
、

构造
、

蚀变 及矿 化带所所所

形形形形成的地球化学背景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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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胶东西北部金成矿构造
一

岩区的划分

依据变质基底特征
、

区域构造格架
、

玲珑花岗质杂岩的空间形态
、

岩源
、

金矿的分布和成矿

特点
,

将本区 由北 向南划分三个金成矿的构造
一

岩 区 (表 3 )
。

每一岩区都有各 自的金成矿特点
,

第 I 岩区 中金矿星罗棋布
,

是本区最优成矿地段
,

第 l 岩区大
、

中型矿床主要局限于大型断裂

带及其附近
,

第 l 岩区金矿以 中
、

小型为主
,

较大矿床主要分布于 l
、

l 岩区 交界处
,

沿 旧店一

河头店构造带以及西部的黑羊山一吉格庄分布
、

招平断裂的部分地段也有一定 的成矿前景
。

表 3 胶东西北部金成矿构造
一

岩区

T a b le 3 G o ld m e ta llo罗n e tie te c to h ic
一
Pe tr o g ra Ph ie d o m a in s

in th e n o r th w e ste r n Jia o d o n g A r ea

““
断块

””
位置置 地层层 花岗质岩体体 燕 山期热热 矿床(点 )分分 矿床规模

、、

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件强度度度 成矿潜 能能
岩岩岩岩岩体体 岩体下底界界 岩 体厚 度度 岩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巾 及共符点点点

IIIII 北 抵 黄 山 馆馆 胶 东 群 唐 家家 该 地 段 北北 唐 家 庄 组组 此 区 岩 体体 由 唐 家
_

庄庄 强烈烈 囊 括 本 区 绝绝 矿化规模大
,,

(((I一 111 大 辛 店 构 造造 庄组
、

英庄介介 部 出 露 郭郭 (莲介组 )
。。

厚 1 ~~~ 组
、

英庄介介介 大多数特大
、、

县 水 反 易 雷雷

III一2 ))) 带
,

南 至程郭郭 组
、

齐 山 组
...

家岭型
、

滦滦滦 6k m ,

北部部 组
、

齐山 组组组 大型
、

中型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观观观 里 店 构 造造 大 抵 由 西 向向 家 河 型 及及及 小 区 1 ~~~ 组成
。。。

床
。

小型矿床床 要成 矿带
。。

带带带
。

以 三山岛岛 东地层变新
。。

片麻 状 花花花 3k m ,

南部部部部 星罗棋布
,

蚀蚀蚀

福福福 山构 造 带带带 岗岩
,

向南南南 3一 6 km
。。。。

变岩型
、

石英英英

为为为 中心
,

分北北北 郭 家 岭 型型型型型型 脉 型 矿 化 均均均

南南南 两 小 区区区 花 岗 岩 消消消消消消 发育
。

由北向向向
IIIII一 1

,

I一 22222 失
。。。。。。

南 矿 床数 减减减
(((((仓上一招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少

,

向大型断断断

之之之南 ))))))))))))))) 裂 中集 中
。。。

IIIII 北 抵 程 郭 观观 招 平 断 裂 以以 仅 见 郭 家家 唐 家庄组
,, 3

.

5 ~ 7kmmm 由 唐 家 庄庄 强烈烈 玲 珑 岩 体 内内 中
、

大型矿床床

里里里店构造带
,,

东 为 唐 家庄庄 店 型 黑 云云 南 部 重 熔熔熔 组
、

英庄介介介 部矿床少
,

有有 均 产 于 招 平平

南南南 达 旧 店 河河 组
、

英 庄 介介 二 长 花 岗岗 底 界 面 为为为 组
、

齐山 组组组 经 济 价 值 的的 断裂带 中
,

由由
劲劲劲

‘

r卜 泛韵 望二月七七
组

、

齐山组下下 岩
,

郭家岭岭 齐 山 组 和和和 组成
。

齐山山山 矿 床 局 限 于于 北 至 南 矿 化化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

招平 断裂裂 型 花 岗 岩岩 林 家寨 组
。。。

组 比 率 较较较 较 大 规 模 的的 规 模 减 少 成成
以以以以 西 为 齐 山山 不 见

。

南部部部部 工段增 多
。。。

断裂带 中
,

特特 矿 条 件 趋 于于

组组组组
、

林 家 寨寨 见 云 山
、

旧旧旧旧旧旧 别 是 招 平 断断 不 利
。。

组组组组
,

反 映出招招 店 岩体
。。。。。。

裂 中
。。。

平平平平 断 裂 的 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

冲冲冲冲性质
。。。。。。。。。

11111 位 于 旧 店 河河 荆 山 群 及 粉粉 元 古 代 混混 林家寨 组组 4 ~ 7k mmm 胶 东 群 上上 弱
,

未形成成 沿 招 平 断 聆聆 除旧 店外
,

均均

头头头店 构 造 带带 子 山群群 合 花 岗 岩岩岩岩 部
、

荆 山山 完 整 的 燕燕 及派 生 构 造造 为刁
、
型 及矿矿

与与与 平 度 万 弟弟弟 及 海 西 期期期期 群
,

部分粉粉 山 期 定 位位 分布
,

其次在在 点
。

成矿条件件

构构构造带之间
。。。

崔 召
、

旧 店店店店 子 山群
。。

的岩体
。

但但 大 田一崔 召召 远逊于中
、

北北

岩岩岩岩岩体
。。。。。

区 内 有 燕燕 断裂 中也 有有 段
。。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期 热 事事 金矿 化显示
,,,

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显示
。。

工业 矿 化 集集集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在 n 一 lllll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的 交 接 区区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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