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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著名的胶东玲珑金矿田中，发育有众多的断裂构造，这些断裂构造具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并对 

金矿化起着不同的控制作用。其中，破头青断裂为一级控矿构造，它控制了整个金矿田矿脉的空间分布、矿化 

类型、矿物组合以及矿化深度的规律性变化。玲珑断裂为二级控矿构造，它控制 了次级矿脉的富矿段 ，导致矿 

脉的斜列及走向变化，其产状对两侧次级矿脉的赋矿标高产 生一定的制约。矿 田内其他 NE-一Nl正 方向的众 

多断裂为三级控矿构造，它控制 了矿体的产 出位置、形态、产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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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著名的胶东玲珑金矿田中，控矿构造 

以断裂为主，矿田内众多的断裂构造在规模、性质 

及其演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主次之 

分。而不同序次的断裂构造在成矿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应有所不同，对矿床、矿体的产出也应具有不 

同的控制作用。因此，研究不同序次的断裂构造 

的控矿特征及其细节，对深部矿体的定位预测和 

成矿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断裂 

构造的规模、断裂间的相互关系和断裂构造对矿 

体产出特征的控制出发，探讨 了不同序次的断裂 

构造控矿特点，旨在指导深部矿体的定位预测工 

作，因此，并未对断裂构造性质及其演化等进行深 

入详细的探讨。 

1 玲珑金矿田地质概况 

玲珑金矿田在胶东半岛的招远市境内，在大 

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华北地台鲁东地盾的胶东地块 

上，属招掖金矿带的东部，包括玲珑、九曲、大开 

头、罗山、欧家夼、台上、双顶等金矿床。矿田面积 

75 km2，矿体呈脉状、透镜状、扁豆状产于玲珑花 

岗岩的断裂蚀变带中，连续性较差。目前已发现 

金矿脉 543条⋯，走 向以 NE-～M 为主，其次为 

NNE向，矿脉一般 长 100～1 000 m，最长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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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矿床地球化学及金矿矿体定位预测工作． 

5 800 m(108 脉)，矿脉厚度界于 1～8／'／1之间，个 

别矿脉局部可达 4o～50 m。含矿断裂断层面呈 

舒缓波状，并具有张、压、扭等多期叠加的复杂特 

征。矿化类型有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以及二者之 

间的过渡类型。矿石矿物以黄铁矿、黄铜矿为主， 

其次为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毒砂等。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绢云母等。矿脉周围普 

遍发育强弱不等的围岩蚀变，主要有钾化、绢英岩 

化、硅化、黄铁矿化和碳酸岩化等。 

图 l 玲珑金矿田主要控矿构造分布图 

Fig．1．Distribution diagram 0fthe structures controlled 

orebodies in the L~ o．g Orefield． 

1．主干断裂；2．矿脉；3．断裂破碎带；4．蚀变岩；5．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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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矿构造的分级 

玲珑金矿田以断裂为主要控矿构造，许多地质 

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内的断裂构造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但到 目前为止，对区内断裂构造的性 

质、演化、分级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尤其是破头青断 

裂和玲珑断裂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歧较大。其中刘 

石年 2、卢作祥[ ，引、姚凤良 等认为位于矿田东南 

部、规模最大、呈 NE向延伸的破头青断裂为 

玲珑金矿田中一级控矿构造。李兆龙L6J也认为：破 

头青断裂发育有地壳深层次的糜棱岩带，其发生时 

间早于以脆性变形为主的玲珑断裂，所以认为破头 

青断裂是玲珑断裂和大秦家断裂间的派生断裂是 

不恰当的；并进一步认为，破头青断裂控制了玲珑 

金矿田的形成与分布。卢作祥【 ， J认为，横跨整个 

金矿田中部。并将矿田分割成两大部分的 NEE向 

的玲珑断裂，构成矿田的二级控矿构造。 

本文从断裂构造对矿田、矿脉、矿体、矿化类 

型的控制以及所起的导矿、配矿、容矿作用，将玲 

珑金矿田有关的成矿构造分为如下三级：破头青 

断裂为玲珑金矿田一级控矿构造 ，是重要的导矿、 

容矿构造；玲珑断裂为二级控矿构造 ，是重要的导 

矿、配矿构造(尚未发现有工业意义的矿体)；规模 

较小并富含工业矿体的 NE —NE向的次级断裂， 

构成矿田的三级控矿构造。 

3 破头青断裂的控矿作用 

3．1 破头青断裂的特征 

破头青断裂在矿田范 围内，出露长度约 6 

km，宽 8o ．500 m，主体沿滦家河岩体与玲珑岩体 

的近东西向接触带展布，部分沿玲珑岩体与胶东 

群变质岩的接触带分布，由西向东走向由 NEE拐 

折成 NE方向，构成向 sE缓倾斜的弧型断裂构造 

带，倾角在 35~ 60~之间。破头青断裂早期为韧 

性变形，断裂带中发育各种糜棱岩和初糜棱岩，石 

英的定向拉长、变形纹、核幔结构、动态重结晶结 

构、钾长石的扭曲双晶、云母的膝折、鱼状变形等 

糜棱结构常见。上述糜棱岩类在后期的脆性构造 

变形过程中，大多发生碎裂岩化。在断裂带的上 

盘发育有几十厘米厚的断层泥，并在下盘产生次 

级派生断裂构造。目前在破头青断裂带中已发现 

150个大小不等的金矿体。其中主要金矿体赋存 

于主断裂面下盘 0 80 m范围的黄铁绢英岩化碎 

裂花岗岩带内，矿化类型属蚀变岩型 ，金矿石平均 

品位较低，在 3—5 rc't之间。 

3．2 对玲珑金矿田矿化的控制 

3．2．1 对矿脉分布的控制 玲珑金矿田所有具 

工业意义的金矿脉均分布在破头青断裂带的下盘 

6 000 m以内，且距离破头青断裂由近及远，矿脉 

由密变疏。距离破头青断裂较近的九曲大开头矿 

段中，矿脉的厚度较大，有的可达十几米，但长度 

较短，一般不超过 1 500 m，而且矿脉分肢复合及 

构造透镜体化发育；距离破头青断裂较远的欧家 

夼、西山矿段，矿脉的厚度变小而长度增大 ，一般 

在 1 500 m以上，NW端 的 108 脉的长度超过 

5 000 m。此外，破头青断裂对次级矿脉走向的控 

制也非常明显，破头青断裂近处的矿脉的走向以 

NE为主。特别是破头青断裂带由 NEE向 NE方向 

拐折后，附近的次级矿脉走向部分呈 NNE向；而 

远离破头青断裂的次级矿脉，走向以 NEE方向为 

主(图 1、表 1) 

3．2．2 对矿化特征的控制 矿化特征随远离破 

头青断裂产生如下规律性变化：①矿化类型由网 

脉带型变为石英脉型。②矿体中矿物组合由贫硫 

化物蚀变岩型演变为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型。破 

头青断裂中的 171 脉及其附近的 26 、48 、69 

等蚀变岩型矿脉中，金属硫化物的含量较低，且主 

要为黄铁矿。在 69 脉 74—34 m中段发现的一 

个盲矿体，主要由强钾化、绢英岩化的碎裂玲珑花 

岗岩构成，含有少量的浸染状的黄铁矿 (小于 

1％)。③蚀变由强变弱，蚀变宽度由十几米变为 

几米至几十厘米。蚀变类型由钾化、绢英岩化为主 

变为以绢英岩化为主。 

上述变化规律与控矿构造的性质、成矿温度 

有一定的关系。破头青断裂受多期较强构造活动 

的影响，断裂带破碎强烈形成弥散构造空间，而且 

由于其为导矿构造，成矿温度较高，不利于方铅 

矿、闪锌矿等矿物沉淀，成矿流体以渗透交代作用 

为主，形成贫硫化物蚀变岩型；远离破头青断裂的 

次级矿脉是以扭性构造为主，成矿空间较为连续， 

且远离导矿构造(破头青断裂)成矿温度较低，成 

矿流体以充填为主，并有利于方铅矿、闪锌矿等矿 

物沉淀而形成多金属硫化物型。 

3．2．3 对矿化深度的控制 据招远黄金集团公 

司 1999年部分探采资料编制成赋矿标高剖面示 

意图(图2)，从中可以看出，成矿深度随远离破头 

青断裂逐渐变浅。远离破头青断裂的北西靖的 

108 、131 、55 脉等，赋矿标高在 +100 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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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已基本封底；矿田中部的 83 、52 、47 、48 

等矿脉，赋矿标高可达一100 m以下，有的矿脉尚未 

封底；而破头青断裂带中的矿脉，在—750 m左右的 

深部钻孔中矿化仍较强。 

图 2 玲珑金矿田赋矿标高剖面示意图 

Fig．2． le diagram showing the levels at which orebodies oecm'red in the Linglong Ordleld． 

1．玲珑花岗岩 ；2．滦家河花岗岩；3．矿脉；4．构造破碎带；5．含矿构造破碎带；6．地表 

4 玲珑断裂的控矿作用 

4．1 玲珑断裂的特征 

玲珑断裂为矿田二级控矿构造，它位于矿 田 

的中部，呈 NNE向展布，走向 NE25。左右，地表倾 

向NW，倾角在 60~～85~之间，断裂带宽 100～300 

m，长 7 km左右，为一条密集的劈理化带和构造 

透镜体带，其中见有黄铁绢英岩化及石英黄铁矿 

脉，但含金性差(w(Au)一1 g／t)，至今未能在其中 

圈出矿体。玲珑断裂为具多期活动性质的重要的 

导矿构造L5J。 

4．2 对矿田金矿化的控制 

4．2．1 对矿脉的走向及分布的影响 玲珑断裂 

以西的绝大部分矿脉，在接近玲珑断裂时，其走向 

由NEE转向NE或使矿脉产生斜列，斜列后的矿 

脉走向为 NE。这主要受玲珑断裂的多期活动及 

走滑牵引的制约。其可能机制如图 3所示，早期 

玲珑断裂的右行走滑造成对其左侧 83 、92 等矿 

脉的牵引，使矿脉的走向由 NEE转向 NE，同时使 

部分矿脉产生斜列；晚期阶段的左行走滑，可以使 

矿脉的转向和斜列进一步加剧。 

4．2．2 对次级控矿断裂中的矿体富集部位的制 

约 据罗山金矿的探采资料，距离玲珑断裂 100 

～ 1 500 m为最佳矿化地段，太近或太远矿化强度 

均变弱。在欧家夼矿段中距离玲珑断裂 100 m以 

内，矿脉中也往往存在石英黄铁矿脉和较强的黄 

铁矿化，但因含金性差一般不能构成工业矿体；而 

远于 1 500 m，矿脉中常为纯净的石英脉，矿化也 

较弱(表 1)。 

图 3 玲珑断裂与西侧欧家夼矿段矿脉关系 

Fig．3．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ong fracture 

and western Oujiakuang 0 nln． 

4．2．3 对矿化深度的控制 由于玲珑断裂倾 向 

NW，因此对欧家夼矿段矿脉中矿体的延深产生制 

约，随远离玲珑断裂矿体的延深规模有逐渐增加 

的趋势。如图4所示为 82 脉矿体延深规模与玲 

珑断裂之间的关系图，其中距离玲珑断裂较近的 

矿体，赋矿标高较浅，延深规模小，在 +50 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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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尖灭；而且在-77 m中段向东已进入玲珑断裂的 

边部，虽仍可见大量石英黄铁矿脉和发育的宽可 

达几米到十几米的钾化带，但其中的黄铁矿呈浅 

白色，含金性差，显示出高温成因的特点，金品位 

低于 1 g／t，不能圈出矿体。远离玲珑断裂的 l70 

矿体，延深规模较大，可达．100 z-左 右。 

图4 欧家夼矿段 82#脉赋矿标高与玲珑断裂的关系 

№ ．4．Pel~onship between N0．82 veto 0fw~lexn iakuaIlg ore mrI and Iin 0llg fracture． 

之所以次级矿脉富集部位和延深受玲珑断裂 

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玲珑断裂为导矿、配矿构 

造，近处温度较高，虽然可形成发育的黄铁矿及蚀 

变，但此时不利于 Au的沉淀。而距离太远，含金 

成矿流体也无法运达而难以大量富集。 

5 矿田三级构造控矿特征 

矿田内的三级构造为重要的容矿构造，它直 

接控制着矿化带及矿体的空间分布。目前已发现 

5OO条之多 ，多呈 NNE向展布，长几百到几 

千米，矿化类型以石英脉型和石英脉与蚀变岩混 

合型为主，其主要特征如表 1 

5．1 控矿构造方向与金矿化 

玲珑断裂以西包括西山矿段和欧家夼矿段的 

各条矿脉，整体上以 NEE走向为主，并在东部接 

近玲珑断裂处产生拐折或斜列，走向由 M强一 

NE，其中北部西山矿段的矿脉在拐折端或 NE向 

的斜列矿脉矿化较强，往往富含工业矿体；而南端 

的欧家夼矿段则有所不同，NEE走向的矿脉含矿 

性较好(见表 1、图 1)。 

玲珑断裂 以东的矿脉：矿脉整体上呈 

NEE走向，且以 NE向为主。其中距离玲珑断裂 

较近的西部 5l 、52 、6l 、47 、69 等矿脉，由西 

向东，走向常发生拐折 ，由NEE向折成 NE向，且 

折成 NE向后矿化变弱；距离玲珑断裂较远的东 

部矿脉，如 4 、48 、44 、5 、8 等矿脉，走向以 

NE为主，且富含工业矿体(表 1)。 

5．2 断裂构造的分肢复合控矿 

矿体的赋存部位往往与含矿断裂(矿脉)的 

分肢复合具有一定的关系，姚凤 良[ ]认为 NE向 

断裂与 NEE向断裂复合部位 有利于成矿。除 

不同走 向矿脉复合外，同一条矿脉常在走向及 

图 5 83 脉 263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ng．5．Ge0l0 cal p曲 Ie 0fNo．83 ve，m． 

1．第四系；2．．玲珑花岗岩；3．蚀变花岗岩；4．矿体；5．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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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上产生分肢复合现象，形成构造透镜体，在 

这种情况下 ，分肢部位及肢脉 中常富含工业矿 

体，而复合后 的矿脉 中矿化反而变弱。如 图 5 

为玲珑金矿 田 83 脉 263勘探 线地质剖面图， 

从中可以看出，矿体赋存在构造透镜体化的肢 

脉中。 

表 1 玲珑金矿田断裂构造方位与金矿化关系 

Table 1．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tion offracture structures and gold mirw．raliTa6on in the Ling
,long gold ordldd 

距离0 距离0 矿段 矿脉 长度 方位 类型 旷段 矿脉 长度 方位 类型 矿段 矿脉 长度 方位 类型 

／m ／m 

l08 5 200 N5 E A 50～75O 86 l 70o N80。E B 300 48 270o N45。E B 

N70~E B 75O～l l0o N9(PE B ～l 70o 5 400 N45。E A 

N80。E C l l0o～2 500 85 1 800 N70oE C 10o 8 55O N45。E A 

55 3 500 N80~E A 10o一500 N80~E C ～l 400 51 1 400 N45。E B 

N400E C 600～1 800 84 500 N70~E C N8ooE A 

56 4 500 N450E A 250—500 欧 83 l 300 N70~E B 80—300 52 2 10o N45。E A 
九 

N85oE C 500～2 500 N80~E A 600一l aD0 N75。E B 

58 1 300 N70oE B 80～35o 家 82 l 500 N65。E B l0o一35O 47 2 300 N400E A 
曲 

N45。E C 35O～l 800 N80~E A 70o～l 200 61 N／0*E B 

西 53 1 800 N40oE B 50～35o 夼 8l 2 70o N70~E C 800～l 400 1 aD0 30。E B 
大 山 

N85oE C 35O～l 800 N80。E B 【400～25a 5o N8ooE C 

71 1 90o N／0*E B 200～70o 92 1 200 N40oE B l5O～35O 1 45O 30。E B 
开 

N400E C 70o一1 300 9l 75O N80。E B 35O～70o 10 N8ooE C 

l0 1 600 N45。E B 50～400 90 l5O N70oE B 80～300 1 500 N45。E A 
头 

N／if'E C 400—1 200 N70~E B 9 N／0*E C 

N60oE C 300 4 laD0 N40oE A 700 N8ooE B 

131 4 aD0 N70~E C ～200o 41 300 N40oE B 13 N45oE A 

C 42 200 N40oE A 300 I5ooE B 

断裂玲珑 B 43 l5O N40oE B ll 600 3 E B 

破头青断裂 44 70o N80~E B 68 

注：①指与玲珑断裂的距离；A．矿体连续，并具富矿段；B．矿体连续性差、偶具富矿段；C．矿化弱，不具富矿段。 

5．3 雁行状次级构造控矿 

由于受成矿期压扭性构造活动的影响，在矿 

脉断裂带中产生一系列雁行状的张性裂隙，石英 

脉、石英黄铁矿脉、多金属硫化物脉充填其中而形 

成富矿体。单矿体规模较小一般几一般几米到几 

十米，但富矿段常由其在空间上斜列呈雁行状构 

成(图 6)。 

图 6 富矿体雁行状斜列素描图 

Fig．6．Sketch diagram 0f enriched orebodies of diagonal style． 

1．闪长岩脉；2．铁绢英岩；3．多金属硫化物矿体 ； 

4．断层 ；5．含金石英脉 

5．4 次级羽状裂隙构造控矿 

次级羽状裂隙构造控矿为玲珑金矿田蚀变岩 

型矿化较主要的构造控矿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在 

主构造面的一侧或两侧产生次级羽状裂隙，并为 

(石英)黄铁矿脉细脉所充填，同时形成较强的钾 

化、黄铁绢英化等蚀变而构成矿体。其金品位不 

高，但矿体规模常常较大。 

5．5 构造面的形态与金矿化 

金矿体在矿脉中的赋存部位和构造面的形 

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刘石年(1984) 

在对玲珑金矿田 108 脉金矿体的赋存部位研究 

后认为：两次构造活动“波峰”与“波峰”叠加部 

位，构造面上凸，是矿体 的主要产 出部位 ；刘连 

登①在对旧店金矿 1 脉矿体分布规律研究后认 

为，构造面变异部位矿化最好。本文对 69#、48 

脉控矿断裂构造面的变化与工业矿体的空间关 

系进行了分析 ，在 69 脉中Au的线金属量高值区 

①刘连登．平度．莱西地区脉状金矿成矿规律与找矿靶区预测．长春科技大学科研报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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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富集带)向sE侧伏，侧伏角 7Oo左右；而构 

造面波幅变化高值区的长轴方向则向 SW侧伏， 

侧伏角 60~左右，与 Au的线金属量高值区的侧伏 

方向相反 ，矿体位于构造面高梯度变化带(图 7)。 

在 48#脉的四次控矿构造面趋势及 Au的线金属 

量等值线图中(图 8)，控矿构造面波幅变化高值 

00 

区总体侧伏方向为 SW，侧伏角 65o左右，Au的线 

金属量高值区也明显向 SW 侧伏 ，主要矿体的富 

集带与控矿构造波幅的高值 区即构造面的上凸 

部位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矿体即可以富集于 

构造面高梯度变化带，也可以存在于构造面的上 

凸部位 。 

图7 69#脉四次趋势构造面及线金属量等值线 

Fig．7．Contour diagram ofthe 4 fourth trend surface and fine Inass in No．69 ore vein． 

(注：虚线为构造面等值线，单位为：m；实线为金属量等值线 ，单位为：g·t ／m) 

图 8 48 脉四次趋势构造面及线金属量等值线 

Fig．8．Contour diagram ofthe 4 fourth trend 

surface and line Inass in No．48 ore vein． 

(虚线为构造面等值线，单位为：m；实线为金属量等 

值线，单位为：g·t ／m) 

6 结论 

在玲珑金矿田中，破头青断裂为一级控矿构 

造，它控制了整个金矿田矿脉的空间分布、产状； 

矿田内矿化类型、矿物组合以及矿化深度的规律 

性变化均与其密切相关，也说明破头青断裂对整 

个金矿田的控制作用。玲珑断裂为二级控矿构 

造，它控制了次级矿脉的富矿段，矿脉的斜列及走 

向变化，其产状对两侧次级矿脉的赋矿标高产生 

一 定的制约。矿田内其他 NI卜 M强 方向的众多 

断裂为三级控矿构造，它控制了矿体的产出位置、 

形态、产状等；其中不同方向断裂的复合部位、断 

裂构造透镜体化的分肢中、构造面的变异及上凸 

处 ，均为有利的赋矿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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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kinds of fractures occurred in the Linglong gold orefield，and they played different controlling roles in 

gold mineralization．Of these fractures，the Potouqing fault WaS the first一 ade fracture controlling orebodies ，and it 

controlled the distribution ofgold Ore veins，mineralization types，mineral assemblages an d mineralization depth；the 

Linglong fracture was the second一 ade fracture，and it controlled the enrichment section of orebodies，and resulted 

in diagonal Ore veins and trend variance，and it controlled the levels at which the second Ore veins Occur．Other 

fractures凹 NE—NEE Were the rd一 ade fractures，controlling the attitudes，forms and position of or~Dod— 

ies ． 

Key words： Linglong gold orefield； the ade offracture struco．tres controlling gold orebodies ； the role of 

Ore controlling； Po~ qing fault； Linglong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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