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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胶东招莱地区之所以能集中丰富的金矿资源是以下关键地质因素偶合的结果: � 成矿

地质背景是处在新太古代花岗-绿岩地体和后碰撞弧的构造环境下; � 控矿断裂经历了多次韧-脆、

剪切-拉张的复杂变形过程, 形成了宽大的构造岩带, 有利于赋存大规模矿体; � 控矿断裂是复合-

叠加在花岗岩的侵入接触带上, 有利于矿液的活动; � 根据硫、铅同位素特征及产出地质背景, 推

断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以新太古代绿岩为主的结晶基底; � 根据氢氧同位素特征,成矿流体为大气

水和岩浆水的混合流体, 有利于搬运大量成矿物质; � 矿床与岩脉(特别是煌斑岩脉)有密切的时

间和空间关系,表明矿区是构造和岩浆活动的中心, 有利于金矿床的形成; � 成矿时代为燕山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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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地区是中国金矿床主要产地,金矿储量和

黄金产量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也是世界重要产金

地之一。胶东地区的金矿床又集中产在招(远)—莱

(州)地区,有玲珑、焦新超大型金矿床
[ 1]

, 大尹格庄、

三山岛、仓上特大型金矿床和众多的大型金矿床。究

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招莱地区集中如此多的大型—超

大型金矿床? 作者据多年在胶东地区研究所得,谈几

点粗浅认识。

1　金矿床产于胶北绿岩地体和后碰撞

弧构造背景下

　　胶东地区位于华北克拉通东缘,传统构造将其

划为胶辽台隆的一部分[ 2] ,板块-地体构造研究认为

该区属胶北地体
[ 3, 4]
。胶北地体的西界是郯庐断裂,

该断裂是东亚最大的左行平移断裂系统的主干断

裂[ 5] ,它经历了韧-脆性和剪切-拉张多次变形叠加的

复杂变形过程, 控制了中生代以来东亚环太平洋带

的构造演化。它可能是由秦岭—大别山古大洋的转

换断层演变而成。胶北地体的东南界为五莲—荣成

断裂带, 该断裂带伴生有高压变质带、铁镁质岩带、

榴辉岩带、糜棱岩带。断裂南北两侧具有不同的地层

系统, 推测它是古生代华北克拉通南部边缘活动

带
[ 6]

,或秦岭—大别山造山带的古缝合线
[ 7]
。晚古生

代末, 胶北地体位于现在的蚌埠—五河地区的东延

部位, 是郯庐断裂带巨大的左行平移将其推移到现

在的位置
[ 5]

,并沿五莲—荣成断裂发生陆内俯冲, 形

成了玲珑等黑云母花岗岩类 [ 8]。根据以上论述,可知

中生代的胶北地体是处于华南、华北克拉通后碰撞

弧( postcollision arc)构造环境。这就是胶东地区金

矿床如此丰富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有许多超大型

金、铜矿床也是产在后碰撞弧环境 [ 9]。

2　控矿构造是经历了复杂变形的大规

模构造岩带

　　招莱地区所有大—超大型金矿床几乎都产在招

平(招远—平度)、焦新(焦家—新城)和三仓(三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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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招莱地区金矿地质简图

F ig . 1　Geolog ical sket ch o f Au depo sits in Zhao lai area
a.平面图　b.剖面图

1.中新生界　2.元古宇　3.太古宇胶东岩群　4.艾山斑状花岗岩　5.郭家岭斑状花岗岩

6.滦家河花岗岩　7.玲珑花岗岩　8.地质界线　9.主要和次要断裂　10.金矿床

岛—仓上) 3条主控矿断裂带上(图 1a) ,这 3条断裂

带有以下主要特征:

( 1)断裂的总体走向为 30°～40°, 断裂倾角为

30°～40°。有的地段走向偏北,为 10°～30°,如招平断

裂带招远以南到夏甸一带; 有的地段偏东,为 50°～

80°, 如招平断裂带招远以东的破头青断裂、焦新断

裂带黄山馆以东地段和三仓断裂带的仓上矿区段。

这类 NEE 走向的地段可能是改造了早期近 EW 向

基底断裂的结果。

( 2)断裂都经历了早期韧性剪

切变形( D2 ) , 早中期(成矿前)的脆

性剪切变形( D 3 ) ,中晚期(成矿期)

的拉张性剪切变形 ( D4 ) , 晚期(成

矿后)再次受到压扭性剪切变形

( D 5) ,形成几十米到几百米, 甚至

上千米宽的构造岩带, 包括糜棱

岩、碎粉岩、碎粒岩、角砾岩、碎裂

岩等, 这些构造岩是蚀变岩型矿体

的主要赋存部位。

( 3)每条断裂都具有一呈舒缓

波状的主断裂面,主断裂面上有 15

～50 cm 厚的灰白色至灰黑色的断

层泥。断层泥可划分出未固结、半

固结、固结 3种, 显示其多次压扭

性剪切变形的特征。断层泥多为不

透水层, 对矿液有隔挡作用, 因此

绝大多数矿体产在主断面下盘的

的构造岩中。

( 4)断裂带长达几十公里至百

余公里,沿断裂带分布有大量的煌

斑岩及其他脉岩, 表明断裂切割深

度达上地幔。断裂带不仅为岩浆和

成矿流体提供了通道,也是矿体的

主要赋存部位。因此它们可能既是

导矿断裂,又是容矿断裂。

( 5) 3条断裂带的不同之处是:

相邻两断裂的倾向相反, 形成“断

背形”和“断向形" (图 1b)。推测早

期断裂面可能是花岗岩的侵入不

整合面,后经挤压、上隆, 侵入不整

合面被改造为断裂面, 形成“断背

形”和“断向形”。有研究者认为它

们是一组剖面上的 X断裂 [ 10]不无

道理。从全区讲,矿床都分布在两

条断裂带构成的“断背形”中(图 2b) , 即相邻两断裂

的下盘花岗岩中。主要由胶东岩群组成的“断向形”

范围内,几乎没有金矿床。从单个矿床讲, 矿体主要

产在断裂下盘,仅少数矿体产在上盘。

上述控矿断裂的变形过程复杂, 规模大, 切割

深, 是导致本区形成多个大—超大型金矿床的关键

因素之一
[ 11]
。

96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2003年



3　大—超大型金矿床(体)主要产在断

裂复合-叠加花岗岩接触带

　　上述 3 条主要控矿断裂大部分地段复合-叠加

在花岗岩接触带上。因此金矿床也主要产在复合-叠

加的接触带附近。如玲珑(含台上、阜山)金矿产于玲

珑花岗岩与滦家河型花岗岩的接触带附近; 大尹格

庄、夏甸金矿床产在郭家店花岗岩与胶东岩群的接

触带附近; 三山岛、仓上、焦家金矿床产在玲珑型花

岗岩(包括部分郭家岭型花岗岩)与胶东岩群的接触

带上;新城、河东、上庄等金矿床则产在玲珑型花岗岩

与郭家岭型花岗岩的接触带上。正如上文所述, 这些

断裂原本是花岗岩的侵入接触带, 是后来的挤压、抬

升, 使这些侵入接触带被改造为现在的断裂, 这些断

裂复合-叠加接触带是岩浆和流体最活跃的地段
[ 12]

,

是形成大规模金矿床的又一重要因素。

4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以胶东岩群为主

的太古宙结晶基底

　　招莱地区大—超大型金矿床虽然主要是产在花

岗岩中,但它们产出的背景环境是新太古代花岗-绿

岩地体。在矿区附近总可以见到胶东岩群斜长角闪(

片麻)岩类,即绿岩的“身影”。如焦家、三山岛、仓上、

大尹格庄矿床,控矿断裂带上盘往常出现胶东岩群

的斜长角闪岩, 即使是产在花岗岩体中的金矿床, 矿

区岩体中的斜长角闪岩残留体或捕掳体也很常见,

表明矿区附近原本分布有角闪质变质岩类。

据前人[ 1 3, 14]研究, 金矿床的矿石、围岩花岗岩类

和胶东岩群的硫同位素组成基本一致(表 1, 表 2, 图

2) ,它们都具有正向偏离陨石值、分布相对集中的共

同特征,说明它们具有一致的硫源, 这个硫源就是太

古宙结晶基底。

图 2　招莱地区胶东群、花岗岩类和

金矿床硫同素组成特征

F ig . 2　Feat ur es of S iso tope composition fo r Jia odong

g r oup, gr anites and Au depo sits in Zhao lai area

表 1　招莱地区金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Table 1　S iso tope com position of Au deposit s in Zhaolai ar ea

矿床(田)名称 样品数 �( 34S)均值/ 10- 3 �( 34S )范围/ 10- 3 �( 34S)极差/ 10- 3 均方差 测定矿物

玲珑金矿田 85 6. 76 3. 3～10. 4 7. 1 1. 08 Py+ Pyr

台上金矿床 25 7. 33 5. 3～9. 5 4. 2 1. 19 Py+ Pyr

大尹格庄金矿床 17 7. 04 5. 9～8. 9 3. 0 0. 68 Py+ Gn+ Sep+ Pyr

黄埠岭金矿床 22 7. 57 3. 0～8. 8 5. 8 1. 12 Py+ Cpy

灵山沟金矿床 8 7. 44 6. 4～8. 8 2. 4 0. 78 Py+ Cpy

前孙家金矿床 9 5. 78 1. 0～9. 6 8. 6 2. 50 Py+ Cpy

洼孙家金矿床 7 5. 34 0. 2～6. 8 6. 6 2. 72 Py+ Cpy+ Gn

夏甸金矿床 8 7. 76 7. 4～8. 0 0. 6 0. 27 Py

望儿山金矿床 5 8. 9 6. 7～10. 0 3. 3 1. 56 Py

焦家金矿床 28 10. 06 8. 7～11. 8 3. 1 0. 75 Py+ Cpy

新城金矿床 21 9. 73 7. 9～10. 5 2. 6 1. 24 Py+ Cpy

红布金矿床 4 8. 9 4. 8～10. 9 6. 1 2. 78 Py+ Cpy

三山岛金矿床 15 11. 4 7. 9～12. 6 4. 7 1. 46 Py+ Cpy+ Sep+ Gn

仓上金矿床 13 10. 8 9. 23～12. 0 2. 77 0. 82 Py+ Gn+ Sep

　　　　　矿物代号: Py= 黄铁矿; Pyr= 磁黄铁矿; Gn= 方铅矿; Sep= 闪锌矿

资料来源:王义文( 1989) ,王炳成等( 1992) ,李兆龙等( 1993) ,黄德业等(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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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招莱地区主要岩石类型的硫同位素组成

T able 2　S isot ope composition of m ajo r r ock types in Zhao lai area

岩石类型 测定对象(样品数) �( 34S )范围及极差/ 10- 3 �( 34S)均值/ 10- 3 资料来源

胶东岩群变质岩 黄铁矿( 10) 0. 00～7. 8( 7. 8) 4. 99 冶勘 3队和黄德业( 1994)

玲珑型花岗岩 黄铁矿( 7) 4. 2～14. 9( 10. 7) 7. 30 黄德业( 1994)

滦家河型花岗岩 黄铁矿( 10) 3. 9～14. 0( 10. 1) 8. 90 黄德业( 1994)

郭家岭型花岗岩 黄铁矿( 5) 2. 7～10. 0( 7. 3) 6. 70 王义文( 1989)

　　本文收集了招莱地区 16个金矿床共 128 个矿

石铅同位素分析结果
[ 15]

, 并按单个矿床求出了平均

值,计算了单阶段模式年龄值(表 3)。现将其特征概

括如下:

( 1)各矿床的铅同位素组成虽然存在一定的差

别,但总体上是比较一致的。单个矿床的 w (
206

Pb) /

w ( 204
Pb)的平均值稳定在 17. 00～18. 00, w ( 207

Pb) /

w ( 204
Pb ) 的平均值多稳定在 15. 00～ 16. 00, w

( 208
Pb) / w ( 204

Pb)稳定在 37. 00～38. 00,只有少数矿

床低于或高于这一范围(表 3)。

( 2)采用 H. H 法计算的单阶段模式年龄一般在

600～800 M a,多数集中在 700 M a 左右(表 3)。这个

年龄既不代表胶东岩群的年龄; 也不反映花岗岩类

侵入体年龄; 更不是矿化年龄。表明矿石铅不属于单

阶段演化普通铅, 模式年龄不具有计时意义。

( 3)根据模式年龄计算 �值一般为 8. 0～9. 0(表

3) ,只有极个别的矿床超出这一范围,显示出招莱地

区结晶基底铀亏损的特征。

( 4)胶东地区金矿床的矿石铅、花岗岩类的长石

铅和胶东岩群的全岩铅的同位素组成是基本一致的

(表 4) , 将它们投影在图 3 中, 三者都落在克拉通化

地壳区,说明它们的铅源是一致的, 表明胶东地区金

矿床的铅源主要是太古宙结晶基底,显生宙以来地

幔铅的加入微不足道。

根据金矿床的产出地质环境和硫、铅同位素特

征, 推测成矿物质主要是来自太古宙结晶基底,特别

是其中的新太古代绿岩
[ 16, 17]

。

表 3　招莱地区金矿床矿石铅同位素组成

T able 3　Pb isot ope composit ion o f Au depo sits in Zhao lai area

矿床名称 w ( 206Pb) / w ( 204Pb) w ( 207Pb) / w ( 204Pb ) w ( 208Pb) / w ( 204Pb) �值 模式年龄( Ma) 样数 分析矿物

玲珑 17. 286 15. 441 37. 984 8. 89 633 58 Gn+ Py+ Sep+ Pyr

台上 17. 512 15. 471 37. 934 8. 92 501 20 Py+ Gn

东风 17. 596 15. 559 38. 050 9. 08 542 2 Py+ Gn

金翅岭 17. 194 15. 407 37. 759 8. 84 662 2 Gn

灵山沟 17. 176 15. 441 37. 824 8. 90 710 2 Gn

十里铺 17. 134 15. 441 37. 739 8. 93 753 7 Gn

望儿山 17. 157 15. 440 37. 660 8. 92 733 1 Py

马塘 17. 268 15. 555 38. 036 9. 14 784 2 Gn

焦家 17. 272 15. 477 37. 758 8. 97 686 10 Gn+ Py

新城 16. 951 15. 214 38. 086 8. 50 620 4 Gn+ Py

仓上 17. 244 15. 558 38. 109 9. 14 798 2 Gn

三山岛 17. 222 15. 460 37. 840 8. 95 710 14 Gn+ Py+ Sep

大尹格庄 17. 132 15. 421 37. 636 8. 88 729 2 Py

旧店 18. 156 16. 150 39. 315 10. 18 793 2 Gn

　　注:计算参数据G. L. Cumming 和 J. R. Rich ards , 1975。

矿物代号: Py = 黄铁矿, Pyr= 磁黄铁矿, Gn= 方铅矿, Sep= 闪锌矿。

资料来源:姚凤良等( 1983) ,王义文( 1988) ,李兆龙等( 1993) ,张理刚,王炳成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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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招莱地区各地质体铅同位素组成

Table 4　Pb isotope composition of g eolog ical bodies in Zhaolai ar ea

w ( 206Pb ) / w ( 204Pb) w ( 207Pb) / w ( 204Pb) w ( 208Pb) / w ( 204Pb) �值 模式年龄( M a)

胶东岩群 17. 304 15. 399 37. 382 8. 81 570

玲珑型花岗岩 17. 166 15. 441 37. 733 8. 92 725

滦家河型花岗岩 17. 140 15. 439 37. 718 8. 92 741

郭家岭型花岗岩 17. 232 15. 471 37. 813 8. 97 710

图 3　招莱地区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Fig. 3　Pb isotope composition features of Au

deposits in Zhao la i ar ea

×.郭家岭型花岗岩　△.滦家河花岗岩　+ . 玲珑型花岗岩

○. 胶东岩群斜长角闪岩　·.金矿床

4　成矿流体的性质

前人通过实测( �( DH
2
O) )和计算( �( 18

OH
2
O ) )获得

胶东地区金矿床成矿流体的氢氧同位素的大量数据

(表 5)。�( DH
2
O )是直接测定石英流体包裹体获得的;

�( 18
OH

2
O )是采用石英-水氧同位素方程和平衡温度

计算获得的。下面分矿田(区)讨论成矿流体的性质

和来源。

( 1)玲珑矿田的 23件分析结果 �( 18
OH

2
O ) = 8. 4

×10- 3～1. 88×10- 3, 平均为 5. 78×10- 3 ; �( DH
2
O) =

- 53. 5×10
- 3
～- 93. 00×10

- 3
, 平均为- 68. 27×

10
- 3
。将其投影到 �( DH

2
O ) -�( 18

OH
2
O )图解中(图 4) ,

有 13件样品落在 300℃岩浆水演化线之右侧,有 6

件样品落在300℃大气水演化线之左侧。显示成矿流

体是大气水和岩浆水的混合流体。多数投影点落在

300℃岩浆水演化线右侧,显示以岩浆水为主。

( 2)大尹格庄金矿床是招平断裂带南段的特大

型金矿床,有 3件分析结果的 �( 18
OH2O ) = 1. 4×10

- 3

～ - 0. 7× 10
- 3

, 平均为 0. 5×10
- 3

; �( DH2O ) =

- 81. 00×10
- 3
～- 75. 00×10

- 3
, 平均为- 77. 7×

10
- 3

,是招莱地区 �( 18
OH2O )值和 �( DH2O )值最低的金

矿床。投影点落在 300℃大气水演化线左侧(图 4) ,

表明该矿床成矿流体也是大气水和岩浆水的混合流

体, 但大气水占了主导地位。

( 3)三仓金矿田样品 6个分析, 其 �( 18
OH

2
O ) =

4. 41×10
- 3
～0. 96×10

- 3
, 平均为 2. 67×10

- 3
; �

( DH
2
O ) = - 60. 58×10- 3～- 92. 00×10- 3 ,平均值为

- 74. 46×10- 3。在图4中,全部投点均落在300℃大

气水演化线左侧,同样也显示出成矿流体以大气水

为主的特征。

( 4) 焦新矿田 3 个矿床的 9 件分析结果中, �
(

18
OH

2
O ) = 6. 69×10

- 3
～3. 90×10

- 3
, 平均为 5. 46×

10- 3 ; �( DH
2
O ) = - 60. 07×10- 3～- 95. 80×10- 3, 平

均为- 79. 76×10- 3。投影到图 4中,投影点分散在

300℃大气水演化线交接的区域,显示大气水和岩浆

水所占比例相当。

综上所述, 招莱地区金矿床成矿流体为大气水

和岩浆水的混合流体[ 18]。但蚀变岩型和石英脉型之

间还存在差别, 蚀变岩型金矿床(大尹格庄、三仓矿

田、焦新矿田)的成矿流体以大气水为主, 这是因为

蚀变岩型矿床控矿断裂规模大、切割深、岩石破碎程

度高, 有利于大气水的下渗、加热和循环, 演化为成

矿流体; 而玲珑矿田石英脉型矿床的成矿流体以岩

浆水为主, 则是因为含金石英脉与煌斑岩脉空间和

时间关系密切,表明控矿断裂直接或间接与上地幔

是连通的, 可能会给成矿流体带来更多的与煌斑岩

浆有关的岩浆水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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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招莱地区金矿床矿石石英包裹体流体氢氧同位素组成

Table 5　H, O isotope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 fr om Au ores in Zhao lai area

序号 样号 矿床 采样位置及产状 测定对象 �( 18O石英 ) / 10- 3 平衡温度(℃) �( 18OH2O) / 10- 3 �( DH2O) / 10- 3

1 260 玲珑 西山 230m 伟晶岩 石英 11. 1 350 5. 3

2 309 玲珑 108号乳白色石英脉 石英 14. 1 320 7. 4 - 83. 5

3 331 玲珑 108号乳白色石英脉 石英 13. 1 320 6. 4 - 75. 2

4 249 玲珑 108号含矿石英脉 石英 14. 1 323 7. 8 - 85. 2

5 308 玲珑 52号含矿石英脉 石英 13. 8 340 7. 7 - 75. 2

6 333 玲珑 52号含矿石英脉 石英 13. 0 312 6. 0 - 82. 5

7 261 玲珑 108号石英方解石脉 石英 15. 0 280 6. 9 - 68. 7

8 262 玲珑 108富硫化物石英脉 石英 15. 8 300 8. 4 - 73. 2

9 LD1 玲珑 51号石英脉 石英 13. 6 250 4. 2 - 77. 7

10 04 玲珑 53号石英脉 石英 14. 1 235 4. 0 - 85. 0

11 08- 2 玲珑 含金紫色石英脉 石英 12. 2 340 6. 1 - 76. 0

12 03- 2 玲珑 含金紫色石英脉 石英 10. 7 340 4. 6 - 64. 0

13 09 玲珑 含金硫化物石英脉 石英 16. 6 250 7. 2 - 54. 0

14 10 玲珑 含金硫化物石英脉 石英 15. 0 290 7. 2 - 58. 0

15 玲珑 含矿白色石英脉 石英 12. 3 330 6. 43 - 71. 3

16 玲珑 石英多金属脉 石英 10. 8 250 1. 88 - 73. 3

17 玲珑 白色石英脉 石英 12. 1 330 6. 17 - 65. 0

18 玲珑 灰色石英脉 石英 14. 2 270 5. 21 - 64. 2

19 玲珑 含金石英脉 石英 13. 8 300 6. 89 - 53. 5

20 玲珑 石英方解石脉 石英 13. 9 270 5. 79 - 53. 7

21 Q19 玲珑 52号石英脉 石英 12. 6 250 3. 2 - 93. 0

22 Q48 玲珑 55号石英脉 石英 13. 7 250 4. 3 - 76. 0

23 Q145 玲珑 108号石英脉 石英 13. 2 250 3. 8 - 62. 0

24 尹格庄 - 140m 含矿石英脉 石英 9. 1 / - 0. 7 - 81. 0

25 尹格庄 - 140m 含矿石英脉 石英 11. 2 / 1. 4 - 75. 0

26 尹格庄 - 175m 伟晶岩 石英 9. 6 / 0. 7 - 77. 0

27 140- 1 仓上 - 50m 白色石英脉 石英 12. 6 250 3. 2 - 76. 7

28 140- 2 仓上 - 50m 灰色石英脉 石英 14. 1 250 2. 3 - 82. 0

29 三山岛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 / 4. 41 - 60. 6

30 三山岛 石英方解石脉 石英 12. 5 / 0. 96 - 92. 0

31 三山岛 石英重晶石脉 石英 12. 8 / 1. 26 - 72. 0

32 新城 - 70m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13. 5 / 5. 40 - 91. 0

33 新城 - 70m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14. 7 / 6. 60 - 81. 0

34 新城 - 70m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13. 9 / 5. 70 - 89. 0

35 焦家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 / 5. 79 - 60. 1

36 焦家 黄铁矿石英脉 石英 / / 6. 69 - 60. 1

37 马塘 含矿石英脉 石英 10. 0 / 3. 90 - 75. 4

38 马塘 含矿石英脉 石英 13. 6 / 4. 60 - 88. 9

39 马塘 含矿石英脉 石英 13. 5 / 5. 50 - 95. 8

40 马塘 含矿石英脉 石英 14. 0 / 5. 00 - 76. 6

　　资料来源: 1～8和 26～31据王炳成等( 1993) ; 9～14和 33～35据张理刚( 1989) ; 15～20和 40据杜心君( 1988) ; 24～25和 36～37

据李兆龙等(1993) ; 30～31据李晓明( 1988) ; 21～23据韩世珍( 1986)。

　　据流体包裹体的研究结果, 招莱地区金矿床的

成矿温度为 200～350℃,属于中低温的范围;成矿压

力范围为 30～50 M Pa, 相对较低, 显示成矿深度不

大;成矿流体的盐度 w ( NaCl) = 6%～14%, 属中等

或低盐度
[ 16, 17]

。与西澳耶尔岗地块的绿岩型金矿床

相比,成矿温度和压力要低, 而成矿流体的盐度明显

偏高 [ 29, 30] , 显然两者成因是不同的。从上述特征看胶

东招莱地区金矿床与环太平洋的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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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招莱地区金矿床 �( 18OH2O) -�( DH2O)图解

(据王炳成等( 1993) ,本文有修改)

F ig . 4　�18O H
2
O-�DH

2
O P lot fo r Au deposits

in Zhao lai ar ea

床[ 31 ]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5　金矿与岩脉时间、空间关系密切

胶东招莱地区大—超大型金矿床与岩脉有密切

的空间、时间关系, 尤其是玲珑金矿田, 岩脉的期次

多,成分复杂,密度大,达 10条/ km
2[ 19]。刘辅臣[ 20]对

玲珑矿田岩脉与含金石英脉进行研究后认为, 区内

的中基性岩脉与含金石英脉有同源、同时、同构造空

间的三同关系,强调金矿床与岩脉存在成因关系。世

界许多前寒武纪地质区金矿床与煌斑岩为主的中基

性岩脉也存在这种伴生关系, Ro rck 等写过一系列

的论文,强调金矿床与煌斑岩存在成因联系
[ 21, 22]

。虽

然这一认识后来受到 T alor 等的批评
[ 23] , 但作者认

为 , 在一个地区多成分、多期次脉岩的存在,表明该

地区既是构造活动的中心, 也是岩浆活动的中心, 只

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金矿床成矿的有利

条件,与金矿脉时空关系最密切的是煌斑岩脉,两者

同构造空间, 形成的时差最小。同时也表明容矿断裂

是直接或间接与上地幔连通的, 因此煌斑岩浆即使

不是金的提供者,也不能排除与煌斑岩浆同源或有

关的深源流体参与成矿作用的可能。

6　成矿时代为燕山晚期

前人采用 K-Ar 法和 Rb-Sr 等时线法测定与成

矿有关的蚀变绢云母或钾长石的同位素年龄, 将胶

东金矿床的主要成矿年龄限定 105～135 Ma
[ 24, 25]。

杨进辉等测得载金黄铁矿的 Rb-Sr 等时线年龄为

121. 6～122. 7 M a
[ 26]
。作者采用先进的 SHRIMP 测

年方法测得玲珑型黑云母花岗岩的锆石 U -Pb 年龄

为 160～150 M a,郭家岭型花岗闪长岩的年龄为 130

～126 M a,成矿后的花岗斑岩脉的年龄为 120 M a。

由于玲珑花岗岩和郭家岭花岗闪长岩被矿化, 金矿

化年龄就被限制在 126～120 M a
[ 27, 28] , 与前人的结

果一致, 属中生代燕山晚期。

大规模的成矿事件常常发生在一次大规模岩浆

事件之后或其晚期,燕山期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强烈

的岩浆活动期,燕山晚期是最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热

液矿床的时期。

7　结论

综上所述, 胶东招莱地区的大—超大型金矿床

形成于华南-华北克拉通后碰撞弧 ( Postcoll isions

arc)的构造环境; 受控于经历了韧-脆性、挤压-拉张

复杂变形叠加的大型构造岩带; 根据矿床产出的地

质环境和铅、硫同位素组成特征,表明成矿物质主要

来自以绿岩为主的太古宙结晶基底;成矿流体为大

气水和岩浆水的混合流体; 成矿深度不大; 成矿温度

为中低温; 成矿时代为中生代燕山晚期,与碰撞后的

活动弧构造环境下的岩浆活动有成因联系, 属环太

平成矿带的中-低温岩浆热液金矿床,但成矿物质主

要是来自以胶东岩群为主的太古宙结晶基底, 属太

古宙结晶基底的矿源、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改造成

矿。是上述有利成矿的因素偶合在一起,使胶东地区

形成如此多的大—超大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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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FACTORS FOR FORMATIONOF LARGE-SUPERLARGE

AUDEPOSITS IN ZHAOLAI AREA, JIAODONG REGION
LUO Zhen-kuan, GUAN Kang, YU He-yong, LI Yong-ming

( T ianj in Geological A cademy , T ianj in 300061, China)

Abstract: 　The abundant and concentrated Au mineral resources in Zhaolai area, Jiaodong r eg ion is the

(下转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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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hang chun 130021, China)

Abstract: 　Deep-mix ing method has been used w idely in our country as a w ay of soft-soil t reatment , but

during the course o f const ruct ion, the st reng th of the pile shaft is usually influenced because o f the prob-

lems such as the m ixed materal's returning to sur face, the homogeneous degree o f soil-mixing , addit ives

and or so on. So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st ruct ion some w ay must be done to decrease occur rence of such

phenomena.

Key words :　deep-mixing method; the problems of the m ixed material's returning to sur face; the homoge-

neous degr ee o f soil; mixing addit ive

(上接第 102页)

coupling ef fects of the follow ing facto rs: � the Neoar chean g ranite-g reenstone ter ane and po st collision

arch geolo gical background; � expo sit io n of ore-control ing f racture to mul tiple duct ile-brit tle, shearing-

st reching deformat ion to form w ide tectonite zones w hich are favourable for larg e scale or e bodies; � su-

perimposit ion of ore-control ing fractures on contact zones o f g ranit ic bodies fav ourable for hydrothermal

fluid act iv ity ; � or e materials suppl ied by basemental g reenstor ne-dom inated rock infered by S, Pb iso-

topic feature; � incor peration of meteo ric w ater into magmat ic w ater to form large volume f low of ore flu-

id and transport larg e volume ore materials infered by H, O isolope feature; � magmat ism centered at ore

distr ict evedenced by clo se spat ial relat ion betw een Au deposit and lampr ophyr e dy lces fav our able for for-

mat ion of Au deposits; � the ore-forming period coincidod w ith the late stag e o f larg e scale Yanshanian

magmat ism.

Key words :　larg e-superlarge Au deposit ; key factor ; coupling; Zhaolai area; Shandong pro 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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