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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泰莱幔枝构造包括幔枝核部#岩浆 变质杂岩%)外围沉积盖层中的拆离滑脱构造和上部幔

枝上叠构造三部分构成&认为泰安"莱芜地区铁金铜矿找矿突破很大可能在泰莱幔枝滑脱层构

造中'也可能是寒武系)奥陶系中的隐爆角砾岩型金矿或夕卡岩型金矿!

!

峪岩体近
/8

向与近

)9

向交汇处为含矿流体活动主通道'

/8

向构造成铁矿'

!

峪岩体深部可能有大规模铁矿!

998

向构造成金矿'

!

峪岩体中部深处可能有富金矿&

关键词!

!

幔枝构造!构造控矿!成矿潜力!泰安"莱芜地区!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

!

:'$#

!

:&#!

!

文献标识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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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幔枝构造为地幔热柱多级演化中的第三级构

造*

#

+

&幔枝构造一般由核部岩浆 变质杂岩)外围拆

离滑脱层)上叠断陷火山 沉积盆地三个地质单元组

成'它们一起构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

!

+

&幔枝构

造往往发育一套独特的断裂构造体系'也是幔枝构

造成矿控矿的主要场所$幔枝核#轴%部构造主要为

脆韧性 韧脆性剪切带'或以叠加断裂构造为主&这

主要与岩浆 变质杂岩形成环境有关'可分为轴部韧

脆性剪切带)次级韧脆性剪切带)岩体环状及放射状

断裂构造等!幔枝构造外围拆离滑脱层中往往发育

几组断裂构造$主拆离滑脱带)次级拆离滑脱带)反

向铲状断层及横张断裂等!在幔枝隆升过程中叠加

在不同构造单元之上的断陷火山 沉积盆地及与次

火山斑岩岩体)玢岩岩体等有关的次火山机构断裂

体系&这些断裂构造往往成为晚期含矿流体活动的

通道和储集场所'是有利的控矿构造空间*

#

+

&

泰安"莱芜地区#以下简称泰莱地区%包括西自

泰安市区)东至莱芜市辛庄一带的广大地域'包括了

传统地质构造上的泰莱凹陷)泰山凸起)新甫山凸起

和部分沂山凸起
$

个
"

级构造单元#图
#

%&泰莱凹

陷北部的泰山凸起'南部的新甫山凸起'东部的沂山

凸起由基底岩浆 变质杂岩#包括太古界泰山岩群)

<<=

岩系和元古代造山花岗岩%构成!基底之上为

古生代沉积盖层'包括寒武系长清群)九龙群'寒武

奥陶系三山子组和中奥陶统马家沟组!寒武系与太

古宇之间为不整合接触!在盖层的最上部是呈近

/8

向弧形断陷中的中生代火山沉积岩系&

泰莱地区属于鲁西幔枝构造*

(

+的一部分'即泰

莱幔枝构造'它集中反映了鲁西幔枝构造的主要特

征&泰山凸起)新甫山凸起)沂山凸起中的基底岩浆

变质杂岩'包括太古界泰山岩群)

<<=

岩系和元古

代造山花岗岩为幔枝核部或轴部!古生代沉积盖层'

包括寒武系长清群)九龙群'寒武 奥陶系三山子组

和中奥陶统马家沟组'为幔枝外围拆离滑脱层!寒武

系与太古宇不整合面'为滑脱构造!呈近
/8

向弧

形分布的中生代断陷火山沉积盆地"""泰莱凹陷为

幔枝上叠构造&

泰莱地区同华北地区一样'大部分金银多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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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泰莱地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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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系!

!5

白垩系!

(5

侏罗系!

$5

石炭 二叠系!

'5

奥陶系!

&5

奥

陶 寒武系!

.5

寒武系!

>5

泰山岩群!

%5

燕山期闪长岩!

#"5

实测(

推测地质界线!

##5

不整合地质界线!

#!5

背斜!

#(5

向斜!

#$5

正断

层!

#'5

逆断层!

#&5

推测隐伏断层

铜铁成矿区带与幔枝构造有关'鲁西幔枝构造不仅

沟通了深部矿质来源的通道'形成铁金铜等内生金

属矿产'而且幔枝构造的隆升作用把深部矿床抬到

近地表*

$

+

&但与胶东地区相比'鲁西剥蚀尚浅'现已

发现开采的金矿多为矿头'深部仍具有很大的找矿

前景*

(

+

&因此'对泰莱幔枝构造的研究有重要的找

矿意义&

图
"

!

东西向高分辨率
#

波速成像剖面#据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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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水平线注记岩石圈底界'玫瑰红线指示上地幔破砰带位置

#

!

泰莱地区的中生代幔枝构造

杨文采等*

'

+利用天然地震的
)

波地震层析成像

研究表明'华北东部存在两条上地幔破碎带'其中一

条出现在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下方!在渤海湾地区发

育地幔热羽柱体系#图
!

%&图
!

中在郯庐断裂的深

部出现明显的上地幔隆起&

朱介寿等*

&

+认为鲁西在内的东北)华北地区是

东亚巨型上地幔低速带的组成部分&这个低速带中

的岩石圈厚度为
&"

#

>"P1

'具有极低速的软流圈'

上地幔的上升热流构成了热室效应'这个巨型低速

带与大西洋中脊地球物理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而

它产于大陆地区'故被称为东西巨型裂谷系&

泰莱地区位于郯庐断裂的西侧'是中生代鲁西

幔枝构造的核心部分#图
(

%&

!$!

!

%&

向构造带#凸起与凹陷过渡带$形成

对区内的区域变质作用演化研究表明'鲁西地

区发生过
$

次构造运动&

!

#

期是本区最主要的构

造运动'它构成了基底岩石的基本构造形态'具塑性

剪切变形特点&

!

!

期主要发生在西南峪"柳杭一

带'形成从东到西几条
9980))/

向韧性剪切带'并

叠加在
!

#

之上&

!

(

期叠加在
!

!

期韧性剪切带

上'表现为在已有的韧性剪切带岩石之上叠加的扭

性揉皱'压扭性揉皱方向与
!

#

期片理面大致呈
#""

#

(""

的夹角!吕梁运动钾质花岗岩侵入体及其韧性

剪切事件之后'地壳固化'进入地台发展阶段&

!

$

期发生在沉积盖层之后'由于近地表'变形特点以脆

性为主'一系列断裂构造的结果将太古宇切割成一

系列凸起和凹陷断块'形成凸起与凹陷的过渡带

#

/8

向构造带%&

!$"

!

郯庐断裂带派生断裂

据花林宝等研究资料*

>

+

'郯庐断裂带是我国东

部
99/

向岩石圈深大断裂'断裂带及其邻区是构造

(>#

第
("

卷
!

第
!

期 宗信德等$泰安"莱芜地区幔枝构造与铁金铜矿床成矿潜力



图
'

!

鲁西中生代幔枝构造简图#据文献*

!

+'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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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生代断陷火山 沉积盆地沉积岩系!

!5

晚古生代沉积岩系!

(5

早古生代拆离滑脱层!

$5

核部岩浆 变质杂岩!

'5

反向铲状断

层!

&5

次级拆离滑脱带!

.5

主拆离滑脱带!

>5

实测及推测断裂!

%5

泰莱地区范围

脆弱地带'形成著名的胶东金矿集区)鲁西铁金矿集

区&胶东金矿集区)鲁西铁金矿集区分布在郯庐断

裂带山东段的东)西两侧'由于两侧的断裂构造型式

有明显的差异'东侧的胶东金矿成矿以
9/

向断裂

为主'而西侧的鲁西铁金矿成矿以
98

向)

998

向

断裂为主&据此推测西部的
998

向断裂'研究区

的祝阳"唐庄断裂和抬头"

!

峪断裂也属郯庐断裂

带的派生断裂'对成矿有利&

!$'

!

((&

向陡倾韧性剪切带或脆性断裂活动

侏罗纪末期'泰莱地区至少产生
!

组
998

向

陡倾韧性剪切带或脆性断裂#图
$

%&一组为东部的

998

向铜冶店"孙祖断裂*

%

+及其韧性剪切带'另

一组是西部的二虎官庄"永丰庄韧性剪切带及其隐

伏的
!

条
998

向断裂$

&

#5(5#

!

铜冶店$孙祖断裂

铜冶店"孙祖断裂北起莱芜北栾宫'与黑虎

泉"狼山断裂相接'往南经莱芜龙磨角)铜冶店)百

咀红)丈八丘'至蒙阴土门)莫庄)九寨)代庄'至沂南

孙祖'全长约
#&"P1

'工作区内长约
$'P1

&断裂

走向
(!"X

'倾向
)8

'倾角
&"X

#

>"X

'断裂带宽
#"

#

#""1

'带内构造角砾岩)挤压劈理带)扁豆体)断层

泥发育'断裂具有清楚)强烈的压扭性特征&根据大

的构造带从地表至地下依次表现形式'深部应为韧

脆性和韧性变形构造带*

#"

+

&

#5(5!

!

998

向隐伏断裂

#

#

%祝阳"唐庄断裂&祝阳以北部分和唐庄以

南部分断裂为实际出露'祝阳"唐庄间为第四系覆

盖&唐庄向南为化马湾"谢家庄断裂'分布于化马

湾"谢家庄间'它使望府山单元条带状细粒黑云英

云闪长岩与李家楼单元片麻状中细粒黑云英云闪长

岩断层接触'此段长约
#>P1

'走向
(("X

'北部倾向

8

'倾角
&%X

#

.'X

'而南部则近于直立&

#

!

%抬头"

!

峪断裂与
!

峪"裴家庄断裂)纸

坊"永丰庄"南洋流断裂&抬头"

!

峪断裂在秋林

西北
$P1

出露'秋林经抬头至
!

峪为第四系覆盖!

!

峪"南
!

峪间为
!

峪岩体'断裂长约
!(P1

'走向

(("X

'倾向
9//

'倾角
.>X

&

!

峪"裴家庄断裂分布

于南
!

峪以南至裴家庄村北'延长
##P1

'断裂使北

部泰山岩群柳杭组与寒武系长清群)九龙群断层接

触'使南部泰山岩群柳杭组与山草峪组断层接触&

纸坊"永丰庄"南羊流断裂为
!

峪"裴家庄断裂在

纸坊分支断裂'其走向
(("X

'倾向
9//

'倾角
.'X

'长

#%P1

'为富山倒转向斜西界'它使泰山岩群柳杭组

与望府山单元条带状细粒庄黑云英云闪长岩断层接

触!断裂北部近
!

峪岩体部位收敛'南部撒开&

图
)

!

鲁西燕山期侵入岩及金矿分布简图

#据文献*

!

+'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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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辉长岩!

!5

辉石闪长岩!

(5

闪长岩!

$5

闪长玢岩!

'5

正长斑岩!

&5

花岗闪长玢岩!

.5

正长岩!

>5

断裂!

%5

韧性剪切带!

#"5

韧性剪

切带型金矿!

##5

外围拆离滑脱层型金矿!

#!5

泰莱凹陷区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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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燕山运动形成幔枝构造

燕山运动以来'鲁西地区持续活动的
998

向

陡倾韧性剪切带切割了深部华北地幔亚热柱向外拆

离的地幔岩'使其减压释荷形成深熔岩浆'并沿韧剪

带上侵'甚至通过浅部脆性断裂直达地表'导致火山

喷发)多期次岩浆侵入活动&与此同时'鲁西地区进

入强烈的幔枝构造活动期'使核部#泰莱地区%基底

强烈隆升'盖层大幅度向外拆离滑脱'形成典型的鲁

西幔枝构造*

(

+

&

在上叠构造盆地#泰莱凹陷%边缘有
$

大岩体'

以矿山岩体规模最大&根据铁矿体)铜钴金分布特

征'矿山岩体南东翼是含矿流体活动的主通道及热

源释放系统&另据
$

大岩体分布)平面走势)剖面形

态和区域重力资料综合分析'除铁铜沟岩体外'矿山

岩体南端与
!

峪岩体东端相连'北端与金牛山岩体

东端相连'即矿山岩体)

!

峪岩体)金牛山岩体的深

部可能相连$

&

隐伏的两条
998

向断裂综合对比分析也反映

两断裂之间应是含矿流体活动的主通道及热源释放

系统'也应有隐伏的岩体存在'且与金牛山岩体)

!

峪岩体相连'从而形成了三岩体深部联通)并与

998

向隐伏岩体可能联通的,

*

-字型岩体分布格

局#图
#

%&

!

!

幔枝构造成矿分析

"$!

!

幔枝构造成矿

!5#5#

!

幔枝上叠构造成矿!

OF

"

?D

"

?7

"

;D

#

#

#

%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

分布在幔枝上叠构造的泰莱凹陷中'凹陷边缘的
!

峪岩体)矿山岩体)金牛山岩体和铁铜沟岩体为燕山

晚期中基性)中酸性闪长岩类岩体'它与围岩碳酸盐

类岩石接触交代形成
!

峪矿田)矿山矿田)金牛山矿

田和铁铜沟矿田相关的铁#铜)金%矿床'称之为莱芜

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

&其中'矿山矿田矿床规模最

大#图
'

%'已查明
#&

处矿床'占
$

个矿田资源储量

的
%>5&#Y

!

!

峪矿田)金牛山矿田)铁铜沟矿田矿

床规模较小&

#

!

%铁矿中伴生铜)钴)金&矿山矿田铁矿床中

伴生铜)钴'其中张家洼
(

处铁矿床伴生铜金属资源

储量数十万吨'钴金属资源储量数万吨&伴生铜最

高品位为马庄矿床
#

#

?D

%

Z'5'#Y

'港里
%

矿床
#

图
*

!

莱芜矿山矿田区基岩地质略图

O3

G

5'

!

=F747

G

362412

W

7QCFIB76P3@S23TD7BFQ3F4I

#5

侏罗系!

!5

上二叠统!

(5

下二叠统!

$5

上石炭统!

'5

中石炭统!

&5

中奥陶统!

.5

晚燕山期闪长岩!

>5

地质界线!

%5

背斜!

#"5

向斜!

##5

断裂!

#!5

矿床#点%

#

?D

%

Z!5%%#Y

'曹村矿床
#

#

?D

%

Z!5$%'Y

!伴生

钴最高品位为港里
%

矿床
#

#

?7

%

Z"5!&Y

&在张

家洼
&

)小官庄
'

)港里
%

)马庄矿床中'铁矿石中
#

#

?D

%

"

"5!Y

'伴生的金可以
#

#

;D

%

"

"5([#"

R&圈

定金矿体'金平均品位
#

#

;D

%

Z"5>..[#"

R&

'伴生

金资源量达数十吨&

!5#5!

!

幔枝外围拆离滑脱层构造成矿!

?D

"

:C

"

,@

"

;

G

"

J7

#

#

#

%莱芜铜冶店铜矿床&矿区紧靠铜冶店"孙

祖断裂'矿体赋存于寒武系长清群馒头组下页岩段

和洪河砂岩段下页岩段含铜粉质砂岩)页岩中'顶底

板为泥质白云岩'有
&

'

'

'

"

三层矿体'矿体呈层

状'走向
."X

'倾向
998

'倾角
#'X

#

!'X

&矿石金属

矿物为黄铜矿)黄铁矿'次为辉铜矿)铜蓝'多呈细脉

状或浸染状分布于岩石节理裂隙或方解石)菱铁矿)

石英脉中'呈网格状构造&铜冶店铜矿床属于似层

状热液交代型铜矿*

##

+

!已查明铜金属资源量数万

吨'铜平均品位
#

#

?D

%

Z"5.'Y

(

&

#

!

%莱芜铜山铜矿&矿区位于铜冶店"孙祖断

裂带附近'矿体赋存于寒武系长清群馒头组下页岩

'>#

第
("

卷
!

第
!

期 宗信德等$泰安"莱芜地区幔枝构造与铁金铜矿床成矿潜力



段紫红色泥质白云岩中'呈层状'其产状与围岩产状

一致'走向近
/8

'倾向
#"X

#

#'X

'倾角
#(X

#

!"X

!由

>

个矿体组成'矿体长
&""

#

#"""1

'宽
."

#

''"

1

'厚
#5'"

#

(5!#1

&铜山铜矿床属于似层状热液

交代型铜矿*

##

+

&

#

(

%莱芜鹏山泉黄铁矿床)

&此矿床位于潘家

沟火山岩区卢城北部
#'""1

处的铜冶店"孙祖断

裂带内侧的次级断裂中!断裂带走向
98

'宽
!

#

.

1

'带内断裂构造复杂&赋矿地层为马家沟组北庵

庄段灰岩破碎带!矿体走向
98

'倾向
9/

'倾角
$"X

左右&矿体呈似层状)脉状'走向长
!'"1

左右'斜

深
'"

#

#""1

'厚度
#"

#

!"1

&

#

$

%新泰旋崮河金铜矿()*

*

#!

+

&矿区位于新泰

市北东
("P1

处'区内
"

露地层为泰山岩群雁翎关

组斜长角闪岩和寒武系石灰岩)白云岩'岩浆岩为黑

云二长花岗岩和石英二长花岗岩&矿体受铜冶店"

孙祖断裂带东侧的次级
9/

向断裂控制&矿体由
.

条矿脉组成'走向近
)9

'倾向
8

!矿体呈脉状'走向

长
#""

#

#'""1

'厚度
"5$'

#

$5!"1

&矿石含金品

位为
#

#

;D

%

Z#5!.[#"

R&

#

(5&$[#"

R&

'含铜品位

为
#

#

?D

%

Z"5'Y

#

#5!$Y

&

#

'

%莱新沂铁矿及伴生铅锌铜银矿化$

&矿区

位于莱芜)新泰)沂源交界处&矿体赋存于铜冶店"

孙祖断裂旁侧的奥陶系马家沟组石灰岩中'呈脉状

产出&矿脉走向
#"X

#

$"X

'一般长
!""

#

'""1

'最

长
#"""1

!倾向以
)/

为主'偶有倾向
98

'倾角

&"X

#

."X

'斜深一般小于
!""1

!矿脉厚度一般为
(

#

'1

&矿石矿物主要为褐铁矿)赤铁矿'次为菱铁

矿)方铅矿)闪锌矿)软锰矿'偶见黄铜矿)孔雀石)自

然银!脉石矿物重晶石)方解石)萤石&矿石多呈褐

色块状)蜂窝状)胶状'矿石全铁品位一般
#

#

<OF

%

Z("Y

#

$"Y

'铅品位
#

#

:C

%

Z"5!Y

#

!Y

'锌品

位最高达
#

#

,@

%

Z!5'Y

'铜最高为
#

#

?D

%

Z

!5"Y

'硫最高含量达
#

#

)

%

Z((5&Y

&在临近还发

现有陶家岭金矿*

#!

+

)癑庄金矿)茶峪子金矿等小型

矿床&

#

&

%新泰龙石崖铜矿化点*

#(

+

&矿区位于新泰城

西北
("P1

'赋矿岩系为寒武系长清群馒头组朱红

色云泥岩)暗紫色砂页岩!岩层走向近
/8

向'倾向

北!断裂构造发育'有
998

向和
9/

向两组'以

998

向为主&矿体沿
998

向的断层产出'与断

层产状一致!出露长度
("1

左右'宽度
#"1

左右&

矿化有形式有
!

种$

$

含矿碳酸盐脉'呈细脉状)网

脉状'最宽者
(61

'一般
"5!

#

"5'61

'黄铁矿和黄

铜矿赋存于脉壁中!

(

黄铜矿呈星点状浸染于朱红

色页状云泥岩中&围岩蚀变为碳酸盐化)硅化&矿

石矿物有孔雀石)蓝铜矿)黄铜矿)黄铁矿!脉石矿物

有黏土矿物)方解石)石英&矿石品位
#

#

?D

%

Z

"5!&Y

#

"5&Y

'

#

#

J@

%

Z"5$Y

'

#

#

M

%

Z"5"(Y

'

#

#

,B

%

Z"5""!Y

&

!5#5(

!

幔枝核部或轴部成矿

鲁西幔枝构造的核部或轴部即为莱芜地区
(

个

凸起中的基底岩浆 变质杂岩'包括太古界泰山岩

群)

<<=

岩系和元古代造山花岗岩&

幔枝核部或轴部成矿的实侧以西南峪"柳杭金

矿*为代表&西南峪"柳杭金矿#简称花马湾金矿%

地处新甫山凸起)二虎官庄"永丰庄韧性剪切带上'

矿体赋存于柳杭组第二亚组顶部变质岩系中'由
'

个矿体#

&

'

'

'

%

'

+

'

"

%组成'以
'

号为主矿体'次

为
&

号矿体&矿体走向为
(("X

#

($"X

'倾向为

9//

'倾角为
&"X

#

."X

!走向长
#""

#

##!'1

'平均

厚度为
#5'&1

!金平均品位
#

#

;D

%

Z!5!![#"

R&

&

绢云母
\0;B

法测年反映成矿期年龄为#

!"((5.]

>(

%

J2

'矿床形成于吕梁期'属同构造晚期初生型

金矿,

&

另有资料,显示'本区南部分布在蒙山凸起的

同一韧性剪切带上的刘杜#岳家庄%金矿也为构造期

后再生型金矿'但刘杜#岳家庄%金矿床在吕梁期构

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基础上'由于燕山期岩浆热液活

动'使原来所形成的金矿进一步富集)改造)叠加'故

其金品位较高&

"$"

!

幔枝构造成矿分析

#

#

%幔枝构造的上叠构造形成规模巨大的接触

交代 热液铁矿床及伴生铜)钴)金矿床&

#

!

%幔枝滑脱层构造中铜金铁铅锌等矿点矿化

星罗棋布'尚有大的找矿潜力&区内幔枝滑脱层构

造中成型的矿床主要是铜冶店)铜山铜矿床'其他多

为星罗棋布的铜矿点)金铜矿点)菱铁矿黄铁矿点)

铅锌矿点等&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铜的

找矿标识直观'一见孔雀石)蓝铜矿就做铜的基本分

析'从而容易发现'而金不容易被发现&实际情况是

许多铜矿最后变成了金矿'如上世纪
&"

年代的沂南

铜井铜矿)金场铜矿已变成了沂南金矿等&这些矿

床#点%共同的一点是均分布在郯庐断裂带西侧的

998

向断裂两侧附近*

>

+

'即成矿条件较好'随着地

质找矿工作的深入终将改变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局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面&

#

(

%有调查资料,表明'幔枝核部基本无燕山期

闪长岩类岩体'所成矿体多为吕梁期同构造晚期初

生型金矿'金品位很低&

#

$

%矿床往往分布在与幔枝有成因联系的断裂

带或浅层次火山岩中'即便无侵入体'矿体也一定发

育于与幔枝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的辉绿岩)闪长玢岩)

煌斑岩)细晶岩小岩体中*

!

+

&

#

'

%泰莱地区产于幔枝构造中的铁金铜矿找矿

突破很可能在幔枝滑脱层构造中'鲁西其他地区已

有实例$平邑铜石磨房沟式金矿#距不整合面#主滑

脱构造%

#"

#

!"1

的碳酸盐岩层状微细浸染型金矿

化%'归来庄爆破角砾岩型金矿#产于由寒武系)奥陶

系构成的滑脱层构造中%!沂南铜井夕卡岩型金矿)

临朐铁寨夕卡岩型金矿#产于由寒武系)奥陶系构成

的滑脱层构造中%&

(

!

关于成矿潜力

'$!

!

!

峪岩体再认识

(5#5#

!

!

峪岩体概况

!

峪岩体位于泰莱凹陷边缘南部'岩体东西长

约
#'P1

'宽约
!

#

(P1

'面积约
(!P1

!

&岩体由中

粒角闪辉长岩)橄榄辉长苏长岩)黑云母二辉闪长岩

组成主相'由中细粒黑云母辉石闪长岩)闪长岩组成

过渡相'以及由石英闪长岩)闪长玢岩)二长岩组成

附加相&晚期侵入的为正长闪长玢岩)闪长玢岩等'

主要发育于岩体附加相内&铁矿成矿母岩为主相岩

石黑云母二辉闪长岩)辉石闪长岩&岩体年龄
>#

#

#"$J2

'属燕山晚期&

(5#5!

!

!

峪岩体是杂岩体又是复式岩体

!

峪岩体侵位于中奥陶统与下奥陶统间'其浅

部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呈
/8

向带状分布&岩体

是同源岩浆在不同深度先后分离)上升和侵入定位

所形成的岩体共生组合*

#$

+

'即岩体的分相特征明显

#杂岩体%&由于其分异)演化充分'因而它是铁矿成

矿岩体&在
!

峪至唐庄之间#岩体狭缩部位%的

998

向二长斑岩岩脉属于在杂岩体之后)在构造

薄弱部位形成的一次侵入活动'与主相岩石无必然

的成因联系'但它反映了先后形成的岩体间有,血

缘-上的继承性'与石英闪长岩)二长岩组成的附加

相同具中酸性)碱性岩特征'即
!

峪岩体为复式岩

体'因而它又是金矿的成矿母岩&

(5#5(

!

!

峪岩体形态

!

峪岩体基本以
!

峪"唐庄之间的狭缩部位为

界'分东)中)西三部分&东部岩体零乱复杂'超覆和

捕虏围岩的现象明显!西部岩体窄而规整!中部岩体

狭缩不规则状'且有
998

向二长斑岩岩脉穿插'说

明狭缩部位是构造薄弱部位'此部位有利成矿&

(5#5$

!

!

峪岩体产状

!

峪岩体浅部沿
/8

向的塔子"

!

峪断裂)

9/

向矿山岩体南西端轴向延长线展布&塔子"

!

峪断

裂走向近
/8

向#

>"X

#

##"X

%'倾向
9

'倾角
>"X

#

>>X

!据此推测岩浆沿断裂上升所形成岩体的东部深

部#

R#""1

水平以下%为向
9

陡倾的似岩墙体&似

岩墙体宽
#

#

!P1

'其间有不规则的)规模不等的石

灰岩捕虏体)蚀变带和铁金铜矿化&

(5#5'

!

!

峪岩体构造特征

!

峪岩体受下列构造的控制$

$

/8

向塔子"

!

峪断裂!

(

9/

向矿山岩体南西向轴向延长线!

)

以上二者,共同体-与
!

条
998

向断裂构造交汇'

包括
998

向长柱状二长斑岩的交汇部位&

!

峪岩

体由一个近
/8

向,共同体-)一个近
/8

向,支体-

和一个近
)9

向,十字体-耦合组成'岩体构造异常

复杂&

#

#

%近
/8

向,共同体-$东起吴小庄"鲁东冶'

西至
!

峪"南
!

峪'因受
/8

向塔子"

!

峪断裂)

9/

向矿山岩体南西向轴向延长线联合控制和二者

交角
!"X

左右的关系'其南北长约
$5'

#

'P1

'东西

宽约
$

#

$5'P1

'形成多个大小不等)不规则的小岩

体块体!岩石类型主要为角闪辉长岩)橄榄辉长苏长

岩)辉石闪长岩类!面积约
!"P1

!

&

#

!

%近
/8

向,支体-$东起鹿角村)郗家官庄'

西至埠上)东埠前)留送'由于受
/8

向塔子"

!

峪

断裂)

9/

向矿山岩体南西端轴向延长线联合控制

合二为一'呈
/8

向延长的长条状体'东西长约
.

P1

'南北宽约
!P1

'面积约
#$P1

!

!岩石类型主要

为为闪长岩)闪长玢岩&

#

(

%近
)9

向,十字体-$

!

峪"唐庄之间'东西

长约
!5'

#

$P1

'南北宽约
#5'

#

(5"1

'面积约
&

P1

!

!岩石类型主要为为角闪辉长岩)辉石闪长岩)

闪长岩)闪长玢岩&其间尚有长约
>'"1

'宽约
(""

1

的
998

向长条状二长斑岩&

#

$

%

!

峪岩体近
/8

向,共同体-和近
)9

向,十

字体-的构造异常复杂'这里存在着成矿作用强烈的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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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流体活动主通道&

'$"

!

!

峪岩体
%&

向构造成矿分析

!

峪岩体
/8

向构造成铁矿&

!

峪岩体近
/8

向,共同体-成矿体理应
/8

向'倾向北'倾角缓者

#'X

#

("X

'陡者
&"X

#

."X

'但由于东部岩体浅部凌乱)

支离破碎'形似半岛状'所成矿体为零星小矿体'这

可能是假象!,共同体-深部岩体应为一整体'形态似

岩墙'似岩墙的两侧)近
/8

向,支体-以及交汇部

位深部应是大矿体赋源的有利部位&

'$'

!

!

峪岩体狭缩部位成矿分析

!

峪岩体狭缩部位也就是,十字体-部位'此处

有
!

条
998

向断裂和
998

向脉状二长斑岩
"

露&

998

向断裂深部是
998

向的二虎官庄"永

丰庄韧性剪切带通过的地段&该韧性剪切带与北部

的香山"吊鼓山韧性剪切带)南部的前麻峪"篓子

峪"南涝坡韧性剪切带深部相连'构成鲁西地区泰

莱新韧性剪切带'沈保丰等称下港"化马湾"蒙山

构造岩浆杂岩带*

#'

+

&杂岩带经受了韧性剪切和脆

性断裂活动的改造'并分布有燕山期脉岩)火山岩和

以金为主的多金属元素组合异常&脉状二长斑岩走

向
998

'长约
>'" 1

'东西宽约
("" 1

'面积约

"5!''P1

!

'属酸碱性小岩体&已有资料证实,

'二

长斑岩沿其走向在祝阳北秋林)公家汶一带钻孔中

均有见及'推测二长斑岩沿上述两条断裂侵入'找矿

意义重大&以上表明'

!

峪岩体狭缩部位是有利的

金矿成矿构造&

#

#

%

998

向构造成金矿'

!

峪岩体中部十字体

交汇部位深部有富金矿&燕山运动以来'由于区内

998

向陡倾韧性剪切带#二虎官庄"永丰庄韧性

剪切带%的持续活动'切割了深部地幔亚热柱向外拆

离的地幔岩'导致其减压释荷形成深熔岩浆'并沿韧

剪带上侵'通过浅部
998

向脆性断裂#祝阳"唐庄

断裂和化马湾"谢家庄断裂'抬头"

!

峪断裂和
!

峪"裴家庄断裂%直达地表'形成
998

向长约
>'"

1

的二长斑岩&二长斑岩岩脉延长方向)两侧及深

部是构造期后再生热液金矿有利的成矿部位&

#

!

%幔枝外围沉积盖层或幔枝上叠构造中的
!"

余个小岩体符合小岩体成大矿的条件&以,小岩体

成大矿-

*

#&

+和,两类岩浆的小岩体成大矿-

*

#.

+理论来

分析山东莱芜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确有小岩体成大

矿者$张家洼铁矿港里#

%

%矿床属,小岩体成大矿-!

西尚庄铁矿床属,小岩体成大矿-&除此外的
#>

个

小岩体'根据小岩体的分布特征)地质背景)岩性特

征和大小以及以往勘查钻孔不见铁矿不取样分析而

可能漏掉其他金属矿产的实际'区内存在小岩体成

大矿的可能&

#

(

%泰山岩群与寒武系底部不整合面之上可望

找到有规模的磨房沟式金铜矿床&

#

$

%幔枝外围碳酸盐类岩石中可望找到夕卡岩

型或隐爆角砾岩型金矿'以及有规模的铅)锌)铜)银

多金属)菱铁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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