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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大尹格庄金矿床地质特征

与深部资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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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尹格庄金矿床为一隐伏的（埋深距地表 %’"+ 以上）中温热液破碎带蚀

变岩型金矿床，现已经有十几年的开采历史，从目前验证钻孔剖面来看，矿体在深

部有再富集的趋势。目前矿体控制最大斜深达 ,*" 多米，矿体仍未尖灭，稳定向下

延伸，显示矿床深部找矿的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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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地质概况

大尹格庄金矿床位于胶西北隆起区的东南缘，沂沭断裂的东侧，栖霞复背斜的南翼（图

!），玲珑花岗岩体东南缘，招（远）—平（度）断裂带的中段。区内胶东群变质岩及玲珑花

岗岩广泛出露，各类脉岩及褶皱、断裂构造发育；第四系广泛分布。

!"! 地层

太古宇胶东岩群分布于矿区的东部，招—平断裂的上盘，主要岩性为混合岩化黑云斜长

变粒岩，灰白色，鳞片变晶结构，条纹、条带状构造。基体占 )’0 1 ,"0，由斜长石（’’0
1 #"0）、石英（%"0 1 %’0）、黑云母（!’0 1 %"0）、磁铁矿、碳酸盐矿物及锆石组成；

脉体占 %"0 1 %’0，由长英质矿物组成，局部含有普通角闪岩。

新生界第四系主要为残$坡积物，沿沟谷及低缓丘陵分布，由腐植土、亚沙土等组成，

厚度 % 1 ,+。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由玲珑花岗岩和脉岩组成，分布于招—平断裂下盘。玲珑中粒花岗闪长岩为

浅肉红色，中粒花岗结构、交代结构、蠕虫残余结构等，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有斜长石

（’(0）、石英（%)0）、钾长石（!,0）及少量黑云母。副矿物为榍石、锆石、磁铁矿、褐

帘石等，矿物粒径一般为 % 1 ’++，闪长玢岩脉、石英闪长玢岩脉、闪长煌斑岩脉在玲珑花

岗岩体中沿 223 向断裂成群分布。

!"$ 构造

区内构造活动较强，褶皱、断裂极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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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山东东部区域构造类型分布略图

"#$%! &#’()#*+(#,- ,. )/$#,-01 (/2(,-#2 (34/’ #- /0’(/)- 560-7,-$
! % 胶西北隆起；" % 莱阳坳陷；# % 胶南隆起；$ % 渤海坳陷；% % 东营坳陷；& % 潍西坳陷；’ % 潍坊坳陷；( % 潍

县隆起；!% 岩石圈断裂；8% 地壳断裂；9% 栖霞背斜；:% 地质界限；;% 古陆边界；<% 坳陷区；=% 金异常；>% 城市

!"#"! 褶皱 分布于矿区东部胶东岩群内。栖霞复式背斜轴部从矿区的北部通过，在区内

的栖霞复背斜的南翼出现一系列低级向斜和背斜，其产状变化较大。

!"#"$ 断裂 矿区内断裂十分发育，主要有招—平断裂、大尹格庄断裂、南周家断裂、南

沟断裂。尹格庄金矿床位于招—平断裂的中段，招—平断裂走向 ?@，倾向 5@，发育在胶东

岩群与玲珑花岗岩及郭家岭花岗岩等侵入岩接触带内。接触带断裂、节理都很发育，岩浆

岩、热流体也在这里集中，为成矿提供有利环境。节理走向多数和主断层是斜交的，节理有

张性和压扭性，张性节理充填着硫化物细脉，形成网脉状矿石。糜棱岩带是塑性变形的标

志，在招—平断裂带分布较广。大尹格庄断裂位于矿区中部，总体走向 !AAB，倾向 ?@，倾

角 :;B C <AB，区内出露长度 88AAD，破碎带宽度 !%> C 9;D，它将招—平断裂错断，水平错距

8<A C 9AAD。南沟断裂位于矿区南部，走向 =AB，倾向 5@，倾角 :;B C =;B。招—平断裂带两盘

断裂较发育，分布在下盘的 ??@ 向断裂，一般长度几十米至上千米，破碎带宽 !A C 8AD，走

向 !AB C 8AB，但倾向不同，其间被成群的闪长玢岩及少量石英闪长玢岩和闪斜煌斑岩充填；

上盘的 ?@@ 向断裂，一般长度几十米至几百米，破碎带宽 ; C !;D。走向 <;B C =;B，倾向 ?E
或 5@，倾角 <!B C >:B，其空间被脉岩占据，穿切 ??@ 向含矿蚀变带及脉岩，无金矿化显示，

显张扭性特征，为成矿后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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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矿体特征

矿区内共有大小矿体 !" 个，其中 #、! 号矿体为主要矿体，均位于招—平断裂带内，其

储量占整个探明储量的 $%&以上，分别位于大尹格庄断裂的两侧，矿体的分布严格受断裂

构造的控制。矿体规模的大小、品位的高低与蚀变带、裂隙的发育程度、围岩的蚀变类型、

矿石类型有密切的关系，#、! 号矿体的厚大部位自上而下均向 ’( 方向延伸。

# 号矿体呈隐伏状态分布于 )* + ", 线之间， - #%% + - "%%. 标高范围内，矿体在深部仍

未封闭。矿体的总体走向与招平断裂一致，走向 ’(!%/，倾向 0(/，倾角 !1/ + *%/。矿体走向

长度 1*%.，平均品位 *2%3456，矿体分布于招平断裂主裂面下盘 % + "%. 的范围内。

! 号矿体分布于 "" + ,* 线之间，工程控制矿体赋存标高为 - ,% + - )1%. 之间，矿体在

深部仍未封闭。矿体的总体走向与招平断裂一致，走向 ’(!%/，倾向 0(，倾角 !,/ + )3/。矿

体走向长度 $3%.，平均品位 *2!3456，矿体距招平断裂主裂面的距离 " + *%.，局部与主裂面

相连（图 !）。

图 ! 大尹格庄金矿 - #1). 中段 ! 号矿体示意图

7842! 98:4;:..:68< <;=>>?>@<68=A 6B;=C4B ’=2! =;@D=EF :6 6B@ - #1) . G@H@G
8A 6B@ 9:F8A4@IBC:A4 4=GE E@J=>86

#2 坑内钻孔；!2 断层；32 产状；*2 矿体；)2 巷道轮廓；"2 勘探线及编号

组成矿体的岩性以黄铁绢英岩为主，其次为绢英岩化碎裂岩，矿体的分布明显受断裂构

造及岩性控制，矿石类型有黄铁绢英岩、绢英岩化碎裂岩、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质碎裂岩。

矿化形式主要为浸染状、细脉状，其次为细脉浸染状。主要蚀变类型有黄铁矿化、绢英岩化

及碳酸盐化。碳酸盐呈脉状分布，黄铁矿主要呈团块状、星点状、斑点状、脉状及网脉状分

布。矿体的矿化程度与黄铁矿关系密切。

3 矿化富集部位地质特征

（#）从 # 号矿体看：在 - 3#%. 左右矿体的规模和品位逐渐减弱，经过中深部钻孔的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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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发现，矿体在 ! "#$% 以下向两边逐渐膨胀，特别是在中深部的 &’ 延伸方向上厚度和品位

逐渐增加，目前钻孔已经控制矿体到 ! ($$%，埋藏深度达 )*$%，矿体深部仍在延续（图 "）。

! "#$% 以上矿体的平均品位 "+)*,-.，平均水平厚度 )+/%，金属量 (0#)+("01,； ! "#$%以下

至 ! ($$% 矿体的平均品位 2+#(,-.，平均水平厚度 0+*/%，金属量 #**")+02)1,，# 号矿体浅

部储量仅占现探明矿体储量的 "/+))3。

（*）* 号矿体厚大部位集中在 )2 4 )( 勘探线之间，工程控制深度为 ! "0$%，在深部延

伸方向上，无论厚度、品位并没有明显的减弱趋势（图 2）；但 * 号矿体的分布范围从

! #2$%向深部有逐渐收缩的趋势（图 "）；另外在紧靠厚大部位的 )2、)0 勘探线上矿体分别

在 ! "$$ 4 ! "/$% 及 ! *5$% 左右出现无矿间断，后经深部工程揭露，发现矿体在 ! "/$% 以

下及 ! "$$% 以下又重新出现（图 /）。

图 2 大尹格庄金矿 * 号矿体 )2+/、)/ 及 )/+/ 勘探线剖面图

67,+2 &89+)2+/，)/ :;< )/+/ =>?@8A:@8AB ?A8C7@=9 8C &8+* 8A=D8<B 7; .E= F:B7;,=GEH:;, ,8@< <=?897.
#+ 黄铁绢英岩；*+ 黄铁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2+ 岩性界线；/+ 矿体；(+ 招平断裂主裂面；)+ 穿脉；

0+ 坑内钻孔

2 深部资源前景

!"# 预测依据

（#）招平断裂带为本矿床的一级控矿断裂，既是导矿构造又是容矿构造，破碎带宽，次

级构造发育，纵向延深大，有良好的成矿空间，深部发展前景广阔。

（*）矿体产于深成花岗岩与胶东群地层接触带上，成矿热液来源于花岗岩体的深部。根

0/*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



图 ! 大尹格庄金矿 " 号矿体 #$、#% 勘探线剖面图

&’()! *+,)#$ -./ #% 0123+4-5+46 24+7’30, +7 *+)" +408+/6 ’. 590 :-6’.(0;9<-.( (+3/ /02+,’5
=) 黄铁绢英岩；") 黄铁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岩性界线；!) 矿体；?) 招平断裂主裂面；#) 穿脉；

%) 亚矿坑内钻孔；@) 地质六队钻孔；=A) 尹格庄坑内钻孔

据“成矿深度的构造校正测算”所取得的一系列深度数据表明，胶东地区玲珑—焦家式金矿

的成矿深度总体在 "!AAB 左右［=］。

（>）= 号矿体深部沿走向长约 #"AB 地 段（!? C ?% 线）均 未 封 闭，!?DE=A" 金 品 位

$)!@(F5，水 平 厚 度 @)!#B；?ADE=A# 金 品 位 ")?!(F5， 水 平 厚 度 ")%#B；?$DE==$ 金 品 位

>)>A(F5，水平厚度 !)"=B；?%DE=A% 金品位 $)#$(F5，水平厚度 #)%>B。矿体中深部储量大于

浅部储量，向深部有膨大之趋势。

（$）" 号矿体的厚大部位在工程控制的深度内，其厚度、品位并没有明显的减弱，矿体

断续稳定向下延伸。

（!）从分布在招平断裂带上的同类型的其它矿床来看，南部距本矿 "GB 的曹家洼金矿

床在 H $!A C H !AAB 标高发现了 = 号盲矿体，距本矿 #GB 的夏甸金矿床的 # 号矿体在 H >%A C
H ?AAB 标高矿体出现第二富集带；北部的台上金矿床，地表以下 "!AB 范围内的矿体平均品

位仅 $(F5 左右，而深部 H "!A C H @=AB 范围内可达 ?(F5 多，浅部储量仅占现探明储量的 =AI
左右。本矿床的矿体规模比曹家洼金矿床、夏甸金矿床的矿体规模都大，与台上金矿床规模

相近。

!"# 深部资源前景

综上所述，大尹格庄金矿床深部显示了较大的资源前景和找矿潜力，其深部存在第二富

集带的可能性很大，是矿山增加储量的重要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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