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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胶东西北部金矿矿带为例 , 试图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探讨区域矿化特征和

区域控矿规律。认为深部构造控制了胶东西北部金成矿带的空间展布 , 断裂构造不

仅控制着矿床的产出 、矿体特征及矿床类型 , 而且还控制着矿床的丛聚性 、似等距

性和矿体的侧伏 、水平分带。构造成矿系统在空间上具有多层次 、多级和相关性的

特征 , 在时间上具有同源演化的特点。区域构造演化和断裂构造的脆韧性叠加造就

了矿化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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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西北部金矿集中区作为我国黄金资源和生产的重要基地 , 以其得天独厚的成矿地质

条件和丰富的金矿资源享誉世界 , 引起了中外众多地学工作者的瞩目。近几十年来 , 该区投

入了大量地质科研工作 , 内容涉及多个地学领域 。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单一构造或构造组

合对矿化的控制上 , 很少考虑构造在时空上的演化。

众所周知 , 矿床或矿带是地球有用物质高度富集的结果 , 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特定条件下

的产物
[ 1]
, 而成矿作用过程更是一个复杂的 、 开放的 、非线性的作用系统

[ 2]
, 一个矿床的形

成既与历史时期的区域成矿背景和特定的成矿动力学条件有关 , 也与成矿后期的变化与保存

有关
[ 1]
。因此本文试图以胶东西北部金成矿带为例 , 以系统分析的思想和方法探讨矿化形成

的过程 , 把成矿作用与区域地质演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 全面 、 历史地研究区域矿化特征和构

造控矿规律。

1　胶东西北部金成矿带构造分布特征

胶西北金成矿带地处胶东半岛西部 , 其西侧与郯庐断裂带毗邻 , 是中 —新生代大陆边缘

裂谷构造—岩浆和成矿作用频繁活动的地带
[ 3]
。该区的构造格局主要是在古生代构造格架基

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 以大规模的构造岩浆作用为主
[ 4]
。

胶西北成矿带主要受基底东西向栖霞复背斜构造及北东向断裂构造系统共同控制。栖霞

复背斜控制金矿带总体的东西展布 , 而北东向断裂则控制了金矿化的产出空间 (图 1)。

(1)栖霞复背斜

栖霞复背斜是该区最主要的东西向基底构造 。该复背斜由前寒武纪胶东群和粉子山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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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总体上近东西向展布 , 背斜中段即为胶东西北部的金矿成矿带 。

(2)北东 、 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带

从西到东主要有三山岛断裂带 、焦家断裂带和招平断裂带 。

三山岛断裂带分布于濒临渤海的三山岛 , 沿胶东群和玲珑岩体接触带产出 。断裂走向北

东40°, 倾向南东 , 倾角 30 ～ 40°, 平面上呈舒缓波状 , 矿床 (点)均赋存于断裂面下伏的构

造蚀变破碎岩区 。焦家断裂带由主干断裂及其派生的分支断裂组成 , 走向大约北东 30°, 倾

向北西 , 倾角 30 ～ 45°, 断裂具有连续稳定的主断面和一套发育完整的构造蚀变带 。

招平断裂带南起平度市 , 向北延至招远以北 , 总体呈 “S” 型展布
[ 5]
。关于该断裂的组

成及空间展布一直是地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 3 ～ 4]

。

2　胶东西北部金成矿带构造形变特征

三山岛 、焦家和招平成矿带是多次活动的复杂构造带
[ 5 ～ 8]

。早期韧性剪切作用发生在早

先存在的断层软弱带或岩性界面上 , 形成各种糜棱岩。晚期脆性变形叠加在早期韧性变形

上 , 形成各种类型的碎裂构造岩 。根据其结构构造特征 , 可划分为糜棱岩系列和碎裂岩系

列。糜棱岩系列主要沿剪切构造带发育 , 受晚期脆性活动的影响 , 延续较差 , 保存得亦不完

善 , 可划分为糜棱岩化花岗岩 、初糜棱岩 、 糜棱岩及超糜棱岩 , 矿物组合主要为石英 、 绢云

母 、 斜长石和绿泥石等 , 韧性构造如糜棱片理和拔丝构造常见 。碎裂岩系列为断裂晚期活动

的产物 , 沿剪切带中心由近至远依次为碎粉岩 、 断层泥 、 碎粒岩 、 碎斑岩 、碎裂岩及碎裂花

岗岩 。

以招平断裂带为例 , 该带在成生演化过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岩石类型 (图 2)。概括

有:各种糜棱岩 、糜棱岩化花岗岩 、长英质构造角砾岩 、糜棱质复构造岩 、 长英质碎斑岩 、

碎粒岩 、 碎裂花岗岩 、碎裂变质岩及断层泥等。上述构造动力变质岩大都发育在招平断裂西

侧 (下盘)玲珑花岗岩中 。平面分带总的趋势由主断面向西 (或 NW)边的玲珑花岗岩一

侧 , 依次出现糜棱岩 、 长英质碎斑岩 、 碎粒岩 、 构造角砾岩及碎裂花岗岩等;主断面向东

(上盘)边的胶东变质岩一侧 , 依次出现泥化糜棱岩 、 泥化碎裂变质岩等 , 沿主断面有一层

比较稳定的断层泥。由此可见 , 成岩作用在剖面上并不具对称分带性 , 在岩体内更发育 , 其

原因与上下盘的岩石力学性质有关 。

3　控矿构造系统分析

所谓控矿构造系统分析就是把成矿作用置于地壳物质循环当中 , 从时间 、 空间上解析成

矿作用与地质构造事件的成生联系 , 从历史角度去考察不同地质构造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及

对成矿的贡献大小 , 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成矿过程。

3.1　深部构造对金矿化的控制

深部构造活动对一个地区的构造—岩浆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前人曾对该区的深部构造

进行了详细研究
[ 4, 9 ～ 10]

, 认为在该区深部存在一明显的东西向构造带 , 主要由重熔的玲珑片

麻状花岗岩及郭家岭二长花岗岩组成 , 该区多具有幔源性质的中基性脉岩中的花岗岩捕虏体

也旁证了这一点
[ 10]
。这些暗绿色的基性脉岩 , 其成岩年龄大多集中在 80 ～ 100Ma 之间

[ 6]
,

可能为中新生代深部活动的产物 , 初步推测与地幔柱的上升有关。毛景文等
[ 11]
对胶东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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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招平断裂岩石显微构造照片
Fig.2　Photomicrographs showing the microstructures of rocks in the Zhaoping fault

　

部几个典型金矿床的碳氢氧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 , 在 120Ma左右整个胶东 , 乃至整个华北克

拉通区发生了岩石圈减薄 、软流圈上涌 , 这一时期不仅使大量地壳重熔成花岗质岩浆 , 还伴

随着大规模的深变质作用和地幔脱气。在深大断裂附近 , 尤其是花岗岩体为主岩时 , 成矿物

质有更多的地幔源烙印。最新的区域莫霍面等深资料表明 (图 3), 本区深部为区域北东向

与近东西向梯度带的交会部位 , 也是莫霍面的起伏变化部位 , 几个矿化蚀变带恰好位于地幔

深部变化的变异带上 。地幔的梯度变化带是地壳的薄弱带 , 是深部构造的反映 , 梯度越大 ,

各种物理和化学条件的变化也越强烈 , 同时该带也是一个高渗透带 , 有利于构造岩浆活动的

发生 。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其他金矿化区如冀东 、 小秦岭都有发现
[ 12 ～ 13]

。

因此可以看出 , 在古老的胶东群矿源层的基础上 , 由于受深部地幔柱上隆的影响 , 胶西

北矿化集中区在过去地壳演化的过程中发生过强烈的岩浆活动 , 上隆的地幔柱不仅为金矿提

供了部分成矿物质
[ 14]
, 而且在浅部引起强烈的构造活动及变质作用 , 从而为矿床的形成提

供了有利的热动力条件 , 使金矿床与胶东群 、重熔花岗岩之间具有同源演化的特征
[ 5, 15 ～ 16]

。

3.2　断裂构造对金矿化的多级多层次控制

断裂构造对本区金矿的多级多层次控制作用较为明显 。金矿化的空间分布 , 大至成矿区

带 , 小至矿体乃至矿石结构构造 , 无不受构造特别是断裂的控制 , 并且明显表现出多级有序

的特点。首先深部构造控制了胶西北矿集区或者成矿带的形成及展布;其次北东向的断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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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胶东莫霍面深度与金矿分布图 (据范永香 1999年资料修编)

Fig.3　Moho depth and gold deposit distribution in the Jiaodong area

1.莫霍面深度 km;2.矿床
　

造控制了重熔花岗岩的形成 , 进而控制了矿床 (点)的空间分布 , 而次级断裂裂隙则控制了

矿体的产出特征及矿化类型的差异 。

例如在焦家金矿田 , 焦家断裂及其伴生 、派生的次级断裂系统控制了焦家矿田整个的金

矿化 , 成生在主构造带中的焦家 、 新城等矿床多为蚀变岩型 , 矿床规模大 , 矿体较厚且空间

延伸稳定;而其次级断裂如河东 —望儿山断裂 、 河西断裂等则控制了具体中小型矿床的产

出 , 由于其与主断裂一样经历了多期构造—热液活动 , 具有相似的构造环境 , 因此控矿部位

与前者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但矿化蚀变强度 、矿床规模均较主断裂中的矿床弱或小 , 多以蚀

变岩 —石英脉混合型为主 , 矿体厚度小且空间变化较大。其他更次级的断裂以及与其伴生的

节理裂隙密集带一起控制了小型矿床 、 矿体的形成 、 分布 、形态和矿石类型 (表 1)。

表 1　构造对金矿化的多级多层次控制

Table 1　Structural controls on stacking and multi-level gold mineralization

控矿构造 矿集区 矿带 (田) 矿床 矿体 矿石类型

深部构造 — —

岩性界面及北东向断裂带 — —

区域断裂带中的有利部位 — — —

次级断裂及节理 、 裂隙 — —

3.3　构造变形岩相对金矿化的控制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处于不同构造带的岩石往往产生物理性质和岩石学上的变异 , 而这

种变异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成矿作用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参量。因此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地质

条件下 , 局部变形性质不同的构造地域也具有差异的构造物理化学环境 (表 2)。

研究发现
[ 5 ～ 6]

, 玲珑型花岗岩是在相对中等压力 、 还原条件和较高温度下 , 郭家岭型花

岗闪长岩是在相对高压 、 较强还原条件和较低温度下 , 而滦家河型花岗岩是在较低压力 、偏

氧化条件和较高温度的相对开放条件下形成的 , 并且按照剪切 —挤压—引张岩相的顺序逐次

成岩的 , 磁组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特征
[ 17]
。因此 , 从构造变形花岗岩相对金矿的控制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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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大型金矿产于玲珑型花岗岩内部及边部地带;而一些中小型金矿床分布在郭家岭型花岗

闪长岩与玲珑型花岗岩的接触带 , 内部也有分布;但滦家河型岩体则主要在与围岩的接触

带 , 特别是在 0 ～ 5km的外接触带范围内有金矿分布。

表 2　构造变形岩相形迹的构造物理化学综合参量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ectono-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of tectonic deformation facies

　　　参量

岩相　　　
密度

孔隙

度

渗透

率

传导

热量

酸碱

度

氧化还

原电位
成分含量 活度含量 逸度

DCO2
DH2O

挤压 、 剪压

变形岩相
变大 变小 较低

较慢

较少

酸度

高
偏低

K + , Na +

较低

F-高 ,

Cl-低

K+高 ,

Na+低

F -高 ,

Cl-低

lgfCO2 , lgfS2

较高 , lgfO2 低
高

剪切变形

岩相
稍变 稍变 中等 居中

中等

酸度
中等 过渡水 过渡 过渡 过渡 过渡状 过渡

引张 、 剪张

变形岩相
变小 变大 较高

较快

较多

碱度

高
略高

K + , Na +

较高

F-低 ,

Cl-高

K+低 ,

Na+高

F -高 ,

Cl-低

lgfCO2 , lgfS2

较低 , lgfO2 较高
低

　　注:表中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 5, 15 , 19]

而对于同一构造变形花岗岩相带不同构造部位的 3个蚀变带来说
[ 3 , 5～ 7 , 15 ～ 19]

, 由于所处

温度 、压力 、应力及应变的不同 , 因而出现不同的矿化类型。在主断面附近 , 由于温度压力

图 4　焦家金矿-190m中段蚀变 、 矿化类型分布图 (据山东省焦家金矿资料修编)

Fig.4　Distribution of alter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types at the -190 m level , Jiaojia gold deposit

1.焦家断裂;2.蚀变岩界线;3.绢英岩化 、 黄铁矿化 、 硅化和碳酸盐化组合;4.绢英岩化 、 黄铁

矿化及硅化组合;5.弱绢英岩化及钾化组合;6.钾化 、 黄铁矿化及硅化组合;7.钾化;8.破碎蚀

变岩型矿化;9.斑杂状矿化;10.细脉-网脉状矿化;11.巷道

较高 , 岩石应力应变强烈 , 岩石破碎 , 容矿裂隙细小 , 所以易形成浸染状蚀变岩型金矿化 ,

如焦家金矿的Ⅰ号矿脉 、 新城金矿的主矿体;而在远离主断面的低级序节理裂隙中 , 由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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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变的空间不均一性及作用范围的影响 , 岩石机械破碎较弱 , 构造岩强度低 , 反映的是一

种低温低压的高速应变 , 所以大多以细脉 (网脉)状矿化为主 , 如焦家金矿的 Ⅲ号矿脉 、望

儿山金矿体;在两者之间多出现过渡类型的矿化 , 如焦家金矿的Ⅱ号脉体 。由此可见 , 不同

的构造变形岩相环境往往控制着不同类型的矿化 (图 4)。笔者等对焦家金矿 1∶1000的构造

变形岩相形迹实测填图及应力分析发现 , 从焦家断裂下盘压剪构造带向南东方向张剪性构造

带 , 构造蚀变强度逐渐减弱 , 矿床由黄铁绢英岩型逐渐转变为黄铁矿石英脉型 (图 5), 反

映了构造控制矿床类型的这种稳定关系 , 即构造带的不同构造部位控制金矿的类别分布 。尽

管这些金矿床或金矿体具有差异的类型及外貌特征 , 但是它们都是同一成矿作用的产物 , 具

有相似的成矿温度 、 稳定同位素 、 稀土配分组成等
[ 5 ～ 6 , 15～ 16]

, 其差异仅仅表现在形态 、 矿化

形式及矿石自然类型等方面 , 而这些都是由于控岩控矿及成岩成矿构造部位不同 、 性质的差

别而造成的。

图 5　差异应力值沿倾向变化曲线
Fig.5　Variation of differential stress values along dip

　

3.4　控矿构造的时空结构

成矿作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 是地球物质循环过程中特定地质条件环境的产物 。

因此 , 矿化作用的发生有其内在的作用区域和时间范畴。本文仅讨论区域尺度条件下成矿控

矿系统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 , 借以探索胶西北金成矿带的矿化分布规律 。

3.4.1　控矿构造系统的空间结构

(1)断裂构造控制金矿化的丛聚性分布

从区域上来说 , 胶西北金成矿带中已经发现了不同规模的矿床多达数百个 , 主要分布在

三山岛 、 焦家和玲珑 3个金矿田 , 每个矿田内又可划分出一系列北东向的矿化蚀变带 , 这些

矿化蚀变带中又集中发育了诸多的金矿床 (点)。这些金矿化的丛聚性分布严格受断裂构造

的分布控制 , 断裂构造及其内部系统发育的不均衡性导致矿化的丛聚性分布。

(2)构造控制金矿化的似等间距分布

似等间距分布是胶西北金矿化空间结构的又一特征 , 并且具有级别之分 , 可以是不同矿

带之间的似等间距产出 , 也可以是同一矿带中不同矿脉之间的似等间距产出 , 或者是同一矿

脉内的不同矿体之间的似等间距产出 , 这种特征在区域范围内的各种尺度上都有所表现 , 其

明显受控于断裂构造的似等间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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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上看 , 自西向东三山岛与焦家含矿带的间距为 5km , 焦家与玲珑-破头青含矿带

的间距为 9km , 而破头青与马家窑含矿带的间距为 13km , 具有明显的似等间距递变规律;

从同一含矿带上的矿床分布来看 , 也具有明显的似等间距分布规律 , 如马塘金矿距焦家金矿

1.8km , 焦家金矿距东季金矿 1.6km , 东季金矿距红布金矿1.5km;再从矿床内矿体的分布来

看 , 如图 6所示 , 矿化明显受两个侧伏方向的构造所控制 , 矿化浓集中心恰好在两组构造趋

势线交会处等间距分布。

图 6　矿化富集体的等间距分布图
Fig.6　Equi-distance distribution of mineralized bodies

　

造成金矿床或矿体似等间距分布的原因 , 一方面可能与同一构造体系下形成的不同方向

的构造线似等距分布有关 , 共轭断裂交会部位往往是成矿的有利部位;另一方面可能与构造

应力波的周期性传递有关 。王仁等
[ 20]
对此现象进行力学分析后指出 , 由于断裂的发生 , 某

个应力分量减小了 , 在断裂附近的一定范围内应变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 , 如果外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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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则在这个范围内就不再会发生同一性质的断裂 , 并由此导致了断裂构造的等距发育 。刘

石年
[ 21]
、孙丰月

[ 10]
等通过对胶东西北部金矿床的研究认为 , 断裂面常具波状起伏 、 凹凸变

化的特点 , 其分布规律符合主波长理论 , 构造面的波峰—波谷 —波峰变化与矿化间隔—矿体

—矿化间隔是相对应的 , 断裂两盘在相对错动中形成的引张空间分布常具等距性 , 从而使矿

床 (点)、 矿体及矿柱具等距分布的规律。

(3)断裂构造对金矿床 (体)侧伏侧列的控制

矿体侧伏 、 侧列是构造与成矿流体运移综合作用的产物 , 胶东西北部金矿大多存在这种

现象 。研究表明 , 除少数陡倾 、以水平剪切为主运动的断裂控制的矿体无明显侧伏外 , 多数

受断裂控制的矿体均有侧伏 , 而且金矿体侧伏方向与断裂产状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 断裂倾

向NW时 , 矿床向 SW侧伏 , 如焦家金矿的 Ⅰ号矿体 , 而断裂倾向 SE 时 , 矿床则向 NE侧

伏 , 如玲南台上金矿床。矿体的侧伏主要受断裂构造两盘相对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引张空间的

侧伏制约 , 而引张空间的侧伏与断裂的性质 、运动方式有关 , 侧伏角的大小取决于运动方向

与断裂面总体走向的交角大小 。就焦家金矿田来说 , 填图结果表明
[ 5～ 6 , 18 ～ 19]

, 以焦家断裂为

活动界面带 , 两侧岩块沿一个轨迹发生往返的双向运动 , 是矿体侧伏侧列分布的原因;后期

在与早期运移轨迹近于直角的方向上 , 又发生上下的往返复合叠加构造运动 , 从而造成矿床

中的富矿体 、矿脉在剖面上呈侧列分布 。

(4)断裂构造对金矿化空间分带的控制

对于胶西北金成矿带矿化的空间分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 5 , 7 ,22 ～ 23]

, 也提出了不同的

认识 。笔者等从构造变形地域出发 , 认为区域性压扭断裂中赋存有 “焦家式” 金矿 , 而在其

下盘的低级序构造中充填有 “玲珑式” 金矿 , 两者在水平方向上有分带和渐变过渡的关系 。

例如在玲珑金矿田 , 从破头青断裂向北西方向 (远离主控矿构造带的方向), 矿化类型呈现

极其规律的空间变化:蚀变岩型矿化※过渡型矿化※石英脉型矿化 。矿物组合也有类似的变

化规律:近破头青断裂以黄铁矿和石英为主 , 远离破头青断裂则多金属硫化物含量逐渐增

多。在焦家金矿田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 , 可以利用矿化类型的水平分带进行成矿预测。

3.4.2　控矿构造的时间结构

成矿作用是一个复杂的 、 漫长的作用过程 , 由于区域地质背景演化和构造作用的多期多

阶段性 , 必须对控矿构造的作用过程进行动态的分析 。

(1)区域构造的演化

太古宙时 , 由于胶东运动的影响 , 地壳受到强烈的南北向挤压 , 形成复杂的近东西向的

栖霞复背斜及相应的东西向断裂 , 奠定了本区的构造基础;中生代燕山期时 , 强烈的构造-

岩浆作用不仅导致地壳部分重熔形成金矿的直接矿源岩系 ———三类花岗岩 , 而且形成一系列

北东 、北北东向的压扭性断裂构造 , 从而形成了胶西北现今的构造格架。这些新华夏系断裂

构造经历过多次的构造活动 , 不仅在早期韧性变形的基础上又叠加脆性变形 , 而且由于区域

构造应力场的转变
[ 5 , 10 , 24]

, 使得其成为很好的导矿和容矿空间 , 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金矿

都成生于中生代晚期 (100 ～ 120Ma)
[ 25 ～ 27]

。

(2)控矿构造岩带的时空演化

胶西北金矿主要发育在活化地台区含金剪切带中 , 因此矿床的形成与剪切岩带的时空演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 , 花岗岩成岩期韧性变形的主构造方向为 SE —NW或近于 EW

方向 , 而蚀变成矿期的韧性构造以 NE 、 NNE 近于 SN 方向延伸为主要特征
[ 1 ,5 ～ 8 , 26 ～ 27]

。从胶

东地区中生代构造岩带的时空演化模式 (图 7)来看 , 断裂蚀变岩带从外 (似片麻状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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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到内 , 有从老※新 、 从韧性变形※脆性变形 、从宽※窄分布 , 并从深层※浅层次的复杂

多种性质 、多期次 、 多层次的形成特点 。同时从发展的观点来看 , 由于该区的断裂经历了多

次构造活动 , 叠加现象明显。其中韧—脆性叠加断裂多发育有大型的蚀变岩型矿床 , 如焦家

金矿床等;脆—脆性叠加断裂多成生充填型的石英脉型矿床 , 如玲珑金矿等;而变形及破碎

程度介于两者之间的断裂往往形成过渡类型的矿床 , 如望儿山金矿床等 。再从时间上来看 ,

从早到晚的矿化过程中 , 矿床分布有从岩相内部向边缘相 , 进而向外接触带一定范围集中的

变化趋势 。

(3)矿化的多期多阶段性

在胶西北地区 , 金矿化大致可划分成 4个成矿阶段
[ 3 , 5 , 15 ～ 16]

, 依次为:Ⅰ 、 黄铁矿 —石

英阶段 , Ⅱ 、石英 —黄铁矿阶段 , Ⅲ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和Ⅳ、 石英—碳酸盐 —黄铁矿阶

段。其中Ⅱ 、 Ⅲ成矿阶段是形成工业金矿化的重要阶段 , 第Ⅳ阶段虽然仅代表矿化的尾声 ,

本身也并不形成工业金矿化 , 然而对矿化脉的矿化强度具有某种指示意义 。

图 7　胶东玲珑杂岩体中生代构造断裂岩带时空演化模式
Fig.7　Tempo-spatial evolution model of Mesozoic structural fault rock zone in the Linglong complex , Jiaodong

0.断层泥;Ⅰ.珠状砾石超碎糜-碎糜岩带;Ⅱ.杆状砾石碎糜-糜棱岩带;

Ⅲ.片状叶理状糜棱岩带;Ⅳ.似片麻状花岗岩带
　

4　胶西北构造控矿规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胶西北金矿床的产出与构造有着密切的联系。构造运动的发生和

发展不仅对胶东地壳演化起着主导作用 , 而且对矿床成生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 其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

(1)深部纬向构造控制了胶西北金成矿带的空间展布 , 而浅部北东向断裂构造则控制了

矿床及矿体的产出。

(2)断裂构造不仅控制着矿床的产出 , 还控制着矿床的规模 、矿体的形态 、产状及矿床

的类型 , 具有多层次 、多级的特点;不同矿化类型是同一构造体系下不同构造物理化学环境

条件下的产物 , 具有同源演化特性 。

(3)断裂构造的空间分布特点控制了矿床的丛聚性 、似等间距分布 、 矿体的侧伏侧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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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带 , 矿床 (点)的分布具有 “横向成带” 或 “行列成阵” 的规律 , 在空间上具有层次

性 、 有序性和相关性 。

(4)区域构造演化和断裂构造的脆韧性叠加造就了矿化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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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ALYSIS OF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IN

THE NORTHWESTERN JIAODONG GOLD METALLOGENIC BELT

GUO Tao , LÜ Gu-xian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 ,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Take for example the northwestern Jiaodong metallogenic belt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system analysi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mineralization and regional ore controls.The

authors think that deep structure controll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Jiaodong

metallogenic belt.Faults not only controlled the mode of occurrence of deposits , characteristics of

orebodies and deposit types , but also controlled the clustering and quasi-equidistance of deposits and

pitching and horizontal zoning of orebodies.The tectono-metallogenic system shows the multi-level ,

stacking and interdependent feature in space and the cogenetic evolution feature in time.The tectonic

evolution and brittle-ductile superposition of faults brought about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mineralization.

Key words:ore-controlling structure;system analysis;northwestern Jiaodong gold metallogenic belt;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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