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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登—荣城地区构造变形特征及控矿作用

许顺山　吕古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文登—荣城地区位于胶东地区东部 ,为新华夏系巨型构造体系第二隆起带之胶东隆起 (李

四光、 1973) ,或隶属于中朝准地台的胶辽地盾 (黄汲清 , 1980)。中生代以来受太平洋板块的作

用 ,成为地洼活动区 (陈国达 , 1956)。因此 ,其地质构造演化具有复杂的历史。构造控矿特征明

显 ,区域上位于太平洋成矿域及中朝地台边缘成矿域的复合部位。

1. 文登—荣城地区构造变形特征

文荣地区的基本构造格架是在古老 EW向构造的基础上叠加复合晚期的新华夏构造体

系。区内主要发育的是断裂构造 ,主要断裂是 SN向的米山断裂及 N EE向五莲—荣城断裂在

本区的表现 ,断裂总的变形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断裂大多经历过多期变形 ,通常早期为韧性变形或韧脆性变形 ,晚期为脆性变形叠

加。

( 2)断裂复合作用明显 ,如 N E向断裂经常在某一地段复合利用早期的 EW向断裂 ,构成

S型或舒缓波状形态。

( 3)由于本区曾经处于大陆边缘的碰撞带 ,往往沿深大断裂分布有榴辉岩产出 ,榴辉岩体

岩块通常呈透镜体状 ,长轴方向 NNE向或 N EE向。

( 4)断裂构造岩的显微构造特点为脆性变形与韧性变形的叠加。 石英波状消光 ,变形纹、

变形带现象发育 ,同时发育碎裂流、动态重结晶等韧性变形现象。

( 5)岩石组构测量 , X光岩组测量结果表明 ,本区先后经过 SN向挤压作用 ,近 EW向的

挤压作用以及 NW— SE向的挤压作用 ,不同应力场形成不同的构造系统。

( 6)应变测量结果表明 ,本区构造变形作用多数为压扁变形 ,五莲—荣城断裂带的早期变

形为剪切变形作用。

( 7)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相结合 ,研究结果认为米山断裂是一条构造岩相界限断裂 ,其

发育规模 ,变形强烈度都不如五莲—荣城断裂。 而五莲—荣城断裂是一巨型韧性剪切带 ,其至

少两期以上强糜棱岩化或强韧性变质作用。表现为长英质混合岩化 ,脉体的多次滑劈理作用 ,

滑褶曲为再次长英质岩石穿切后又受到一期滑褶曲作用。

2. 文荣地区的构造变形特点及历史决定了本区的成矿特征

目前主要发现的是金矿或金银矿产。 与胶东西北部不同 ,多金属与银矿化发育 ,构成矿床

规模的有西院下金矿 ,大时家金银矿 ,范家埠金矿 ,同家庄金矿。其它有矿点 ,矿化点数十处。区

内构造控矿的基本特征表现在:

( 1)韧性或韧脆性剪切变形带与成矿密切相关 ,矿床 (点 )往往产于韧 (脆 )性剪切带中或

附近。 成矿作用往往发生于韧 (脆 )性变形作用的晚期或期后。由于韧性 (脆 )性断裂变形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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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期活动方式不一样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金 (银 )矿床 ,如有蚀变岩型、硅化脉型、石英脉型和

绢英岩型。

( 2)复合控矿作用明显 , EW向构造与 SN向构造之间的复合控矿作用。汤家店子地区 ,单

矿脉为近 SN向 ,而脉群形成的矿带为 EW向。 N E向与 NW向断裂的复合控矿作用。在文登

北部环翠区一带 , NW向断裂与 N E向断裂除了本身直接控制矿体以外 ,两方向断裂的交汇部

位也是重要的金矿赋存部位。第三种类型是岩体接触构造与区域构造叠加作用控矿 ,文荣地区

大多数金矿床 (点 ) ,产于文登岩体或伟德山岩体的接触带 ,这主要是因为断裂大部分形成在岩

浆活动之前 ,而岩浆侵入作用过程中 ,一方面提供充足的热源和动力 ,在热力及动力的双重作

用下 ,使已有的断裂再次活动 ,流体循环使有用组分活化 ,迁移并在岩石界面处再沉淀。

( 3)断裂变形强度与矿石结构密切相关 ,在裂隙稀疏处常形成细脉状矿石构造。而在裂隙

密集处常形成网状构造。在构造空间比较充裕的地方 ,金属矿物与脉石矿物之间在相交替成条

带状。 在断裂最发育的地方 ,有充足的容矿空间 ,往往形成块状构造的矿石。

( 4)构造作用与成矿阶段的划分 ,成矿阶段的划分是矿床研究最基本问题之一。而成矿的

阶段性与构造的脉动性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矿物生成顺序与成矿期构造活动特点可以共同来

确定成矿阶段。根据这种原则 ,通过研究认为本区金 (银 )矿的形成大部分经历过四个成矿阶

段。绢英岩化阶段 ;镜铁矿—石英阶段 ;含金黄铁矿—石英阶段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该区氧化

铁型金矿石发育 ,与米山断裂以西不同。

( 5)构造应力大小与成矿作用 ,在本区重点估算了几条重要控矿断裂的差应力 ,结果表

明 ,差应力最大的五荣断裂在变形最强部位并不成矿 ,成矿主要在与之有关的派生断裂中。 差

应力较小的米山断裂本身成矿意义也不是很大。而应力大小于中等水平的西院下金矿、王家产

等则成矿作用较好。可以发现本区金矿成矿的最佳构造应力大小大概在 150- 160M pa,或稍

低一些。

3. 成矿远景评价

( 1)米山断裂、文荣断裂及其相当的相连岩相带控制了区内的矿产分布规律。

( 2)多期活动断裂 ,尤其是先后经过韧 (脆性 )性变形与脆性变形历史的断裂成矿作用比

其他变形方式断裂的控矿作用要强。

( 3)岩体接触带 ,本区发育两个主要的岩体 ,文登岩体与伟德山岩体 ,接触构造广泛发育 ,

目前已发现的矿床 (点 )多位于两岩体周围。

( 4)断裂复合部位 ,尤其是 N E向断裂与 NW向断裂的复合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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