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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是一种复杂系统，而成矿作用则是一种复

杂的动力学过程。矿床成因的基本问题归根结底是

成矿作用动力学问题（於崇文，1994）。成矿作用

动力学研究成矿作用的速率、机制和过程。构造动

力是成矿的基本因素之一，不同构造动力体制产生

不同的成矿系统（翟裕生，2002）。常见的构造动

力学体制有七种类型：伸展拉伸、挤压收缩、走滑、

隆升、沉降、大型韧性剪切和大型陨石撞击（翟裕

生，2003）。胶东金矿与中生代岩浆作用关系密切，

对于指导区域找矿研究岩浆的隆起意义重大（吕古

贤，2016），控矿断裂和蚀变岩都是岩浆成岩之后

的产物。胶东地区长期处于大陆边缘，构造成岩成

矿作用过程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邓军，1999），

研究构造性质与金矿的关系，认为胶东金矿是花岗

岩和变质岩之间剪切拆离滑脱破碎岩带受岩浆期

后热液交代蚀变的产物（吕古贤，2013）。岩浆期

后的热液交代岩浆岩蚀变成矿，控制蚀变岩的断裂

破碎岩以及断裂对成矿的控制作用一直是研究的

重点。 

本文依托“玲珑金矿田东部断裂蚀变成矿体系

三维研究与深部预测”矿山项目，基于“玲珑杂岩隆

起-拆离带蚀变岩成矿”的模式 以及“构造物理化学

与金矿预测”等理论（吕古贤，1996，1998，2006，

2015），结合野外地质填图、及井下坑道填图，系

统的节理测量、擦痕及矿脉产状等，对玲珑金矿田

成矿期的三维主应力进行反演；在结合勘探工程和

前人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构造对矿脉产出的控制

作用。 

（1）该地区发育一系列的正断层，断层面为

一条产状通常发生明显变化的脆性断层面，并且断

层的倾向大致相同。断层多表现为早期受挤压作用

力，后期为张性环境，多期构造错动断层面上形成

珠状构造角砾岩。 

（2）区域上玲珑金矿田内矿脉及脉体的分布

表现为右列分布特征，显示其受到左旋压扭作用；

通过井下矿脉剖面及平面特征，175 号矿脉为一右

列右下行斜列形式。本区断裂及脉状矿床、矿体大

量存在雁列、斜列构造形式，受成矿期压扭性构造

活动的影响，矿脉断裂带中发育一系列雁行状的张

性裂隙，石英脉、石英黄铁矿脉、多金属硫化物脉

充填其中而形成富矿体。 

（3）对北东、北东东及北北东三个主要方向

的控矿断裂分别研究对比，通过节理玫瑰花图和极

密图解析三个控矿断裂方向古应力场的分布。另用

D. Delvaux 教授及其团队研发的 Win-Tensor 古应力

分析软件，对研究区共轭节理进行了主应力分析，

对断裂带的三个主压应力方位进行反演。三个方向

的断裂带应力场分布进行对比：九曲蒋家断裂共轭

节理反演大多表现出最大主应力较陡，均>50°，表

现为张扭性的构造作用，破头青断裂带内节理反演

表现出压扭及张扭两种应力特征。证明玲珑金矿田

成矿期作用力早期为压扭性逐渐演化为张扭性的

作用力。 

另外通过得到最的大主应力的平面方向的分

布，结合前人对同地区罗山金矿构造应力演化研究

成果，得出玲珑金矿田成矿期构造应力演化从早到

晚 最 大 主 应 力 方 向 变 化 情 况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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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SE→EW→NE-SW→NNE-SSW→SN，其中 NW 

-SE 及 E-W 方向为压扭性特征，NE-SW 由压扭转

变为张扭性环境，最大主应力方向倾角变陡。  

（4）结合地球物理资料及野外对叶理片麻理

构造的测量，玲珑金矿田区内九曲以北，即九曲蒋

家断裂和破头青断裂 NEE 向部分，面理倾向均为

NE，九曲以南面理倾向为 SE，表明花岗岩受岩浆

岩的向上侵位导致早形成的花岗岩体塑性变形形

成一系列的面理构造。由于深部岩浆上拱造成花岗

岩与其上覆早期前寒武纪变质岩之间形成伸展-拆

离构造，成为金矿成矿的有利空间。在伸展-拆离构

造中，以碎裂岩为主的构造发育良好，成矿流体以

渗流方式运移，通过与构造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以

蚀变岩为主的矿体；在伸展构造下盘的花岗岩穹窿

边缘，由于岩体上拱造成的引张作用产生大量张裂

隙，形成减压空间，成矿流体在泵吸作用下充填成

矿，即石英脉型金矿。 

（5）结合矿山勘查资料，玲珑金矿矿脉分布

具有侧伏侧列规律，中生代 NE 向滑移系控制断裂

蚀变及矿带延伸状态；断裂岩带的倾向控制矿体侧

伏方向，断裂倾向 NW，则矿体向 SW 侧伏，断裂

倾向 SE，则矿体向 NE 侧伏；在矿体垂直纵投影图

上，向 NW 倾斜的矿体由向下右侧列。构造控制了

矿体的形成、分布赋存规律，为构造预测隐伏矿床

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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