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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金矿田位于位于著名的招（远）莱（州）

金矿带东部，该矿田西靠沂沐断裂带，北临龙口断

陷盆地，南为胶莱拗陷，是我国开采最早、最著名

的黄金产区。区内构造以断裂发育为特征，主要断

裂为破头青断裂和玲珑断裂。构造形式变化复杂，

区内受多次构造作用，裂隙发育，岩浆活动频繁，

成矿地质条件有利。通过采用坑道工程和钻探工程

相结合的勘查方法，查明了区内地层、岩浆岩及构

造、主要矿脉 175、48、50 号脉及支脉的规模、形

态、产状及矿石质量等特征，重新认识并总结了矿

山的深部成矿特征及规律，对老矿山的勘查找矿有

重要指导意义。 

1  地质背景 

区内所见地层为新生代第四系山前组（Qŝ）和

新太古代胶东岩群郭格庄岩组（Ar3g）。矿区内岩浆

活动频繁而强烈。主要为三期，第一期为中生代燕

山早期文登序列冶口单元（J2ηγWy）；第二期为中

生代燕山早期玲珑序列大庄子单元（J3ηγLd）、罗山

单元（J3ηγLl）、九曲单元（J3ηγLj）；第三期为中生

代燕山晚期郭家岭序列大草屋单元（K1γδGd）。矿

区内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规模较大的有破头青断

裂、玲珑断裂，矿区北部有九曲蒋家断裂。断裂构

造控制了矿区内矿脉的产出规律，矿脉走向北北东

-北东，主干矿脉倾向南东，深部倾角变陡，次级矿

脉及支脉大多数倾向北西，侧伏向北东，与玲珑断

裂倾向一致。 

 

2  成矿规律研究及其应用 

矿区内较大规模的矿脉总体走向 NE，浅部倾

向 SE，因此，在初期地表施工钻孔都按此认识布置，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发现矿脉向下延伸倾角变

陡，甚至不断出现盲矿体。而且在矿山开采过程中，

坑道揭露的矿体有倾向 NW 的，与以往认为倾向

SE 不一致，地质人员对所获地质资料进行重新认

识，再次进行综合研究，意识到矿脉在深部向 NW

倾斜，矿脉呈雁型排列，分支复合特征突出，在坑

道内施工了少量钻孔进行验证，对矿脉特征的认识

有了质的飞跃（刘维民等，2008；吕古贤等，2011；

李强等，2011）。在两次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接

替资源勘查（任务书编号分别为〔2005〕024 号、

资[2014]03-001-018）的基础上大致查明了区内地

层、岩浆岩及构造的特征，大致查明了主要矿体的

规模、形态、产状及矿石质量等特征。第一次勘查

圈定了 17 个工业矿体，探获金资源量（333）矿石

量 4047949t，金属量 27836kg，其中 175 支 1-1、175

支 2-1、175 支 2-2 号矿体为主矿体。主要矿体特征

如下：175 支 1-1 号矿体：矿体由三层坑道 4 个坑探

工程及 5 个钻孔控制。矿体赋存于 35 线～95 线间，

控制标高-358～-730m，矿体呈脉状，沿走向和倾

向均呈舒缓波状，局部膨大，走向 43°～65°，倾向

北西，倾角 48°~72°。矿体走向延长 1260m，倾向

延深 396m，矿体厚度 0.24～9.21m，平均厚度

2.20m，厚度变化系数 80.45%，属厚度变化稳定型

矿体。单样品位 0.20×10
-6～422.87×10

-6，矿体平均

品位 6.55×10
-6，品位变化系数 348.30%，属有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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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分布不均匀型矿体。175 支 2 号矿体由 1 个坑探

工程及 7 个钻孔控制。矿体赋存于 17 线～83 线间，

控制标高-538～-932m，矿体呈脉状，沿走向和倾

向均呈舒缓波状，中部薄，两端厚，尤其在 17 线，

厚度达 9.56m，矿体品位高，最高为 210.16×10
-6。

走向 30°～56°，倾向北西，倾角 60°～73°。矿体走

向延长 1452m，倾向延深 476m，矿体厚度 0.40～

9.56m，平均厚度 2.55m，厚度变化系数 129.52%，

属厚度变化较稳定型矿体。单样品位 0.11×10
-6～

210.16×10
-6，矿体平均品位 7.32×10

-6，品位变化系

数 296.98%，属有用组份分布不均匀型矿体。估算

（333）金属量 12870kg，占本报告提交资源量的

46.23%。 

第二次勘查圈定了 5个矿体，新增（333）+（334）

矿石量 2693678t，金金属量 11172kg，平均品位

4.15×10
-6。其中 48-1 为主要矿体，主要矿体特征：

矿体由四层坑道 4 个坑探工程及 5 个钻孔控制，矿

体赋存于 41 线～101 线间，控制标高+338～

-1310m，矿体呈脉状，沿走向和倾向均呈舒缓波状，

局部膨大，矿体走向延长 726m，倾向延深 1453m，

走向 35°～55°，倾向 NW，倾角 67°～81°，侧伏向

NE,侧伏角 46°～65°。容矿岩石为黄铁绢英岩、黄

铁绢英岩化花岗岩等蚀变岩。矿体厚度 0.62～

2.10m，平均厚度 1.71m，厚度变化系数 45.42%，

属厚度变化稳定型矿体。单样品位 0～12.30×10
-6，

矿体平均品位 4.20×10
-6，品位变化系数 87.91%，

属有用组份分布均匀型矿体。 

3  结论 

3. 1 成矿特征 

(1) 矿脉、矿体及矿化严格受断裂、裂隙构造

控制。说明断裂构造是矿床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2) 含金石英脉型矿石与含金蚀变岩型矿石

共存于同一构造带中。含金石英脉往往构成矿体的

核部，是成矿溶液沿裂隙充填、沉淀所形成的；含

金蚀变岩型矿石多位于含金石英脉两侧，向外蚀

变、矿化逐渐减弱过渡为二长花岗岩，这是矿液交

代作用的产物。 

(3) 黄铁矿是最主要的载金矿物，一部分金矿

物以包体的形式被包裹在黄铁矿晶隙中，说明金矿

物的形成与黄铁矿是一致的。黄铁矿中包裹体温度

在 170～300°C 之间，多数在 260°C 左右，表明黄

铁矿是中温热液阶段的产物（申俊峰等，2013）。 

(4) 矿化与钾化、绢英岩化、黄铁矿化等线型

蚀变关系密切。 

(5) 矿床成因为中低温混合岩化—重熔岩浆

热液金矿床。 

3.2 找矿标志 

(1) 矿体总体具有向 NE 侧伏的规律。 

(2) 次一级构造与主构造交汇部位往往形成

富矿体。 

(3) 主构造带的下盘常有一组产状较陡的次

一级构造裂隙控制小而富的盲矿体。 

(4) 构造复合部位多为规模较大的蚀变岩型

金矿体。 

(5) 矿脉窄而倾角近于直立且两侧为完整花

岗岩时，易于形成规模不大、品位较高的石英脉型

矿体。 

(6) 早期煌斑岩的两侧或其本身偶尔具有工

业矿体。 

(7) 矿体具有膨大、收缩、尖灭再现的特点。 

(8) 绢英岩化、硅化、黄铁矿化为找矿的主要

直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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