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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邑铜石地区金矿的形成与燕山早期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密切相关,受环状-放射状断裂

体系控制,矿床均产于杂岩体的内外接触带附近。今后应注意在隐爆角砾岩中、斑岩中、岩体接触

带附近和岩体外接触带白云岩和灰岩中寻找不同类型的金矿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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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平邑铜石地区是鲁中南成矿区主要的金

矿分布区, 已发现归来庄大型金矿床,占鲁中南成矿

区金储量的 80%。通过多年野外地质工作和对归来

庄金矿床的研究,以及对铜石杂岩体的分析,认为山

东平邑铜石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找矿前景广阔。

1　地质背景

平邑铜石地区属于华北地台东部, 沂沭断裂带

以西的鲁西隆起区,位于尼山凸起的 NE 翼、平邑凹

陷的南部边缘。该区北起东阳店子—西纯庄—北温

水—柳子沟,南至郑城乡—南山—唐家庄, 西起窦家

庄—南蒲芦—车庄,东至资邱乡—东石井—地方镇。

面积约 450 km
2。

区内出露地层有新太古界泰山岩群, 古生界寒

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 新生

界第四系。区内断裂相当发育,其与燕山早期铜石次

火山杂岩体共同控制着区内金矿床的产出(图 1)。

2　金矿床地质特征

区内已发现归来庄、银洞沟、西皋、郝家山头、卓

家庄、刘家庄北岭、磨坊沟、梨方沟等金矿床(点) ,这

些金矿床(点)都与铜石次火山岩侵入体有关。

2. 1　矿体产状、形态特征

矿体均产于铜石杂岩体周边或岩体内。矿床类

型为火山热液型。隐爆角砾岩体及其围岩均赋存金

矿体,金矿体的形态、产状及分布受火山角砾岩体控

制。大多数情况下角砾岩体就是矿体,二者的形态、

图 1　铜石地区区域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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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铜石地区地质略图

F ig . 2　Geo lo gical sketch o f Tongshi ar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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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5. 闪长岩　C2.花岗岩　1. 韧性剪切带　2.地质界线　3. 压扭

性断裂　4.水系沉积物金异常及编号　5.大型金矿床　6.中型金

矿　7.金矿(化)点

产状及分布一致。

矿体产状严格受铜石杂岩体次火山构造产状的

控制,归来庄金矿床分布于近 EW 向断裂中, 倾向

S,倾角 45°～68°, 矿体呈不规则脉状,沿走向及倾向

呈舒缓波状延深,分支复合、膨胀狭缩变化明显。银

洞沟金矿床矿体走向 NE,倾向 NW, 倾角 60°～80°,

矿体呈透镜状。

2. 2　矿石特征

本区矿石以含金隐爆角砾岩、灰岩、白云岩为

主。角砾岩的膨大部位,金品位一般较低, 矿体厚度

较小;而角砾岩的狭缩地段, 在其顶底板亦能形成厚

大矿体。角砾岩体边部与顶、底部岩层接触处,以及

角砾中硅化、萤石化、泥化、褐铁矿化发育地段,多是

金富集的最佳部位。

矿石为碎裂结构,且常常发生数次破碎,早期的

蚀变岩破碎后又被较晚期的蚀变矿化组合体胶结。

金属矿物以浸染状为主,分布在角砾岩的胶结物中。

矿石 w ( Au)品位一般 n×10
- 6
～nn×10

- 6
。

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 其次为银金矿和碲铜金

矿、碲金银矿。根据 31粒金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统

计, 矿石中金矿物自然金占 55% ,碲铜金矿占 29% ,

银金矿占 16%。按此分析结果计算金的成色为:自然

金 979,银金矿 714。计算的 w ( Au) / w ( Ag) : 自然金

为 45. 67, 银金矿为 2. 49,碲铜金矿为 51. 11。

2. 3　围岩蚀变

近矿体的围岩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热液交代作

用。归来庄金矿床在火成岩成分角砾岩中,蚀变主要

为硅化、绢云母化-水云母化、黑云母化、冰长石化、

萤石化、碳酸盐化等,在灰岩、白云岩中无明显蚀变。

图 3　铜石地区控矿断裂构造展布略图

F ig . 3　Geo lo gical map show ing o rient ation o f or e-cont ro ling fra ctu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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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角砾岩顶、底板的白云岩、灰岩也是构成矿体的

一部分, 由于灰岩、白云岩蚀变很弱, 此类矿石与围

岩无明确界线,需依据化验结果圈定矿体。

在铜石杂岩体西南的郝家山头、刘家庄、磨坊

沟、梨方沟等地分布的金矿(化)点,金矿(化)体产于

灰岩、白云岩中的层间破碎带、层间裂隙及蚀变破碎

带中,蚀变主要有硅化、萤石化, 伴有重晶石化。

3　控矿条件及成矿规律的认识

本区金矿床的形成与燕山早期铜石次火山杂岩

体密切相关, 受次火山环状-放射状断裂体系控制

(图 1) ,属富含贵金属的中-低温热液金矿床。区内金

矿床及金矿(化)点均环绕铜石杂岩体分布, 或出露

于杂岩体范围内, 金矿化与铜石杂岩体有成因联系。

3. 1　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对金矿(化)体的控制

铜石杂岩体出露面积约 40 km 2, 是一个小型的

岩体。它近等轴状, 多次的岩浆活动产物聚集于同一

部位,岩浆活动受多组断裂交汇而发育的通道控制,

深部岩浆沿这一通道多次侵入。同时金元素在有利

构造部位形成金矿(化)体。

铜石杂岩体中的火成角砾岩主要分布于岩体中

部及泰山岩群的接触带,也见于古生界岩层中。在其

中已发现王家村、宝古山、银洞沟、平邑钢联矿山等

多处金矿化, 宝古山一带工程揭露采样 w ( Au ) =

0. 10×10
- 6
～5. 45×10

- 6
, w ( Ag ) = 1. 10×10

- 6
～

18. 00×10- 6。

3. 2　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内外接触带对金矿床的控

制

铜石杂岩体内带即石英二长闪长岩、二长-正长

岩、粗面斑岩、石英正长岩、火成角砾岩,外带即泰山

岩群、古生界等。二者的关系为侵入关系, 铜石次火

山杂岩体由 3个阶段的岩浆活动产物组成, 二长闪

长斑岩类岩石的主体侵入到泰山岩群斜长片麻岩与

古生代岩层的界面附近, 向上部层位及向下层位还

有侵入体的许多小分支。

二长-正长质斑岩体是二长闪长斑岩之后侵位

的,该类岩体以泰山黑云斜长片麻岩与二长闪长斑

岩间的界面为侵位的主要空间。角砾岩体为第 3阶

段的产物, 在归来庄、古宝山、银洞沟—麻窝东沟、大

担山—小担山、平邑钢联矿坑附近等均有出露。

目前已探明的归来庄金矿床, 就是分布于铜石

杂岩体东部接触带的大型金(银)矿床。另外, 卓家

庄、郝家山头、刘家庄北岭、银洞沟、西皋、平邑钢联

矿区等金矿(化)点, 均分布在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内

外接触带上。

3. 3　断裂构造对金矿床的控制

在金矿成矿时期(侏罗纪) ,沂沭断裂带受太平

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影响,发生左行扭动,鲁西地

区处于 NWW 向挤压、NNE 向伸展的应力场中, 在

铜石地区则产生了 NW 向断裂、NNW 向燕甘断裂、

NE 向断裂及近 EW 向断裂。

燕甘断裂活动导致了岩浆的侵入, 形成铜石次

火山杂岩体。燕甘断裂由于多次挤压和拉张, 切割深

度较大, 形成了开放环境, 不利于金属矿物沉淀, w

( Au)品位多数< 1×10
- 6
。而派生断裂中,压力相对

较少,而且封闭较好,尤其在灰岩分布区更有利于矿

质沉淀。归来庄大型金矿床、郝家山头及十字庄金矿

点受燕甘断裂的派生断裂构造控制,也受此火山环

状构造的控制。

近 EW 向断裂属燕甘断裂的派生构造, 区内主

要有归来庄断裂、大平安庄断裂、营子洼断层和车草

峪断层,断裂带内发育不同强度的金、银矿化。如归

来庄金矿床的生成和分布与隐爆角砾岩密切相关,

而角砾岩体及金矿化受该地段的 EW 的归来庄断裂

控制,郝家山头金矿点则受营子洼断层控制。

NW 向断裂有麻窝—银洞沟断裂、贺家山庄断

裂等,均发现有金矿化。十字庄东的 NW 向金矿化发

生在夕卡岩带上。

NE 向断裂分布于和气庄、庞家村等, 金岭、榆林

等金矿点受该组断裂控制。

3. 4　穹状次火山构造对金矿床的控制

铜石地区的金矿床(点)分布于铜石杂岩体周边

和岩体之内, 受穹状次火山构造控制。铜石杂岩体的

侵位及之后的隆升,在围岩中产生了环状和放射状

断裂,卫片及航片解译显示环状断裂是比较明显的,

放射状构造也有所显示(图 4)。隐爆角砾岩一般沿着

放射状断裂侵位,产于隐爆角砾岩中的金矿床(点)

受放射状构造控制明显。

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在金矿形成过程中, 岩浆同

化了基底泰山岩群, 吸收了泰山岩群中的 Au, Ag 元

素, 从而生成了金矿化的粗面斑岩及火成角砾岩体,

由于剧烈的次火山隐爆作用, 相关岩石发生了以水

化为主的广泛蚀变,从而形成了金矿床(体)。

4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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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铜石杂岩体次火构造略图

F ig . 4　Sketch of T ong shi sub-volcanic complex

1.新生界　2.中生界　3.古生界　4.新太古界　5.隐爆角砾岩

6.二长质—正长质岩石　7.二长闪长质岩石

8.地质界线　9.断层

4. 1　找矿标志

( 1)隐爆角砾岩。沿次火山放射状构造侵位的角

砾岩是该区主要的找矿标志, 矿化强度一般与角砾

的硅化、绢云母化-水云母化、冰长石化、萤石化、碳

酸盐化的蚀变强弱有关,蚀变越强,矿化也越强;

( 2)硅化、萤石化粗面斑岩;

( 3) Au, Ag , Cu, Pb, Zn, F , As, Bi等原生晕异

常,是该区很好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4. 2　找矿方向

铜石次火山杂岩体及周边成矿地质条件良好,

找矿前景广阔。根据前述成矿规律及野外实地踏查,

认为该区找矿工作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 1)在隐爆角砾岩中寻找金矿床。现已发现归来

庄大型金矿床及宝古山、银洞沟金矿点。归来庄金矿

床含矿岩石为隐爆角砾岩、白云岩、灰岩, 矿床受次

火山放射状断裂构造控制。宝古山一带隐爆角砾岩

发育, 且伴有硅化、绢云母化、黑云母化、泥化等。地

表样品分析最高 w ( Au ) = 5. 45×10- 6 , w ( Ag ) =

18. 00×10- 6 ,根据上覆岩层及侵位的岩体估算, 矿

化发生于 1 800～2 000 m。以下地段应作为今后找

矿重点区段:宝古山一带, 归来庄—曹家庄—小平安

庄一带,其他隐爆-侵入角砾岩分布区。

( 2)在斑岩中寻找金矿(化)体。银洞沟金矿(化)

体赋存于粗面斑岩中, 岩石硅化、萤石化发育, 地表

工程样品最高 w ( Au) = 3. 08×10- 6 , 地表宽2. 0～

3. 8 m。斑岩中分布的石英细脉中 w ( Au) = 28. 45×

10- 6。成矿深度大,发生于 2 000 m。以下地段有较好

找矿前景: 银洞沟—丰河一带,铜石岩体边缘斑岩分

布区。

( 3)在铜石杂岩体接触带寻找夕卡岩型金矿床

(体)。在铜石杂岩体与古生代灰岩的接触带, 形成了

含磁铁矿夕卡岩带,夕卡岩带上有金矿化叠加,现已

发现西皋、十字庄东岭、十字庄西山、李家寨等金矿

(化)点,平邑钢联矿山也发现有金矿化,西皋一带夕

卡岩及磁铁矿石中最高 w ( Au) = 7. 29×10
- 6
。以下

地段具有找矿前景:西皋—西皋西岭一带, 李家寨—

十字庄—金岭一带,红旗新村—麻窝一带, 卓家庄—

大黄坡一带。

( 4)在铜石杂岩体外接触带白云岩、灰岩中寻找

似层状-脉状金矿(化)体。在铜石杂岩体外接触带西

南方向的郝家山头、刘家庄北岭、磨坊沟、梨方沟等

地已发现金矿(化)体, 矿体位于古生代岩层与泰山

岩群不整合面之上的灰岩中,矿体呈似层状或脉状,

似层状矿体产在层间破碎带中, 脉状矿体产在蚀变

破碎带中。现已发现刘家庄北岭最高 w ( Au) = 5. 29

×10
- 6
, 郝家山头最高 w ( Au) = 94. 66×10

- 6
。以下

地段找矿前景较好:郝家山头—刘家庄北岭一带, 梨

方沟—黄龙山一带, 东裴家沟—东南岭一带,磨坊沟

一带。

综上所述, 铜石杂岩体内部及周边地区,成矿地

质条件较好, 加之在该地区开展黄金地质找矿工作

起步晚,工程程度相对较低, 该区应作为今后找矿战

略选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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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OF BRECCIA IN SHUANGWANG Au DEPOSIT,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Au ORE PROSPECT

SHI Jing-hai

( T aibai Gold M ine, T aibai 721607, China)

Abstract: 　Data summarizat ion and analy sis of Shuangw ang Au depo sit reveal three types of breccia , ie.

tectonic, hydraulic and gas-liquid crypto-exploded breccia. Discussion on their relat ions to Au or e i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s, occurrence and spatial rel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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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CTERISTICS OF GOLD DEPOSITS

AND GOLD ORE-SEARCHING DIRECTION IN TONGSHI AREA,

PINGY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LI Pu-hong, SONG Geng-hai

(N o. 10 Gold Geological P ar ty of the A rmed Police For ce, Yantai 264001, China)

Abstract: 　Gold depo sits in Tongshi are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rly Yanshanian Tongshi sub-vo lcanic

complex . T hey occur g enerally at the inner and outer contact zones and are controlled by ring-explosion

breccia, por phyry and contact zone and do lomite and limestone out of the contact zone.

Key words: 　 gold ore; geolog ical char acterist ics; ore-searching direct ion; T ongshi area; shandong

pr 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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