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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胶莱盆地东北缘地区自 1994 年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发现蓬家夼大型金矿以来，相继发现

了海阳郭城（中型）、牟平宋家沟（中型）、牟平辽上（小型）、牟平龙口（小型）等金矿。各专家学者从

成矿地质特征、矿化赋存规律、成矿流体条件、成矿年代等不同方面对该区金矿做了大量研究（刘建明等，

2003；毛景文等，2002；2005；孙丰月等，1995；杨春福，2010；张连昌等，2000；2002a；2002b；张竹

如，1999；邹为雷，2001；2010）。本文主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在该区工作实践，试对该区

金矿成矿系列予以总结，并建立区域金矿成矿模式，以期为今后找矿工作提供参考。 

1  区域金矿成矿背景 

胶莱盆地东北缘地区处于华北板块南缘鲁东隆起区之胶莱坳陷(盆地)和胶北隆起区之间的衔接部位。

该区主要地质建造格局体现为三大部分，即盆地内部中生代莱阳群砾岩建造及其内部发育的陡倾断裂及密

集裂隙带、盆缘古元古代荆山群变质岩系与新元古代玲珑超单元九曲单元弱片麻状二长花岗岩间的滑脱断

裂带及与其连接的深部玲珑超单元上层面之盆底断裂带、盆地外缘发育于玲珑超单元中的韧性剪切带、断

裂带等。区内发育有中生代燕山晚期的角闪闪长岩、闪长岩、闪长玢岩、煌斑岩、细晶岩及石英脉等脉岩。 

2  典型矿床式成矿特征 

该区已发现的金矿可归纳为中生代燕山晚期与盆地构造系统有关的金矿成矿系列，包括盆内缘受陡倾

断裂、密集裂隙带控制的牟平宋家沟式，盆缘浅部受层间滑脱构造控制、深部受盆底断裂控制的乳山蓬家

夼式，和受盆地外缘断裂带控制的海阳郭城式和牟平辽上式等，其中郭城式与辽上式金矿化处于相同构造

部位，两类矿床差别在于其赋矿围岩及围岩蚀变、矿石类型、矿化方式及流体来源方面，似乎表现为同类

矿床的深部与浅部特征关系。 

总的来说，该成矿系列金矿化均严格受断裂（或裂隙）构造控制，矿体呈脉状、透镜状，矿石类型以

黄铁矿（化）蚀变岩及黄铁矿（化）脉为主，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含少量黄铜矿、磁黄铁矿、闪锌矿

等，金矿物以晶隙金和裂隙金为主；围岩蚀变主要包括硅化、绢云母化。成矿流体及矿物组合分析显示，

自郭城式-蓬家夼式-辽上式-宋家沟式，表现出成矿温度逐渐降低、成矿深度逐渐变浅的趋势，但金矿化可

能均与岩浆活动有关（刘建明等，2003；毛景文等，2002；2005；孙丰月等，1995；杨春福，2010；张连

昌等，2000；2002a；2002b；张竹如，1999）。 

3  区域成矿模式 

                                                        
*本文得到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管理办公室《山东省乳山市大业金矿接替资源勘查》（200537018）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省栖（霞）、

蓬（莱）、福（山）地区金及多金属矿成矿规律及成矿预测研究》（鲁勘字[2007]56号）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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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太平洋板块俯冲于中朝板块之下，形成的北西－南东向挤压应力使郯庐

断裂发生大规模的左旋剪切运动。由于上地幔隆起的存在，胶东地块与胶南地块沿郯庐断裂发生非同步向

北运移，此过程中不同地块间拉开、断陷，进而发展成盆地，并接受中、晚侏罗世的沉积。早白垩世，盆

地快速下陷，大范围接受莱阳群沉积。晚期，整个胶东构造岩浆活动加强，胶莱盆地深部岩浆上升，形成

的深源岩浆热液（可能带有部分成矿物质）与由此引起的深层循环地下水热液不断沿着深大断裂及次级断

裂构造迁移，从围岩中不断萃取成矿物质，在构造、物理地球化学条件适宜的地方（构造破碎带）聚集、

沉淀富集形成矿床（图 1）。 

4  找矿方向 

根据该区金矿成矿系列特点，该区今后找矿方向应为：a、蓬家夼式-盆地边缘盆缘断裂带呈现向南转

折膨大尤其有北东向断裂构造与之交汇处，重点地段史家以西地区；b、宋家沟式-地表出现密集裂隙部位，

重点放在盆地东北角谭家-申家地区；c、郭城式、辽上式-盆地外缘北东向断裂发育，尤其靠近韧性剪切带

处，重点地区为盆地东北角费格庄－垛山庄地区和西北角留格庄-西涝口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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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胶莱盆地东北缘金矿成矿模式图 

①-蓬家夼式；②-宋家沟式；③-郭城式；④-辽上式；1—中生代莱阳群砾岩；2—古元古代荆山群大理岩、片麻岩及变粒岩等；3—新元古代玲珑超单元

九曲单元二长花岗岩；4—中生代燕山晚期花岗岩；5—中生代燕山晚期各类脉岩；6—盆底断裂带；7—郭城断裂；8—小型断裂及密集裂隙；9—岩浆热

液运移方向；10—成矿热液运移方向；11—大气降水运移方向；12—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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