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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乳山市大业金矿为处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之胶莱坳陷和胶北隆起区两个Ⅲ级构造单元衔接

部位的胶莱盆地东北缘的一大型金矿床，众多专家学者在该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95 年规模开采

至 2004 年底，该矿床采矿许可范围内保有资源量不足开采 2 年，为一严重危机矿山。2005～2007 年实施

了《山东省乳山市大业金矿接替资源勘查》（项目编码：200537018），对以往矿体深部及外围进行了勘查，

新发现了 6个矿体，新增资源量（333）金金属量 3 t，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矿山资源危机，但仍面临资源衰

竭的问题。本文拟对危矿找矿过程中的新发现及认识作一简要总结，以期为该区今后的探矿工作提供参考。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古元古代荆山群含石墨片麻岩夹片岩、大理岩，中生代莱阳群砾岩、砂岩，及第

四系沉积物。矿区内岩浆岩主要有新元古代玲珑超单元九曲单元弱片麻状细中粒含石榴二长花岗岩和中生

代脉岩。 

矿区内构造包括发育于盆地外缘韧性剪切带和盆地内外各种脆性断裂两种。其中，蓬家夼断裂浅部为

荆山群与玲珑超单元衔接部位之盆缘层间滑脱断裂，中深部表现为胶莱盆地盆底断裂；总体呈近东西向展

布，向南倾斜；在平面上呈向南弯曲的弧形舒缓波状产出，在剖面上呈上陡下缓的铲式产出，倾角 63～5°；

出露长度约 4 km，宽 15～280 m；断裂带具多期活动的特点，经历了压－张－压扭性活动，是区内主要的

控矿、赋矿断裂。 

2  找矿成果及进展 

（1）蓬家夼金矿经历次勘查共圈定矿体 14 个，主矿体 3 个，均严格受蓬家夼断裂控制，矿体形态较

简单，总体呈上陡下缓，新发现矿体 6 个，均位于破碎带中深部，多数属于尖灭再现、单工程控制的零星

小矿体。 

（2）矿体赋存于滑脱断裂带凸起后下凹处，单一矿体与主构造有小的交角；主构造带内矿体主要发

育于角闪闪长岩层之上，浅部矿体厚度与局部大理岩包体互为消长；矿体总体向南西侧伏，侧伏角 25°。 

（3）首次发现盆缘层间滑脱断裂主要发育于地表以下 300 m 以内，向深部则尖灭于胶莱盆地盆底断

裂；并在盆底断裂中发现金矿体，控制斜深达 1200 m（图 1），进一步证明胶莱盆地东北缘盆底断裂中具

有较好的找矿远景。 

（4）首次发现主滑动构造带上盘较陡立的次级张性断裂中发育有细脉浸染状矿化，通过与附近宋家

沟金矿成矿条件对比，应有在北东向断裂构造通过处砾岩中找到金矿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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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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2007. 山东省乳山市大业金矿接替资源勘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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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业金矿 63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5）矿床的成矿热液来源可能与矿石硫、矿石氧来源相同，即元古代时期形成的原地交代重熔岩浆

热水溶液，部分成矿物质来自荆山群（张竹如等，2002；赵玉灵等，2000）；成矿温度一般 100～200℃。矿

床成因类型应属中－低温热液脉型金矿床，形成时代为燕山晚期（孙丰月等，1995）。 

3  找矿工作存在的问题 

（1）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综合研究工作欠缺。有关该区成矿规律及成因的文章较多，但研究者多来

自各大院所，理论性较强，野外工作极少，往往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对于具体找矿并无太大帮助。 

（2）截至目前，对主滑动带的控制尚不够，部分地段缺少工程控制，如 63 线─320 m标高位置（图 1）；

─450 m标高以下情况不明，缺乏较为精细、可靠的地质、物探数据。 

（3）由于矿权归属、地形等因素影响，本次工作主要集中于主构造带即蓬家夼断裂带上，对于其次

级构造，如上盘次级张性断裂等工作较少。 

4  找矿方向及建议 

4.1  重点找矿方向 

① 主构造带内矿体深部，可按照无矿间距 300～600 m 规律进行钻探施工；② 主构造带上盘对应的

陡倾张性断裂，寻找细脉浸染状矿化，相当于砾岩中密集节理带中的金矿。 

4.2  建  议 

① 该矿床目前主矿带受蓬家夼盆缘及盆底断裂带控制，应注意应用大地电磁测深、地震测量等先进

物探方法加大对构造深部的控制，这是判定矿体延深形态及规模的前提条件；② 鉴于该区构造岩浆活动

的复杂性，应注意结合新发现的岩株（脉）、矿化带开展区内地层、岩体、构造的研究工作，弄清该区变

质变形地质背景、盆地演化、构造岩浆演化顺序，尤其是区内构造、侵入岩的先后顺序及最晚期侵入事件

的限定等；③ 加强找矿中的综合研究工作。根据具体实地情况，具体的地段进行有效的找矿，紧密结合

野外工作成果及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包括成矿时代、成矿流体运移通道及过程、成矿沉淀机制等的

综合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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