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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质概况 

大尹格庄金矿床位于招平断裂带的中段，北东距招远市约 18 km。该金矿具有矿体大、储量大、埋藏深、品位低的特点。 

矿区内断裂主要有招平断裂、大尹格庄断裂、南周家断裂、南沟断裂等。招平断裂在矿区内总体走向 20°，倾向 SE，

倾角 21~58°，宽 40~78 m，由糜棱岩、碎裂岩及断层泥等组成。矿体大部分赋存于主裂面下盘的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和黄铁

绢英岩化花岗岩中，矿体形态、产状和分布严格受招平断裂带控制。 

主裂面上盘主要为胶东群变质岩，发育有碳酸盐化、绿泥石化与褐铁矿化蚀变。 

2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大尹格庄金矿的形成受断裂构造系统、玲珑花岗岩和胶东群变质岩的复合制约。 

断裂构造系统是由招平断裂带和与之交汇贯通的大尹格庄断裂等 NWW 向及 NW 向断裂共同构成的。招平断裂带是主

要容矿构造，而与招平断裂带交汇贯通的 NWW 向及 NW 向断裂也显示有长期活动和多期活动的特征，并构成了重要的导

矿构造，是保障成矿流体循环畅通和成矿物质持续供给的关键。以大尹格庄断裂为例，该断裂将大尹格庄金矿分为 2个矿体

群，南部为①号矿体群，北部为②号矿体群，而矿体的侧伏方向与侧伏角明显受大尹格庄断裂与招平断裂带的交汇线制约。 

玲珑花岗岩接触带与招平断裂带的复合，使之成为热液活动和热能释放有利场所，导致围岩中的成矿物质随热液一起发

生循环。矿区闪长玢岩、煌斑岩等中基性脉岩发育，空间上与矿体关系密切，指示了深部岩浆活动及热源释放的中心所在。 

招平断裂带上盘的胶东群变质岩中角闪石的含量较高，且这些角闪石中金的含量与世界其他地区角闪石中金的含量相比

要高很多（陈光远等，1988），显示胶东群变质岩具有提供金来源的潜力。变质岩中普遍发育碳酸盐化和绿泥石化蚀变，其

中绿泥石化蚀变是铁质释放的重要线索，有为矿化黄铁绢英岩提供铁质来源的有利条件。而大尹格庄金矿乃至整个胶东地区

金矿硫同位素组成普遍显示富集重硫的特征，矿石中硫的主要来源可能与胶东群变质岩中硫酸盐矿物的热还原作用有关。 

3  热液对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成矿机制 

氢氧同位素分析显示，大尹格庄金矿矿石和蚀变岩矿物流体包裹体D 值为-101.85~-59‰，包裹体的18O 值为

-13.53~7.36‰（中国地质大学，2005），在D-18O 同位素图解上，多数样品投点落在岩浆水区与雨水线之间，显示该矿床

的形成有大气水的显著参与。 

成矿过程中，大气水补给的重要通道是大尹格庄断裂等 NWW向及 NW向断裂。而热液对流系统中成矿金属元素及硫、

碳等物质的大规模的循环是成矿的关键。在浅地表环境下，硫和碳的循环是以不同相态含硫和含碳组分间的交替转化来实现

的，并与物理化学条件的交替变化相对应。含硫组分和含碳组分对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均十分敏感，并随着热液对流过程中

温度、氧逸度、pH值和 Eh值的变化而变化，其中 SO2-
4与 S2-之间的临界转化是制约成矿金属元素活化-迁移-聚集的关键。

当流体在热液对流系统中向浅部运动时，随着氧逸度的增高，热液中的含硫组分逐渐以 SO2-
4占主导，导致围岩中金与多数

亲铜元素和过渡元素的活化和迁移能力大大增强，在氧化性较强的区域，由于存在MnO2、O2、Fe3+、Cu2+等比 H+更强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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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尹格庄金矿成矿模式图 

1—玲珑花岗岩; 2—招平断裂带糜棱岩; 3—招平断裂带断层泥; 4—断裂破碎带; 5—胶

东群变质岩; 6—金矿体 

化剂，围岩中的 Au0会氧化成 Au3+溶解在酸中（涂光炽等，1984）。当对流热液向热源或深部方向迁移时，随着流体中氧逸

度的逐渐降低，SO2-
4向 S2-发生临界转化，形成硫化物的聚集和金的沉淀。含碳组分的循环与控矿机制还在于当水溶液中有

CO2-
3或 HCO-

3时，一些金属元素溶度积明显增高，如 Cu的溶度积比纯水的大 10多倍，有利于 Cu等金属元素呈络合离子

搬运。同时随着 CO2大量释放，又导致大量金属矿物的沉淀（芮宗瑶等，2003）。 

招平断裂带主裂面上盘胶东群变质岩中碳酸盐化与褐铁矿化蚀变的发育反映了偏氧化与偏碱性环境，而招平断裂带主裂

面下盘黄铁绢英岩化蚀变的发育则指示了相对还原与偏酸性环境。大尹格庄金矿成矿模式可概括为图 1。 

4 隐伏矿体找矿标志分析 

大尹格庄金矿目前的勘探深度已超过

1000m，随着找矿主体对象由浅部矿向隐伏

矿、深部矿、难识别矿的逐渐转变，找矿难

度越来越大。如何根据地表显示的有效地质

地球化学异常信息及物探异常信息推断深

部隐伏矿体的存在及其位置是一项极具挑

战性的课题，其关键是厘定有效的找矿标

志。根据笔者在大尹格庄-后仓测区开展深部

矿体找矿预测的实践，对大尹格庄金矿深部

隐伏矿体找矿标志总结如下： 

（1）地质标志 

大尹格庄-后仓测区位于招平断裂带倾

向延伸部位所对应的地表区域，地质调查显

示，该区地表露头较发育，闪长玢岩和伟晶

岩脉露头多见，石英脉、褐铁矿脉发育，岩

石钾化、硅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蚀变现象普遍，显示了成矿期岩浆活动及热液成矿作用对浅部岩石的影响。因此，可将

找矿地质标志归纳为断裂裂隙标志、岩脉标志、围岩蚀变与矿化标志等。 

（2）构造地球化学标志 

地表构造地球化学测量也发现了多处 Au-As-Hg-Cu-Pb-Zn元素组合异常，并发现有 Au含量达 2228×10-9的高值点，说

明有浅部断裂裂隙构造与深部隐伏的招平断裂相贯通，元素组合异常对应了深部成矿流体活跃地段，可做为深部找矿的主要

标志之一。 

（3）地球物理异常标志 

目前在胶东地区金矿找矿中主要采用的电磁测深方法有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CSAMT）、时间域瞬变电磁测深

（TEM）、EH4电磁测深（HMT）和大地电磁测深（MT）等。2009年以来，我们在大尹格庄金矿深部找矿中首次采用 GMS-07

电磁法仪开展了 68、72、76、80、84、88、92、96、100、104、108、112、116等勘探线的MT法测量，探测深度 2000m，

根据深部出现的串珠状分布的低阻异常，圈定出玲珑花岗岩与胶东群变质岩界线及招平断裂带的位置，深部低阻异常中心则

指示了断裂带局部膨大和成矿有利部位。钻探验证显示，MT法测量所获得的深部低阻异常信息对指导大尹格庄深部矿体勘

探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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