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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北地体金矿富集的构造环境
山

胡受奚 赵乙英 卢 冰 徐 丘一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 )

提 要 金矿密集的胶北隆起区是一个独立的地体
,

具有典型的早前寒武克拉通 的一系列特征
。

目

前没有资料表明胶东群和花岗岩能为胶北大型或中型的金矿床提供足够的成矿物质
。

而从胶北地

体构造环境的研究表明
,

从克拉通周边高级和高压变质带以及下行的板块和板片大量转移出来的

成矿物质到克拉通 内部
,

形成了许多重要的金矿床和成矿带
。

关键词 胶北地体 洋葱状构造 矿源层

胶北隆起是华北地台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我国产金最多
,

大
、

中型金矿最密集和储量最富

的地区
。

许多生产和科研单位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研究
,

并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
。

长期以来对该区

金矿富集
,

而其相邻地区金矿不发育或无金矿分布的原因
,

却未求得合理的解释
。

我们通过近

五年的研究
,

认识到
:

要搞清胶北隆起金矿富集的原因
,

需要运用板块和地体构造的理论
,

查 明

其组成
、

构造
、

演化
、

及大地构造环境 仁’,
。

1 山东半岛的地体构造及胶北地体的构造环境

人们较早认识到以邦庐断裂为界
,

将山东划分为鲁西地块和
“

胶东地块
” ,

但
“

胶东地块
”

是

一个整体 ?还是由几个地体所组成 ? 以及如何划分 ? 却是近几年 (徐金方
,

19 86 [sj
,

曹国权
,

199 0
、

19 9 1〔, 〕
,

贾东
,

1 9 5 9
、

19 9 0 二”〕
,
T

.

J
.

w ille y
,

1 99 0 汇“〕等 )讨论的课题
。

我们认为
:

所谓
“

胶东地块
”

是

由胶北地体
、

胶南地体和胶东南一苏东北一黄海地体所构成困
,

它们之间都有明确的界线—
边界断层和各自的特征及演化发展史 (图 1 )

。

贫金的鲁西地体和富金的胶北地体之间的界线是著名的郊庐边界断裂带 (在 山东称沂沐

断裂带)
。

胶北地体与胶南地体之界线为 E w 走向的平度一莱西边界断裂带
。

沿此断层带分布的荆

山群一粉子山群和北侧的胶东群形成一条宽广 (约 2一 1 0k m )的高级动力变质带
; 其中广泛分

布高角闪岩相一麻粒岩相的各砂变质岩
。

胶北地体为长期强烈的上升剥蚀区
,

而胶南地体为中

生代(J
3 、

K ,

和 K Z
)厚大的 (达万 m 以上)火山一沉积岩系所复盖的坳陷区

,

两者形成强烈的反

差
,

这些都表明它们可能为不同地体
。

例如加拿大地盾西部拉张盆地和乌克兰地盾四周的一些

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编号 9月8 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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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陷盆地证明也为独立

的地体 (L
.

e
.

s t r u ik
,

19 8 8〔7〕; 护2
.

lx
.

B : I? 伙
· ,

19 8 3〔8〕)
。

根据主要 为孔

达岩系的荆 山群
一

粉子

山 群 ( 2 3 0 0 ~ 2 1 0 0 一

L8 50 M a) 在两地体
_

上为

连续堆积
,

表明它 们的

拼贴时间可能在郭家窑

运 动〔, 」(2 3 o 0M a )过 程

中
。

胶北地体和胶南地

体与胶东南一苏东北一

黄海地体的 分界 是 我

国
,

也是世界 上迄 今最

发育的威海一荣成一青

岛一 日照一赣榆一海州

一 洒洪榴辉岩带
。

在该

带中
,

广泛分布着各种

榴辉岩
,

包括 产在片麻

皆
、

超铁镁 一铁镁岩和

灰岩等岩块 中的各类榴

辉 岩 ( R
.

e
.

e o le m a n

图 l 胶北地体的构造环境 等
,

1 9 6 5 年 所 划 分 的

F ig
,

1 T h e ‘e c , o n ic se “ in g o f ’h e Jia o b e i ’e r r a n “ A
、

B
·

C 类乙, 二) ;
并 且 发

现多种高压矿物
,

如柯石英
、

镁铝榴石
、

含硬玉分子高的绿辉石
、

蓝晶石
、

多硅 白云母等等
; 榴辉

岩带中岩性复杂
,

其中夹着许多大小不等和岩性不同的岩块 (韩宗珠
、

赵光涛
,

199 户叼 ;
程振

香¹ 和我们的观察 )
。

此带延长达 so o k m 以上
,

宽度达十几 k m ,

至几十 k m
,

这是典型高压变形

带或超级韧性剪切带
,

也是板块挤压
,

碰撞俯冲混杂岩带
。

除 中生代花岗岩外
,

此带中的前中生

代岩石几乎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塑性流变特征
。

此带的构造线方向具有弧形特征
;
在南段的洒洪

一海州一赣榆一日照一青岛段为 N E 走向
;
青岛一荣成段为 N N E 一s N 向 ;

荣成一威海段榴辉

岩带为 S N 一N N W 走向 ;
威海刘公岛上的榴辉岩围岩的线理方向转为 N N w 向

。

从总体来看
,

榴辉岩及其围岩的片理和片麻理及构造面的倾间较乱
,

此可能与多期次塑性流变有关
。

由于胶北地体的北部濒临渤海
,

因此其具体界线目前还不清
,

但燕 山山脉的东西向构造

带
,

无疑是延伸入渤海
。

虽然从地球物理资料等 [3, ’。〕表明渤海坳陷中存在 N E
、

N w 和 E w 向断

¹ 程振香
:

苏北榴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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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但我们推测胶北地体的北部边界断裂最可能是东西走向
。

2 胶北地体早前寒武地层的划分及构造

根据我们的研究
.

长期被当作太百宙的原胶东群
,

不仅应当解体出主要为早元古中期的具

有典型孔达岩系的荆山群 (p : ,
_
: ,

2 3。。一 2 1的M 。 )
‘

’几
, _

!几山于 I卿 l 年我们与金矿项 目课题组张

保民
、

叶瑛等十余人在齐山的原
“

胶东群
” i勃发现不整合面

,

并通过各种分析对比
,

确认原被当

作太 古宙的齐山组和林家寨组应属于早
_

元古 旱期
.

年龄为 2 5 5。一 2 3。。M a
.

因此可将它们从太

古宙
“

胶东群
”

中解体川夹
.

合并为齐山 一林家寨群
,

其岩性特征除具有销明显亏损的副变质岩

系外
,

还含有较发育的第三湖绿岩
、

l

此外
,

我们À 很据地层层序
、

专石组 合和特 征
、

微量元素
、

稀土配分特征及同位素年代学的

对 比
,

发现胶北地体上两大群地 层
.

即荆山群和粉
一

子山群实 为同时代的地层
。

其岩石组合主要

属孔达岩系 ( 卫30。~ 一Z OSOM a 、
.

只是它价的变质相存在较大差异
.

前者达 中一 高级角闪岩相
.

分

布在南部和西部的边界断裂带
,

后者大多为绿片岩相
.

其中不少为低绿 片岩相或低角闪岩相
,

分布在胶北克拉通的北部
。

这
“

两群
”

地层东部在牟平西南
,

西部在掖县西南
,

其间可能连结成

一体
。

长期以来
.

由于将荆山群拼入
’‘

胶 不群
” ,

井当作太古
‘

亩
.

并将粉子山群与荆山群相割裂
.

从而使人们无法止碑以
‘

洪胶北地休发展史和其构造格架 现厘定荆 山群和粉子山群为同时代

地层
.

即荆山 一 粉子山群
.

侧胶北地体的 早前究武的构脸格架便明朗了
,

即以太古代的胶东群

组成胶北地体的变质核 ( m e t 。 ,二
、 r ;) 。 Ic 。。。r 。 )

.

而荆山一粉子 山群围绕它分布
.

构成类似于加拿

大地盾的
‘·

洋 葱构造
’‘。o : , ‘0 1飞 、: r u c : : ; r 。 ) ( 图 二2 )

·

胶北地 坏富集金矿
,

而隽西地沐缺 乏金矿
,

它们之间存在一 系列差别 (表 1 )
,

类似于华北

地台南缘富金矿的华熊地块和贫之矿的篙箕地块
r

在这两 个地体的拼贴带一一 沂沐断裂带 卜
.

也发育高级角闪岩相和麻粒岩相
。

表明它们之

间发生过强烈的挤压 据沈修志等乃 右犷郑启断裂的考察
.

认为在中生代早期
,

即印支期
.

鲁西

地体有向咬北地体 !; 冲椎 夏的特征
。

胶北地体
、

胶南地体与胶东南一苏东北 一黄海地体的分界

线是荣成一 青岛
一

海州一洲洪榴辉 羚带 目前对于此带形成的沟造背景和成因有不同的看法
。

李曙光 ( 19 8 , 仁1卫」和于清晨等门 9 8匆 二「, 」

酥为
“

鲁东一 苏北
”

榴辉岩带极 可能代表 了秦岭 一大别

山东西构造带的延续部分
;
涂盛炜等 门 9 70

.

!9 8 o j卿2
,

19 83) ,
‘
」
、

张 用复等 ( 19 8 2) 和徐学思

( 19 8 2
,

19 8 5 .

1” 扮 二‘5三认为
“

胶东地块
”

来 自古淮阳孤的东段 他们都认为
:
由于沿着 N N E 走向

的郊庐和荣成一 五筵断裂带发生大规悦长足异胃左行走滑
,

使其推移到荣成一带
。

事实上
,

沿着

沂沐断裂带 ( 异卜邦庐断裂山东部分 ) 井未 见到有馏挥针的 分布
:
同时

,

大别榴辉岩带和荣成一 海

州榴辉岩带的走向及其内部线理方 向是不同的
.

前者为 E w 一 N w 间
·

后者为 N E 一 N N E 一S N

勿 徐兵
、

赴乙英
、

胡受奚等
.

胶 东群巾不整合面的女现 及其地质意义
,

!9 , 2

韶 À 赵乙英
、

胡受哭等 山 东胶北 以前寒武纪地 层的划分
.

、叩2

·

À 沈修志等
.

华北南部盆地推覆构资 一仲展构造及天然气关系的研究
.

,

七五国家重 屯科技攻关项 目成果报告
.

1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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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胶北地体早前寒武的变质核 (3 0 0 0一 2 3 OOM a) 和荆山一粉子山群组成的
“
洋葱状构造

”

F i g
.

2 T h e “ o n io n s t r u e t u r e 先 o m p o s e d o f p r e e a m b r ia n m e t a m o r p h ie e o r e o f rh e Jsa o d o n g G r o u p a n d r i n g
-

z o n e s o f th e F e n z is ha n 一 Jin g s ha n G r o u P

向
,

这表明两者的主压应力的方向是不相同的
。

此外
, “

胶东地块
”

与
“

淮阳地块
”之间

,

不论早前

寒武结晶基底的岩石组合
、

盖层特征
,

不同时期花岗岩发育以及矿化特征等都存在很大差异
。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
:

荣成一海州榴辉岩带和大别榴辉岩带并不是同一条构造一变质岩带
,

而是

代表两条具有独立意义的重要构造带
。

具有特殊地质意义的高压榴辉岩带
,

经常代表不同板块
,

地体或板片的边界
。

如若认为
:

秦

岭一桐柏一大别造山带中白片岩一蓝片岩一榴辉岩带代表华北板块与华南板块的挤压碰撞带

的产物
,

那么
,

荣成一青岛一 日照一赣榆一海州一泅阳榴辉岩带便是胶东南一苏东北一黄海地

体的西界
。

据从柏林等 ( 1 9 5 9 ) [
, 6〕研究

,

榴辉岩形成年龄是多时代的
,

有 吕梁期 ( 1 7 9 0一 2 0 7 5M a )
、

晋

宁期 ( 5 7 4
.

8 ~ 一1 0 0M a )
、

澄江期一兴凯期 ( 6 ~ 7 亿年 )
、

加里东晚期 ( 4 3 5M a )
、

海西期 ( 2 8 1一

29 4M a )
,

但最主要是印支期 ( 2 0 7 一 22 7M a )
。

印支期也即是古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压

的最主要时期的开始¹
。

这表明
:

在中生代早期
,

当古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碰撞时
,

胶东南一苏东北一黄海地体也向胶北地体发生了强烈的挤压俯冲
。

根据高压矿物—柯石英

较普遍的存在
,

可以认为其俯冲深度达 9 5k m 以上
。

至于胶北地体的东界
,

我们认为应在昆箭

山之东
,

因为昆箭山花 岗岩西部其构造线方向虽依旧为 N N E 走向
,

这是板块碰撞的
“

远距离

¹ 陈焕疆
,

朱夏
.

板块构造与油气矿床
.

板块构造讲稿
,

中国地质科学院
·

19 82 : 293 一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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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

的结果
,

而牟平一乳山金矿带中的胶东群
、

荆 山一 粉子山群及金矿都可以与招一掖地 区

相对 比
,

而与榴辉岩带及其以东地区的地层却不能对比
。

表 l 胶北地体与鲁西地体的地质特征对比

T a b le 1 C o n t r a s t o f th e g e o lo g ie e h a r a e te r is ties o f th e Jia o b ei a n d lu 劝 T e r r a n e s

胶北地体 鲁西地体

111
.

> 2 55 OM a 的大古宙胶东群是以铁镁
、

超铁镁火山岩(包包 1
.

太古宙泰山群是广泛发育 T T G 组 合的大陆型绿岩地地

括括科马提岩 )为主
;表明太古宙属于 大洋型绿岩地体体 体

。。

222
.

早元古早期 (2 5 5 0 ~ 2 3 0 0M a) 发育第二期绿岩
。。

2
.

还未发现有第二期绿岩岩

333
.

早元古中期 (2 3 0 0 ~ Z zo oM a )属 于典型孔达岩系的荆 山山 3
.

孔达岩系不发育
,

而 z 一千一。 : 和 c : 一P一 T 的地台盖盖

群群 一粉子山群十分发育
。

从 晚前寒武到中生代属于长期上上 层广泛分布
。。

升升区
。。。

444
.

吕梁期 (1 8 5 OM a )及其以后不 同时期
,

特别是中生代花花 4
.

中元古以 后不同时期的花岗岩不发育
。。

岗岗岩 十分发育
;
中生代火山岩分布广泛

。。。

555
.

结晶基底的构造线方向主要呈东西走向
。

早前寒武的变变 5
.

结晶基底主构造线呈 N w 走向
。

变质核和
.‘

洋葱构造
”

皆皆

质质核和
“

洋葱构造
”

明显
。。

不明显显

666
.

胶北地体的东
、

南和西部的边界断裂带都发育宽广的 高高 6
.

其西
、

北部边界断裂未搞清
。。

角角闪岩相
、

麻粒岩相及榴辉岩相的动力变质带
。。。

777
.

距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带较近
,

影 响十分明 显
。

有关的的 7
.

距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带相 对较 远
,

控岩
、

控矿的 N E
、、

NNN E
、

N N E 向主干断裂发育 ; 控岩
、

控矿明显显 N N E 向的主干断裂不发育
。。

888
.

金矿广泛发育
.

密集区和带分布明显
。。

8
.

金矿不发育
,

未见金矿带的分布
。。

可以认为榴辉岩带是不利于金矿的富集
,

而在高压高温条件下经常促使金的转移
。

事实

上
,

在这条宽广的榴辉岩带中
,

并未发现有金矿的集中
,

也表明胶东南一苏东北一黄海地体在

向 N w 一w 向俯冲过程中使金发生活化转移
,

为胶北地体提供金的来源
。

另一有意义的事实
,

即在此榴辉岩带中
,

见有燕山晚期 (K
,
)在拉张背景下形成的我国最

大的日照一青岛一唠山一石岛碱性花岗岩带
。

这代表着中国东部活动大陆的转折时期
,

因为此

后即从新生代开始在大陆上再无安山岩带和花岗岩带发育
.

而太平洋的沟一弧一盆体系从此

便开始逐步形成
。

在 9 0k m 以下深度形成的榴辉岩能出露在现今的地表
,

是与这一时期的拉伸

作用紧密相关的
。

3 胶北地体的主干断裂

胶北地体内部主干断裂构造体系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

它们控制着花岗岩体
、

岩带
、

金矿床

和金矿带的形成和分布
。

认识这些断裂系统的性质和活动历史及其与成岩
、

成矿的联系有重要

意义
。

断裂主要有三组 (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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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东西 (E w )向断裂系统

胶北地体自北向南
,

东西向主干断裂如
:
(A )黄县断裂

,

它控制黄县坳陷和胶北隆起带的

发育
。

(B )三山岛一郭家岭断裂
,

是一条重要的基底断裂
,

它不仅仅控制三山岛一焦家一北截

一玲珑 (部分燕山期岩体 )一郭家岭花岗岩带
,

而且控制 (三山岛一苍上 )一 (新城一焦家 )一 (玲

珑一破头青)最密集和最富的金矿带
。

(C )西林断裂
,

它控制中生代火山一沉积盆地
。

(D )破头

. 。
回

,

回
2

口
。

区二卜曰
、

压口
。

巨口
了

止
,

乙
,

泣二{
! 。

二aD ”
困

12

1
.

第四系一第三系 2
.

侏罗一 白整系 3
.

震旦系 (蓬莱群 ) 峨
.

荆山群一粉子山群 6
.

胶东群 6
.

花岗岩类 7
.

边界断裂 8
.

基底

断裂 马
.

N E 一N N E 向的主干断裂 10
.

E w 向主干断裂 11
.

不整合 12
.

金矿床 (大
、

中型 )

(丫, 、h
、k

、

w 、w 。
、
s 、 a q

、

g 分别代表玲珑
、

海阳
、

昆箭山
、

文登
、

伟德山
、

三佛山
、

艾 tIJ
、

鹊山和郭家岭岩体 )

图 3 胶北地体内部的断裂系统

Fig
.

3 F a u lt s外 te m in the Ji a o b e i t e r ra n e

青断裂西段
,

破头青断裂为一弧形断裂
,

东端与 N E 走向九曲蒋家断裂相连
,

西段转为玲珑矿

田的东西向断裂
。

它对招远金矿田的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其本身为脆
一

韧性断裂带
,

并直

接控制台上等重要金矿床
。

(E )毕郭断裂
,

控制毕郭岩体等
。

(F) 平度一莱西断裂
,

它是胶北地

体和胶南地体的边界断裂
,

它被一系列 N E 向和 N N E 向的左行走滑断裂所分割
。

3
.

2 北东向断裂和北北东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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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北地体中北东间和北北东间断裂是二组重要的主干断裂
,

并且
.

有着成因上的联系
。

它

们与太平洋板块的活动密切有关
,

有多期次活劝的特征
。

自西向东分别为
:

(I) 三山岛一苍上断裂
,

控制花岗岩亚带和金矿亚带
。

(扮新城一焦家一掖县断裂
,

玲珑岩

体的西界
,

向北与黄县断裂相交
,

招 )招远一 平度断裂
,

玲珑岩体的东界
,

南端与平度一 莱西断

裂相交
。

(4) 五十里铺 一栖霞断裂
,

控制西林一栖霞中生代火山岩盆地和盘长岭花岗岩
。

(5) 肖

古家一亭 口断裂
。

(6 )祁家福山一姜家断裂
.

(7 )祁家一岚店断裂
,

(8) 牟平一即墨断裂
; (9) 金牛

山断裂
。

上述前三者断裂不仅控制三 山岛岩体和玲珑岩体
,

而且控制金矿床和矿带
。

在玲珑矿田中

北东向断裂 (自西向东 )
,

如玉呈顶断裂
、

玲珑断裂
、

莱山
、

大秦家断裂和九曲蒋家断裂
,

与 E w

一N E E 断裂相配合
,

控制着金矿 田的形
、

成和展布
。

金牛山断裂为 N N E 走向昆箭 山岩体的西

界
,

也是重要的金矿带
。

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是多期次活动的断裂
,

自西向东逐渐 由 N E 向
,

转为 N N E 向为主
。

呈 N 50
。

~ 55 aE 走向的祁家一 岚店断裂和福山一姜家断裂发育却较晚
。

这些断裂不仅控制着

花岗岩体
,

火山一沉积盆地
,

而 巨控制着金矿带
,

如三山岛一苍上金矿带
、

新城一焦家金矿带
、

玲珑一大尹格庄矿带和 牟平一乳山矿带等
。

本区金矿田或小矿带 自西向东
,

依次为三山岛一苍

上矿田
、

新城一焦家矿 田 (包括新城
、

焦家
、

河东
、

河西
、

马塘
、

东季
、

侯家小杨家
、

付家
、

灵山沟
、

金华山金矿等 )
、

玲珑矿田 {玲珑
、

破头青
、

台上等 )
。

这三个大型金矿 田呈近 E w 向 (即 N 80
O
E )

相联
,

明显受基底断裂与 N F 向断裂控制
。

从全局来看
,

矿床和矿带分布的特征表现出 N E 一N N E 向呈
“

行
” ,

而 E w 向呈
“

带
” ,

重要

金矿床集中在它 们交 叉结点上
,

根据柳志青 ( 1招 9 ) ¹ 的研究
,

三山岛一玲珑金矿密集区为

N s 1O E 走向
,

南北宽 8一 l ok n 。 ,

东西长 5 0 k n 、 的金矿带
。

此外
,

大尹格庄一夏甸矿田也在 N E 和

E w 二组断裂的交叉结上
.

它们表现出等距性的特征
。

北西 向断裂一般较短小
,

以张性为主
,

主要为 N E 和 N N E 向挤压带的次一级构造
,

在金

矿 田中有时控制着富矿体的发育
.

如河西 一新城断裂
,

遇驾齐一 洼子断裂 (蓬莱 )
,

万家庄 一 石

岚断裂 (蓬莱 )等
。

4 胶北地体金矿富集的构造机制

胶北地体中金矿的富集一些 人归结为胶东群存在矿源层一部分人汰为金来源 于富金的

花岗岩
。

近年来
,

大量高精度金的分析资料表明
:

胶东群并不能提供形成大型金矿和矿带的物

质来源
。

据 山东区测队莱 阳 一 潍坊
‘)富的资料 ‘19 8 5 )

,

林家寨组金的丰度为 1
.

89 p p b ( 7 介样

品 )
,

齐山组为 1 9 9 p p 。 ( 46 个样品 )
.

英庄夯组为 1
.

8 8p p b ( 4 个样品 )
。

洪任茂 ( 19 8 7 ) º 指 出
,

胶东群 34 个祥品中
,

附
.

4野样品为 2一 l o p p h ,

平均为 6 p p b ,

并得出胶东群不存在金的矿源层

柳志青
.

山东三 山岛一玲珑金矿密集区大型金矿田的预测
·

19 8 9

洪任茂
.

胶东地 区金矿成因及 其演化
.

19 8 7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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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
。

杨士望 (1 9 8 6) [l6 〕的资料也未能证实胶东群为金的矿源层
。

尽管金矿与花 岗岩有密切

的空间和成因上的联系
,

但并未证实金直接来源于花岗岩
。

据徐金芳 (19 8 8 , 1 9 8 9 )¹ 将玲珑岩

体解体为 8 个岩体进行详细研究
,

其成果表明
:

金的变化范围在 。
.

8 5 p p b (滦家河岩体 )一 2
.

lp p b (岗山岩体 )之间
;郭家岭岩体为 0. 87 一 4

.

2 8p p b 。

表明岩体并不是金源的直接提供者
。

种

种事实表明
:

富金矿的胶北地体中成矿物质来源与构造机制有着密切联系
。

有人认为金来源于韧性剪切带
,

但不论是焦家一新城矿带
,

或是玲珑 一破头青矿带
,

金青

顶矿带等发育在脆一韧性剪切带中的交代蚀变型金矿的下盘
,

都广泛发育与金矿密切有关的

碱交代 (主要为钾交代 )带
,

在该带上部并有黄铁矿线脉
,

黄铁矿一 石英线脉型金矿发育
,

其成

矿温度高于断裂中浸染型金矿
;
前者平均为 33 。℃ ( 12)

,

后者为 350 c ( 11) 和 2”℃ ( 8) 山〕
。

这

充分表明金矿来源于下盘
,

或下行的板块或板片
。

搞清胶北地体及其与四周地体关系后
,

进一步探讨胶北地体中为什么形成招 一掖 (E w 向

和 E N 向交叉结点)和牟一乳金矿密集带 ( N N E 一s N 向 )
,

以及形成大型金矿床和矿带的成矿

物质来源就有了依据
。

胶北地块金的富集的机制和构造环境与世界最重要南非和津巴布韦克

拉通中金的成矿规律十分相似
。

因为这两个克拉通地体的四周都存在宽广的高级角闪岩和麻

粒岩相带或强烈的动力变质带
,

而这些带中
,

却没有金矿的发育
。

南非著名 矿床学家 c
.

R
.

A nh ae us s o r ( 19 7 6) 叫研究结果认为
:

南非克拉通本身并没有存在金的矿源层
,

形成 巨大规模

金矿 区的物质来源
,

主要从 四周宽广的活动 (动力 )变质带
,

如北部的 Li m p o p 。
,

东面的 M 。 -

c a m b iq u e ,

西部的 D a m a r a 一M a g o n d i ,

南部的 Q u a m a q u a 一N a t a 等动力变质带中活化转移出

来的
。

这些变质带都达到麻粒岩相
。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阐明金长距离活化转移的机制
,

特别是

构造机制
。

我们认为在强烈的挤压缩短和高温高压作用下
,

往往伴随着下行逆冲
、

滑脱或 A 一型俯

冲
,

而这些下行或俯冲的板片和地体等
,

随着深度的增加以及温度
、

压力升高
,

便使金等成矿元

素和活动的造岩组份硅
、

钾
、

钠等发生活化转移
,

自下而上为克拉通 内部提供大量成岩 (51 0 2 、

K 20
、

N a Zo 等 )和成矿物质 (金等 )
,

从而为形成分布广泛的花岗岩和超大型矿床和矿带提供物

质基础 (胡受奚
, 19 9 0

、 19 9 2) [ , ,
·

, 。〕
。

胶北地体同样是典型的具有早前寒武结晶基底的克拉通
,

尽管胶北地体的成矿时代与南

非不同
,

但其四周 (除北面尚不清外 )同样存在宽广的高级活动变质带
,

同样在这些变质带中没

有大
、

中型乃至小型金矿的存在
。

我们可以设想
,

如果胶东南一苏东北一黄海地体以 45 “

角向

胶北地体俯冲深度达 90 k m 以上 (以柯石英形成深度和压力 2 ~ 4G P a
计算) ,

则其水平距离至

少可达 130k m 以上
。

而胶南地体
,

也有可能向胶北地体俯冲 10 0k m 左右 (以麻粒岩形成深度

计算)
。

这样四周的地体大规模向胶北地体下行逆冲或俯冲
,

不仅为胶北地体内部形成大规模

混合岩和花岗岩体提供物质基础 (K : 0
、N a
刃 和 51 0 :

等 ) ,

而且为形成特大型招 (远 ) 一掖 (县 )

和牟 (平 ) 一乳 (山 )金矿带和大
、

中型金矿床提供充足的物质来源
。

同时由于成矿物质来源深
,

因此对金矿深部预测有了科学的依据
。

总之
,

胶北地体内金矿密集区带的形成
,

是与构造环境息息相关的
。

¹ 徐金芳
,

胶北隆起区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研究
.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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