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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玲珑金矿田阜山金矿区为实测地区, 研究了胶东构造岩浆活化区玲珑-焦家式金矿的

矿源岩系,对 2 km2内矿源岩的构造变形岩相形迹进行 1/ 2000填图。在此基础上, 提出矿化趋势度

( MTD )的概念并完成阜山金矿区矿化趋势度的分布图。矿化趋势度的概念及其填图研究方法对于

探讨将成矿模型转化为找矿模型、逐步建立更具体量化的找矿预测实测方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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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台中生代强烈构造岩浆活化的事实, 为

国内外地质学家所研究及证实(陈国达, 1956年; 别

洛乌索夫, 1965)。我国东部地区大多数原生金矿是

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属环太平洋成矿带范围,它是世

界上中生代金矿化最发育的地区之一(裴荣富等,

1990; 罗镇宽等, 1989; 王木清, 1989; 王秀璋等,

1989)。

1　胶东玲珑-焦家式金矿矿源岩系的

主要特征

　　自中生代以来,环太平洋大陆边缘至少存在两

期构造-岩浆活动及其相应的成矿带,并且大多数叠

加于较老的不同时代的大地构造单元之上, 中国东

部矿床的形成是在前中生代—中生代不断演化中才

得以实现的(李春昱等, 1982; 郭文魁等, 1982; 陈国

达, 1960;任纪舜, 1994)。它们并非受中生代岩浆-构

造或古老沉积岩层位等单一因素控制,而往往在先

期(前中生代)有利成矿的地质环境、地球化学场或

成矿物源的基础上,经过中生代上叠和改造的复杂

过程而发展起来,并随着先期地质特点和后期改造

强度的不同将出现不同的矿化组合型式与分布规律

(裴荣富等, 1990)。

笔者在这一地质演化特征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

该区金矿矿源岩系演化序列的概念(吕古贤, 1989)。

矿源岩系是成矿物质随着其载体岩石的形成、相变

和形变而断续分散运移、富集和重新分配, 直至形成

矿床的这一演变过程和体现这一过程的岩石组合。

根据时间和空间上岩石与形成矿床作用的亲疏远近

程序, 将矿源岩系划分为初始矿源岩、中间(衍生)矿

源岩和直接矿源岩组合。矿源岩系是矿源岩序列及

系列的简称,显然, 它包含了岩石先后生成的时间次

序,也指的是岩石共生组合的空间秩序 (吕古贤,

1991;吕古贤等, 1998)。

矿源岩系是相对所指的矿床而言的。对于玲珑-

焦家式金矿(吕古贤、孔庆存, 1993)来说, 区内以胶

东群为主的前寒武纪变质岩系被划为中间矿源岩,

而其以海底基性火山岩到钙质及泥质粉砂岩为主的

原岩可视为初始矿源岩, 主要在中生代形成的三类

交代重熔花岗岩是矿床的直接矿源岩系(杨敏之等,

1996)。在同源矿源岩系的建造基础上,地壳构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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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演化控制成矿环境的变化,胶东玲珑-焦家式金

矿矿源岩系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明显的因袭关系和

地质变化过程(表 1)。它们同源因袭关系和具体演化

差别的特征在地质地球化学上也有明确的反映(表

2)。

表 1　胶东玲珑-焦家式金矿矿源岩系(序)列主要地质演化过程简表

Table 1　T he main geo lo gical ev olution pr ocess o f or e source ser ies of L ing long-Jia ojia

type gold deposits in Jiaodong ar ea

矿源岩系 大地构造特征 区域地质构造特征 同位素年龄( Ma)及接触关系

直接矿源岩系,

交代重熔花岗

岩

　　印支-燕山运动强烈陆内构造-岩浆活化阶

段,具优地洼环境特点

在基底上隆及区域扭动条件下,变质岩经交

代深熔重熔发生大面积多期次花岗岩化及岩浆

作用; 大陆及边缘断陷盆地发育陆相碎屑、酸性

—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喷发-沉积建造

　　中生代地体拼合之后上隆作

用伴有因陆-洋壳差异运动而产生

的区域反钟向扭动

“N”型构造变形岩相型式控

制岩浆、沉积、火山作用及金 矿的

形成而成生发展起来

170～70

花岗岩 Rb-Sr 年龄:

154～125, 117

A r-Ar 年龄: 164, 134,

230～180

　

　　新元古代陆台沉积-盖层阶段,蓬莱群为陆

盆边缘沉积,碳酸盐夹粘土岩、碎屑岩建造

蓬莱运动产生次绿片岩相,之后陆核上升

　　可以识别出 NWW-NW 走向

的区域劈理、褶劈和小褶曲形成作

用

850

中间 (衍生 ) 矿

源岩系,角闪岩

相变质岩

　　胶东运动Ⅱ幕,区域变质作用产生绿帘角闪

岩相-低角闪岩相变质建造

胶东运动Ⅰ幕,区域变质作用发生角闪岩相

变质,局部出现麻粒岩相建造

　　NE向构造复合 EW向构造形

成反“S”状弧形断褶-变质岩相型

式, 晚期为透入性劈理流褶曲,早

期为复式褶皱及多期塑性流变变

形

2 000

U-Pb年龄: 2484～1830

　

初始矿源岩系,

海底镁铁质火

山沉积岩

　　古元古代大洋裂谷-火山喷发-火山沉积旋回,

发育超镁铁质—铁镁质火山喷发岩及沉积岩; 晚期

边缘沉积盆地有碳酸盐岩、粘土和碎屑岩建造

新太古代大洋中脊火山喷发-火山沉积旋

回,有大洋超铁镁质岩、拉斑玄武岩和碳酸岩、粘

土碎屑火山沉积岩建造

　　近于 EW 向展布的及延长的

古陆核初步形成, 新太古界为核,

古元古界介于核外发育分布

2 500 Ma

英云闪长岩 U-Pb年龄:

2858, 2615, 2610, 2664

　

表 2　胶东典型金矿及岩系单元铅同位素组成

Table 2　Pb isotope values o f typical go ld depo sits and rock series in Jiaodong ar ea

矿石、岩样及岩系单元 w( 206Pb) / w ( 204Pb) w( 207Pb) / w( 204Pb) w( 208Pb) / w( 204Pb) 模式年龄/ Ma w( 238U ) / w( 204Pb) w ( 232Th) / w( 204Pb) w( Th) / w ( U)

玲 珑-

焦家式

金矿

破碎蚀变岩型
17. 136～17. 366

17. 251

15. 418～15. 715

15. 57

37. 667～38. 595

38. 13

920～1010

965

石英脉型
17. 142～17. 379

17. 26

15. 406～15. 588

15. 5

37. 691～38. 271

38

750～890

820

多金属硫化物脉型
16. 621～16. 991

16. 8

15. 292～15. 401

15. 3

37. 219～37. 573

37. 4

950～1100

1025

8. 59～9. 43

9. 01

36. 93～45. 38

41. 16

3. 97～4. 88

4. 43

中生代

花岗质

岩系

滦家河花岗岩

郭家岭花岗闪长岩

玲珑花岗岩

17. 012～17. 889

17. 45

15. 149～15. 759

15. 45

37. 038～38. 424

37. 7

700～890

795

8. 36～9. 62

8. 99

32. 20～40. 20

36. 20

3. 61～4. 35

3. 98

盘马式

金矿

花岗岩化闪长岩
16. 281～16. 295

16. 29

15. 188～15. 197

15. 19

36. 472～36. 520

36. 50
1235

变质岩地层中
16. 533～17. 040

16. 79

15. 224～15. 362

15. 29

36. 979～37. 292

37. 14

720～1212

964

8. 71～8. 93
8. 80

35. 7～45. 8
39. 45

3. 97～5. 10
3. 98

荆山群

浅粒岩

斜长角闪岩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17. 051～17. 733

17. 324

15. 144～15. 505

15. 365

36. 783～37. 616

37. 265

479～847

670. 86

8. 36～8. 90

8. 76

32. 20～38. 28

35. 68

3. 60～4. 12

3. 9

胶东群

底部

含辉石斜长角闪岩

黑云母斜长角闪岩

变粗玄岩

17. 012～18. 025

17. 455

15. 328～15. 762

15. 498

36. 955～38. 424

37. 577

700～890

795

8. 36～9. 62

8. 99

32. 20～40. 21

36. 21

3. 61～4. 35

3. 98

　　本表据李兆龙等( 1989)资料整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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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源岩系的变形岩相形迹概念及其

大比例尺填图

　　为了将成矿模型及矿源岩系这种构造与建造同

步演化的研究认识转化为野外的地质找矿方法, 在

构造与岩石变质、构造控制建造、构造动力成岩成矿

和构造地球化学(杨开庆, 1986)等方面探讨野外可

识别的填图标志,作者逐步发展并提出了构造变形

岩相形迹的概念——能反映伴随构造变形而产生的

那部分构造岩石单元(杨开庆, 1986; 吕古贤, 1991;

吕古贤等, 1999)。

一般矿床蚀变分带研究多侧重于岩石及其矿物

地球化学的变化(菲利普斯, 1994; 卢金, 1991; 克列

梅涅茨基等, 1996; 舒利金娜, 1995)。笔者等对胶东

玲珑-焦家式金矿床的蚀变分带开展岩石地球化学、

矿物学系统测试,并建立该类矿床类型的交代剖面

模型(林文蔚等, 1998)。研究表明, 岩浆期后的热液

交代蚀变作用可以形成该类矿床蚀变分带。在此基

础上确定构造变形岩相形迹填图的填图单元(表 3)。

花岗岩的变形主要表现在似片麻状定向构造,

表 3　胶东玲珑-焦家式金矿成岩成矿变形岩相形迹及其地质特征

Table 1　Petr og enesis and matello geny and tectonodefo rmat ion-facies Character istics

of L ing long-Jiaojia type gold deposit in Jiaodong ar ea

同位素年龄/M a 成岩成矿阶段 变形岩相形迹 构造变形特征

< 70 成矿后脉岩及错动 含交代岩碎屑碎糜状,断层泥 剪切位移带有上盘下滑的张性特征

碳酸盐石英脉阶段
浸染状、网状、细脉状多金属硫化和

碳酸盐石英脉
脆性裂开,张剪、剪张变形

石英硫化物阶段
珠状、长圆状砾石

碎糜状黄铁绢英岩
脆性变形,以多轨多向运动为主

70～137 黄铁绢英岩阶段
杆状、片状、砾石碎糜-糜棱状

黄铁绢英岩

脆-韧性变形、反映单向或

单轨双向构造运动

绢英岩阶段 叶理状、透镜状、糜棱状绢英岩 韧性变形叶理状构造

硅化钾化蚀变岩阶段
细纹状硅化、

钾化花岗质岩石

剪切流变状定向变形细纹结构,

交代层纹构造

124～155 二长花岗岩 引张相中粗粒等粒二长花岗岩 引张变形域、无定向组构具花岗结构

134～136 花岗闪长岩 挤压相似斑状花岗闪长岩 剪压性挤压变形域 A= 0～10°组构

155～164, 996 黑云母花岗岩 压剪域似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 压-剪性剪切变形域 A= 10°～35°组构

> 1800
斜长角闪岩、粒岩、

片岩及大理岩

流褶曲、流劈理、褶皱及劈理状

角闪岩相及绿片岩相

塑性流变、脆-韧性变形及

韧-脆性变形

主要通过黑云母、角闪石及大量呈塑性流动状石英

表现出来,它反映了成岩期构造应力场状况。而蚀变

岩的构造叶理主要表现为拉长、定向排列的石英颗

粒,反映了成矿期构造应力场特征。填图结果发现,

本区岩石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未蚀变的重熔花岗

岩——滦家河花岗岩和玲珑花岗岩 (图 1中 DC2- 3
5

和 DC2- 1
5 )、弱变形蚀变岩( DH3)、变形蚀变岩( DH2 )

和强变形蚀变岩( DH1 )。此外,从主断裂下盘向北西

方向,构造蚀变强度逐渐减弱, 矿床类型由黄铁绢英

岩型逐渐转变为黄铁矿石英脉型的特征。这反映了

构造控制矿床类型的稳定关系。

构造岩相形迹填图不仅可以在野外地质露头上

直接区分开成岩期和成矿期, 甚至不同成岩成矿阶

段的构造岩石单元(吕古贤等, 1999) ,而且可以从应

变和应力角度量化这一范围的变形场和应力场(图

1)。

通过玲珑金矿田阜山矿区 1∶2000构造变形岩

相形迹实测填图发现, 阜山矿区的蚀变分带并非理

想化地对称分布,而是非常的不均一,上下盘不对称

发育。特别明显的是近乎平行压剪构造带的绢英岩

构造叶理不仅在断裂带附近出现, 其产状 120°(±)

∠15°～25°, 弥散分布于蚀变岩及金矿体中, 而且在

控制矿化的较宽广区带中稳定发育。其发育规模变

化很大,在北部最宽处可达 1～1. 5 km ,南部分叉或

变窄, 仅百米左右或十几米, 但是, 叶理的产状是比

较一致的, 其走向 NN E,倾向变化大,倾角较平缓。

总体变形和蚀变强度由东部向西部逐步远离矿区主

要的九曲蒋家断裂而变弱。黄铁绢英岩型矿化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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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阜山金矿构造变形岩相形迹及应变椭球体投影图

F ig . 1　Tectonically deformed rock featur es and the str ain

elliptical pr ojection for Fushan go ld depo sit
1.滦家河二长花岗岩　2.玲珑黑云母花岗岩　3.强变形蚀变岩　 4.变形蚀

变岩　5.弱变形蚀变岩　6.片麻理产状　7.叶理产状　8.破碎带　9.蚀变

岩带及其编号　10.断裂及其产状　11.岩性界线　12.岩相界线　13.主井

和风井　14.应变椭球

九曲蒋家断裂平行, 剖面叶理产状 122°∠25°～

40°;而那些近乎平行于压剪带走向,但与压剪带

及绢英质叶理倾向相反的张剪性断裂是石英脉

型金矿体及成矿期中基性岩脉充填的空间, 例

如在九曲分矿以北的矿脉产状 290°～305°∠65°

～65°。从九曲蒋家断裂下盘向北西方向, 构造

蚀变强度逐渐减弱, 矿床由黄铁绢英岩型逐渐

转变为黄铁矿石英脉型。然而,矿脉的直接围岩

都是黄铁绢英岩化岩石, 说明成矿有从早到晚

由黄铁绢英质蚀变矿化向硅化、黄铁矿化蚀变

的转化。九曲蒋家剖面反映了构造控制矿床类

型的这种共生关系, 即构造带的不同构造部位

与作用控制金矿类型的分布(图 2)。

3　矿化趋势度的概念和标志

3. 1　矿化趋势和矿化趋势度

在上述矿源岩系的构造变形岩相形迹研究

及填图基础上, 本文探讨一种新的量化成矿过

程的概念与方法。为了能客观地评价各阶段矿

源岩对成矿作用的贡献程度, 这类研究不能仅

靠点上的个别分析样品, 而要在一定面积上按

填图比例较均匀分布的样品基础上评价岩石的

成矿性, 为此, 我们提出矿源岩系的矿化趋势

MT ( miner alizat ion trending ) 与矿化趋势度

MTD( miner al izat ion t rending degree)的概念。

图 2　九曲蒋家—南仁涧实测剖面图(吕古贤等, 1993)

F ig . 2　Profile o f Jiuqujiang jia-Nanrenjian

1.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　2.硫化物石英脉矿体　3.黄铁绢英岩带　4.绢英岩构造叶理　5.基性岩脉

6.绢英岩化花岗岩　7.断裂带　8.断裂、破碎岩带

　　矿化趋势是指矿源岩系在构造与建造演化背景 下, 其具体构造岩石单元对工业矿化作用的贡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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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按各类构造变形岩相的岩石对矿化的贡献程度

分别给予权重值,称单位面积(体积)内各构造岩石

单元的权重之和为该面积(体积)内的矿化趋势度;

矿化趋势度是指一个矿区各种岩石类型对该区成矿

的综合贡献, 是一个无量纲数, 用百分数来表示, 而

把工业矿床形成作用总矿化趋势度定为百分之百。

为了研究典型矿区哪些部位最重要,最易形成工业

矿床,用矿化趋势度来表征大至各个岩相带,小到包

括蚀变岩带和矿化岩石对成矿的贡献,这可能成为

一个有效的判断途径。

3. 2　矿源岩系矿化趋势度的判定依据

相对应于所研究的构造岩浆活化区矿床的成矿

模式,类似于玲珑-焦家式金矿的矿床, 成矿岩石表

现出矿源岩演化的成矿过程, 这时矿化趋势度研究

才有意义。确定岩石组合矿化趋势度的权重时初步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1)构造岩浆活化区矿源岩系的存在是矿化趋

势度的地质基础;

( 2)根据地质作用与成矿作用相关性的密切程

度,确定矿化趋势度的百分数值。一般来说,直接矿

源岩系,特别是交代矿化岩石赋与较大权重值;从蚀

变岩石、直接矿源岩系、衍生(中间)矿源岩到初始矿

源岩,其矿化趋势度所占百分数变小;

( 3)将岩石的含矿性等地球化学数据作为赋值

的重要参数;

( 4)考虑成岩时代与成矿时代的密切程度,选取

百分数;同时也要考虑矿体与岩石的空间分布状况。

4　阜山金矿区金矿化趋势度的实际测

算

4. 1　蚀变交代分带的地球化学基础

玲珑矿田研究表明,黄铁绢英岩质蚀变交代作

用是重要的工业矿化过程(杨敏之等, 1996;杨敏之,

1998) ,在矿区及矿床尺度上,也是重要的矿化岩石

和矿源直接提供者。根据阜山矿区 1∶2000变形岩

相形迹即变形蚀变岩填图的要求,将这一构造蚀变

岩带又细划分为 3个填图单位: 强变形黄铁绢英质

蚀变岩、弱变形绢英质钾化蚀变岩和碎裂钾化蚀变

花岗岩。

蚀变岩是由花岗岩成分经不同形式的热液蚀变

作用形成的, 与金的成矿作用直接相关。特别是钾长

石、绢云母、石英、白云石及方解石的有规律组合, 形

成了该类蚀变矿化的分带现象( Garven, 1985; F ig-

ures, et al. , 1984; Par nell, et al . , 1993; Turner,

1980)。从早到晚成矿阶段表现为以下几种蚀变作

用。

( 1)钾化主要表现为微斜长石交代溶蚀斜长石,

还有角闪石为黑云母所取代的现象。其反应机理是:

6( NaAlSi3O 8+ CaAl2Si2O 8 ) + 5K 2O→

　10K( AlSi3O 8) + 6CaO+ 3Na2O+ 4Al2O 3

Ca2Na[ M gFe] 4( AlFe) [ ( AlSi) 4O11 ] ( OHF) +

　K
+
→K( M gFe) 3[ A lSi3O 10] ( OHF) 2+ Na

+
+

　Fe
3 + + M g

2+

( 2)无论是斜长石还是钾长石经绢英岩化蚀变

均可以形成绢云母、石英为主的矿物组合, 它们的反

应式为:

3K( AlSi3O 8 ) + H2O→

　KAl2 ( AlSi3O 10 ) ( OH) 3+ 6SiO2+ K 2O

2( NaAlSi3O 8+ CaAlSi2O 8) + K 2O+ H2O→

　2KAl 2( AlSi3O 10 ) ( OH) 3+ 2CaO+

　Na2O+ 4SiO 2

( 3)硅化、黄铁矿化是在上述蚀变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产生的, 因此它们同上述蚀变带均为渐变关系。

( 4)碳酸盐化发生更晚, 是在绢英岩化的基础上

发生的:

KAl2( AlSi3O 10) ( OH) 3+ 2CaO
2+ + 2HCO

-
3 +

　4H 2O→4H
+ + K

+ + 3Al( OH) -
4 +

　2CaCO 3+ 3SiO 2

根据研究资料(裘有守等, 1988;杨敏之, 1998) ,

钾化发生在 400℃左右,绢英岩化处于 360～400℃,

而硅化和黄铁矿化产生于 220～240℃和 280～

340℃,碳酸盐化发育在 80～180℃之间,因此金矿床

蚀变跨中高温到中低温两个热液阶段。结合矿区以

黄铁矿-石英矿物组合等特点,归为中温热液矿床较

适宜。

4. 2　主要矿源岩系岩石矿化趋势度的确定

玲珑金矿田阜山金矿区的赋矿围岩是玲珑似片

麻状黑云母花岗岩和滦家河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蚀

变岩依蚀变强弱可以分为三类: 强变形蚀变岩、变形

蚀变岩和弱变形蚀变岩。在该区 19～58勘探线开展

面积约 2 km 2的 X荧光测量(图 3)。

测试工作采用双道射线荧光分析仪, 闪烁探测

器
238

Pu 放射性同位素源,宽道带 Au-1
#
滤片对作为

推测手段, 以金属硫化物与金的地球化学相关性实

测数据为基础(表 4) ,用金属硫化物总量作为该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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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元素, 进行了详细的现场测试。

表 4　阜山金矿床微量元素含量与金的关系

Table 4　T race elements in Fushan gold deposit and their r elation to go ld

岩(矿)石名称
Au

w B/ 10- 6
Pb Zn Cu Fe Mn S r Ba

蚀变花岗岩 0. 12 低 低 极少 高 中 中 高

硅化蚀变岩 0. 14 高 高 极少 中 无 无 高

207主矿体浅部矿石 0. 8 中 中 中 高 无 无 无

铁染矿石 低 低 无 极高 无 无 极高

207主矿体深部矿石 7. 8 低 中 高 高 无 无 低

图 3　阜山金矿 X 射线荧光分析成果图

(据丁益民等实测图;吕古贤, 1999)

F ig . 3　X-ray fluor enscence analy tical result sket ch o f

Fushan go ld depo sit

　　金与相关硫化物的相关性是测试基础。除了搜

集前人大量地球化学分析资料之外,系统采集矿区

各类矿石、岩石样品,并经过室内大型多道能谱分析

仪的分析, 结果(表 4)发现, Au 和 Cu, As, Sb, Ni,

Pb, Co 等元素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极少

总量测量方法, 一次性野外记录以上元素在测量物

质中的总信息, 并根据仪器总的测量值,结合仪器标

定含量曲线进行拟合推测Au 的品位。其结果具体地

反映了区内金与硫化物的分布概况,与已知矿脉的

分布状况是吻合的。

C能谱测量是一种测量天然放射性的方法,直接

测定天然放射性元素铀、钍、钾的含量。由于该区交

代蚀变钾化发育,原岩花岗岩铀钍本底清楚,因而可

能依此推断原岩,寻找蚀变带。用 C能谱实测可以清
楚地分出滦家河二长中粗粒花岗岩和玲珑似片麻状

黑云母花岗岩本底值之间的差异,反映蚀变强弱与

金矿化的关系等(吕古贤等, 1999)。在各实测剖面中

的测算峰值地段与蚀变带及矿化分布部位较为吻

合, 与地质的实际情况一致。

参考各类岩石在矿源岩系中的位置和成矿特

征, 根据各种岩石地球化学测量结果、断裂带的构造

岩的分布与发育状况以及围岩蚀变岩与金品位关系

(图 4)等指标,将这些岩石按照其对矿化的贡献分别

给以权重;强蚀变岩和变形矿化蚀变岩 60%, 弱变形

蚀变岩 20% ,蚀变构造岩 10% ,滦家河花岗岩 6% ,

玲珑花岗岩 4%。

图 4　赋矿围岩与蚀变岩含金量关系图

Fig. 4　Gold concentr ation o f hosting r ock vs

tho se of the alter ed r ocks

1.玲珑花岗岩　2.滦家河花岗岩

3.黄铁绢英岩(细脉浸染状)　4.黄铁矿石英脉

4. 3　阜山金矿区矿化趋势度( MTD)的实际计算

以 1∶2000的阜山金矿床构造变形岩相形迹填

图资料为基础,将该矿区图划分为若干相等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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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则矿区分为单个面积为 37 400 m
2的方格组成

的网格。分别计算各方格中各种岩石分布面积(假设

垂直方向为单位长度, 则结果相当于体积)占整个网

格面积的百分数;用它们的面积百分数乘以各矿源

岩的矿化权重值并相加, 即可得到该方格所包含的

区域意义的矿化趋势度, 经实测与计算获得阜山金

矿全区矿化趋势度的空间分布图(图 5)。

图 5　阜山金矿床矿化趋势度(MTD)平面分布图

Fig. 5　Dist ribution of miner alization tendency

deg r ee ( MT D) plane of Fushan go ld depo sit

4. 4　阜山金矿区矿化趋势度平面图的分析

矿化趋势度的分布与实际矿脉分布对比可知,

在 MT D值> 0. 12的等值线区内, 就是主要工业矿

体分布的空间。207矿井到李家庄矿井一带MT D高

值区是目前主要矿脉集中分布区,该区的北西地段

MTD高值区是 201矿脉群发育带。可见, M DT 的分

布可以反映该类矿床最有利的成矿部位。

矿化趋势度图可以从变化的角度推测未知矿脉

的可能分布部位,从207风井南有一MTD高值区带

经 207风井向九曲蒋家村一带延伸。虽然该区由于

受村落和覆盖物的影响,难以开展地表地质工作, 但

是,深部的探矿工程已经证明, 风井向南的矿化也是

比较连续的。

由于它是一种从面积和体积角度的覆盖形式,

而不是仅仅考虑矿脉或断裂,因此, 矿化趋势度图的

分析可以促进构造与地球化学和流体成矿等成矿理

论观点的深化,可以为研究成矿过程与作用提出野

外基础地质新的填图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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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ALLY DEFORMED ROCK FEATURE MAPPING AND

MINERALIZATION TREND DEGREE MEASUR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GEOLOGY AND ORE EXPLORATION-TAKING

FUSHAN GOLD MINE, LINGLONGGOLD ORE

FIELD, JIAODONG REGION AS AN EXAMPLE
LU Gu-xian, GUO Tao, LIU Du-juan, SHU Bin, Xia Lin, GUO Chu-sun, DONG Fa-xian

( I nstitute G eomechanics, CA GS, Beij 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 ith source rocks o f L inglong-Jiaojia type gold deposit s in tectonomag-

mat icact ive areas in Jiaodong region. The tectonic deformat ion features of the sour ce rocks w ithin 2 km
2

wer e mapped at 1/ 2000 scale. Based on the results concept of miner al izat ion trende degree ( M T D) is put

fo rw ard and the distr ibut ion map of M TD in Fushan gold mine f inished. The concept and mapping method

are o f g reat importance and pract ical prospect in converting the metallog enic model to ore-propecting model

and is establ ishment o f the pract ical quant itative ore-pro specting methodolo gy .

Key words: 　MTD; Ling long-Jiaoja type go ld deposit ; ore sour ce tocks; tectono-deformat ion facies;

st ructural-magmat ic mobilized area; Jiaod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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