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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金矿集中区，矿床位于

花岗岩与老地层之间的区域剪切断裂带，围岩是在

花岗岩区段的断裂破碎蚀变岩带，成矿作用与岩浆

期后热液交代直接有关。区域构造-流体研究的一个

难题是：如何选择既能保证流体包裹体分析质量，

又可以观测交代蚀变阶段构造应力应变的岩石样

品。本文选择断裂蚀变带中钾长石化和绢英化两个

蚀变岩带采集样品，试图解决区域流体研究中的问

题。研究发现，胶东区域断裂蚀变岩带构造与热液

的物理化学条件变化具有规律性：在钾长石化蚀变

阶段，西部构造强度更强，而在绢英岩化蚀变阶段，

东部构造应变值相对更大；钾长石化阶段的流体温

度西部低东部高，绢英岩化阶段西部高东部低，显

示了热力来源东部更强。胶东区域主要断裂蚀变岩

带的构造附加静水压力从西到东逐渐降低，表明区

域成矿热液的流动方向为自西向东。绢英化蚀变岩

流体成分的区域变化显示：Na
+
/K

+变化预示，胶东

西部 K
+富集，有利于金的富集成矿，而胶东东部

Na
+富集，利于成矿流体的迁移；CH4 和 CO2 等流

体成分的含量自西向东逐渐降低，与金元素富集正

相关。胶东区域断裂蚀变岩带的构造-流体特征揭示

了成矿热液在胶东地区自西向东运移的趋势。这种

趋势影响了这一地区金矿床的规模、矿床类型和分

布规律。 

胶东地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金矿矿化集中区，

成矿主要与中生代花岗岩有关，位于区域剪切断裂

的岩浆期后热液交代蚀变破碎岩带中。前人对胶东

地区的地质构造和成矿流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吕

古贤 ,1991;吴淦国 ,1998;吕古贤等 ,1998;吕古贤

等 ,2001;吕古贤等 ,2002;卢焕章等 ,1999;范宏瑞

等,2005;翟明国等,2004），随着区域外围和深部找矿

难度的加大，急需加强区域构造-流体成矿的研究。 

关于区域构造与流体成矿尚未获得系统的研

究进展。其关键的难题是，在区域上取得有代表性

的、系统的构造蚀变岩样品。这些样品既能获得流

体包裹体成分，又可以观测构造应力和应变数据，

才能进行区域构造-流体成矿的研究。 

在大量断裂蚀变成矿带实测剖面的基础上，结

合镜下和流体包裹体的观测，本文研究一系列的断

裂蚀变岩分带中，选择钾长石化蚀变岩带和绢英化

蚀变岩带的样品。前人研究认为，胶东金矿集中区

主要断裂破碎岩带蚀变类型相似(吕古贤,1991;吴淦

国,1998;吕古贤等,1998; 吕古贤等,2001)，蚀变分带

成矿分带相关（吕古贤等,1996），并且区域上构造、

流体以及矿化蚀变的时代一致（陈衍景等,2004; 吕

古贤等,2001）。本文对胶东 16 个典型矿床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在每个矿区进行断裂蚀变带剖面实测，

选取蚀变分带中的钾长石化蚀变岩带和绢英岩化

蚀变带岩石进行观测和分析。这些样品既保持了韧

性变形的构造特征，又含有成矿流体包裹体，能够

代表成矿期构造蚀变流体的特点。通过岩矿鉴定，

单矿物分析，同位素年龄测定，应力应变分析，流

体包裹体物理化学条件和地球化学的相关测试，本

文提出关于对胶东金矿区域构造-流体成矿的一些

新认识。 

（1）研究区域构造-流体成矿必须取得可以进

行区域对比的岩石样品。经过实际探讨，本文在野

外实测的基础上，经过岩石学、显微构造、化学分

析和流体包裹体的室内系统研究，确定蚀变岩型金

矿和石英脉型金矿普遍发育相似的蚀变分带性。从

胶东西部到东部，在断裂蚀变带中选择钾长石化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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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岩带和绢英岩化蚀变岩带采集样品。这一特定的

地质研究，保障了区域构造-流体成矿的研究和分析

获得比较可信的进展。 

（2）胶东成矿流体物理化学参量具有明显的

区域变化规律。钾长石化蚀变阶段，胶东西部构造

强度强，而在绢英岩化蚀变阶段，东部构造应变值

相对更大。钾长石化阶段的流体温度西部低东部

高，绢英岩化阶段西部高东部低，这显示在不同的

热液交代蚀变阶段，胶东区域上的热力来源不同。

构造附加静水压力从西到东逐渐降低，表明胶东成

矿热液自西向东流动。 

（3）胶东断裂蚀变岩带矿物流体包裹体的液

相成分表现出区域变化特点。区域变化显示：绢英

岩化蚀变阶段 Na
+
/K

+在胶东的西部低东部高，说明

西部矿化流体 K
+富集，因而有利于金的富集成矿；

而东部 Na
+富集，利于成矿流体的迁移成矿。 

（4）胶东断裂蚀变岩带矿物流体包裹体的气

相成分液的区域变化特点为，自西向东 CH4和 CO2

等流体成分的含量逐渐降低，与金元素富集具有正

相关性。CO2与 H2O 的比值揭示了构造对成矿流体

的影响，也为构造-流体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 

（5）胶东构造-流体的上述分布与变化特征，

深化了金矿区域成矿规律的认识。金矿床的规模、

类型和分布与构造-流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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