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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田系指矿床密集分布，成矿作用集中发育，

且在时间、空间和构造建造上具有紧密联系的矿

化赋存区段，相当于 V 级成矿区划单元（吕古贤，

2015）。构造变形岩相应被理解为受构造影响而形

成的那部分岩相，或是与构造变形同步的岩相变

化。显然，它更适用于改造结合建造研究以及透

入性的构造、体积性的地球化学变化和流体过程

的研究，是地质力学方法的新进展。矿田分类中

所指的岩相，主要是构造变形岩相，或者是受构

造影响的岩相（吕古贤，2015）。招远城南大尹格

庄、夏甸等大型蚀变岩型金矿，严格被招平断裂

带主干断裂制约。 

1  夏甸金矿床的构造蚀变岩相特征 

夏甸金矿具有明显的构造蚀变岩相分带特

征，从断裂下盘矿体向未蚀变原岩根据岩石的破

碎程度、蚀变类型、矿物组合等，可将蚀变带由

外向内分为以下几个亚带（表 1）：黄铁绢英岩化

碎裂（糜棱岩）岩带、黄铁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

岩带、强钾化花岗质碎裂-糜棱岩带，弱钾长石化

花岗岩带，未蚀变花岗岩原岩带（许亚青，2013）。 

2  大尹格庄矿床构造蚀变岩相特征 

矿区内围岩蚀变发育，主要有黄铁绢英岩化、

钾化、碳酸盐化及绿泥石化、硅化、高岭土化和

褐铁矿化。不同蚀变矿物有规律的组合形成了明

显的蚀变分带现象（袁月蕾，2013）。 

大尹格庄金矿床的构造蚀变带的产状及分布

与主断裂带基本一致，中心为蚀变较强的黄铁绢

英岩质碎裂岩。蚀变程度自断裂带中心向两侧依

次减弱，蚀变矿化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断裂上

盘蚀变带较窄，主要有黄铁绢英岩化斜长角闪岩

质碎裂岩带、黄铁绢英岩化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

带、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带。断裂下盘构造蚀变

岩带发育完整，自招平断裂带主裂面下盘矿化中

心向郭家店岩体方向，构造蚀变岩分带依次为：

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带→绢英岩化钾化花岗质蚀

变岩带→强钾化花岗质蚀变岩带→弱钾化花岗质

蚀变岩带。金矿通常与黄铁绢英岩相伴生（吕古

贤等，1998；袁月蕾等，2013）。 

3  曹家洼金矿床构造蚀变岩相特征 

在曹家洼金矿中，招平断裂带矿区段下盘的

蚀变带有两大特点:一是其分布受构造控制;二是

在蚀变强烈地段具水平分带现象。 

招平断裂次级平行断裂蚀变带严格受构造控

制，呈带状分布。其形态、产状、及规模与构造

一致，且构造破碎强烈部位、交汇部位，蚀变作

用强烈。 

根据曹家洼金矿岩石的破碎程度、蚀变类型、

矿物组合，可将蚀变带自中心向外分为以下类型：     

①黄铁绢英岩带：该带主要位于主断裂附近，主

要组分为黄铁绢英岩，并含有少量黄铁绢英岩化

花岗质蚀变岩（或斜长角闪岩、片麻岩）。②绢英

岩化花岗质蚀变岩带：为绢英岩化带与强钾化带

之间的一个过渡带，岩石呈浅灰—灰白色，变余

碎裂结构、斑杂状构造。③强钾化花岗质蚀变岩

带：该带主要位于破碎蚀变带下盘最外带，与上

下岩石呈渐变过渡关系，沿断裂走向呈不规则带

状。④弱钾化花岗质蚀变岩带：花岗岩出现朱红

色斑状变斑晶，蚀变斑状蚀斑状花岗结构，原岩

的花岗岩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基本未发生根本的

改变。⑤未蚀变花岗岩带：多为正常花岗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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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特征为鲜红色长石数量明显减少，长石多呈暗

哑光泽，岩石具明显的花岗结构，块状构造。 

4  结论与讨论 

区域内金矿床的构造蚀变岩相特征具有共同

的特点，即：矿体产状与“招平断裂”主干构造的

产状基本一致，相伴的蚀变类型主要为绢英岩化

和黄铁绢英岩化，其它为硅化、黄铁矿化、钾长

石化。矿化的形式是浸染状，细脉、细网脉状矿

化。由于招平断裂带空间产状的变化，导致其不

同地段有差异的形变相变特征，从而控制了不同

的蚀变和矿化类型。 

 

 

图 1  大尹格庄构造蚀变岩分带示意 

 

表 1  夏甸金矿-643～-652 中段构造-蚀变分带特征 

距主断面距离 主断裂面近处-----------------------------------------------远处 

蚀变带

划分标

志 

含金黄铁矿石英

脉带和硅化带 

含金强碎裂-碎糜

状黄铁绢英岩带 

强应变碎裂-糜棱状

黄铁绢英岩化花岗

质蚀变岩带 

强应变碎裂-糜棱强

钾长石化花岗质蚀

变岩带 

弱钾长石化花岗

岩带 
浅蚀变花岗岩带 

蚀变类

型 

黄铁矿化、硅化、

水白云母化、碳酸

盐化 

黄铁矿化、绢英

岩化、水白云母

化 

黄铁矿化、绢英岩

化、水白云母化、钾

长石化、碳酸盐化 

钾长石化、绢云母

化、硅化、黄铁矿

化、绿泥石化 

钾长石化、绢云母

化、硅化、绿泥石

化，钠长石化 

基本无蚀变，或很弱的

硅化和钾长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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