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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准噶尔造山带具备形成铀多金属矿化有利的构造环境
,

通过对该区典型铀矿床 (化 ) 的成矿特征

与控矿因素分析
,

认为其中的雪米斯坦火山岩带主要寻找受次火山岩接触带控制的铀铁钥矿及受塌陷式火

山机构控制的铀铝矿
,

扎伊尔火山岩带主要寻找赋存于酸性凝灰质砾岩中的铀铝矿与受塌陷式火山机构引

起的放射状断裂控制的铀钥矿
。

「关键词 l多金属矿 : 热液
;

火山机构 ; 白杨河

西准噶尔造山带是中亚成矿域重要的成矿单元
,

其中晚古生代火山岩是该区重要的铀多

金属赋矿围岩。一 91 (图 l)
。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六十年代开始
,

5 19 队在该区内的雪米斯

坦火山岩带和扎伊尔火山岩带开展了大量的铀多金属矿找矿工作
,

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找矿线

索
。

近年来
,

核工业二一六大队在这两条火山岩带进行了勘查及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

取得了

重要的找矿进展
。

本文试图通过对各矿床 (点 ) 控矿要素的梳理
,

总结不同地段的铀多金属

成矿特征
,

为深入分析成矿潜力
、

预测找矿靶区提供依据
。

1 构造岩浆演化背景

西准噶尔造山带泥盆一石炭纪时期以雪米斯坦岩带陆壳成熟度最高
,

总体上均以岛弧型

钙碱系火山岩为主
。

二叠纪西准噶尔全面褶皱隆起
,

火山活动以陆相火山岩为主
,

碱度较高
,

同时伸展构造发育
。

因此
,

该区经过了华力西期以来多期构造活动的改造和影响
,

说明了其

地壳演化成熟度高
,

有利于铀和其它亲石元素的活化与富集
,

决定了本区具有有利的大地构

造环境
。



2 雪米斯坦地区铀多金属成矿特征

雪米斯坦火山岩带铀多金属矿化赋存
了

犷陆相为主的次火山岩
、

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

岩中
,

受控于大型
“
入字型

”
断裂的锐角夹持区I ’ 0]

。

铀多金属矿化的成矿作用各有特点
,

从而

与铀多金属矿化相关的各类地质要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带 (片 ) 特征
,

以白杨河铀被钥矿

床
、

马门特矿化点来探讨该区的成矿特征
。

l一更新统
一全新统 ; 2一新近系 ; 3一古近系 ; 盛一白坚系 ; 5一侏罗系

; 6一三叠系 ; 7一二叠系
; 8一石炭系 ;

9一
,

泥盆系 ; 10一志留系 ; H一奥陶系 ; 12一寒武一奥陶系 ; 13一震旦系 ; 14一 县系 ; 15一长城系
一

县系;

16一花岗岩类; 17一闪长岩类
; 18 一辉长岩

一

辉绿岩类 ; 19一超基性岩
; 2 -0 一地质界线 ; 2 1一断裂

; 2 2一火

山岩型铀矿床
、

点; 23 一花岗岩型铀矿点 ; 24 一碳硅泥岩型铀矿点
,

2 5一变质岩型铀矿点
; 2 6一砂岩型铀

矿点

图 l 西准噶尔地区地质略图

图2 白杨河矿区Z K3 104 一 Z K 19 00 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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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白杨河铀被钥矿床

2
.

1
.

1地质特征

白杨河矿区的铀
、

被
、

铝矿体主要赋存于花岗斑岩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部位 (图 2 )
。

被矿体倾角 300
,

平均品位 0
.

156 %
,

厚度 4
.

17m
。

被矿物主要呈独立矿物一羚硅披石出现
,

在局部部位成集合体大量出现
。

铀矿体则主要受与次火山岩体接触破碎带呈
“

y’’ 字形斜交的

次级密集裂隙带中
。

矿体平均厚度 2
.

12 m
,

平均品位 0
.

165 %
,

同样呈品位较富的特点
,

铀

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 I川
。

晚期近南北向的辉绿岩
、

闪长岩等各类中基性脉岩对成矿尤其是铀成矿具有一定的控制

与促进作用
。

铀矿化在平面上多集中分布于中基性脉岩的附近
;

中基性脉岩还可以提供成矿

流体
,

对铀活化迁移提供矿化剂 [’ 2】
。

2
.

1
.

2 控矿因素分析

(一 ) 碰撞增生
,

花岗斑岩上升

晚古生代早期
,

本区仍受到一定的挤压作用
,

形成了富碱中酸性的花岗岩
,

特别是晚石

炭世至二叠世早期
,

本区地壳的底垫伸展作用
,

使雪米斯坦地区形成的酸性岩浆喷出地表
,

形成了成带状分布的酸性流纹岩
。

在火山口旁和火山颈内形成了次火山岩
。

(二 ) 热液作用阶段与披成矿阶段

在酸性岩浆喷发
、

侵位之后
,

形成了本区最早的被成矿溶液
,

伴随着成矿温度的降低
,

形成了四期被矿化
。

即 2 98士 1SM a
、

264土 12 M a
、

25 5士 13M a 和 24妊 16M a (马汉峰
,

2 0 10 )
。

(三 ) 中基性脉岩叠加铀成矿阶段

在岩浆期后又经历了闪长岩脉
、

辉绿岩脉的多期侵入
,

这些中基性脉岩可以提供成矿流

体
、

对铀活化迁移提供矿化剂
。

对白杨河矿区的中基性脉岩年龄测定为
:
辉绿岩 25 .4肚 1

.

gM a
、

闪长扮岩 2 2肚 1 8M a
,

铀主成矿期为 22牡 3
.

IM a一 237
.

8士3
.

3M a
、

19 7
.

8过
.

SM a
。

(马汉峰
,

20 10 )

数据显示中基性脉岩与主成矿期对应
。

白杨河矿区的成矿年代表明
:
铀铰矿化在成因上并无

直接关系
,

是不同期次的成矿流体在同一有利的地段富集的表现
,

在空间上呈现出共生的特

征
。

(四 ) 改造成矿作用阶段

除了和脉岩有关的叠加成矿作用外
,

新生代以来的构造隆升作用使出露地表的铀多金属矿

体风化剥蚀
,

发生改造破坏作用
,

还有部分矿体向下迁移形成次生矿体
。

.2 2 马门特铀矿化点

.2 .2 1 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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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与铀多金属成矿相关的火山岩主要为石炭纪酸性溢流相 +爆发相的火山岩
,

如马门

特矿点一带
。

铜异常高场主要赋存于马门特塌陷式火山机构外围的中基性火山岩的裂隙带内
,

近矿围

岩蚀变主要发育青磐岩化
、

褐铁矿化
。

铀铝异常高场主要赋存于马门特塌陷式火山机构流纹

岩
、

酸性凝灰角砾岩中 (图 3)
。

1一集块岩 ; 2一玄武岩 ; 3一流纹岩
; 4一流纹质角砾熔岩 ; 5一含角砾熔结凝灰岩 ; 6一凝灰岩 ; 7一含角砾

凝灰岩 ; 8一构造破碎带 ; 9一产状

图3 马门特地区剖面示意图

图4 马门特矿点第二矿化带蚀变分带图

.2 .2 2 控矿因素分析

马门特矿点的铀矿化主要赋存于马门特塌陷式火山机构流纹岩
、

凝灰角砾岩中
,

火山机

构发育明显的环状
、

放射状构造
。

铀矿化在酸性凝灰角砾岩中富集程度相对较好
,

对铀矿化

规模较大的第二矿化带研究发现其热液蚀变组合的分带性较为明显 (图 4)
:
其中水云母化

、

萤石化蚀变越集中的地段铀矿化越富集
。

塌陷式火山机构的发育导致了基底构造的活化及环状断裂的产生
,

为深部成矿流体的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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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及富集提供了原动力
,

各类酸性岩石的产生为铀矿化的富集提供了有利空间
,

有利的蚀变

分带是多金属矿化的必要条件
,

因此 在喷发外围相中具备寻找裂隙带型多金属矿
,

在火山

管道相中具备寻找隐爆角砾岩型多金属矿
。

3 扎伊尔地区铀多金属成矿特征

扎伊尔火山岩带铀多金属矿化土要集中于北金齐火山盆地与塔尔根火山机构中
。

铀矿化

主要产于二叠系中
,

北金齐火山盆地共发现铀矿化
、

异常点 21 个
,

以 9 号矿化点规模较大
。

塔尔根火山机构共发现铀矿化
、

异常点 巧 个
,

以塔尔根一号工地铀矿化点规模较大
。

分别

上述两个典型的矿化点来探讨该区的成矿特征
。

3
.

1北金齐 9 号铀钥矿化点

3
.

1
.

1 地质特征

铀钥矿化产于上二叠统的酸性凝灰质砾岩中
,

矿化呈星点状分布在凝灰砾岩的胶结物

中
。

铀矿物多为硅钙铀矿
、

钙铀云母
,

铝矿物主要为辉铝矿
。

铀矿体呈层状产于酸性凝灰质

砾岩中
,

矿体平均厚度 1
.

55 m
,

平均品位 0
.

177 %
。

铝矿体
,

平均厚度 .2 54 m
,

平均 0
.

106 %
,

其产出空间与铀矿体基本一致 (图 5 )
。

1一凝灰质砾岩 ; 2一细砂岩
; 3一

_

卜二叠统库吉尔台组 ; 4一铀矿体 ; 5一钥矿体 ; 6一钻孔位置 ; 7一钻孔深度

图5 B O剖面示意图

.3 1
.

2 控矿因素分析

北金齐 9 号矿化点一带
,

赋矿的凝灰质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流纹岩
、

霏细岩等酸性岩石
,



该类酸性岩石铀背景含量较中基性岩石高
,

能够为铀成矿提供直接的铀源
。

该区毗邻区域大

断裂
,

该构造在二叠世进入陆内伸展作用阶段
,

深部热液沿其次级裂隙带上升至酸性凝灰砾

岩中
,

汲取酸性凝灰砾岩中的铀形成富铀流体
,

因其基质强还原
、

吸附性能
,

从而富集成矿
。

正是这种岩石与构造的祸合才形成了工业铀矿体
,

钥元素可能是热液从深部带来 (图 6)
。

图6 北金齐9号铀钥矿化点成矿模式示意图

1一流纹质角砾熔岩
; 2一钾长花岗岩

; 3一辉绿岩 ; 4一破碎带 ; 5一铀异常 ; 6一钻孔位置 : 7一钻孔投影位

置 ; 8一品位 /厚度

图7 塔尔根地区Z K T 101 一 Z K T 1301 钻孔剖面图



3
.

2塔尔根一号工地铀矿化点

3
.

2
.

1地质特征

塔尔根火山机构是在卡拉岗组黑灰色
、

灰绿色变质泥岩
、

砂岩
、

砾岩中形成
。

火山活动

早期为中性
一

中基性喷发岩
,

晚期为中酸性喷发岩
,

厚度约 12 00 m一 14 00 m
。

之后沉积上二

叠统碎屑岩
,

二叠纪晚期末期钾质花岗岩侵入
,

火山机构被破坏
。

末期由于岩浆房空虚
,

火

山机构发生塌陷
,

形成现在的构造格局
。

铀矿化赋存
一

于流纹质角砾熔岩中
。

据 X 荧光分析

仪
,

铝矿化与铀矿化关系较为密切
,

含最在 500 一 l oo 0P pm
,

个别可达 30 00p pm
。

3
.

2
.

2 控矿因素分析

塔尔根一号工地铀矿化受控于火山机构东侧的拉张塌陷部位
,

塌陷主要发生在火山活动

的末期岩浆回缩期间和之后
,

钾质花岗岩侵入之前
。

钾质花岗岩侵入之后塌陷作用基本停止
。

将钻孔中品位大于 .0 0 10% 的铀异常进行标注发现
:
铀异常除受控于塔尔根塌陷式火山机构

引起的北东走向的放射状不连续断裂外
,

还受控于轴向北西的背斜构造控制
,

钻孔揭露的破

碎带
,

铀矿化均位于背斜构造轴的两翼 (图 7 )
。

在空间上铀矿化还与晚期的基性脉岩关系

密切
,

发育基性脉岩代表着拉张的构造背景
,

有利于的铀多金属的活化迁移
,

成矿流体不但

富含还原性的挥发份组分
,

有利于铀的沉淀
,

还能够为成矿作用持续供热
。

4 结 论

( l) 西准噶尔造山带经过了华力西期以来多期构造活动的改造和影响
,

说明了其地壳

演化成熟度高
,

有利于铀和其它亲石元素的活化与富集
,

决定了本区具有有利的大地构造环

境
。

( 2 ) 雪米斯坦晚古生代火山岩带具备良好的铀
、

被
、

铝矿成矿环境
。

白杨河矿床早二

叠世花岗斑岩与泥盆纪
、

石炭纪火山岩的的接触带部位是良好的储矿部位
。

在叠加的晚期脉

岩的部位铀成矿的条件更优
;
马门特矿化点的铀多金属矿化主要受石炭世塌陷式火山机构引

起的次级裂隙带控制
。

( 3 ) 扎伊尔晚古生代火山岩带同样具备较好的铀
、

铝矿成矿环境
。

北金齐早二叠世陆

相火山盆地中的铀多金属矿化分布广泛
,

其中 9 号铀铝矿化点矿体主要赋存酸性凝灰质砾岩

中
,

深部寻找受热液控制的多金属矿体潜力较大
;
塔尔根早二叠世塌陷式火山机构中的铀钥

矿化同样受次级裂隙带控制
,

但因火山机构的主体剥蚀程度较高
,

发育大量的高温热液蚀变
,

找铀潜力受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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