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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孕育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大量地质资料说明
,

新疆是发展原子能工业的铀源基

地之一
。

笔者在阅读
、

综合以往所获地质资料 的 基 础上
,

试图分析其铀矿的成矿条件
,

展

望找矿远景
。

鉴于新疆地域广阔
,

本文只选择北起准噶尔
,

南至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缘地区

作为研究对象
。

该区大地构造包括 了黄极清划分的准噶尔褶皱系和天山褶皱系的全部
,

以及

塔里木地台的北部边缘地区
。

一
、

区 域 含 铀 性

( 一 ) 含铀层位

论述区地层发育较为完整
,

前寒武系主要集中分布于天 山中间隆起带
,

此外在北天山的

博罗霍 洛复背斜之西端
,

塔里木北缘的库鲁克塔格地区以及北山地区亦有出露
。

古生代地层

广布于准噶尔和天山褶皱系中
。

中新生界 则局 限于各山间和山前坳陷中
。

自早元 古 代 到 第

四纪各时代地层中均见铀矿化显示
。

但较为集中的含铀层位仅 有 下 寒 武统
、

下石炭统
、

上

石炭统
、

下二叠统
、

中一下侏罗统和新
、

老第三系
。

1
。

下寒式统
: 为一套浅海相含磷

、

炭
、

硅质页岩及碳酸盐岩建造
。

下 寒 武 统 不整 合

于震旦系之上
。

底部见一至数层含磷层
。

含磷黑色硅质页岩中伴有金属元素钒等
。

铀矿化即

赋存于震旦系与下寒武统的不整合面附近
,

或在其下
,

或在其二 多数较好地异常富集于下

寒武统底部的含磷炭硅质页岩中
,

由于该地层的出露面积小而零散
,

所以仅在塔里木北缘见

有断续的分布
`
自西往东矿化程度有所增高

,

其中在北山优地槽褶皱带发现有较 好 的 铀 矿

化
。

产于下寒武统中的铀矿化严格受层位控制
,

呈不连续的透镜状
。
其规模不大

,

长仅数米

到百米
,

宽几十厘米
。 `

一般铀含量较低 ( 。
。
。 3一 0

.

1% )
。

铀与有机质
、

硅质
、

泥质和 磷 质

关系密切
。

铀矿物以含铀有机质
、

含铀玻璃蛋白石为主
。

其次为呈分散吸附状的铀黑
。

2
.

上
、

下石 炭统
:

广泛分布于东西准噶尔褶皱带及北天山优地槽褶皱带的博罗霍 洛 复

背斜
。

主要为一套中
、

酸性火 山岩及其火山碎屑岩夹灰岩和页岩
。

沿走向常发生相变
。

东西

准噶尔地区沉积了火山碎屑岩
、

碎屑岩
、

中酸性火山岩 ( 安山粉岩
、

流纹岩
、

英安纷岩
、

石英

斑岩
、

霏细斑岩及其凝灰岩等 )
。

厚约数千米至万米
。

在赛里木湖隆起东部出露酸性
、

中酸

性层状火山岩
,

主要为暗黑色块状石英斑岩
,

紫色
、

灰色含碎屑凝灰质石英斑岩
,

厚达 1 0 3 0米
。

火 山岩系构成走向3 4 。
。

的背斜褶皱
。

在上述两地均发现了较好的铀矿化
。

前者的铀矿化见于西

准噶尔雪米斯坦背斜之南翼
。

铂矿化赋存于石英斑岩
、
微晶质花岗斑岩与围岩 ( 凝灰岩和火



灿辞屑岩 )的接触部位
。

后者铀矿化产于层状蚀变破碎的石英斑岩层中
。

此外
,

在博格达复

清斜南翼亦见该类次火山岩型铀矿化
。

3
。

下二叠统
:

在区内出露不广
,

大都沿山间坳陷边缘分布
,

博格达复背斜南翼出 露 面

积较大
。

早二 叠世初期以酸性火山喷发岩为主
,

多为紫色
、

灰色石英斑岩 , 晚期形成了大面

几
积的玄武岩

。

在复背斜的南翼还普遍见有安山扮岩呈层 间侵入体形式贯入于钙质砂岩中
。

铀

矿化即产于安山扮岩与砂岩的接触层位上
。

4
.

中一下休 罗统
:

广布于各山间 和 山 前 坳 陷 中
,

为 一 套 含煤 系 沉 积 建 造
。

由

陆相粗碎屑岩
、

中和细粒碎屑岩与煤层组成
。

沉积韵律发育
。

大多为一些河 流 相和湖 相 沉

积
。

煤系中所 含煤层数各地不同
,

多达十几层
,

少 则数层
,

且煤层厚度亦各异
。

煤层为低变

质程度的褐煤
、

烟煤
。

其顶板多为透水性 良好的砂岩层
,

底板为泥岩
。

煤系地层中常出现杂

色岩系与灰色岩系 ( 富含有机质的中
、

细粒砂岩层 ) 的交替
。

反映 了含煤系沉积过程中古气

候的条件变迁
。

产于中一下侏罗统中的铀矿化有两种情况
: 一是产于煤层 中的含铀煤型矿化 ;

二是产于层 间氧化带中灰 色砂岩层 中的含铀砂岩型矿化
。

两种矿化往往成对同时出现
。

在伊

犁盆地
、

克尔俭盆地及南天山的库米什盆地
、

库车一拜城山前坳陷西部皆发现规模不等的较

二好矿化
。

5
。

下 白圣统
:

以深湖相泥岩为主
,

夹浅水环境 中沉积的粉砂岩
、

砂岩
、

砂砾 岩 层
,

构
一

成灰绿色与杂 色相间的条带
,

富含钙质结核 与沥青质
,

底部有一层底砾岩
,

在区 内分 布 稳

定
,

可视为标志层
。

与下伏岩层呈不整合接触
。

铀矿化即分布于上述不整合面附近
。

南北疆岩
一

性略有不同
,

但其含矿层位基本一致
。

乌鲁木齐 山前坳陷中的铀矿化主要赋存在下白垄统吐

谷鲁群的清水河组
,

含矿主岩为砂岩和砂砾岩
。

喀什盆地中的铀矿化层位与此相当
,

但较好

地矿化主要富集于砂砾岩层中
。

矿化与石油变质产物 一 沥青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

沥青质的

多寡
、

分布和存在形式直接影 口向着铀矿化的范围和规模
。

此外
,

无论南疆还是北疆均发现矿

化层位有从东至西抬高的现象
。

东部分布在不整合面下部的侏罗系中
,

向西逐渐抬升至不整

合面上的下白垄统
。

6
.

第三 系 ( 新
、

老 第三系 )
:

为陆相红色碎屑岩建造
,

由红色
、

橙红
、

棕红色 砂 岩
、

砂砾岩
、

泥岩夹石 膏层组成
。

分布于各 山间和山前坳陷中
。

铀矿化主要产于始新统一渐新统

安集海组 ( E
Z 一 3

或 E
。

) 及中新统
、

更新统 ( N
: 、

N
:

) 中
,

这些矿化地层皆为湖相灰绿色泥

岩
、

深灰色碎块状泥岩
。

据有关资料记载
,

有人认为产于第三系中的铀矿化与泥岩中的鱼骨化

石有着密切的联系
。

该看法尚待进一步证实
。

( 二 ) 矿化类型

按照含矿主岩类型
,

该区发现有如下几种矿化类型
:

砂岩型 ( 包括 中新生代盆地中的含

铀煤型
、

含铀砂宕型和含铀地沥青砂砾岩型 )
、

火 山岩型
、

花岗岩型 ( 包括产于花岗岩内外接

触带的矿化及碱交代型矿化 )
、

碳硅泥岩 型 ( 产于 2
2

一 C
l 、

e
; 、

O
: 十 : 、

D
Z + 3

一 C
。 、

P 地

层中 )
、

泥岩型 ( 在 E 和 N
:

地层中 )
、

伟晶岩型和变质岩型
。

就其分布情况
,

矿化规模及富

集程度而言
,

前三种为该 区的主要矿化类型
,

其 中又以砂岩型铀矿化最为重耍
。

现将几个主

要类型的矿化特征简述如下
:

1
.

砂岩型
:

含铀煤型和含油沙岩型铂矿均产于中新生代盆地内的中一下侏罗统 中
。

含



矿主岩为含煤系中的煤层及砂岩
。

含铀煤型矿化与劣质煤— 褐煤有关
,

受其顶底板岩层为

制约
。

主要含矿层位位于沉积旋回的上
、

下部 ( 即在旋回的始末 )
。

矿化多富集于煤层之顶
、

底部位
。

具 同生 沉积后生富集之特征
。

含铀砂岩型矿化主要分布在两层煤间的碎屑岩—
中

、

细粒厚层灰色砂岩中
,

与岩石 中的炭质
、

有机质等还原吸附剂息息相关
。

其空间分布上

有着 同美国科罗拉多高原砂岩型铀矿化的类似特征
。

矿化具层间氧化型特点
,

产于氧化一还

原界面上 ( 红色岩层与灰色岩层的交界面上 )
,

矿体形态呈堆状
、

板状和新月状
。

整个含煤

系 中凡见有含铀煤型矿化者都或多或少的在煤层上部或下部见有砂岩型铀矿化
。

但较富集的
-

地段多产于煤系之中部
,

如伊犁盆地之砂岩型铀矿化
。

该类型铀矿化一般埋藏深度较大
,

多

集 中于向斜构造的平缓部位
。

上述两类的铀储量占全疆储量的 56 %左右
。

含铀地沥青砂砾型铀矿化是新疆独特的一种铀矿化
。

它产于下白里统红色碎屑岩建造中

的灰色碎屑岩 (砂岩
、

砂砾岩层 )中
。

该类矿化与岩石中的沥青质紧密相关
。

石油的变质产物

— 地沥青的分布范围
、

存在形式及其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铀矿化的规模和 富 集 程 度
。

矿化层繁多
,

如在南疆的喀什盆地多达 10 余层
。

具层间氧化之特征
,

含矿层位处于上
、

下红色

层之间
。

矿体呈透镜状
,

沿走向和倾向构成似层状矿体
。

区域上该类矿化的层位有自东 至 西

逐渐抬升和由老变新的趋势
。

2
.

火 山岩型 :
该类型铀矿化主要发育在晚古生代火山喷发岩分 布 区

。

如
:
西 部 博 罗

霍洛复背斜北翼
,

西准噶尔雪米斯坦复背斜南翼及博格达复背斜之南翼
。

前两地 区 铀 矿 化

赋存子上石炭统和下石炭统的中
、

酸性喷发岩内
,

后者则产于中
、

上石炭统 和 下二叠 统 的

中
、

酸性火山岩分布区
。

含矿主岩有次火 山岩 ( 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
、

安 山 纷 岩 ) 及安 山

岩
、

流纹岩
、

霏细岩
、

凝灰岩和碎屑岩一凝灰质碎屑岩
。

西部地区的铀矿化主要 集 中 于 石

炭系
,

与次火山岩的侵入紧密相关
。

东部 ( 博格达复背斜之南翼 ) 的袖矿化则富 集 于 下 二

叠统的安山扮岩中及其与砂岩层的接触带上
。

铀矿化 与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的后期侵入及安山

扮岩的顺层贯入直接相关
。

铀矿化均受区域性构造控制
。

矿体一般产于区域断裂 构 造 之 次

级构造裂隙中
。

矿化地段围岩蚀变发育
,

有赤铁矿化
、

萤石化
、

铁锰矿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

母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
,

亦见去硅作用
。

不仅蚀变种类多
,

而且还具一定 的 分 带 性
。

伴

生元素有 B e 、

M o 、
P b

、
T i

、
N b

、

T a 、

G a 、

V
、

N i等
。

3
.

花 岗岩型抽矿化
:

包括产于花岗岩体内部及其内
、

外接触带 ( 距花 岗岩 体 。一 1 0 00

米者 ) 中的矿化及碱交代型矿化
。

就目前所发现的矿点分布情况看
,

该类型矿化主要集中于

南天 山博斯腾湖一带
。

此区分布有此
、

Y 3
及丫

` 。

在 Y Z

及 Y `

中皆见有成矿现象
。

矿化明显受构

造断裂控制
。

含矿围岩为破碎的花岗岩
,

红化蚀变碎裂花岗岩及破碎的大理岩
。

碱交代型铀矿

化的特点为岩石具有强烈红化
、

破碎和明显的去硅作用 以及碱质成分的增加等
。

4
.

碳硅泥岩型袖矿化 :
在新疆广泛分布 于 Z :

一 e ; 、
e ; 、 S一O

、

D
: 十 3

一 C
3 、

P ;
地 层

中
。

含矿主岩类型较多
,

有浅海相的碳酸盐岩
、

含磷碳硅板岩
、

粉砂岩 ( 或细砂岩 ) 等
。

矿

化严格受层位控制
。

空间上分布在古隆起的边缘
。

矿体形态呈层状和似层状
,

品位低
,

分布

较均匀
,

矿化具复成 因特点
,

尤其后生的热液改造作用往往对铀的后期富集起着重要作用
。

5
.

泥岩型袖矿化
:

主要分布在山前和山间盆地的新
、

老第三系中
。

含矿建造为湖 相 灰

色细碎屑岩建造
。

含矿主岩为泥岩
。

第三系多直接覆盖于花岗岩风化壳上或不整 合 在 古生
_



代地层之上
。

铀矿化呈层状和似层状
,

一般品位较低
,

规模较小
,

多数矿化呈现在不整合面上
.

( 三 ) 成矿时期及成矿带 ( 区 )

由于缺少同位素资料
,

所 以尚难确定每种类型
、

每一地区铀矿的成矿时期
。

据目前所掌

握的资料看
,

铀矿化在华力西期和燕 山期比较多 ( 图 1 )
。

铀矿化的空间分布
,

展示 出

一定的规律性
,

自北而南分为四

个成矿带 ( 图 2 )
。

即 准 噶尔成

矿带
、

北天山成矿带
、

南天山成

矿带和塔里木北缘成矿带
。

此外
,

还划分出北山成 矿 区
。

每 一 成

矿带中所出现的铀矿化类型不尽

相同
。

准噶尔成矿带以火 山岩型

为主
,

次为含铀煤型矿化
;
北天

山成矿带以含铀煤型
、

含铀砂岩

型和火 山岩型矿化为主
,
南天山

以花岗岩型
、

含铀煤
、

含铀砂岩

型为特征 ; 塔里木北缘成矿带则
以碳硅泥岩型及泥岩型矿化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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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铀矿成矿时代与地壳演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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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准噶尔一天山地区成矿带分布略图

1一花岗岩型 ; 2一火山岩型
: 3一含铀煤型 , 4一砂岩型 , 5一碳硅泥岩型 , 6一泥岩型

I一东西准噶尔成矿带 , I
、

l 一北天山成矿带 , F 一南天山成矿带 , V一塔里木北

缘成矿带 . 砚一北山成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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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成矿带相区别 , 北山成矿区主要为碳硅泥岩型矿化
。

二
、

铀的成矿特征及规律

( 一 ) 铀矿化的时控性

论述区自老至新各地质时代普遍存在铀的成矿现象
,

但较为富集
,

并具一定工业价值的铀

矿化则仅集中于有限的几个时期 ( C
、

P
、

J
l 十 : 、

K ) 的地层中
。

区域铀矿化所显示出的时控

性是受地壳演化历史听制约的
,

与当时所发生的地质事件相依存的
。

由于成矿的地质背景不

同
,

因而赋于了各时期的成矿作用以极为不同的色彩
。

例如
: 下古生界下寒武统中的碳硅泥

岩型铀矿化
,

上古生界石炭系
、

二叠系里的火山岩型的铀矿化
,

中生界中一下侏罗统和下白

要统 中的砂岩型铀矿化 以及华力西 中
、

晚期的花岗岩型铀矿化等
。

( 二 ) 铀矿化空间分布上的相对集中性

1
.

抽矿化的 空间分布特征
:

该区不同类型的铀矿化分别发育在优地槽褶皱带 的 特 定 部

位
,

即地槽褶皱带中的山间
、

山前坳陷或地槽一地台过渡带上
。

形成空间上相对集 中的分布

特点
。

构成 了自北而南四个成矿带
。

各成矿带中的铀矿化类型又各具特色
。

2
.

袖矿化的带状分布特征
:

铀矿化的分布与构造有着紧密的关系
,

区域性的深大 断 裂

控制着成矿带 ( 区 ) 的分布
,

不同级别的构造直接控制了矿 田
、

矿床
、

矿体的分布
。

区内主

要几条超岩石圈和岩石圈断裂多呈北西方 向展布
。

如
:

鄂尔齐斯超岩石圈断裂
,

克拉美里
、

博罗霍洛北缘
、

中天山南
、

北缘岩石圈断裂
。

其 次为北东向的深大断裂
,

如
:
达尔布特和阿

尔金岩石圈断裂
。

构造线的展布方向不仅直接影响着各构造单元的划分与分布
,

同时对各时

代地层的分布也起限制作用
。

如古生代地层区域上大多呈北西或近东西方向出露等
。

因而产于

该地层中的铀矿化呈现带状分布的特征
,

从成犷带图上 也可看出
,

、

自北而南前述的四条成矿

带均显示略呈东西向展布的特点
。

( 三 ) 断裂构造的控矿性

区内的火 山岩型铀矿床
、

花岗岩型铀矿化显示出与断裂构造紧密相关的特征
。

断裂构造

作为热源和铀源的通道
、

铀矿贮存的
二 - - - - -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一一
~

一门

有利空间
,

是热液型铀矿 成 矿 的 必

备条件之一
。

不同级别的构造控制了

矿田
、

矿床和矿体的空间分布
。

区域

性的深大断裂控制着成矿带 ( 区 ) 的

分布
。

如
:

达尔布特深断裂控制了西

准噶尔成矿带
。

其中的雪米斯坦矿田

分布在该深大断裂的次级构造 一 两

条近东西向构造的夹持部位 ( 图 3 )
。

更低一级的构造控制着矿床的生成与

展布
,

次级羽状裂隙
、

构造破碎蚀变

带控制着铀矿体的分布
。

如 7 1矿点和

萨 吾 尔
.

牡 兰
户

/
一

一
一

达 [I 习 区口
2

图 3 西准噶尔铀矿化与构造关系示意图

1一铀矿床 ; 2一铀矿点

. 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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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3矿点 ( 图 4
、

5 )
。

万

洲提
困

了夕
;

笋
好

图 4 2 0 3矿点铀矿化与

构造关系示意图

1一 石炭系凝灰碎屑岩 , 2一蚀变

破碎带 ; 3一铀矿化体

( 四 ) 铀矿化受区域不整合面控 制

盆地中的外生铀矿床严格控制在 含矿岩系的上
、

下不整合面之间
。

区 内的中
、

新土代盆地或直接覆于

古生代花岗岩上或不整合于古生代地层之上
。

说 明中

生代地层沉积前经历了长期的隆起
。

老地层遭受充分

的氧化与剥蚀
,

为后期盆 地沉积和成矿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来源
。

中生代 含矿岩系形成后又经历了一次全区

性的抬升运动 一
一 以断块运动为主的燕山运动

。

表现

在地层剖面上
,

出现上侏罗统与下白噩统间的不整合

或假整合接触
。

该次运动为盆 地中的砂岩型铀矿的后

生改造创造了条件
。

区内所发现的外生铀矿床皆位于

上不整合面附近
。

( 五 ) 矿床组合

区内铀矿化类型众多
,

并常呈一定组合形式出现
。

价
如

:

南天 山博斯腾湖周围分布于花岗岩体内的热液铀

报

一又一
图 5 71 号矿点矿化与构造关系示意图

矿化
,

在岩体外按触带也时常出现
,

在与围岩— 变质岩系的接触带附近还发现产于变质岩

系中的铀矿化
;
在以花岗岩为基底的中

、

新生代盆地中产有砂岩型铀矿化等
, 又如西准噶尔

地区扎伊尔复背斜南翼广泛发育着中一下侏罗统 中的砂岩型铀矿化
。

这种矿化类型成套 出现

的特征反映 了各类矿化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

说明成矿作用的连续性
。

该分布规律可

以用来指导找矿工作
,

当发现一种矿化类型时
,

可根据其组合关系发现其它夹型的矿化
,

对

预测远景区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三
、

成矿条件分析

该区铀矿化在时
、

空分布上的规律性
、

成矿特征的复杂性均取决于准噶尔一天 山地区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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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及地壳演化的特殊性
,

取决于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
。

晚元古代末至早古生代中期
,

该 区处于宁静时期
,

岩浆活动
,

特别是中一酸性岩架侵人

活动及火山喷发活动 比较微弱
。

加里东期花岗岩分布十分局限
,

仅在别珍套
、

巴轮台一库米

什
、

库鲁克塔克东段的局部地区有所发现
。

华力西早期花岗岩主要沿爱肯达坂一库米什一卡

瓦布拉克一线分布
,

此外在库鲁克塔格也见零星分布
。

所以在此 阶段除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寒

武系分布区发现下寒武统底部碳硅泥岩型铀矿化外
,

基本未见热液型铀矿化
。

晚元生代为准噶尔
、

天山地槽的重要发展时期
。

华力西期构造活动由早期的 活 跃 进 入

中
、

晚期的最活跃期
。

北天山优地槽和东西准噶尔优地槽岩浆活动和火山喷发频繁
,

断裂构

造发育
,

构造运动强烈
。

此间先后发生了博罗霍 洛变动
、

都善变动
、

乌什变动等构造运动
,

导致上述地槽的强烈褶皱和复杂演变
。

自中泥盆世起
,

火山喷发作用此起彼伏
,

时强时弱
,

由海相火山岩到大陆火山岩遍布东西准噶尔和北
、

中天山地区
。

伴 随华力西期构造运动
,

岩

浆侵入活动频繁
,

区内广泛发育早
、

中
、

晚华力西期花岗岩
,

尤以博斯腾湖一带更为集中
,

为形成火 山岩型铀成矿带 ( 区 ) 和花岗岩型铀矿成矿区奠定了物质基础
。

早二叠世前后
,

准

噶尔和天 山地槽相继 以突变或渐变方式回返褶皱
,

结束其地槽生命
。

之后
,

地壳渐趋稳定
。

此间在褶皱带内形成 了一系列山间和山前坳陷盆地
。

从晚古生代末到中生代是该区地壳演化由活跃转为相对稳定的宁静时期
。

盆地有可能长

期地接受上古生界火 山喷发岩系所供给的丰富铀源
,

创造了中
、

新生代盆地具有得天独厚的

同生铀矿的沉积条件
。

这里蕴藏 了我国有名的含油煤型和含铀砂岩型以及含铀地沥青砂砾岩

型铀矿床
。

中生代后的地壳运动再度趋 向激烈
,

尤其是喜山运动使天 山山系强烈隆起
,

盆地加速沉

降
。

使新生代前的地层遭受构造破坏和风化剥蚀
。

为新生代铀的淋滤
、

活化迁移和富集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

部分地区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老地层超覆于盆地沉积之上
,

形成新的盖

层
,

从而改变了盆地的后生变化条件
,

为盆地提供才时卜充了新的铀源
。

从地壳演化观点出发
,

铀的富集成矿需要一个经强烈构造活动后转为相对稳定的构造环

境
。

地壳的强烈活动
,

有利于铀从先成岩层或铀源体 (层 ) 中活化出来
。

强烈活动后的相对稳

定
,

有利于把活化出来的铀富集成矿
。

地壳演化的不同阶段
,

发生着不同的地质事件
。

准噶尔
、

天山地槽的发生
、

发展演化具有多旋 回特点
,

同时也赋于了岩浆活动以及成矿作用的多旋回

性
。

对于准噶尔和天山地槽系有两个明显的重要成矿期
:

其一是华力西期 ; 其二为燕山期
。

前者更具重要意义
。

它不仅拥有相当规模的火山岩型铀矿床和花岗岩型铀矿化
,

而且也是后

期盆地中形成铀矿堆积的钩源供给者
。

燕山期是该区外生钠矿床— 砂岩型铀矿床形成的重

要时期
。

此外
,

喜山期对形成第三纪和更年青的铀矿化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

根据上述铀矿空间分布上的特殊性
,

今后应注意在以下地段寻找不同类型的铀矿床
。

l
。

东西准噶尔和北天山地区重点寻找晚古生代火山岩型铀矿床
。

通过与相邻 地 区 ( 苏

联和蒙古 ) 区域地质上的对 比和分析
,

认为西自苏联的北哈萨克斯坦向东至我国的准噶尔
、

北天山
、

甘肃北 山
,

继续向东延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内
。

这是一条规模宏大的火山岩型铀矿成

矿带
。

良西 向东成矿时期反映出由早古生代到晚古生代的迁移
,

在我国境内正是晚古生代石

炭
、

泥盆纪和二 叠纪成矿的重要时期
,

今后对此应加强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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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

`

构造
、

火成岩组合配套的成矿机制

王 清 廉
( 陕 西地矿局 第十三地质 队 )

内生矿床和复成矿床的成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
。

矿床形成虽然应具备的条件很

多
,

但最基本 的条件
,

无非是内因和外因两方面
。

内在因素就是成矿物质
、

流体和热源等多

外在因素主要是构造条件
。

地层和火成岩则是成矿物质
、

流体和热源的载体
,

这样内因和外

因相结合
,

就是成矿的地质前提
。

所以许多内生和复成矿床
,

都是地层
、

火成岩和构造条件

组合配套或联合作用的产物
。

以岩浆矿床为例
,

矿的形成
,

固然与岩浆本身的含矿性及岩浆的分异作用有关
,

然而矿

的就位机制却离不开构造条件 ; 产多岩浆矿床的矿体
、

矿群
、

矿带均受岩相构造带或原生破

裂带的控制
。

在岩浆矿床的成矿过程中
,

地层 ( 围岩 ) 常被岩浆 同化
,

当其物质成分加入岩浆

后
,

对造成多种岩浆岩和有关矿床的形成 都具有重要作用
。

岩浆 同化地层时
,

不仅影响岩浆

的成分
,

并使岩浆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变化
,

因而也影响岩浆的分异作用过程和矿床 的矿物

成分及组合
。

如同化地层时所发生的硫化作用
,

对硫化镍矿床的形成
,

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若一种含铁硫的超基性岩浆
,

侵入于富含黄铁矿的地层中时
,

侵入体的热力学条件
,

可

以破坏黄铁矿而形成磁黄铁矿
,

与此同时可放出25 % 的硫
,

此硫可以 自由的加入岩浆之中
,

并与硅酸盐熔浆发生反应
,

从而形成 了镍及铁的硫化物
。

其反应式如下
:

3 N i
:
5 10

; + 3 5
2

莽 6 N I S + 3 5 10
: + 3 0

2

或 3 N i
:
5 10

` + 2 5
。
幸 Z N i 3

S
: + 3 5 10 。 + 3 0

2

Z F e :
5 10

4 + 2 5
2

诊 4 F e S + 2 5 10
: + 2 0

2

总之
,

通过硫化作用
,

可以使镍从硅酸盐内被提取出来
,

形成硫镍矿
。

以往有人认为伟晶岩型矿床是在封闭情况下的产物
,

即伟晶岩 内的成矿物质
,

来自于伟

晶岩浆 自身
。

通过研究
,

发现伟品岩的成矿性和矿种的复杂程度
,

取决它侵入的围岩 ( 地层 )
,

2
.

两大构造单元的过渡地带是有利的成矿区
。

塔里木地台与天 山地槽褶皱系的交界部

位
、

即孕育着极为丰富的铀矿资源
。

类型繁多
,

有柯坪地块产在下寒武统中的碳硅泥岩型铀矿

化
、

山前坳陷盆地中第三系的砂岩型
、

泥岩型铀矿化
、

喀什盆地产在下白垄统中的含铀地沥青

铀矿床
,

还有与花岗岩体有关的碱交代型
、

花岗岩型铀矿化
。

这些地段都是今后找矿的有利

远景区
。

3
.

地槽系中的山间盆地
,

贮藏了规模 巨大的含铀煤型和含铀砂岩型铀矿床
,

其储 量 之

大
,

占全疆铀矿储量之首
,

今后应继续扩大其远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