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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32 5
、

32 6 矿床位于 z G 复式花岗岩体中段
,

属花岗岩型铀矿床
,

对其研究表明
,

两矿床成矿

热液为粒间溶液与大气降水的混合热液
,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花岗岩
,

部分来自寒武系地层
,

矿床形

成与钠交代密切相关
,

并受构造控制
。

类键词 矿床成因 成矿物质来源 钠交代 构造控矿

对于 325 、

326 铀矿床的成因
,

中南地勘局 30 2 大队
、

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 (刘 尚华
、

孙志

福
,

19 8 2) 等单位都曾做过一些工作
,

但到 目前为止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

尤其是成矿主岩年

龄
,

成矿热液和成矿物质来源一直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

19 8 6一 19 9 0 年
,

笔者曾 5 次赴此矿

区进行工作
,

在野外工作的基础上
,

试图从同位素地质和碱交代等方面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

讨
。

矿床地质概况

32 5 、

32 6 矿床位于 z G 复式花岗岩体中段
,

产于花岗岩体内
,

属于花岗岩型铀矿床
。

矿区内

岩体的岩性为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其 R b
一

Sr 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198
.

8 士 3M a º ,

属印支

期
。

该岩体形成以后
,

又有细粒黑云母花岗岩补体发育
,

分布于岩体的部分地区 (图 1 )
。

矿区东

西二侧为寒武系浅变质岩
,

由一套浊流相沉积的泥质砂岩
,

板岩和微晶灰岩组成
,

与岩体呈侵

入接触
。

矿区北面分布一白奎一第三系红色砂砾岩盆地
,

与岩体呈沉积接触关系
。

两矿床受 I 号石英硅化断裂带控制
.

1 号石英硅化断裂带倾向南东
,

倾角 50
“

一 80
“ ,

为一

J顶时针向错动的斜平移断层
,

早期以压扭为主
.

晚期以张扭为主
。

矿床内分布有许多钠交代体
,

据中南地勘局 302 大队研究
,

钠交代体的形成年龄为 98 M a ,

其特征为石英减少 (甚至无石英 )
,

岩石变红
,

矿物颗粒粗大 (有时甚至为单钠长石岩 )
,

它们常控制了矿床内矿体的分布
。

¹ 中科院矿床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资助项 目

º 作者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 中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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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地质略图

F ig
.

1 反h e m a t ie goo log ic m a P o f th e in v es t堪a ted
a re a

2 矿床内矿石特征

矿床内矿石的宏观特征十分明显
,

红化
、

碎裂
、

绿泥石化和钠长石化较强
,

通常矿石愈红品

位愈高
。

产于构造带中的矿石多为碎裂岩
、

碎斑岩
、

角砾岩和角砾糜棱岩等
,

被棕灰色玉髓充填

胶结
、
红化显示

,

带有铁染
,

肉眼很难见到沥青铀矿 (照片 1
、

照片 2 )
。

我们通过镜下鉴定以及矿

石的重砂矿物研究认识到
,

沥青铀矿是唯一的原生铀矿物
。

通过放射性照相以及显微照相确定

了沥青铀矿多呈脉状
、

显微球粒状
、

显微环带状等构成细脉浸染状矿石 (照片 3
、

照片 4 )
。

沥青

铀矿颗粒细小
,

粒级 0
.

0 25 ~ 0
.

05 m m
,

细脉状沥青铀矿脉宽 0
.

lm m 左右
。

沥青铀矿常与黄铁

矿
、

绿泥石
、

萤石和微晶石英共生
,

以充填
、

交代
、

包裹形式构成沥青铀矿一赤铁矿
、

沥青铀矿一

黄铁矿
、

沥青铀矿一绿泥石
、

黄铁矿和沥青铀矿一萤石
、

微晶石英组合
。

伴生的主要金属矿物有

赤铁矿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和黄铜矿
,

脉石矿物为绿泥石
、

水云母
、

萤石
、

玉髓
、

石英和方解

石
。

从矿石化学成分分析 (表 1) 可知
,

矿石和围岩相 比
,

硫
、

氟大量增高
,

烧失量也增高
,

表明

矿石 中挥发分高
;
氟含量高矿石富铀

,

这与沥青铀矿和萤石密切共生是一致的
;
部分矿石二氧

化硅含量较高表明成矿时有硅质的叠加
,

这和镜下观察硅化或玉髓脉中有沥青铀矿存在相吻

合
;
矿石三氧化二铁含量增高

,

所以矿石呈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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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6 铀矿床成囚研究

表 l 矿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

T a b le 1 C h em ica l c o m po
n e n ts o f v a r io u s o r e

次次次
5 10 222 A 12 0 333 T i0 222 F e 2 0 333

M g ooo C aOOO 5 0 333 P ZO SSS K ZOOO N a ZOOO !!! FFF t】
妈妈

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失量量量量

钠钠交代花岗岩岩 7 4
,

3 555 1 1 8 777 0
,

5 222 0 6 刁刁 1
.

4 777 0
.

5 333 0
.

3 000 0
.

1 333 3
.

1444 0
.

9 111 1
.

9 777 0
.

2 000 l 555

(((围岩 ))))))))))))))))))))))))))) (PPrn )))

硅硅化矿石石 78
.

3 333 6
.

7 777 0 2 999 1
.

2 888 1
.

4 000 1
.

4 666 2
.

3000 0
『

1 000 l
,

1555 0 2 111 2
.

5 333 0
.

8 222 0
.

2 2 999

红红化矿石石 7 2
.

2 222 1 2
.

3999 0 j444 1 8 666 0
.

2 333 1
.

2 999 1
.

9 555 0 1444 3
.

0 222 2
.

9 000 3
.

1 777 0
.

8 222 0
.

2 6 444

黑黑色矿 石石 7 3
。

9 刁刁 1 主
.

5 999 0
.

2 888 0
.

8 555 0
.

2 888 0
.

9 888 J
.

6333 0 】777 2
。

8 888 2 2 777 2
,

6 444 1
.

4 222 0
.

2 4 222

注
:

样品由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心实验 室分析

,

铀 含量 由南京大学地质 系铀矿教研室测试
,

3 成矿热液及成矿物质来源

3. 1 成矿热液来源

3. 1. 1 氧同位素

两矿床不同成矿期矿物石英的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见表 2
,

由表可 见
,

矿前期石英的 剐8 0 ,

都为正值
,

其变化范围为 7
.

50 %
。

~ 2
.

39 %
。 ;成矿期 脚 0 水 值下降

,

一部分转化为负值 (0
.

22 %
。

一 一 l
·

49 编 ) ; 到了矿后期 515 0 水 值进一步下降
,

全部为负值
。

3. 1
·

2 包裹体水的氢同位素

原生包裹体中的水常常代表 了原始成矿溶液
,

其氧同位素由于易和周围含氧矿物 中的氧

进行同位素交换
,

通常较难准确反映成矿溶液原始氧同位素特征
,

而岩石和矿物中氢的含量 比

水中的氢含量小得多
,

同位素交换对包裹体水的氢同位素影响很小
,

因此可利用包裹体水的氢

同位素值
,

结合矿物石英的 沪。水 值
,

判断成矿热液来源 [l]
。

矿床中石英包裹体内水的氢同位

素分析结果见表 2
,

成矿期 6D
H Z。
- 一 50

·

9编
,

脚 0 水 一 0. 2 2%
。

一 一 l
·

4 9%
。 ,

位于典型岩浆水和当

地大气降水 。D
o Z o
一 一 4 5%

。 ,

吞“o 水 二 一 8
·

2练 )氢氧同位素之间
仁, 〕。

以上氢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

结合矿床矿岩时差较大的特点
,

我们认为
,

矿床矿前期的热液

主要为岩浆热液
.

这种岩浆热液并不是指岩浆结晶分异到晚期富含挥发分的残余热液
,

而是指

岩浆结晶分异结束后
,

残留在结晶矿物颗粒间和裂隙中的粒间溶液在晚期各种脉岩侵入和构

造活动过程中重新汇聚而形成的热液¹ 。

在矿田花岗岩薄片中
,

粒间溶液作用边广泛出现
,

边

宽达 10 om 。

关于粒间溶液成矿理论
,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川
。

成矿期的热液主要来自

¹ 沈吉
.

立9 91 年博士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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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热液和大气降水的混合热液
,

矿后期热液则主要来自大气降水
。

表 2 矿床氢氧同位素分析值¹

T . b】e 2 A n al yt Ic a l v . lu es fo r hy d r例乒n a n d ox yg e ll i即to 侧比 砧 比 e d e 侧拍 i玄

矿矿矿化期期 矿 床床 样品编号号 测定矿物物 温度 ( ℃ ))) 6 , 月。石英蝙蝙 6 , “o 水编编

((((((((((((((( SM O W ))) ( SM O W )))

氧氧氧 矿前期期 32555 A 一lll 石英英 29 777 9 333 2
.

6 444

同同同同 32555 A 一222 石英英 29 000 9 333 2
。

3999

位位位位 32666 S 一111 石英英 30 000 10
。

999 4
.

3 444

素素素素 32666 S 222 石英英 31000 13 7222 7 5 000

成成成矿期期 32555 A 一 333 杂色石英英 28 333 7
。

222 0
.

0 333

33333332555 A
一

444 杂色石英英 28 555 7
.

888 0
.

2222

33333332666 S 一333 杂色石英英 27 999 5
.

8 333 一 1
.

4 999

33333332666 S 一 444 杂色石英英 28 000 5 9 222 一 1
.

3222

矿矿矿后期期

:::::
A 一

全全 梳状石英英

:;;;; :
.

:{{{
一 7

.

3999

万万万万万
-

扮扮 梳状石英英英英
一 8

.

0 222

氢氢氢 矿化期期 矿 床床 样 品编号号 测定矿物物 温度 ( ℃ ))) 矿物包休水 占D 编 ( S M 0 w )))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位位位 矿前期期 32666 K 一222 石英英 29 000 一6 2

.

777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成成成矿期期 32666 K 一444 石英英 21 000

一

5 0
.

999

计算公式
: 1 00 0 In a 石英沐一 3

.

24 x l 0 一“
·

T 一 2一 3
.

3 1 ( 25 0 ~ 5 00 ℃ )

10 0 0 In 。石英
一

水 = 3
.

6 5 X 10 一6 · T 一 2一 2
.

5 9 ( 1 0 0一25 0℃ )

..甲l
卫

l于茸

( , 一 2 一 4 一 6 一 8 一 I (、 一 12一 14 一 1fi 一 18

咨34 5
,

图 2 硫同位紊频率分布直方图

Fi g
.

2 H is t o g ra m o f sj s o to pe ft e q u e n cy d i就r i bu tio n

3
.

2 成矿物质来源

3
.

2
.

1 硫同位素判据

对矿床 中黄铁矿的硫 同位 素分析表

明
,

护
‘s 值比较分散

,

但显示波浪式分布特

点
,

在零值和负值区有 3 个峰值 (图 2 )
,

表

明矿床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二个以上的硫

源
,

或成矿过程中物理化学条件发生 明显

的变化
。

从 岁s 在零值区有一峰值以及矿

床地质情况分析
,

花 岗岩很可能提供 了部

分成矿物质
。

矿床中黄铁矿的 沪S 均为负值
,

变化范围为一 0
.

6%。~ 一 17
.

26 %。 ,

表明成矿过程

中
,

大气降水从地层中带来了生物成因硫进入成矿溶液
,

从而导致沉淀出的黄铁矿其 沪s 具有

较大的负值
,

可见一部分成矿物质也可能来 自周围的寒武系地层
。

3. 2. 2 铅同位素判据

表 3 列出了矿床的矿石铅同位素分析值
,

ca nn on
.

R
.

s ( 19 6 1 )将铅同位素值换算成
206 Pb /

2 0 ‘

Pb + Z o7 p b / 20 ‘Pb + Z o 8Pb / 20 ‘

Pb = 10 0 ,

在 c a n n o n 图解上 (图 3 )
,

位于新月形 区域内为正常铅
,

分

¹ 表 2 中数据由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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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6 铀矿床成 因研究 7 5

布在新月形区域之外为异常铅
。

矿床的矿石铅投影点都落在新月形区域以外的 J 铅范围内
,

表

明矿床铅矿源的同位素组成是不均一的
,

它们可能由多个来源的铅在成矿过程中相混合形成
,

从本矿区分析
,

矿石铅最可能由花岗岩和寒武系地层中的铅混合形成闭
。

口

r自b le 3

表 3 矿床内矿石铅同位素分析值
’

A n 目ytlea l v习u es 加r Iea d is o to 衅5 of o

res in the d e侧司tS

样样品编号号 测定矿物物
, 。‘Ph /

2 04 Pbbb 竺0 7P b / Zo
4P bbb Z o . P b / 2 0

刁P bbb

SSS K
一

!!! 黄铁矿矿 19
.

5 888 ! 5
.

8 222 3 9
.

1777

SSS K 一222 黄铁矿矿 19
.

8 999 1 5
.

8 000 3 9
.

6888

SSS K 一 333 黄铁矿矿 18
。

2 更更 1 5
.

8 111 3 8
.

6888

SSS K 一 777 方铅矿矿 2 0
.

2 333 1 5
。

6999 3 8
.

7222

SSS K 一 1 222 方铅矿矿 1 8
.

8 000 1 5
.

7 000 39
.

6 999

SSS K 一 1 888 黄铁矿矿 2 0
.

3 000 1 5
.

6 888 3 8
.

2 555

SSS K 一 1 999 方铅矿矿 1 8
.

5888 1 5
.

7 222 38
.

8 666

SSS K 一 2 000 方铅矿矿 1 8
.

6 777 1 5 8 222 39 0 222

SSS K 一 2 222 黄铁矿矿 2 1
.

5 111 15
。

8 444 3 8
.

7 444

SSS K 一 2 444 黄铁矿矿 18
.

8 444 15
。

7 777 3 9
.

2 000

SSS K 一2 555 方铅矿矿 18
。

2 111 15
.

8 000 3 8
。

6999

、

表中数据由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分析

、 、之

5 3 曰

图 3 矿床矿石铅的卡农图解

F is
.

3 C冶11 们。n fs te r n ar y d ia g r a m of lea d ‘。to pe s in or es of the de P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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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钠交代对铀矿化的富集作用

矿床内矿体几乎都产于钠交代岩内
,

铀矿化与钠长石交代岩有密切的关系
,

钠交代岩本身

往往就是矿石
,

因而研究钠交代与铀矿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4
.

1 钠交代对岩石物理性质的影响

矿床内钠交代岩破碎非常强烈
,

含矿钠交代岩更是如此
,

我们对几种钠交代岩进行了有效

孔隙度和抗压强度的测定 (表 4 )
,

得知随着钠交代程度的增强
,

从花岗岩~ 钠交代花岗岩~ 钠

交代岩、强钠交代岩
,

其孔隙度逐步增大而抗压强度逐步降低
,

其中强钠交代岩的孔隙度和抗

压强度分别比花岗岩增大了 47 %和降低了 58 %
。

钠交代使岩石孔隙度增大的原因可以从二方

面分析
:

其一
,

钠交代过程中离子半径较大的钾离子 (1
.

33 人 )被较小的钠离子 (0
.

98 人 )置换
,

使得长石晶胞体积缩小了 7
.

9 % (正长石的单位晶胞体积为 7 1 9
.

54 人
,

钠长石的单位晶胞体积

为 66 2
.

1 04 人 )
,

这就是等容交代后发生孔隙度变化的原因
;
其二

,

钠交代过程中
,

花 岗岩 内部

分 51 0 2

转化为 si 例 一 ,

或与碱金属结合形成可溶性硅酸盐带出
:

5 10 2
+ 40 H 一

= 5 10 绪
一
+ 2H 2 0

5 10 2
+ ZN a +

+ CO弓一 = N a ZS i0 3
+ C 0 2

结果产生大量微细空隙
,

导致钠交代岩孔隙度增高
。

表 4 各种钠交代岩的有效孔隙度和抗压强度
‘

Ta b le 4 E 代ec tiv
e
po

r

诫 ty an d eo m Pr曰留ive
str en gt h o f va

r io u s . 仪纽
一
m e ta , o m a U e rOC ks

岩石 名称 } 样品数
有效孔隙度

(写 )

抗压强度

(kg / e m Z )
岩石名称 l 样品数

有效孔隙度

(% )

花岗岩

钠交代花岗岩

钠交代岩

强钠交代岩

抗压强度

(kg / e m Z )

1 08 0

二

样品由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实验室测试

钠交代所引起岩石孔隙度的剧烈增加一般以微裂隙的形式表现出来
,

这种钠交代后的岩

石的表面积将极大地增加
,

它象
“

海绵体
”

一样
,

为铀矿物的沉淀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空间
。

其次
,

钠交代形成的海绵体其物理机械性能显然变得脆弱
,

抗压
、

抗剪强度变小
,

成为构造活动的薄

弱环节
,

从而又为成矿期构造叠加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

正如我们在野外经常所见
,

岩石碎裂最

强处常常是钠交代最发育处
,

同时也是铀富集成矿部位
。

4
.

2 钠交代促使铀活化转移

众所周知
,

铀在岩体内成矿不仅与岩体含铀量有关
,

而且还取决于铀在岩体内的赋存状

态
,

为进一步揭示铀在钠交代岩内赋存状态的改变
,

笔者用钠交代岩铀的浸出率与原花岗岩铀

的浸出率的比值 K a 。

表示钠交代岩中铀的活化程度
,

K a > 1 表示钠交代岩的浸出率增高
,

K a
值

越大
,

则铀活化程度也越高
。

由表 5 可见
,

浸出试验一致得出 K a > 1 的结果
,

这意味着钠交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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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铀的赋存状态
,

使部分固定铀转化为活动铀
,

从而提高了铀的浸出率
。

钠交代岩的铀浸出率
原花岗岩的铀浸出率

表 5 各种钠交代岩石铀漫出率
’

Ta b le 5 U ra ul u m ex 恤
c恤b迸ty of v

ari ou
s 傲xl a 一m e杠. O m a

血
r o c 如

岩岩 石 名 称称 样 品 数数 铀浸出率 (% ))) 铀活化系数 (Ka )))

中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 444 14
.

8 666 1
.

0 000

钠钠交代花岗岩岩 333 1 8
.

3 222 1
.

2 333

钠钠交代岩岩 444 2 5
。

6 444 1
.

7 333

强强钠交代岩岩 333 4 4
。

7 222 3
。

0 111

,

样品由笔者在南京大学铀矿实验 室测试
。

4
.

3 钠交代的地球化学演化过程

钠交代是本矿床最为典型的特征
,

它形成的钠交代岩体分布范围广
,

肉眼可辩认 (岩石变

红
,

少石英或无石英)
,

受断裂构造控制明显
,

同时钠交代岩的铀含量比原岩增高
。

因此
,

钠交代

作为区域的找矿标志
,

早已被人们所重视
。

据有关资料¹ ,

成矿热液最初是铀酞碳酸钠溶液
,

它一方面从 围岩 中不断获得大量的活性

铀
,

另一方面它又是铀的稳定载体
,

这种溶液在高压下沿构造带向上迁移
,

向两侧渗透
,

在适当

的环境下 (如构造断裂处
、

裂隙处
、

岩石破碎处等 )
,

压力降低
,

c o :

逸出
,

与围岩 (花海岩 )发生

钠交代
,

使围岩中的各种矿物均遭受破坏
,

石英被溶蚀
,

斜长石 中的 Ca
Z+ 和钾长石中的 K 十

为

Na +
所取代而形成钠长石

,

被交代的石英部分参与了钠长石的组分
,

部分 以 51 0 2
的形式被带

走
,

或形成玉髓等
,

被置换的 Ca
Z+ 、

M g , ’

与 C O 羞
一

结合成碳酸盐矿物
,

黑云母等蚀变为绿泥石
。

在此过程中
,

铀载体的平衡遭到破坏
,

从而造成铀的沉淀
。

钠交代作为铀成矿的第一阶段
,

使岩

石中分散状态的铀初次相对富集起来
,

为尔后的成矿奠定 了物质基础
。

到了成矿的第二阶段

(主要成矿阶段 )
,

是以钠交代岩的构造破碎为先导
,

伴随有成矿热液的强烈活动
,

并叠加在初

次的钠交代岩上
,

这时只有轻微的钠交代现象
,

表现为糖粒状钠长石脉形式
,

钠交代接近尾声
。

在这个阶段
,

富铀的矿液沿构造系统 (包括钠交代海绵体 )运移
、

渗透
,

铀酞化合物 (碳酸铀酞和

少量的氯化铀酞
、

硫酸铀酸等 )被钠长石
、

绿泥石
、

玉髓
、

方解石
、

赤铁矿等吸附
,

并与其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
,

以沥青铀矿的形式沉淀下来
。

需要指出
,

并非所有钠交代岩体都有矿
,

我们统计 了 32 6 矿床 56 个钻孔 2 0 40 Om 岩芯
,

发

现钠交代岩为 3346m
,

占岩芯总长度 16
.

4%
,

而钠交代岩中含矿的岩芯长度仅为 38 1m ,

占钠

交代岩的 11
.

4%
,

可见铀成矿虽与钠交代岩关系密切
,

但还受许多其它因素的控制
。

¹ 沈吉
,

19 91 年博士论文



第八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5 构造对铀成矿的控制作用

矿床内矿体的分布主要受构造控制
,

皿号石英硅化断裂带控制了整个矿区
,

3 25
、

3 26 矿床

位于其二侧
, l 号石英硅化带是矿床成矿溶液运移的主要通道¹

,

但 l 号带内并不成矿
,

矿化

主要存在于次一级的容矿构造中
。

N N E 向断裂带控制了矿床的矿化范围和 80 %以上的工业矿体
,

矿体基本赋存在 F ; 、 F S
和

Pl 。、 F I

构造的夹持区内
,

工业矿体群直接产于 N N E 向主干构造的次级构造中
,

而 N N E 向主干

构造本身也有矿化显示或矿体产出
,

总体看表现为构造逐级控矿的特点
。

矿体群分布的垂幅与

构造也有一定的联系
,

控矿构造在成矿期活动时
,

表现为上盘为上升主动盘
,

构造裂隙发育
,

同

时由于垂向上围岩边界条件不同
,

上部围压减小
,

应力释放
,

张应力增大
,

岩石破碎程度高
,

给

矿液的沉淀提供了空间场所
,

有利于成矿
;而深部围压大

,

岩石破碎程度较差
,

裂隙少且封闭性

好
,

所以在控矿构造带的深部虽也有工业矿体出现
,

但矿化范围受到限制
。

NN E 向断裂带以成矿期活动为主
,

表现了直接控矿的特点
,

但它们在控矿性上彼此之间

存在一定差异
,

以 F , 、 F : 、

F。 为例
,

F ;
的控矿性较差

,

F 。

较好
,

F 。最好
。

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表

现在以下三方面
: ( l) 形态上的差异

: F ,

单条产出
,

虽然走向上有所差异
,

仍属
“

一
”

字形构造
,

对围岩的影响范围小
,

派生构造发育差
; F 。

带组形式出现
,

派生构造有一定程度发育
,

它对围

岩的影响范围较 F ,

要大
,

但单条之间的距离较大
,

且首尾重复少
; F。

以带组群形式产出
,

往往

几十条密聚出现
,

首尾重复距离大
,

围岩破碎程度高
,

派生构造很发育
。

( 2) 产出部位 围岩条件

的差异性
: F l

产于钠交代岩边缘部位的绿色蚀变带中
,

F S 、

F 。 同处在红化
、

碱交代岩发育的部

位
,

而 F 。

居中
,

较之 F S
又有

“

得天独厚
”

的空间位置
。

(3) 物质组分上的差异性
: F ,

是以碱质充

填为主的角砾糜棱岩带
,

胶结紧密
,

成矿期热液活动弱
,

矿后 浅色萤石
、

梳状石英较普遍
; F S

南

段以矿前期硅化石英为主
,

北段浅色水云母化较强
,

中段则和 F 6

组分相似
; F 。 以硅化角砾岩

、

碎裂岩为主
,

成矿期热液活动明显
,

所以 F S

中段和 F 。

带有较好的矿体群产出
。

6 小结

( 1 ) 32 5 、

32 6 矿床矿前期成矿热液主要来 自岩浆热液
,

成矿期热液来自岩浆热液和大气降

水的混合热液
,

矿后期热液则以大气降水为主
。

成矿物质部分来自花岗岩体
,

部分来 自矿床外

围寒武系地层
。

(2) 矿床内铀矿化与钠交代关系密切
,

钠交代使岩石孔隙度增大
,

抗压强度降低
,

成为构造

活动的薄弱环节
,

从而为成矿期构造叠加和矿液沉淀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

其次钠交代促使铀活

化转移
,

使岩石 中部分固定铀转化为活动铀
,

提高了岩石中铀的浸出率
。

¹ 沈吉
, 19 9 1年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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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床 内矿体分布受构造控制
,

亚号石英硅化断裂带控制了整个矿区
,

N N E 向断裂带控

制了矿床的矿化范围和主要工业矿体
。

(4) 矿床成矿模式大致为
:

印支期富铀花岗岩 (矿源岩 )在脉岩活动和构造动力条件下释放

出含铀的粒间溶液 (碳酸铀酸等 )
,

粒间浴液向低压裂隙系统运移
,

在运移过程中与围岩发生交

代
,

形成一系列钠交代体
。

晚期构造活动叠加于钠交代体
,

使钠交代体发生强烈破碎
,

成矿溶液

再次活动
,

并与大气降水混合
,

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及破碎带沉淀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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