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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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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铀钼矿床具有很好的火山岩型铀钼矿找矿前景&

#F$

铀钼矿早期为斑岩型矿化%晚期

叠加火山热液型矿化%成矿时代为晚白垩世及新近纪&铀源层#体$为张家口组三段酸性火山岩及

次流纹斑岩%由壳源重熔岩浆作用形成&以
#F$

矿床区域地质背景(成矿环境(矿床地质特征及找

矿标志研究为重点%总结归纳了火山岩型铀钼找矿方法%建立了华北地台北缘火山岩型铀钼矿床

的找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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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火山岩型铀矿床指产于火山岩(次火山岩或火

山构造中%在成因上与火山活动有联系的热液铀矿

床&矿床成矿时代主要为中生代%主要分布在赣杭

火山岩铀成矿带(华北地台北缘燕辽火山岩铀成矿

带&火山岩型铀矿是我国四大工业铀矿化类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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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资源量约占总资源量的
!$I

%典型矿床

有浙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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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床(河北省沽源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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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钼矿床(内蒙古
#"$

铀钼矿床等&

找矿模型是以经验模型为基础%以指导找矿实

践为目的%以多学科找矿信息和标志组合形成的找

矿判据为基本内容%通过系统总结和综合研究来具

体指导矿产勘查工作)

#JL

*

&找矿模型突出的是某类

矿床的基本要素和找矿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地质(

物化探和遥感影像等特征及其及空间变化情况%总

结发现该类矿床的基本标志和找矿方法&矿床成矿

模式是建立找矿模型的地质基础%成矿模式的内容

只有与找矿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最大限度地发

挥他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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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F$

铀钼矿床为重点%通过对
#F$

(

L&#

及内蒙古
#"$

火山岩型铀钼矿床成矿规律的总结%

力图建立华北地台北缘火山岩型铀钼矿床找矿模

型%以期对冀北火山岩区铀钼矿快速勘查具有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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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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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背景

#F$

铀钼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北缘燕辽火山岩带

与
@@C

向大兴安岭岩浆活动带复合部位的沽源中

生代火山盆地中%地壳处于由薄急剧增厚部位&硅

铝壳增厚为形成壳源重熔型富铀岩浆创造了前提条

件)

)

*

&

#

%

$地层&盆地基底为古元古界红旗营子群%岩

性以变粒岩(浅粒岩为主%夹石英岩及大理岩"盖层

为上侏罗统白旗组(张家口组中酸性火山岩建造(下



白垩统花吉营组中基性火山岩夹沉积岩(新近系汉

诺坝玄武岩夹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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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康保+围场和赤城+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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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断

裂带分布于矿区的北部和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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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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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断裂(

A@

向正蓝旗
%L

号断裂及
@C

向(

@W

向断裂构成基

本构造格局&

#F$

矿床受
@C

向
G

#L

断裂与
@W

向

G

&

断裂交汇部位的次火山型破火山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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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出露新元古代钾质混合岩(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壳源重熔型次流纹斑岩(次粗面岩(次

石英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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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质熔结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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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质角砾泥

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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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纹状流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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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质角砾泥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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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质流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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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纹状流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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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质熔结泥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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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流纹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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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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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不整合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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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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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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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岩层!体$特征

矿区地层主要为上侏罗统张家口组第三段酸性

火山岩%是主要赋矿层位&岩石富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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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钙(铁(镁(钠成分&

含矿岩体为次流纹斑岩%形成年龄为
%!!?!

:8

&与张家口组地层为侵入接触关系%岩体呈弯曲

的透镜状#图
%

$&次流纹斑岩体中心为流纹斑岩%

顶部和边缘为霏细岩&岩体顶部发育隐爆角砾岩&

含矿岩体富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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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F$

铀钼矿床铀矿体呈脉状%透镜状"钼矿体形

态呈柱状(大脉状&铀钼主矿体产状与次火山岩体

的产状一致%倾向
&$f

&

#Lf

%倾角
L$f

&

F"f

"张家口

组三段细纹状流纹岩中的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一

致%倾角在
&$f

&

#$f

之间&钼矿化范围远大于铀矿

化%铀矿体位于钼矿体内#图
!

$&钼矿以胶硫钼矿

为主%有少量辉钼矿%钼矿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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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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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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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勘探线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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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砾熔岩"

!?

角砾凝灰岩"

&?

流纹岩"

#?

角砾凝灰岩"

L?

钾质流

纹岩"

F?

细纹状流纹岩
"?

晶屑凝灰岩"

)?

次流纹斑岩"

'?

隐爆角砾

岩"

%$?

铀矿体"

%%?

钼矿体

矿床上部为黑色浸染状矿石%中部为红色网脉

角砾状浸染状矿石%下部为红色细脉角砾状矿石&

矿石矿物以胶硫钼矿(沥青铀矿(黄铁矿(辉钼矿为

主%其次为闪锌矿(方铅矿(黄铜矿"脉石矿物为玉

髓(石英(萤石(水云母(绿泥石等&

矿石结构为球粒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及胶状结

构"矿石构造为网脉状构造(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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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浸染状构造&

矿化阶段可分为晚侏罗世斑岩型铀钼矿化#形

成低品位浸染状铀矿
J

方钍石
J

硫钼矿$阶段%白垩

世细脉角砾状矿化#形成硫钼矿
J

黄铁矿
J

沥青铀

矿
J

紫色萤石
J

灰色玉髓$阶段%古近纪细脉角砾状

矿化#形成硫钼矿
J

白铁矿
J

赤铁矿
J

沥青铀矿(水

云母
J

蒙脱石
J

绿泥石
J

沥青铀矿和紫黑色萤石
J

红色玉髓
J

沥青铀矿$阶段%表生淋滤改造矿化#形

成褐铁矿
J

蓝铜矿(水铀钒和钼铅矿(高岭石$阶段&

围岩蚀变为水云母化(蒙脱石化(高岭石化(硅

化(赤铁矿化(胶黄铁矿化(紫黑色萤石化(钾长石

化%受次火山岩体和断裂控制明显&围岩蚀变在垂

向上具有上酸下碱的特点&矿床上部主要为硅化(

高岭石化(胶黄铁矿化(浅色萤石化%中下部为赤铁

矿化(水云母化(钾长石化(黑色萤石化&

铀矿床成矿主时代为晚白垩世&铀矿床浅部浸

染状矿石中沥青铀矿
Z(K0

法测定等时线年龄为

))?'j%!?):8

"深部细脉角砾状矿石中沥青铀矿

Z(K0

法测定等时线年龄为
!&?)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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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规律

*.!

!

成矿模式

在综合分析区域地质背景(成矿地质环境(矿床

地质特征及物(化(遥资料的基础上%用双混合火山

热液铀成矿理论建立了
#F$

铀钼矿床成矿模式

#图
&

$&

#F$

铀钼矿床成矿作用经历了
!

个铀预富集

期(

&

个成矿阶段"

!

#

%

$铀预富集期!新元古代钾质混合岩化作用铀

预富集期&古元古界红旗营子群变质岩贫铀#

"

#

Z

$

V%?FS%$

JF

$%经历新元古代钾质混合岩化作

用使铀预富集#钾质混合岩
"

#

Z

$

VLS%$

JF

&

"S

%$

JF

$%形成了富铀基底&

#

!

$晚侏罗世壳源重熔型酸性火山岩浆活动铀

预富集期!基底壳层发生重熔作用%沿
G

#L

断裂产生

酸性火山活动%铀元素活化(迁移至张家口组酸性火

山岩中再富集#

"

#

Z

$

V%$S%$

JF

&

%LS%$

JF

$%成为

铀成矿矿源层&

#

&

$晚侏罗世斑岩型铀钼矿化阶段!晚侏罗世张

家口期酸性火山喷发后%次流纹斑岩沿
G

#L

断裂侵

位%火山热液中
Z

%

:+

元素富集达到
$?$$&I

&

$?$LI

%形成了第一期#

%!!:8

$斑岩型铀钼矿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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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钼矿床成矿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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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吉营组安山岩"

!?

张家口组三段角砾泥灰岩(流纹岩"

&?

张家

口组二段粗面岩"

#?

张家口组一段角砾泥灰岩"

L?

白旗组安山岩"

F?

红旗营子群变质岩"

"?

钾质混合岩"

)?

古近系汉诺坝组玄武岩"

'?

次流纹斑岩"

%$?

断裂"

%%?

表生淋积界线"

%!?

壳源重熔岩浆室"

%&?

斑岩型铀钼矿化"

%#?

脉状铀矿体"

%L?

成矿流体运移方向

#

#

$白垩纪+古近纪双混合火山热水叠加细脉

角砾状铀成矿阶段!白垩纪以
@@C

向拉张型火山

断陷为特点%中基性火山岩浆沿基底断裂喷发%火山

气液流体上涌使基底富铀地质体的铀元素活化进入

火山热液中&在断块隆起区%弱碱性#

B

T

值
"

&

)

$

大气水对富铀地质体淋滤形成含铀水溶液%二者相

向汇集在火山塌陷洼地负向构造区混合导致铀流体

富集产生隐爆作用%叠加在斑岩型铀钼矿化之上形

成细脉角砾状铀矿化&

#

L

$表生淋积改造铀钼成矿阶段!古近纪后%矿

区进入抬升剥蚀阶段%矿化遭受氧化淋滤作用&矿

床上部产生次生富集作用%形成水铀钒
J

多水铀钼

矿
J

蓝钼矿
J

彩钼铅矿&

#F$

铀钼矿床矿石中的水云母
!

#

%)

H

$

VJ%#S

%$

J&

&

J%LS%$

J&

%晚期梳状石英(灰色玉髓
!

#

%)

H

$

VJ%#S%$

J&

&

J%!S%$

J&

%早期红色(黑色玉髓
!

#

%)

H

$

VJ"S%$

J&

&

J#S%$

J&

"在氢氧同位素
!

#

O

$

J

!

#

%)

H

$图解中%多分布在雨水线附近&矿石中

硫同位素
!

#

&#

A

$

VJ&S%$

J&

&

J!#S%$

J&

&矿石

中紫黑色萤石中包体温度
!$$

&

&$$[

&说明矿床

成矿流体来源于大气降水和深部火山岩浆气液流

体%属中低温火山热液型铀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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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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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标志

#

%

$铀源层#体$标志!火山盆地基底发育钾质混

合岩化的中心#

"

#

Z

$

VLS%$

JF

&

"S%$

JF

"上侏罗

统张家口组三段火山岩及次流纹斑岩体#

"

#

Z

$

V

%$S%$

JF

&

%LS%$

JF

$&

#

!

$构造标志!

@C

向(

@W

向或
CW

向断裂构

造交汇部位"上侏罗统火山机构中的次流纹斑岩体

和隐爆角砾岩&

#

&

$蚀变标志!水云母化(高岭土化(硅化(绿泥

石化(紫色萤石化(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等蚀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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