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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矿 田气体地球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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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610矿 田是我国典型的火山岩型热液铀矿田之一。对该矿田两个矿床舀天采场及其

附近地区还原性气体地球化学异常野外实地测量表明:该 矿田在铀成矿过程中存在一个较强的还

原性气场。对含矿主岩的岩石气体成分室内分析同样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矿 石中还原气体总量

一般高于蚀变岩石,蚀 变岩石中还原性气体总量又高于正常围岩。野外与室内工作互相验证 ,得

出如下结论:还 原性气体在 610矿 田铀沉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还 原性气体异常有可能作为判

定铀矿体是否存在的一个十分重要标志。

关键词:铀 矿床 还 原性气体 气 体地球化学 成 矿作用

610铀 矿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铀矿田,享 有
“
中国的铀都

”
之称。在 40多

年的科研生产过程中,人 们对该矿田的成矿规律有了比较深人的认识。但针对气体地球化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少 ,认 识也很局限。

1 矿 田地质简介

610矿 田位于赣杭构造带西南端的相山火山塌陷盆地中。该盆地定位于 NE走 向和 NW

走向的区域断裂的交汇部位。盆地的西部与白垩纪崇仁-永丰裂陷红盆相毗邻。盆地基底大

部分为震旦系云母-石英片岩 ,石 榴石-云母-石英片岩 ,极 少部分为中生界上三叠统砂岩。盆

地的盖层为中生界上侏罗统火山岩系。具两个喷发旋回:第 一旋回为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夹

凝灰质砂砾岩、流纹质晶、玻屑凝灰岩、凝灰质砂岩、流纹英安岩等 ,第 一旋回结束后有明

显的剥蚀面;第 二旋回为流纹质弱熔结凝灰岩、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大规模的碎斑流纹岩。

盆地形成于第二旋 回的碎斑流纹岩侵 出-溢流之后 ,塌 陷后形成 的火山盆地面积超过 300

km2,其 直径约 8km,火 山塌陷中心位于盆地的东北部,盆 地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有 6条

贯穿相山盆地的 NE向 断裂和 6条 NW向 断裂,2条 近 EW向 断裂和 2条 近 SN向 断裂 ,由

它们组成了矿田的主要构造格架 (图 1)。 据最近 ”0所 等 (49~5,1项 目)研 究认为 :东 西

向构造为该火山盆地基底之主构造线。 ~

2 铀 矿化特征

在 610矿 田中,大 大小小分布着许多矿床。这些矿床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 ,

*温 志坚,男 ,30岁 ,博 士生,1990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矿 床及地球化学专业。邮政编码:100029

 
 

 

 
 

 
 

 



922 I998年

回 1曰 2目 3□ 4回 ξ目 6□ 7□ :团 9

图 1 相 山地质略图

1一砂砾岩;2— 碎斑熔岩;3— 流纹英安岩、凝灰岩、砂砾岩;4一 次花岗斑岩;5一 花岗岩;6— 砂砾岩、砂岩;

7一变质岩;8一 火山颈 (推测);9— 断裂

在南部和东南部一直没有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仅 在局部有一些铀矿点。据前人资

料①,610矿 田有三次大的热液活动:① 富钠的碱性热液活动,形 成碱交代型铀矿床;②

富 F的 酸性至弱酸性热液活动,形 成了萤石-水云母型铀矿床;③ 硅质热液活动,形 成一些

硅化带和放射性异常,并 未形成工业铀矿化。两种主要矿化类型综合对比见表 1。

3 610矿 田气体地球化学研究

610铀 矿田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热液型火山岩铀矿床,对 于其成矿机理的研究一直是众

多地质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过 去的研究成果中普遍认为黄铁矿是作为铀沉淀富集的主

要沉淀剂。近年来研究工作表明",矿 石中的黄铁矿的量不足以形成如此大的铂元素聚集,

王驹、杜乐天[2]研究表明,还 原性气体 (H2,CO等 )可 能是导致铀元素沉淀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研究还原性气体在铀成矿过程中的作用,我 们做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① 室内

对野外所采本区主要含矿岩石中气体成分作了成分分析,分 析结果见表 2。

● 王 传文,陈 肇博,万 国良等,相 山塌陷式火山盆地 (破火山口)和 相山铀矿田的地质发展史,成 矿规律和远景

预测,19gO,核 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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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 山两种主要矿化类型综合对比

富钠-贫强酸根,阴离子以Co:、 Po:̄ 为主

碱性

钠长石化

磷灰石、绿泥石、碳酸盐

)6%

(1%

低,单铀型

沥青铀矿为主,少量钛铀矿,铀石

中一低,很少有富矿

628、 6110、 617、 6117等

类  型

热液成份特征

热液性质

主要围岩蚀变

主要矿期脉石矿物

矿石 N勿 0含 量

矿石 民O含 量

Th含 量

主要铀钍矿物

矿石品位

代表性矿床

萤石-水云母猁

富氟,阴离子以 F̄ 为主,贫钠、含-定 量钾

酸性一弱酸性

水云母化

萤石、水云母

(1%

2%~4%

高,铀钍混合型

含钍沥青铀矿为主,少量含铀钍石,含钍钛铀矿

高,有富矿脉

6122、 6126、 611、 613等

表 2 610矿 田岩石中气体成分分析 (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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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矿石;② 强蚀变岩石;③ 300℃ 和 500℃ 以下还原气体 H2、C○、CH。摩尔数之和,单位为 106

从野外实测过程中发现 ,在钻孔位附近所测得还原性气体异常最高,如 ⒎1测 点 ,47习 和

47刁 测点。我们认为,这与气体上升通畅与否有关 ,由 于我们所测的钻孔均为见矿孔 ,所 以,

这些位置有利于还原性气体沿钻孔向地表扩散。为此 ,对 610矿 田两个大型矿床 61” 矿床和

61l矿 床进行了气体地球化学异常实地测量[3],结 果见表 3。

 
 

 

 
 

 
 

 



0

乙 1998年

表 3 61o矿 田 61夕 及 f11妥 天采场附近地区野外实测气体地球化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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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抽气时间均为 2分 钟,02本 底值为 21.1%~212%

4 综 合这两方面的工作,我 们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1)野 外气体地球化学异常实测表明在矿体上部确实存在着一个还原性气场,其 特征表

现为氧的负异常和 H2,CO正 异常。现场测试的程序大致如下:在 地表用钢钎打一个 ⑾ cm

深的孔,用 微型泵抽取附近 1m3范 围内气体 2分 钟,收 集到的气体由一个袖珍气体含量仪

读出。可以设想,在 矿体形成近几千万年之后的矿体上部表层土壤中尚收集到如此明显的气

体异常,说 明在成矿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较强的还原气体场。就 叱 ,C△ ,CO等 还原能

力较黄铁矿 Fesz而 言,前 者高出后者许多倍,这 一点已由前人众多实验结果证明。由此可

见,Hz、 CH。、CO等 还原性气体在铀矿床中的还原作用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2)从 室内赋矿主岩中气体成分分析看,矿 石中主要还原性气体总量 (H2+CO+C成 )

较强,强 蚀变岩石中次之,弱 蚀变或较正常岩石中还原性气体量最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成矿场是还原性气体的浓集场,还 原性气场的强弱是表征矿体存在的一个重要参数。

致谢:本 工作作野外采样得到核工业华东地质局 261地 质大队朱传德、范洪海、李根

来、茅金标、刘牛明等同志大力协助,在 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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