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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综合分析中国北西部东段地质构造背景、中新生代盆地构造-沉积演化特征及砂岩型铀成矿条

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上三叠统、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上新统为该区砂岩型铀矿找矿主要目的层；造山带山

间盆地局部层间氧化带型、潜水氧化带型、潜水-层间氧化带过渡型、古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是主攻目标类型。

进一步指出了主要目标类型的找矿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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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中国北西部东段是指西起新疆吐哈盆地，东至鄂尔多斯盆地中南部，横跨甘肃、青海、

宁夏、陕西、内蒙西部的区域。吐哈、鄂尔多斯、柴达木、巴丹吉林等 40 余个中新生代盆地分布其中。

近期先后开展了吐哈、鄂尔多斯、潮水、北山盆地群等部分盆地砂岩型铀矿勘查及研究工作 ，初步落实

了吐哈盆地南缘、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等大型铀矿基地 。但更清楚认识到，本地区与中亚等世界主要砂

岩型铀矿省的地质构造背景及铀成矿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全面的、创新的应用砂岩型铀成矿理论，

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目标找矿类型，有效指导铀矿预测选区和评价、勘查（陈肇博等，2002）。 

1  区域构造背景 

本区地处华北板块西部与哈萨克斯坦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的交汇过渡区域，从北向南分别由天山—内

蒙—兴安岭海西褶皱带、敦煌地块—阿拉善地块—鄂尔多斯地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柴达木地块、北秦

岭加里东褶皱带等构造单元组成。该区地质历史主要经历了：前震旦纪中国北方古陆的形成，古生代板缘

（板内）盆地发展演化和中新生代板（陆）内盆地发展演化等多旋回构造演化历史，特别是中新生代以来，

区内盆地的构造演化和动力学机制受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以及东部太平洋板块多期开合的制约。因此，区

内不同部位的盆地在不同演化阶段，其构造背景和构造特征有所不同。 
1.1  天山—内蒙—兴安岭海西褶皱带内的盆地 

主要包括新疆吐哈、甘肃北山盆地群、内蒙巴丹吉林盆地，均为发育在海西期褶皱带基底上的中新生

代坳（断）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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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为中天山和北天山所围限的典型山间盆地。盆地南缘觉罗塔格弧陆碰撞造山带隆起造山开始

于中石炭世—二叠纪，三叠纪以后，盆地进入统一的板块内发展演化阶段。中侏罗世末以后，盆地北缘博

格达裂谷带中央回返隆升并向盆地推挤冲掩，吐哈盆地进入隆升改造为主的压坳式山间盆地发展时期。因

此，盆地南缘早中侏罗世处于长期稳定的板内伸展构造环境，宽缓斜坡带构造背景上形成了广泛的中下侏

罗统水西沟群河-湖（沼）相含煤灰色碎屑岩沉积，构成砂岩型铀矿主要产矿建造。 
北山盆地群的盆地基底由天山—内蒙海西褶皱带及镶嵌其中的微地块构成，中新生代构造活动性总体

较强，隆升为主的区域构造运动形成的一系列北西西、近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各块体构造-沉积特征各异。

但总体上，盆地基底处于微地块上的构造相对稳定部位，中新生代沉积盆地规模和沉积相带发育较完善，

具备有利砂岩型铀成矿的一定规模河流-湖泊相沉积。 
巴丹吉林盆地北中部位于内蒙海西褶皱带内，南侧与华北板块阿拉善地块接壤。南部基底紧靠长期隆

起地块，长期处于较稳定的构造环境。受褶皱基底的活动性差异控制，盆地内中新生代沉积呈现为一系列

总体北东向展布，早期相对独立、晚期泛连通的凸起和凹陷区。可能形成分布相对局限、空间配置复杂的

多个有利砂岩型铀成矿沉积体系域。 
1.2  大华北板块内部及边缘地块的盆地 

主要包括敦煌、雅布赖、潮水和鄂尔多斯盆地。总体上基底构造稳定，盆缘斜坡区及盆地内宽缓向斜

内广泛发育中新生代大面积、广覆式沉积，中新生代地层沉积相带完善而规模大，存在多个有利砂岩型铀

成矿建造。 
鄂尔多斯盆地主体是一个构造-沉积稳定、中新生代改造较弱的大型叠合盆地。中下侏罗统为主的含矿

建造形成后，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区域构造格局，有利于环鄂尔多斯周边大规模的、多期次的与潜水氧

化带、层间氧化带及后生还原蚀变带关系密切的砂岩型铀矿化形成 。 
雅布赖盆地位于华北板块阿拉善地块上，南侧为北大山中低山脉，北临雅布赖山中低山山脉，中新生

代以来构造相对稳定，盆地南北两侧均发育较大规模的构造斜坡区，沉积了河流-湖泊相为主的侏罗系、白

垩系成矿有利建造。 
潮水盆地位于阿拉善地块南缘。盆地北部东西延绵 200 余公里的斜坡区上，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

超覆沉积在北大山以花岗岩为主的富铀基底上，构成了良好的砂岩型铀矿产铀建造。 
敦煌盆地位于阿尔金—敦煌地块内。但由于受天山—阴山东西向构造带与阿尔金北东向构造带等区域

构造活动的联合影响和控制,构造活动及后期改造强烈，仅在盆地形成演化初期和局部地区存在一定规模的

构造和缓地区，砂岩型铀成矿有利建造及沉积相带发育条件均比较局限。 
1.3  走廊过渡带内的盆地 

位于北部阿拉善地块与南部祁连褶皱系北祁连褶皱带之过渡带上，从西到东包括玉门镇盆地、酒泉（酒

西、酒东）盆地、民乐盆地、武腾盆地等近北西西展布的盆地。这些盆地构造格局均呈现为北部（坳陷）

斜坡带、中央隆起带和南部坳陷带。其中，北部基底多为结晶地块性质，相对稳定，以白垩系为主体的沉

积盖层总体呈单斜构造产出，沉积相带发育相对完善，且由于后期改造作用，长期处于抬升剥蚀状态，有

利于地下水深入及后生氧化作用广泛发育，对砂岩型铀成矿较为有利。 
1.4  祁连—昆仑—秦岭褶皱带内的盆地 

主要包括：在中祁连中元古隆起带基础上发育起来的西宁、民和、化隆 3 个中新生代山间盆地；北祁

连褶皱带东段的会宁、陇西盆地；阿拉善地块、祁连褶皱带和鄂尔多斯地块之结合部位的六盘山盆地；以

及北接祁连褶皱带，南连昆仑褶皱带，坐落于柴达木中间地块上的柴达木盆地。 
这些盆地由于祁连、秦岭、昆仑褶皱带的强烈活动影响，总体上构造活动性强，三叠纪、侏罗纪、白

垩纪沉积分割性极强，沉积相带发育不完善。加之后期改造强烈，一方面使原始盆地边缘沉积相带基本上

剥蚀殆尽，较大规模分布的河流相泥-砂-泥地层缺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中生界岩石固结程度，不利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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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及铀成矿。但是，较强烈的造山作用，以及褶皱带边缘古隆起的存在，加之断块构造作用，也有利于

在盆内邻近褶皱带和古隆起的局部构造稳定地段形成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渗入型地下水动力环境及古氧

化带成矿作用。 

2  中新生代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关键条件 

2.1  有利的构造-沉积演化阶段及构造区 
中新生代盆地早期伸展机制下的三个断陷、坳陷盆地发展阶段(T3、J1-2、K1)是区内砂岩铀矿找矿目的

层形成的主要阶段（杨克绳，1999）。而盆地晚期(晚白垩—全新世)挤压抬升剥蚀(沉积间断)期为砂岩铀成

矿提供有利的构造条件，其中晚白垩世和中新世以来两次区域性抬升阶段是区域性盆地渗入型地下水最活

跃时期，对区内早期铀矿化的聚集和晚期叠加成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铀矿成矿的主要形成时期。 
区内大多数盆地总体处于相对活动的构造背景，但在活动背景之上仍然存在有相对稳定的构造单元或

区段，如：吐哈盆地南缘、敦煌盆地东北缘、总口子盆地东南缘、酒泉盆地北缘、巴丹吉林盆地东南缘、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和西缘局部区段等 。 
2.2  主要盆地发育多个砂岩型铀成矿有利沉积建造 

区内主要盆地中新生代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早白垩世中期以及上新世等盆地发展演化时期为潮湿

或半潮湿或半干旱气候环境，上三叠统、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以及上新统发育较大规模的灰色碎屑岩建

造，形成了大面积分布的冲积扇-河流或三角洲沉积相为主体的砂岩型铀矿含矿岩系（陈启林等，2005；薛

良清等，2000）。目前，这些层位已在部分盆地区发现了一些地表和深部砂岩型铀矿化，如：鄂尔多斯盆

地南部上三叠统延长组（T3y）；吐哈盆地南缘、鄂尔多斯盆地、潮水盆地等中下侏罗统；鄂尔多斯盆地、

酒东盆地、巴丹吉林盆地等下白垩统；走廊两侧盆地上新统。它们构成了本地区砂岩型有矿找矿的主要目

的层。 
2.3  找矿目的层发育大规模、多期次的后生氧化或还原作用 

上述找矿目的层中后生蚀变发育。其中，后生氧化蚀变普遍发育，在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第三

系砂体中都有层间氧化带发育，而且可见多期多阶段发育的多层层间氧化带。如吐哈盆地南缘、总口子盆

地东南缘、酒东盆地东北缘、巴丹吉林盆地东南缘、潮水盆地北缘、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等。此外，在鄂尔

多斯盆地、柴达木盆地、民和盆地等可见后生还原蚀变作用，可能是油气或煤层气作用所致，而且有的与

铀矿化关系密切。 
2.4  盆地蚀源区具备良好的铀源条件 

区内盆地蚀源区多数由前寒武纪古老的变质岩系、古生代火山岩系以及大面积分布的中酸性花岗岩类

构成，天山、北山、北大山、龙首—合黎山、祁连山、秦岭山脉等产出了一系列铀矿床（点），其它蚀源

区也大多分布有大面积的放射性异常。这些蚀源区不仅为盆地目的层沉积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而且在盆

地发展演化过程中长期持续提供了含氧富铀地下水补给，为盆地内目的层中层间氧化带多期次发育及砂岩

型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来源和地下水渗流驱动力（张金带等，2005）。 

3  主要盆地砂岩型铀矿主要找矿目标类型 

通过对本区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构造-沉积演化及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不同地质

构造背景下的盆地及找矿主攻类型各不相同： 
（1）处于造山带内部及边缘的中新生代盆地，主要寻找与相对稳定的构造斜坡带相关的，产于灰色

或杂灰色碎屑岩建造中的“局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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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于相对稳定的地块内部及边缘，相对隆升构造背景下的中新生代盆地，主要寻找产于灰色建

造中的“潜水氧化带型”和“潜水-层间氧化过渡型”砂岩铀矿。 
（3）处于板块或稳定地块区边缘，构造活动背景下、后期改造强烈的中新生代盆地，主要寻找与古

层间氧化、后生还原相关的，产于灰色或红色、杂红色碎屑岩建造中的“古层间氧化带型”、“潜水-层间还

原型”砂岩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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