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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沉积体系理论，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区直罗组的沉积相及沉积体系归属进行系统分析，指

出该区直罗组的河流沉积经历了早期辫状河沉积，中期低弯度曲流河沉积和晚期高弯度曲流河沉积 3 个演化阶段。

根据气候演变特点将该区直罗组分为上、下两个岩性段：其中，下段为温湿条件下的辫状沉积和低弯度曲流河沉积，

形成灰色沉积建造；上段为干旱炎热条件下的高弯度曲流沉积，形成以红色为主的杂色沉积建造。底河道型铀矿化

受辫状河道控制，主要赋存于辫状沉积砂体中。同时，该文对底河道型砂岩铀矿化的成矿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直罗组  沉积体系  辫状河  曲流河  底河道型砂岩铀矿  鄂尔多斯 

 
目前鄂尔多斯中生代盆地北部地区是寻找可地浸砂岩铀矿的重要区段，如何识别该区直罗组的沉积特征，关系到对该区

沉积砂体展布的掌握，同时也影响到该区找矿方向和找矿指导思想的确立，因此正确认识直罗组的沉积体系特征对指导该区

区调阶段的砂岩型铀矿找矿特别重要。 

1  区域地质概况 

1.1 区域构造背景 

本区隶属鄂尔多斯中生代盆地北部的伊盟隆起带的一部分。该盆地是在华北地台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大型内陆克拉通盆

地与前陆盆地叠合的拗陷盆地，位于我国东部的滨太平洋构造域与西部的古特提斯—喜马拉雅两个构造域之间，具两大构造

域的双重影响而呈过渡特征。 

伊盟隆起带北邻河套断陷，南接陕北斜坡，在中生代盆地的演化中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1）具长期相对稳定的特征。该地段位于华北地块北缘与蒙古弧交接带南缘稳定地块部位，由于南受秦岭造山带，西

受阿拉善地块挤压，东受吕梁山隆升的影响，所以形成鄂尔多斯盆地周缘构造活动强烈，北缘相对稳定的构造格局。 

（2）中生代构造演化具 2 次重大变革。第一次重大变革是中侏罗世早期末的隆起，该隆起阶段是盆地由主要受特提斯

构造域影响转向由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的联合影响，属于构造应力场及其区域背景的转变阶段，本区的直罗组就是

产于该阶段后的拗陷期，展示了受力状态的转变。第二次重大变革是安定组之后的晚侏罗世（J3），本区结束了盆地的沉降

历史，盆地挤压隆起，并较长时间处于剥蚀阶段。 

1.2  盆地充填序列 

鄂尔多斯中生代盆地是在晚古生代基底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盖层上三叠统的延长组为前陆盆地背景下的一套河流-湖

泊沉积；中生代早、中侏罗世以含煤建造为特征，下侏罗统富县组、中侏罗统延安组、直罗组和安定组，总体为一套河流-

湖泊沉积体系。下白垩统分布在天环向斜一带，主要有志丹群或六盘山群，东胜一带为伊金霍洛组、东胜组，为一套灰红相

间的河流沉积体系与风成体系的碎屑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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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罗组沉积体系划分 

本区直罗组的沉积环境为河流环境，按沉积微相组合可分出辫状沉积和曲流沉积两大类型。早期发育辫状沉积，中期发

育低弯度曲流沉积，晚期发育高弯度曲流沉积。 

2.1  早期辫状沉积体系 

直罗组的辫状河沉积是在延安组的古风化壳之上发育而成的，深切谷明显。在辫状河道发育位置，常导致延安组第五成

因单元的厚度变薄或缺失，或直接下切至延安组第四成因单元。 

辫状河道在本区内呈近南北向展布，横向上直罗组下段辫状砂体在北部地区的局部出现有自北向南砂体粒度明显变细，

洪泛沉积变得频繁，并出现曲流沉积与下伏延安组直接接触的特征。 

直罗组早期的沉积微相在本区以辫状河道沉积为主，局部地段发育曲流沉积。 

2.2  中期低弯度曲流沉积体系 

直罗组中期河流沉积广泛出现洪泛沉积、决口沉积，早期的辫状河沉积体系已过渡为曲流河沉积体系，但曲流河的弯度

相对较小，与早期的辫状河沉积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继承性。曲流河道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频繁摆动，河流的改道作用频

繁发生，在河道摆动范围内，在横向上常出现由多个曲流砂体交叠形成的“准板状”砂体，该砂体长宽比明显大于下部辫状

砂体，并常在垂向上与辫状沉积的“泛连通砂体”叠合在一起。两个砂体间广泛发育河流侵蚀作用面，该作用面以充填有钙

化的红色或未钙化的黄绿色泥砾层（钙化的红色泥砾层可反映出经历了暴露和氧化作用阶段）为标志，泥砾层厚几公分至十

公分不等。 

直罗组中期的沉积微相构成有河道沉积组合、河道边缘沉积组合和洪泛平原沉积组合，其中河道沉积以侧积即边滩沉积

或点坝为特征，曲流沉积的“二元结构”组合在横向上的表现要比纵向明显。 
2.3  晚期高弯度曲流沉积体系 

直罗组晚期的河流沉积则由中期的低弯度曲流河沉积进一步演变为高弯度曲流河沉积，河流弯度明显增大，河道变宽，

砂体厚度大，但河流摆动幅度变小，河流的改道作用不再频繁，形成的砂体呈各自孤立的“朵状体”，明显区别于低弯度曲

流河环境下的“准板状”砂体。 

在沉积相的组合上，晚期的河道沉积、河道边缘沉积和洪泛平原沉积发育且分相明显。气候由原来的温湿转为炎热干旱，

形成一套以紫红色为主要色调的杂色岩相组合。 

沉积微相构成具备典型曲流河沉积的所有微相构成特征，河道沉积组合、河道边缘组合以及洪泛沉积平原组合三相齐全，

曲流沉积的“二元结构”组合特征在横向上和纵向上都非常明显。 

2.4  河流沉积不同阶段砂体的垂向叠置关系 

在河流沉积的各个阶段中，砂体的产状差异较大。辫状沉积（J2z1-2）形成的砂体具有泛连通特点，由于辫状沉积的游荡

性强，范围大，故形成的砂体往往有较大规模，成层性及连通性均较好，是砂岩型铀矿的理想砂体；低弯度曲流河（J2z1-2）

的游荡性明显降低，但河道的摆动在一定范围内仍相当频繁，故形成的砂体在横向上常出现叠置，形成明显的“准板状”砂

体，砂体间的连通性仍然较好，但低于辫状沉积砂体；高弯度曲流河沉积（J2z2）河道的稳定性最好，但沉积的砂体连通性

却最差，常呈彼此弧立的“朵状体”被洪泛泥岩所隔，对砂岩型铀矿而言是最不理想的砂体类型。所以从砂岩型铀矿成矿层

位的角度来看，寻找辫状砂体应是首选目标。 

3  直罗组沉积特征与底河道型铀矿成矿条件分析 

3.1  直罗组的沉积组合条件与铀成矿关系 

本区底河道型砂岩铀矿化产出层位为温湿气候条件下的直罗组下段辫状沉积砂体，而与晚期干旱炎热气候条件下的高弯

度曲流沉积砂体无关。 

直罗组早期辫状沉积形成的一套灰色沉积建造，多局限在辫状深切谷发育部位，沉积碎屑颗粒较粗，以粗砂至中粗砂为

主、缺少泥岩组分，富含有机质（煤线或薄煤层）和还原物质（主要表现为黄铁矿的大量出现），这是后期铀成矿有利的地

球化学障，是铀成矿的有利层位条件。该辫状沉积砂体在东胜南部出现砂体粒度的明显变细和洪泛沉积，沉积相组合由原来

的河道沉积、心滩沉积组合过渡为河道沉积、边滩沉积和洪泛沉积组合，即河流沉积由辫状沉积总体上向曲流沉积演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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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渡相带部位，由于水动力条件的明显变化，沉积物成分上更富含还原组分，是铀成矿最理想的地段。 

直罗组中期曲流河沉积形成的一套灰色沉积建造，沉积碎屑颗粒变细，其中砂以中粗砂至中细砂为主，与粉细砂或泥频

繁互层产出，见多层河沼相薄煤层，河道砂体基本上呈“准板状”出现，具曲流河沉积典型的“二元结构”，但河道沉积砂

体常与下段的辫状沉积砂体交叠在一起形成多个“叠置式砂体”而导致砂体的突然增厚并与下部砂体贯通，铀矿化则存在于

其下方辫状砂体之中。 

直罗组晚期曲流河沉积阶段形成的一套红色沉积建造，该岩性段广布于东胜地区，与早、中期沉积的区别在于气候环境

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温暖潮湿转向干旱炎热。沉积碎屑中砂以中粗砂至中细砂为主，与红色泥及薄层粉细砂组合交

互产出，局部能见灰黑色的河沼泥，见较多钙化木，河道沉积组合与非河道沉积组合分异明显，具曲流河沉积典型的“二元

结构”。 

本区中晚期曲流沉积形成广泛的洪泛沉积组合，从而构成辫状砂体的良好上隔挡层。延安组湖相泥岩沉积是本区直罗组

辫状砂体的下隔挡层，因此本区具备良好的岩性组合，有利于层间氧化的形成。 

3.2  底河道型砂岩铀矿成矿条件关系的探讨 

基于沉积体系的研究，首先，明确了河流沉积体系中底河道型铀矿的砂体类型。底河道型砂岩铀矿成矿仅与辫状沉积的

砂体有关，而与曲流沉积砂体无关。本区的铀成矿类型是一种底河道型，与直罗组早期的辫状沉积砂体相关，铀成矿受辫状

河道的发育与展布控制，它在空间分布上呈带状产出，这种带状是与辫状河道的发育密切相关的，带内形成的砂体具有“泛

连通”特点。 

其次，明确了该类型矿化是块段性的，但矿化的规模不定。从沉积体系分析来看，矿化规模与砂体规模相关，只要存在

大规模的砂体及大规模的氧化作用，底河道型砂岩铀矿同样能形成大型甚至是特大型矿床。因此，底河道型砂岩铀与矿化规

模上没有必然联系。 

其三，氧化类型可多种多样，既有潜水氧化型，也有层间氧化型。只要存在良好的地层结构组合，就能形成层间氧化型

铀矿化。如东胜地区直罗组辫状砂体的顶底板正好存在这种良好的结构组合，因此东胜地区存在有成大矿的远景。 

其四，要形成层间氧化型铀矿化，必需要有良好的地下水补、泾、排条件。东胜地区南部至伊金霍洛旗一带东西向构造

带及其以南地区可构成本区有利的排泄区。 

其五，底河道型铀矿化可以有多种成矿作用或多期成矿的叠加。早期可能潜水氧化作用明显，而晚期则可以发展成层间

氧化型，或局部地段两种作用并存。本区层间氧化以南北方向展布为主，东西方向为次。南北方向形成晚，表现为受多期改

造后的层间型氧化性质，是本区找矿的主攻方向；东西方向成矿早，受多期改造后大都呈残留矿体出现。 

其六，区域构造演化要有次造山背景。要有目标层的掀斜和剥露以及长期相对稳定的构造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才会有长

期相对稳定的水动力条件和长期稳定的铀成矿作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区的晚侏罗世即处于这一背景之下，具有有利铀成

矿的构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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