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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及其与铀成矿

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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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南地区中生代以来存在大规模的岩石圈伸展作用，与伸展作用相对应，形成了大量花岗岩型、火山

岩型和碳硅泥岩型铀矿床。文章详细总结了华南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作用和铀成矿作用的研究进展。通过系统

分析，认为要深刻揭示岩石圈伸展与区域铀成矿的关系，至少尚有两大重要科学问题未解决：其一是华南白垩纪—

第三纪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确期次及其空间迁移规律；其二为岩石圈伸展期铀成矿的必然性或铀为什么会集

中在岩石圈伸展期成矿。要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对铀矿床和岩石圈伸展期形成的基性脉岩开展系统的高精度定

年工作；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则需要系统研究成矿流体中?2!等气体组分在铀成矿中的作用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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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构造理论的诞生引发了地球科学的一场革

命，导致洋壳以及洋5陆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取得

了长足进展，发现了活动大陆边缘的成矿分带现象。

4=世纪>=年代提出的碰撞造山理论，又进一步推动

了大陆地质的研究。后来，一些地质学家根据板块

构造与成矿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成矿模式和

理论。然而，板块构造理论在解释大陆成矿现象方

面遇到了一系列重大难题和挑战，该理论提供了解

释大陆古板块演化过程中成矿问题的宏观理论框

架，但对解释板块碰撞后陆内演化阶段的成矿作用则

尚无现成答案。在这种背景下，大陆动力学与成矿关

系的研究也就成了当今地学研究的重要前沿之一。

大陆岩石圈伸展带是探讨大陆动力学的重要窗

口。在以往的大陆动力学及其成矿作用研究中，大

多侧重于对造山带的研究，对板块内部大陆岩石圈

伸展带的壳幔作用方式和成矿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则

相对薄弱。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华南地区中生代以

来存在大规模的岩石圈伸展作用。与伸展作用相对

应，形成了大量花岗岩型、火山岩型和碳硅泥岩型铀

矿床。如下所述，华南的大规模铀成矿作用是一种

典型的非造山或岩石圈伸展环境中的矿化，是研究

岩石圈伸展作用与成矿关系的典型范例。深入研究

该区中生代以来的岩石圈伸展作用及其与铀成矿的

关系，不仅可深刻揭示中生代以来该区大规模铀成

矿作用的机制和规律，丰富铀成矿理论，为寻找中国

目前紧缺急需的铀矿资源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可以

作为一个典型范例来深入认识大陆岩石圈伸展体制

下的成矿作用方式，从而充实大陆动力学与成矿关

系的理论体系。

? 地质背景

华南地处欧亚大陆东缘，濒临西太平洋，由扬子

地块和华夏地块组成（图?）。华南的北面有晚古生

代和早中生代的秦岭5大别造山带横亘于华北地块

与扬子地块之间，西面有青藏高原与扬子地块接壤。

华南的褶皱基底是相对富含铀的前寒武纪地层

（邓平等，4==@；A+($!+*B，4==@）。这些地层主要由

杂砂岩、板岩、碳酸盐岩和硅质岩组成，已高度褶皱，

但变质较弱。扬子地块西南缘，前寒武纪地层出露

长达?===余公里，构成从杭州经长沙到贵阳一线的

江南古陆，其中产出有大量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华

南的沉积盖层主要为海相成因的古生代和早中生代

褶皱地层（A+($!+*B，4==@）。侏罗纪以后，主要在

后加里东隆起带上形成了一系列沿CD5CCD走向

断陷盆地分布的陆相红层。

华南地区岩浆活动频繁。火山岩集中分布于福

建、江西、浙江等省，构成沿海中酸性火山岩带，这些

火山岩的时代主要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其中产

出有大量火山岩型铀矿床。在华南内陆地区各类花

岗岩广泛分布，构成一宽约E==F&、大致与沿海中

酸性火山岩带平行的花岗岩带。这些花岗岩主要是

侏罗纪到早白垩世的产物，其次为印支期、加里东期

和晋宁期花岗岩，花岗岩的成岩时代大致具有从内

陆向沿海逐渐变年轻的趋势（G)"/$!+*B，4===），其

中产出有大量花岗岩型铀矿床。据前人研究，华南

地区?HIJ+前的花岗岩主要为造山成因的<型和K
型花岗岩，而更年轻的早白垩世花岗岩主要为非造

山成 因 的 碱 性 花 岗 岩 和L型 花 岗 岩（李 献 华 等，

?MM>；N’，4===）。有人认为造山花岗岩是古太平洋

板块 向 欧 亚 板 块 俯 冲 的 结 果（A/’$!+*B，?MME；

2+&1O$**$!+*B，?MM>；G)"/$!+*B，4===）。

目前一般认为，华南不同的构造单元在三叠纪

已拼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后，该区有了一致或

相似的地质演化历史（张勤文等，?MP4；马杏垣，

?MP@；N’，4===）。

4 华南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及其与

区域铀成矿的时空关系

*B+ 华南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作用

由于华南地区中生代广泛而强烈的中酸性岩浆

活动和成矿作用及其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该区中

生代以来的大陆动力学背景吸引了国内外地质学家

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其中

之一就是近年来发现中生代以来的构造大转折———

岩石圈大减薄。尽管关于构造体制转折的时限目前

尚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确信，至少自白垩纪以

来 ，华南地区已主要处于陆内岩石圈伸展的构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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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华南地质和铀矿分布简图（据"#$%&#’(，)**+修改）

,-—华夏地块；"-—扬子地块；.,-—华北地块；/01-—秦岭大别造山带；233—江山4绍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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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要证据是：

（!）岩浆活动

研究发现，侏罗纪与白垩纪的岩浆活动在组成

和产地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化学组成的明显不同反

映了构造环境的重大变化（K6，)***）。侏罗纪或早

中生代的岩浆活动主要形成过铝质的3型花岗岩和

部分L型花岗岩，它们大多分布于华南的偏西区域，

通常认 为 与 板 块 俯 冲 或 碰 撞 有 关（如 ">6%&#’(，

!MMN；,#89C%’’%&#’(，!MMO；P?<>%&#’(，)***）。

相反，白垩纪或晚中生代以来的岩浆活动主要以Q
型花岗岩、高钾L型花岗岩、双峰式火山岩和板内基

性脉岩的广泛发育为特征，这些岩石主要分布于东

南沿海和华南内部.R4..R向深大断裂两侧，与美

国西部盆岭省第三纪的岩浆活动类似，被广泛认为

是岩石圈伸展作用的产物（张勤文等，!MS)；H6’;%B
%&#’(，!MM!；K6$%&#’(，!MMT；李献华等，!MMO；K6

%&#’(，!MMS；K6，)***；王强等，)**)；谢桂青等，

)**)；)**T；徐夕生等，)**)；贾大成等，)**+；范

蔚茗等，)**+；P?#<%&#’(，)**U；范洪海等，)**T；

刘昌实等，)**T；邱检生等，)**T）。

（)）断陷盆地

华南晚中生代以来形成了一系列.R4..R向

的断陷盆地（图)）。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研究

一致表明，这些断陷盆地是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

伸展作用的产物（张勤文等，!MS)；马杏垣，!MS+；

K6>V5%&#’(，!MST；K6>，!MSN；">，!MM*；H<<;%’’
%&#’(，!MM!；/6>%&#’(，!MM!；5#>B%%&#’(，!MMN；

陈跃辉等，!MMO；K6，)***；吕庆田等，)**U；K6>3
5%&#’(，)**U；张岳桥等，)**U），类似于美国西部

盆岭省的断陷拉伸盆地（H6’;%B%&#’(，!MM!）。例

如，该区最北缘的赣杭盆地（图)），呈.R4..R向展

布，长!UT*E8，宽仅!T!)*E8，下陷深度达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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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中被巨厚的红色磨拉石型陆相沉积物充填并

有双峰式火山岩夹层，盆地范围内重力值高，!"波速

度揭示莫霍面位置显著高于盆地外侧，反映该盆地

是白垩纪以来地幔上涌、地壳受到强烈拉张的产物

（陈肇博，#$%&；’()*+,+-.)/，#$$#；’00*+))+-.)/，

#$$#；陈跃辉等，#$$1；#$$2；余心起等，344&）。

（5）变质核杂岩

研究发现，分布于美国西部盆岭省的变质核杂

岩属于典型的拉张构造。尽管其动力学机制较为复

杂（6+++-.)/，#$%2；7.).8(+())+，#$%2），但一般认为

它们是在岩石圈水平伸展作用下，由于大规模正断

层的发育使得地壳较深层次的物质被拖拉至地壳浅

层而形成（9+,:(;<+，#$%#；6(=-+,+-.)/，#$%$；陈

跃辉等，#$$2；楼法生等，344&）。目前已发现，华南

地区也发育有较多的变质核杂岩，如云开大山、武夷

山、武功山、幕阜山和星子变质核杂岩等。研究证

实，这些变质核杂岩是早白垩世以来伸展背景下穹

升的结果（>.?,++-.)/，#$$1；>.?,+，#$$%；陈跃辉

等，#$$2；舒良树等，#$$%；李显武等，344#；6(:+-
.)/，3444；9.:@+-.)/，344#）。

图3 中国东部白垩纪—第三纪断陷盆地分布简图

（据’()*+,+-.)/，#$$#）

>(@/3 A=<+-;BC.D=B0E(:@-B+F,+-.;+0?="G+,-(.,H
+I-+:=(0:.)J.=(:=0KL.=-+,:FB(:.（K,0C’()*+,+-.)/，#$$#）

!/! 华南铀矿床与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构造的

时空关系

华南是中国最重要的铀矿产区之一，赋矿围岩

主要有花岗岩、流纹质火山岩和碳硅泥岩。根据赋

矿围岩的不同，人们习惯称其为花岗岩型、火山岩型

和碳硅泥岩型铀矿床。矿床明显受断裂控制，矿体

呈脉状和不规则状产出，主要矿物组合为沥青铀矿、

黄铁矿、赤铁矿、石英、方解石和萤石，是典型的热液

铀矿床，成矿温度约为#&4!544M。

（#）空间分布

华南自西向东，这些铀矿床的总体分布趋势是

碳硅泥岩型—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硅泥岩型铀

矿床主要分布于江南古陆两侧，花岗岩型铀矿床主

要分布于华南后加里东隆起带上，火山岩型铀矿床

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赣杭火山岩带上（虽然在某

些区域可同时存在3种或5种类型的铀矿床）（图

#）。这种分布趋势主要反映了各类赋矿围岩的空间

分布特点。

在空间分布上，华南铀矿床最重要的特点是与

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背景下形成的断陷盆地和幔

源基性脉岩密切相伴（如陈肇博，#$%3；#$%&；陈祖伊

等，#$%5；杜 乐 天 等，#$%N；胡 瑞 忠 等，#$$5；344N；

7(:，#$$&；陈跃辉等，#$$2；7(:+-.)/，#$$$）。从

区域上看，大面积无盆区均是无矿区。如华南产有

较多火山岩型铀矿床的赣杭晚侏罗世火山岩带，其

核部是一个狭长（!N&4<C）的OL"OOL向白垩纪

—第三纪断陷盆地。目前该区发现的火山岩型铀矿

床，均分布在该盆地附近的侏罗纪火山岩中（陈肇

博，#$%3；’00*+))+-.)/，#$$#；陈跃辉等，#$$2）。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广东境内的贵东花岗岩体。该岩

体近东西向展布，出露面积约#444<C3。近#4个

铀矿床均产于岩体东部，这里有白垩纪以来形成的

成群的幔源基性脉岩产出（胡瑞忠等，#$$4.；李献

华等，#$$2），且岩体东南侧还有白垩纪—第三纪断

陷盆地。而岩体西部既无基性脉岩也无白垩纪—第

三纪断陷盆地，与此对应的是迄今未发现有经济价

值的铀矿床（邓平等，3445）。碳硅泥岩型铀矿床亦

如此，如广西铲子坪、江西董坑和湖南许家洞等地的

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分布区，也均有白垩纪—第三纪

断陷盆地存在（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3）。不仅

如此，不同矿化类型（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硅泥岩

型）的铀矿床沿同一断陷盆地发育的现象亦不少见，

如江西会昌盆地和广西资源盆地等。

3N# 矿 床 地 质 3442年

 
 

 

 
 
 
 
 



（!）时间分布

事实证明，华南中生代以来的岩石圈伸展并非

连续而是幕式进行的。首先，断陷拉伸盆地中的沉

积作用并非连续，而是存在周期性的不整合，如赣杭

盆地（"##$%&&%’(&)，*++*）、三 水 盆 地（,-.%’(&，

*++*）和 其 他 盆 地（ 张 勤 文 等，*+/!； 马 杏 垣，

*+/0）。其次，在华南的很多白垩纪—第三纪断陷红

盆中见有多层双峰式火山岩与盆地内的沉积红层互

层（"##$%&&%’(&)，*++*；,-.%’(&)，*++*）。第三，

该时期形成的幔源基性脉岩在一些露头上见有相互

穿插的现象（李献华等，*++1；邓平等，!220）。过去

对中生代以来岩石圈伸展期形成的幔源基性脉岩

（和3型花岗岩）已做过一些年代学工作。资料（李

献华等，*++1；余达淦，*++!；笔者未发表资料）统计

结果表明，在*04!*546(、**4!*!46(、*22!**2
6(、/4!+46(、12!146(和54!446(左右具有

较集中的年龄数据（图03），它们可能代表了中生代

以来7次重要的岩石圈伸展事件。

华南的产铀花岗岩、火山岩和碳硅泥岩，分布于

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江南古陆、后加里东隆起带和

东南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带），形成于直至前寒武纪的

任何地质时代，但矿石矿物沥青铀矿的89:;同位素

年龄数据表明，不同类型的铀矿床在成矿时代上具

有很好的一致性，铀成矿大都集中在白垩纪—第三

纪约*54!526(的范围内，铀矿床相对于赋矿围岩

是后生的，矿岩时差达!26(甚至1226(（杜乐天

等，*+/5）。对成矿年龄数据（杜乐天，*+/!；胡瑞忠，

*++*；王剑锋，*++!；陈一峰，*++5；张待时，*++5；郭

葆墀等，*++4；沈丰等，*++4；王玉生等，*++4；陈跃

辉等，*++1；王明太等，*+++；徐达忠等，*+++）的统

计结果表明，该区不同类型的铀矿床大致有7个主

成矿期，其峰值年龄分别为距今约*52!*046(、

*!2!**46(、*22!*246(、+2!/46(、12!746(
和42!546(（图0<）。显而易见，无论从整个年龄

范围还是从其中的峰值年龄来看，华南铀矿床的成

矿时代都与该区中生代以来由基性脉岩反映的岩石

圈伸展事件的时代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

确期次及其空间迁移规律

尽管对白垩纪以来华南主要处于岩石圈伸展环

境和铀成矿集中在白垩纪—第三纪这两点，目前人

们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该区白垩纪—第三纪期间，

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确期次及其空间迁移规律

图0 华南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伸展（3）与铀成矿（<）

时代对应关系图

=->)0 ?-@’#>A(B@C#D-E>’C%(>%@#F.A(E-.BB-E%A(&-G(’-#E
(E$HA.@’(&%I’%E@-#E

3)3>%@#FB(F-H$-J%@(E$39’KL%>A(E-’%@-EM#.’CNC-E(；<)89:;

(>%@#FL-’HC;&%E$%FA#B’C%.A(E-.B$%L#@-’@-EM#.’CNC-E(

如何，目前则还远未找到很好的答案。具体表现为

以下!个方面："虽然在年龄直方图上存在基本能

对应的上述7个相对集中的峰值年龄（图0），但无论

是由沥青铀矿反映的铀成矿年龄还是由基性脉岩反

映的岩石圈伸展时代，从*426(到526(的整个年

龄区间都有年龄样品分布，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连

续性；#虽然白垩纪以来华南整体上经历了若干次

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事件，但对于岩石圈伸展及其

铀成矿在华南不同区域的相对先后关系的认识尚未

形成清晰的轮廓。造成上述!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以往以基性脉岩为对象来确定与该区白垩纪—

第三纪岩石圈伸展时限有关的定年数据，除少量较

高精度的锆石89:;年龄和单矿物0+3A／523A年龄

外，绝大多数为基性脉岩的全岩O93A年龄。由于基

性脉岩通常含钾较低，加之易蚀变导致氩的丢失或

混染，从而给全岩O93A年龄的可靠性带来了某种程

度的不确定性（<&(HJ%’(&)，*++*；PC#B(@%’(&)，

*++/）；另一方面，以往对该区铀矿床的定年，多采用

的是单个沥青铀矿样品的89:;年龄，较高精度的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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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铀矿!"#$等时线年龄数据极少，从而也给铀成矿

年龄的精度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由于无论

是反映岩石圈伸展还是反映铀成矿的高精度定年数

据都十分有限，因此，目前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两方

面的年龄数据库，都还不足以较精确地厘定该区白

垩纪—第三纪期间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确期次

及其空间迁移规律。基于!华南白垩纪以来的基性

脉岩分布广泛，且从基性脉岩中能够挑选出可用于

!"#$定年的单颗粒锆石和其它适于%&’(／)*’(定年

的新鲜矿物（作为预研究，作者已选择部分基性脉岩

大样，从中挑选出了锆石。根据矿物学和地球化学

研究，这些锆石是在基性脉岩结晶成岩时形成的）；

"沥青铀矿!"#$等时线定年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

方法。因此，很有必要在系统研究以该区白垩纪—

第三纪断陷拉伸盆地为主的宏观区域构造背景的基

础上，系统开展基性脉岩高精度的单颗粒锆石!"#$
和单矿物%&’(／)*’(定年以及铀矿体高精度的沥青

铀矿!"#$等时线定年工作，以精确限定华南白垩纪

—第三纪期间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确期次及其

空间迁移规律，深刻揭示该区白垩纪—第三纪期间的

大陆动力学演化历史及其与区域铀成矿的对应关系。

% 华南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伸展与

区域铀成矿的成因关系

!+" 铀成矿与华南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华南以中生代成矿大爆发著称于世，主要包括

,、-.、/$、01、23、45、67、85、#$、9.、’7、’:和!等

的成矿作用。华仁民等（;**%）的研究指出，要想把

如此丰富多彩的矿床非常恰当地归纳到几个界限分

明的成矿系统中几乎不太可能。但是，除铀外，其他

矿种的以下趋势或轮廓是基本明确的：

（<）该区中生代成矿大爆发主要与当时广泛而

强烈的花岗质岩浆活动有关（毛景文等，<&&&；华仁

民等，<&&&）；

（;）,、-.、/$、01、23、45和67、85、#$、9.、’7、

’:大致分别与传统意义上的-型花岗岩和=型花岗

岩相关联（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南京

大学地质系，<&?<；莫柱荪等，<&?*；陈跃辉等，<&&>；

@55A1B+，<&&?；华仁民等，;**%）；

（%）虽然不排除部分-.矿和67、#$、9.、’7、’:
矿有较年轻的成矿时代（如江西岩背锡矿为<<)C1，

2375A1B+，<&&&；福建紫金山67"’7矿为<**#<;;
C1，张德全等，<&&;；-D5A1B+，<&&?；江西冷水坑

#$"9."’:矿为<**#<%EC1，徐文火斤;***），但作为

一个整体，华南的上述矿床主要是在<F*#<E*C1
期间或其左右形成的（CGH555A1B+，<&?>；#1.5A
1B+，<&&&；毛景文等，;***；@3.5A1B+，;**;；275A
1B+，;**%），相当于晚侏罗世，与华南燕山早期花岗

岩浆活动高峰期（#<FFC1；23，;***）对应；

（)）这些矿床矿岩时差很小，尽管成矿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有大气降水的参与，但成矿流体与花岗

岩浆的分异作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地质系，<&?<；

CGH555A1B+，<&?>；李红艳等，<&&E；I37B31.35A1B+，

<&??；2375A1B+，<&&&；#1.5A1B+，<&&&；@3.5A
1B+，;**;；9J1.:5A1B+，;**%；275A1B+，;**%；华

仁民等，;**F）。

但是，该区的大规模铀成矿作用与上述其他内

生金属矿床具有很不相同的特征：与其他内生金属

矿床相比，铀的主成矿期明显滞后，大规模铀成矿的

地质界线是区域上断陷盆地的出现和基性脉岩的侵

入，而此时其他内生金属矿床的大规模成矿已趋结

束，铀矿化是一种典型的非造山或岩石圈伸展环境

中的矿化（陈祖伊等，<&?%；陈肇博，<&?F；胡瑞忠，

<&&*；<&&<；胡瑞忠等，<&&%；;**)；陈跃辉等，<&&>；

C3.5A1B+，<&&&）。与此相对应，铀成矿的机理与该

区其他内生金属矿床亦大不相同。对广泛分布于华

南的这些铀矿床成矿流体中水和铀的来源，前人已

做了大量研究，发现：!矿床围岩与矿床存在高达;*
#>**C1（通 常 大 于F*C1）的 时 差（杜 乐 天 等，

<&?)），从而可以排除形成赋矿花岗岩和火山岩的酸

性岩浆提供水的可能性；"众多K、L同位素研究结

果一致显示成矿流体中的水主要为大气成因（杜乐

天等，<&?)；王联魁等，<&?>；金景福等，<&&*；卢

武长，<&&*；徐达忠，<&&*；胡瑞忠等，<&&%；C3.，

<&&F；C3.5A1B+，<&&&）；$华南地区主要以相对富

铀的元古代地层为基底，衍生出了多时代各类相对

富铀岩石的广泛分布，这也是华南各类铀矿床广泛

发育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杜 乐 天，<&?;；陈 肇 博，

<&?F；胡恭任等，<&&?；C3.5A1B+，<&&&；邓平等，

;**%）。研究发现，在所有铀矿分布区或其附近，均

有比铀成矿超前形成的相对富铀的地质体存在，虽

然这些富铀地质体的岩性可以不同，但它们的铀含

量均高于同类岩石铀克拉克值的若干倍，一般为FM
<*NE#%*M<*NE（杜乐天等，<&?)），表明这些岩石具

有提 供 铀 的 潜 力，就 花 岗 岩 型 铀 矿 而 言，陈 培 荣

))< 矿 床 地 质 ;**>年

 
 

 

 
 
 
 
 



（!""#）近年的研究发现，印支期花岗岩对提供铀源

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矿石与这些相对富铀的岩石

具有类似的$%%和 微 量 元 素 分 布 模 式（杜 乐 天，

&’(!；)*+，&’’,；胡 恭 任 等，&’’(；)*+-./01，

&’’’），表明矿石中的这些组分主要来自这些岩石；

"2345同位素资料不仅揭示矿石与这些相对富铀

的岩石具有相似性，而且发现这些富铀岩石中的铀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丢失，暗示它们确为铀成矿提供

了铀（王联魁等，&’(6；林祥铿，&’’"；)*+-./01，

&’’’；章邦桐等，!""7）。基于这些事实，目前几乎

已公认，华南三大类型的铀矿床，是由循环于相对富

铀岩石之断裂系统中的大气成因流体重新活化浸取

这些岩石中的铀而成矿的，成矿流体的形成与酸性

岩浆的分异作用无关。

!1" 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岩石圈伸展期铀成矿的必

然性

如前所述，华南三大类型铀矿床的成矿时代不

受赋矿围岩的岩性、时代和所处的大地构造单元等

局部因素控制，这些铀矿床不仅在空间上与白垩纪

—第三纪岩石圈伸展期形成的断陷拉伸盆地和幔源

基性脉岩密切相伴，而且在时代上也与白垩纪—第

三纪岩石圈伸展事件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这反映

出伸展事件可能作为一个十分重要或缺其不可能大

规模成矿的关键因素，在区域上统一制约了铀的成

矿作用。与华南类似的例子是产于法国中央地块以

及葡萄牙和捷克等国海西期花岗岩中的脉型铀矿床

（$89*:;/，&’’7）。这些脉型铀矿床的成矿流体富含

<=!，成 矿 流 体 中 的 铀 以 2=!（<=7）!>! 和 2=!
（<=7）#>7 形式迁移，铀矿床与海西期花岗岩有很大

时差，铀成矿亦是紧接在岩石圈伸展背景下侵位的

煌斑岩之 后 发 生 的（?-@AB，&’6(；$89*:;/，&’’7；

)/@*C+/:-./01，&’’’）。然而，华南和西欧的这些铀

矿床为何在岩石圈伸展期成矿或者岩石圈伸展与铀

成矿间究竟存在何种必然联系？这是一个尚未得到

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

华南铀矿床集中在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伸展

期成矿并脉动性地具有几个主成矿期，是!"世纪6"
年代就已被注意到的重要地质事实。围绕这一问题

已开展过较多的研究工作。概而言之，以往主要提

出了7种观点：干热气候说是最早的观点，认为铀矿

床产在断陷红盆附近，时间上与红盆形成相当，反映

当时的干热古气候对铀的风化淋滤有利，属于淋积

型铀矿床（周维勋，&’(!）。但其不能合理解释铀矿

床较高的成矿温度（约&,"#7""D）、较大的矿化垂

幅（E""#&"""F或更大）尤其是铀成矿的脉动性等

一系列重要现象（杜乐天等，&’(#；胡瑞忠，&’’#）；

热水浸出说：主要依据铀矿床矿岩时差和矿化垂幅

较大以及成矿温度较高等事实，认为它们是循环地

下水在沿断裂上升过程中从富铀岩石中浸出铀，然

后运移至近地表沉淀成矿的（杜乐天，&’E#；杜乐天

等，&’(#；王联魁等，&’(6；陈跃辉等，&’’6；王明

太等，&’’’；)*+-./01，&’’’）。岩石圈伸展构造及

其同时的幔源岩浆活动为铀成矿准备了有利的构造

空间和加热地下水的能量条件（杜乐天等，&’(#；陈

跃辉等，&’’6）；深源矿化剂说：早在!"世纪("年代

就有学者根据铀成矿的地质背景推测，成矿流体中

的<=!等矿化剂组份可能是地幔来源的（陈肇博，

&’(!；陈祖伊等，&’(7）。近年来，笔者继承热水浸出

说的合理成分，主要基于铀成矿与白垩纪—第三纪

岩石圈伸展事件的同时性、成矿流体形成的地球化

学过程，以及初步的碳同位素和少量的稀有气体同

位素研究工作，初步证实成矿流体中的<=!等矿化

剂组分受岩石圈伸展事件控制主要来自地幔，并对

浸出富铀岩石中的铀而成矿起了重要作用（胡瑞忠，

&’(’；&’’"；&’’&；&’’#；胡瑞忠等，&’’7；!""#；G8-.
/01，!""7），从而从成因上初步搭建起了联系铀成矿

与岩石圈伸展之间的桥梁。主要论点是：

（&）华南地区铀含量较高的各类铀源岩石广泛

分布，这为该地区能够发生铀的大规模成矿作用提

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热液中铀主要以络离子形式存在，不含矿

化剂（指热液中能够与铀形成稳定络离子而迁移的

阴离子配位体，包括H、<0和<=!等）的热水中铀的

溶解度很低，即使其作用于富铀岩石，也不可能形成

富铀热液。

（7）<=!是含铀热液的重要组分之一，远高于其

他阴离子（如H>、<0>和I=!># 等）的含量，虽然其他

形式不能完全排除，但成矿热液中的铀主要以2=!
（<=7）!>! 和 2=!（<=7）#>7 形 式 迁 移（$*:J-./01，

&’66；?-@AB，&’6(；杜乐天，&’(!；北京铀矿地质研

究所，&’(!；陈肇博，&’(!；张祖还，&’(#；K*+-./01，

&’((；$89*:;/-./01，&’’7；胡瑞忠等，&’’"5；&’’7）。

因此，成矿热液中的铀，应是在热液富含<=!之后才

开始从铀源岩石大量转入热液的。显然，<=!加入

热液的时间应大致可反映原贫铀热液转变成富铀热

液的时间或铀成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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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流体中的"#$等矿化剂组份是受岩石

圈伸展事件控制主要来自地幔的，白垩纪—第三纪

期间岩石圈伸展的多期性，导致了向大气成因循环

地下水提供幔源"#$等矿化剂组份的多期性，因而

也造成了大致与几个岩石圈伸展事件同时的铀成矿

的多期性。

然而，尽管深源矿化剂说较合理地解释了岩石

圈伸展事件与铀成矿事件间可能具有的必然联系，

但研究工作仍是初步的，远未形成理论体系，尚有众

多科学问题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主要包

括：

（%）年代学问题。虽然以往的工作从大区域角

度已初步证实，华南铀矿床的成矿时代与该区白垩

纪—第三纪岩石圈伸展事件的时代具有较好的对应

关系，但就整个区域岩石圈伸展与铀成矿年龄对应

关系的精度、尤其是矿区、矿田尺度上这种高精度年

龄对应关系的确定方面，还远未得到很好限制。该

方面的问题前已详细叙及，不再赘述。

（$）碳同位素示踪问题。以往示踪华南铀矿成

矿流体中"#$的来源，依据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碳同

位素。但是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

笔者测定和收集到的有关华南铀矿的碳同位素数据

目前只%$&个左右，其数据量还不足以代表华南%&&
余个铀矿床的全貌，因此有必要扩充华南铀矿的碳

同位素数据库；"目前已有的#%’"数据集中在(’)
$(%&)，绝大多数集中在(*)$(+)之间，与地

幔值基本一致。但这些数据主要是与沥青铀矿共生

的方解石的测定结果。用其代表成矿流体全碳的碳

同位素组成，主要还是基于与其共生的矿物有赤铁

矿无 石 墨 大 致 推 测 的（#,-./.，%01$；#,-./.2/
345，%010），而未较精确地据成矿流体的实际温度、

67、!（#$）等因素，来校正用方解石的#%’"来代表成

矿流体全碳的#%’"所造成的误差。

（’）稀有气体地球化学和卤素元素丰度模型。

近十多年来，稀有气体同位素在地壳流体的研究中

取得了长足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为把过去仅局

限于地壳现代流体的研究，扩展到了地质历史时期

作为流体包裹体保存的成矿古流体的研究中，包括

7289:体系（;/<3:/2/345，%00=；7<2/345，%00+，

$&&!；>2?@:ABC2/345，$&&%；D<:?3:@2/345，%000；

$&&!）、7289:8E$体系（E.:-3?2/345，%00!；孙晓明

等，%000）、728"#$体系（F3:/G2/345，%0+0；D<:H2II
2/345，%00+）、72／热 比 值（J<:?2:2/345，%00$；

D<:?3:@2/345，%000）等。研究表明，稀有气体在地

壳和地幔储库中具有极不相同的同位素组成，它们

是壳8幔相互作用过程极灵敏的示踪剂。尤其是72，

由于地壳氦（’72／!72!&5&%$&5&=K3，K3为空气

的’72／!72值）和上地幔氦（’72／!72!*$0K3）的

’72／!72值存在高达近%&&&倍的差异，因此，氦同

位素被认为是成矿流体中有无幔源组分加入最为灵

敏的示踪剂。笔者近期对华南最大的铀矿床———江

西相山铀矿床开展了7289:同位素研究，结果支持

成矿流体中"#$ 等挥发分主要为地幔来源的观点

（7<2/345，$&&’）。与此同时，近年来由于对地幔挥

发性组分的重视，卤素元素丰度模型也被认为是限

定幔源气体的灵敏工具，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D.,4C22/345，%00$；L:MA?2/345，%00=；>2?@:ABC
2/345，$&&%；$&&=；D<:H2II2/345，$&&$；D<:H2II，

$&&!）。但是，这些示踪幔源气体组分来源的有效手

段尚未系统地运用于或完全尚未涉足于华南铀矿的

研究中。

! 结 论

（%）以往对华南地质构造演化和铀成矿作用的

研究已取得较好进展，主要表现为：基本确定了华南

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大规模伸展作用的存在；基

本确定了本区铀的大规模成矿作用集中发生在白垩

纪—第三纪；基本确定了本区白垩纪—第三纪岩石

圈伸展与区域铀成矿之间具有较密切的时空关系；

研究工作已证实，华南地区多时代的各类富铀岩石

广泛分布，华南铀矿成矿流体中的水主要是大气成

因的地下水，其中的铀来自铀矿区及其邻区的各类

富铀岩石；已有初步线索说明，"#$等深源矿化剂对

本区铀成矿可能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要深刻揭示岩石圈伸展与区域铀成矿的关

系，至少尚有两大重要科学问题未解决：其一是华南

白垩纪—第三纪岩石圈伸展和铀成矿的准确期次及

其空间迁移规律，其二为岩石圈伸展期铀成矿的必

然性或铀为什么会集中在岩石圈伸展期成矿。要解

决第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对铀矿床和岩石圈伸展期

形成的基性脉岩等开展系统的高精度定年工作；要

解决第二个关键问题，则需要系统研究"#$等气体

组份在铀成矿中的作用及其成因。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主要针

对上述关键科学问题，选择华南白垩纪—第三纪岩

*!% 矿 床 地 质 $&&1年

 
 

 

 
 
 
 
 



石圈伸展期形成的基性脉岩、断陷盆地和三大类型

铀矿床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大陆岩石圈伸展

作用与铀成矿作用间的关系，对建立岩石圈伸展体

制下的铀成矿理论体系，从而深入认识大陆岩石圈

伸展体制下的成矿作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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