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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该文以伊犁盆地南缘乌库尔其地区各矿床为研究对象 阐述了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

矿床层间铀成矿过程中的流体作用及伊犁盆地流体演化史对砂岩型铀成矿的控制等∀试图通过稳

定同位素! 稀土元素等示踪方法研究该地区层间流体的来源! 运移及向成矿流体的演化并成矿的

流体作用机制 认为 ∂ 旋回层间流体主要来自受大气水补给的基岩裂隙水 并且在层间流体流向

上全岩氧同位素组成存在明显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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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年代末以来 我国对砂岩型铀矿床的重点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 并提出了砂岩型铀

矿预测评价方法及成矿模式∀但对盆地流体作用及其与砂岩铀矿形成的关系研究尚嫌不足∀本

文以伊犁盆地南缘乌库尔其地区各矿床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盆地及其流体演化在砂岩型铀矿

床形成过程中的控制作用 运用稳定同位素! 稀土元素等示踪方法揭示了该地区层间流体的

来源! 运移及向成矿流体演化并形成卷状铀矿床的机制∀

 盆地概况

伊犁盆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 盆地处于伊犁) 伊塞克湖微

板块东段 夹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之间 是在陆内裂谷盆地之上发育的山间陆相盆

地≈ ∀盆地南缘单斜带产出有我国目前最典型的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床 本研究区即位于伊

犁盆地南缘铀矿带 中国 的中段 图 ∀

111 地层

伊犁盆地具双层结构 即在陆内裂谷盆地之上发育山间盆地∀前者以前震旦系为基底 在

泥盆纪产生裂谷 石炭纪原始盆地开始发育∀ 基底出露有中上元古界! 古生界 为一套海相

 
 

 

 
 

 
 

 



图  研究区地理位置! 矿区构造特征和区域地下水区域补2径2排系统示意图
) 研究区范围 ) 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床 ≠ ) 噶尔扎特矿床 ) 库捷尔太矿床 ≈ ) 乌库尔其矿床 … ) 扎吉

斯坦矿床 ) 矿床 ) 区域排泄区 ) 区域径流区 ) 区域补给区 ) 层间水总体流向 ) 地表水系及流

向 ) 泉 ) 隐伏断层 ) 伊犁盆地 ) 局部排泄区

ƒ 1  ≥ ∏ ∏ ∏

∏ ∏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ƒ ) ≥∏ ) ≥ )

≤ ∏ ) ∏ )

) 浅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沉积物及大量酸性和中基性火山岩! 花岗岩∀ 中! 新生界分布于山

前! 山间凹陷中 中上三叠统) 中下侏罗统为暗色含煤碎屑岩系 晚侏罗世) 中新世为红色

碎屑岩系∀ 其中 中! 下侏罗统为盆地砂岩型铀矿床的赋存空间∀

112 构造及古气候

伊犁盆地基底构造的形成和发展控制了盆地的演化 更控制盆地流体水动力运移演化机

制∀ 根据遥感构造解译≈ 盆地中心 ∞• 向 金泉2察布查尔2野马渡 深大断裂为盆地盖层砂

体层间承压水的主要排泄通道 地表呈现线状泉水及盐碱沼泽地分布 局部存在小型 ∞!

∞• 向断裂 成为盆地南缘各矿床的局部排泄区 如 矿床以北约 处的隐伏断层以及

矿床扎吉斯坦村以北存在的断层等 图 ∀

伊犁盆地构造演化造成了砂岩铀矿形成的有利地层结构组合及地下水层间渗入 控制着

区域层间氧化带的形成及其铀成矿∀ 盆地的发育演化过程中经历 次构造运动 天山运动

° ≤ ) ) 反映了盆地转海为陆 形成北部拗陷) 中央隆起) 南部拗陷的原始盆地基本格

局 华力西末幕 × ) ° ) ) 标志着古气候! 古地理由干旱的冲积平原向潮湿的湖相转化

中! 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基本形成 燕山 幕 ) × ) ) ) 盆地潮湿度增加 由湖相沉积

转化为冲积2滨湖三角洲沉积 湖滨沼泽发育 形成区内暗色含煤碎屑岩建造 燕山 幕

) ) 反映古气候转化为持续的干旱! 半干旱环境 中! 下侏罗统含水层抬升剥蚀 盆地萎

缩 含水砂层开启接受含铀含氧地表水! 地下水的渗入 形成区域性层间氧化带 同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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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隐伏构造的雏型 喜山 幕 ∞ ) ) 为持续干旱期 为区内层间氧化带持续发

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盆地砂岩型铀矿形成的主要时期 及喀什运动 ± ∞ ) ) 盆地总体

抬升 相对于天山沉降≈ 盆2山接触带出现强烈的断陷逆冲活动 河床下切并延续至今 形

成目前盆2山河谷阶地地貌景观 有利于地表水向层间渗入∀

113 水文地质

盆地水系较为发育 以贯穿盆地中心近东西流向的伊犁河为主 发育大量南北流向的支

流水系 并汇入伊犁河∀ 盆地地下水的形成! 分布及埋藏主要受气候! 地形地貌! 岩性! 地

质构造等自然因素的控制∀ 盆地南北山区为补给区 盆地山前冲 洪 积层为径流区 而广

布于伊犁河两岸的沼泽平原及盐碱地为排泄区 图 ∀ 水西沟群主要含水层同样存在这种补

2径2排体系 成为层间铀成矿作用的基本地下水动力条件∀

 矿床地质

研究区有扎吉斯坦! 和乌库尔其 个矿床 点 均由层间流体成矿作用形成∀ 受局

部构造影响 它们具有不同的地下水动力条件 成矿规模! 层间氧化带发育程度及含矿砂体

等也存在明显差异∀

矿床产出部位严格受古气候! 构造! 岩相和岩性控制≈ ∀主含矿岩系水西沟群 ση 具

典型的泥2砂2泥结构 含 层煤 可划分为 个旋回 其中第 旋回含工业铀矿体 是本研

究的重点层位∀ 各旋回具明显的下粗上细的正韵律结构∀

根据地质及地球化学特征 层间氧化带至少可分为氧化带!酸化褪色带2过渡带和还原带∀

后生蚀变有褐铁矿化! 赤铁矿化! 黄铁矿化! 粘土化和碳酸盐化 并具分带性∀ 赤! 褐铁矿

化在氧化带发育 黄铁矿化在过渡带发育∀ 粘土化在各带均有发育 从氧化带至过渡带粘土

化强度逐渐减弱≈ 还原带主要发育成岩期粘土矿物∀

矿体呈复杂卷状! 板状及透镜状 平面上呈与盆地边缘大致平行的蛇曲状东西走向 受

层间流体作用氧化2还原前锋线控制∀ 含矿砂体厚度在 ∗ 之间 主要为中粗) 细粒岩

屑砂岩 砂 泥比为 1 Β ∗ 1 Β 富含有机质和黄铁矿 泥质空隙式胶结松散 铀矿化主

要赋存于砂体中下部粒度较粗岩性中 少量在细粒砂岩中∀

电子探针研究表明 矿石中铀主要以小于 Λ 粒径 一般为 ∗ Λ 的沥青铀矿 其

次为铀石形式存在 呈显微浸染状散布于砂岩填隙物和碳化植物的木质细胞腔中 并存在交

代黄铁矿现象∀ 此外还有相当部分铀被有机质等吸附存在∀ 矿石中沥青铀矿的含氧系数在

1 ∗ 1 之间π 表明矿床形成的常温条件下的沉积2淋积特点∀ 矿石中伴生可综合利用

的 ≥ ! ! 等元素∀

π  闵茂中等 新疆伊犁盆地扎吉斯坦地段铀矿石物质成分研究 科研报告 核工业西北地质局新疆地调处

 盆地流体的形成! 演化与铀成矿的关系

伊犁盆地在二叠纪以来经历了二叠纪构造岩浆活动ψ 中! 下侏罗世相对稳定的陆相湖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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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煤碎屑岩沉积ψ 晚侏罗世至晚白垩世相对抬升的杂色! 褐红色碎屑岩沉积ψ 新生代抬升的

河湖相红色含膏盐碎屑岩沉积几个主要演化阶段∀ 不同的演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盆地流体演化

及铀活化! 迁移与成矿特征∀ 文中所研究的层间铀成矿过程中的流体作用则为典型的层状运

移流体成矿类型 流体作用局限在被上! 下相对隔水的泥质岩层的砂质含水岩层中∀

311 盆地流体的形成及渗入! 渗出体系

富水的新鲜沉积物) ) 水西沟群暗色含煤岩系被覆盖以后 就开始了连续的脱水) 排水

过程 排挤出的大量孔隙流体进入透水砂层 可能使砂岩层中的铀发生再分配∀ 此时盆地流

体活动方式表现为渗出型∀

自晚侏罗世燕山运动中晚期 中! 下侏罗统抬升 此时盆地流体以渗入方式为主 大量

蚀源区含氧含铀大气降水和地表潜水顺含水层进入盆地 在继承性断裂带排泄 形成一个完

整的补给2径流2排泄体系 铀在层间径流区适宜的地球化学环境中沉淀富集∀主要是由于水头

压力驱动层间流体发生流动≈ ∀

312 层间成矿流体的来源与性质

层间氧化带发育期间 水西沟群含水层开启并遭受大气降水与地下潜水的补给和淋滤 干

旱炎热的气候环境使这些渗入水富含溶解氧 达 1 ≈ 从蚀源区被淋滤成矿物质进

入含水层∀随着氧化性层间水的不断顺层渗入 与原生灰色还原岩石形成氧化2还原综合地球

化学障并使铀及其伴生元素沉淀成矿∀ 由此可知 成矿物质在搬运 沉积 再分配 层内迁

移 成矿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球化学作用过程中 始终是在地表水即大气降水的参与下 以

不同的方式对成矿物质进行搬运和卸载∀ 成矿流体的来源虽较简单 并在不同的层间分带具

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

从研究区水文钻孔中定深采集了含矿层 ∂ 的层间水样品∀ 由于生产需要 这些水文

钻孔均布置在矿石带 氧化2还原过渡带 因此 所采集的水样完全可以代表铀成矿时的层间

流体性质 但不能采集到其他分带中的水样∀ 为了对比研究 同时采集了未流经矿区的上游

河水及基岩裂隙水样各一个∀分析结果见表 ∀将测试结果投至不同来源水的 Δ⁄ 和 Δ 关系

图 图 均落入雨水线左侧 反映出流体的表生来源 并没有深部热流体的参与∀

表 1  乌库尔其地区 ς 22 层间水! 河水及基岩裂隙水氢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Ταβλε 11  Ηψδρογεν ανδ οξψγεν ισοτοπιχ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ς
2
2 ιντερλαψερ ωατερ

στρεαμ ωατερ ανδ βεδροχκ φισσυρε ωατερ ιν Ω υκυρθι διστριχτ

样 号 ≥ 2 ≥ 2 ≥ 2 ≥ 2 ≥ 2 ≥ 2 ≥ 2

Δ⁄ ϕ

Δ ϕ 1 1 1 1 1 1 1

采样位置及

其性质

扎河东南山

麓基岩裂隙水

扎河上

游河水 ∂ 层间水 ∂ 层间水 ∂ 层间水

自流

井 ∂ 层间水 ∂ 层间水

  注 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成矿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 °2 ∞≥ 室测定

基岩裂隙水与河水一样 属于大气降水 可能还有融化的雪水 但它在基岩在渗滤过程

中 其成分! 性质与河水相比必然有所改变∀ 上述 种水的线性拟合关系很好 因此 用它

们的氧同位素数据以线性回归方法拟合 得到该区雨水 Δ⁄ 和 Δ 的线性关系 图 其方

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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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1 Δ 1   相关系数 ρ 1

由图 可见 该区各种水样的 Δ⁄ 和 Δ 值都偏离克雷格大气降水线而位于其前侧下方∀ 由

方程 定义的研究区地表水及地下水 层间流体 线与克雷格线 Δ⁄ Δ 收敛

于一点 Δ⁄ ϕ Δ 1 ϕ ∀该点的近似值代表了扎吉斯坦河水的初始同位素组成∀此

外 尽管河水与地下水均位于斜率为 1 的蒸发线上 但仍可分出两组 图 ∀ 一组为地表

河水 ≥ 2 位于此直线右上方 明显富重同位素 另一组为地下水 ≥ 2 ≥ 2 ≥ 2

≥ 2 ≥ 2 ≥ 2 位于此直线左下方 相对贫重同位素∀ 由于特定斜率的蒸发线

代表来源相同的水样的氢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而同一蒸发线上不同部位的水样则反映了它们

所遭受的不同蒸发程度差异≈ ∀ 因此 研究区地表水和层间水的最终来源是相同的∀

图  乌库尔其地区不同流体的 Δ⁄2Δ 图解

ƒ Δ⁄2Δ • ∏ ∏

采自水文孔的 ∂ 层间水为一种无色无味液体∀沿 ∂ 旋回砂岩倾向 从氧化带到还原带

水的性质由于地球化学环境及水 岩反应对其中自由氧的消耗 其 值! ∞ 值出现有规律的

变化∀层间水与河水! 基岩裂隙水的部分微量元素含量列于表 中 可以看出 ∂ 层间水中除

! ≥ 外 其他元素含量比基岩裂隙水和河水都要高 并且 层间水与基岩裂隙水的微量元

素含量比较接近 与河水则相差较大 这只能说明层间水主要受基岩裂隙水的补给∀

表 2 乌库尔其地区 ς
2
2 层间水! 河水及基岩裂隙水部分元素分析结果 10 9

Ταβλε 21  Αναλψσεσ οφ ς
2
2 ιντερλαψερ ωατερ στρεαμ ωατερ ανδ βεδροχκ φισσυρε ωατερ ιν Ω υκυρθι διστριχτ

样号 ∂ ≤ ≤ ≥ ≥ ≥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作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 °2 ∞≥ 室测定

313 层间流体运移及其铀成矿效应

不论何种类型的盆地沉积2成岩过程中总是伴随有大量流体的存在! 演化及其与各种矿物

的作用≈ 它造成某些矿物的溶解! 再沉淀及离子交换 并成为某些金属元素的主要携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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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者∀伊犁盆地自中生代以来没有明显的构造2岩浆作用促使铀的热活化与迁移 主要是盆

地内部流体的活动使铀活化迁移而在沉积盖层中富集成矿∀

 层间铀成矿过程中的流体作用

流体作用实际上就是流体2矿物界面的地球化学过程 即水 岩反应的过程 它主要包括吸

附作用!解吸作用和氧化2还原作用≈ 并导致岩石中某些矿物的溶蚀和另一些矿物的生成∀金

属元素的活化迁移与沉淀是流体2矿物界面反应的直接结果∀

伊犁盆地南缘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是表生渗入水及原生沉积演化水与原生灰色砂岩

发生水2岩反应 交换的结果∀前已述及 携带铀的含自由溶解氧的渗入型地下水进入含水砂岩

层 在其迁移方向上形成 ⁄ 舌状流体前缘 随着溶解氧的消耗 完全氧化亚带逐渐向不

完全氧化亚带! 部分氧化亚带及斑点状氧化亚带过渡 当层间流体中溶解氧完全消耗时 由

有氧水2岩作用体系转化为无氧水2岩作用体系 氧化带尖灭进入还原带∀在两种地球化学环境

的过渡带 铀及其伴生元素 ≥ ! ! ! ∂ 等 沉淀富集∀ 随着层间含铀流体的不断渗入

这种富集作用也随之滚动加积并形成富铀矿体∀ 在过渡带喜氧和厌氧生物群的活动也使氧化

2还原电位发生陡降 促进了铀的沉淀≈ ∀

411 水2岩反应

伊犁盆地南缘层间铀成矿过程包括两个水2岩反应阶段 即沉积2成岩阶段和后生层间氧

化带发育阶段∀沉积2成岩过程中整个区域含煤岩系内发生了封闭无氧体系的水2岩作用 使砂

岩孔隙流体成分产生很大变化∀ 砂岩层的泥质岩顶底板压实过程中排挤出大量孔隙流体 可

能带出其中部分成矿物质∀该阶段以大量粘土矿物等自生矿物的形成和有机质的演化为特征∀

首先 它反映了低温条件下的流体2矿物界面作用 其矿物组合为粘土矿物 高岭石! 多水高

岭石! 伊利石! 绿泥石和 或蒙脱石 黄铁矿 菱铁矿 次生微晶石英 少量方解石∀ 据闵

茂中π 对 矿床粘土矿物研究 认为原生砂岩中存在的大量粘土矿物 1 ∗ 1 以

高岭石为主 1 ∗ 1 其次为绿泥石 1 ∗ 1 ∀÷ 衍射分析发现填隙物中

还有较多的混层粘土矿物∀ 这些自生粘土矿物主要分布于填隙物中 仅少数由铁镁质碎屑矿

物 角闪石! 黑云母等 在层间氧化带发育期形成∀ 其次 硫同位素研究表明 成岩期黄铁

矿的形成有大量细菌参与∀ 最后 随着上覆沉积物的加厚压实 有机质成熟度不断加深 局

部进入甲烷生成高峰期 由此释放出大量有机酸! ≤ ! ≥! ≤ 等还原性气体 为铀的沉

淀提供了必要的还原剂∀ 野外观察表明该区砂岩成岩程度较弱 石化程度低 岩石胶结松散

十分有利于后期含氧含铀层间流体的渗入成矿∀ 该阶段对层间铀成矿的主要贡献是沉积物中

铀的再分配和产生后期铀沉淀所必需的还原剂∀

π 闵茂中等 新疆伊犁盆地扎吉斯坦地段铀矿石物质成分研究 科研报告 核工业西北地质局新疆地调处

层间氧化带发育阶段也就是铀成矿作用的时期 水 岩反应的主要特征是有自由氧的参

与 硫化物 主要为黄铁矿 被氧化 低价铁转变为高价铁并使原生灰色岩石变为红! 黄色

调 更重要的是铀矿化形成∀ 而在氧化2还原过渡带又有黄铁矿再生 并产生较窄的局部酸化

环境 形成矿石带后缘附近的酸化褪色蚀变带∀ 这种局部酸性环境有利于铀的溶解与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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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 从表 也可看出 在过渡带硫化物中的硫 ≥硫 和全硫 ≥全 都有所增加 也说明

了黄铁矿的再沉淀∀同时硫酸盐在低温下 井下定深测温表明成矿温度为 ε 以下 不发生

氧化2还原反应 也不参与黄铁矿的形成∀

π 秦明宽 新疆伊犁盆地南缘可地浸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床成因及定位模式 博士论文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表 3 层间氧化带发育期水 岩反应的硫的分布

Ταβλε 31  Δ ιστριβυτιον οφ συλφυρ ιν τηε προχεσσ

οφ ωατερ−ροχκ ιντεραχτιον δυρινγ τηε

δεϖελοπμ εντ οφ ιντερλαψερ οξιδατιον ζονε

分带性 ≥硫 ≥全

氧化带 1 1

过渡带 1 1

还原带 1 1

   注 数据引自秦明宽π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是受层间水力

作用影响而顺层发展的后生带状铀矿床 它受

透水砂岩层的搌布! 岩性2岩相! 古 水动力

条件等因素控制≈ ∀因此 层间氧化带发育期

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铀的淋滤迁移和沉淀∀由于

层间流体的氧化性质 使氧化前锋之后几乎所

有流体流经的岩石中的铀及其伴生元素被淋

滤出来 并在氧化前锋附近沉淀 是一个滚动

加积的过程 从而使铀矿体不断加大富集∀最

后 在层间流体流向上 存在 ≥! ° ! ! 等同位素的分馏作用 从而形成相应的分带现

象≈ 也为成矿预测和矿体定位提供了依据∀

412 流体作用的稳定同位素及稀土元素示踪

氧同位素特征及示踪 伊犁盆地砂岩铀矿的形成与顺层渗入的含氧含铀地下水和其

流经围岩所发生的水 岩反应密切相关 使得运用氧同位素来研究与层间氧化带有关的铀矿化

成因及成矿预测成为可能∀ 在真空高温下用 ƒ 分别分离样品中的氧 以 ≤ 的形式析出

然后在气体质谱仪上分析氧同位素成分∀所有结果都换算成 ≥ • 标准值列于表 ∀系统采

集样品的 勘探线从氧化带到还原带全岩氧同位素组成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 图 在过

渡带附近出现全岩氧同位素组成明显 / 偏轻0 可能是由于过渡带附近存在较强的生物细菌作

用所致∀通过对研究区不同流体及岩 矿石氧同位素研究 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气氧在层间氧化

带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全岩氧同位素在层间氧化带流体流向上存在较明显的分带

性 为我们相似的地区预测和寻找与层间氧化带有关的砂岩型铀矿床提供了有力依据∀

表 4  伊犁盆地南缘乌库尔其地区 453 剖面 2
2 砂岩样品全岩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ϕ

Ταβλε 41  Ω ηολε ροχκ οξψγεν ισοτοπιχ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ς
2
2 σανδστονε

σαμ πλεσ φρομ Νο 453 σεχτιον οφ Ω υκυρθι διστριχτ

样 号 岩 性 特 征 Δ 样品在层间氧化带中的位置

• 2 浅灰色含砾不等粒粗砂岩 含褐斑 1 1 ∗ 1 氧化带

• 2 浅灰色不等粒粗砂岩 含褐斑 1 1 ∗ 1 氧化带

• 2 灰色含砾不等粒砂岩 松散 含碳质 1 1 ∗ 1 过渡带

• 2 浅灰色不等粒砂岩 松散 1 1 ∗ 1 过渡带

• 2 灰色松散中粒砂岩 含碳质! 黄铁矿 1 1 ∗ 1 还原带

• 2 灰色细砂岩 松散 含碳质! 黄铁矿 1 1 ∗ 1 还原带

  注 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作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稳定同位素质谱室测定

  层间流体作用的稀土元素特征 在利用 ∞∞ 配分特征解释岩石成因和成矿物质来

源等问题的同时 目前越来越多地利用 ∞∞ 的可迁移性来示踪成矿流体的演化及含矿岩石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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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 ∂ 旋回砂岩全岩 Δ 变化规律

ƒ 1 ∂ Δ √ ∏

∂ ∏

变过程中元素的迁移程度∀ 2
≈ 认为 值对流体中 ∞∞ 含

量有着绝对的控制作用 当流体

值降低时流体中 ∞∞ 将随之增加 反

之降低∀ 本研究采集了研究区 条剖

面的 个围岩样品! 个矿石样品!

个基岩样品及 个库捷尔太铀矿床矿

石样品 进行了稀土元素分析∀ 个

围岩样品和 个矿石样品都各自具有

十分相似的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由于

篇幅所限 文中仅将 类岩 矿石各取

个样品的分析结果列于表 其特征

表 5 乌库尔其地区各类岩矿石样品的稀土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10 6

Ταβλε 51 Ρ ΕΕ χοντεντσ οφ ς αριουσ ροχκ ανδ ορε σαμ πλεσ φρομ Ω υκυρθι διστριχτ

样号 ≤ ° ≥ ∞∏ × ⁄ ∞ × ≠ ∏ 2 ∞∞

砂岩铀矿石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基 岩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无矿围岩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作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 °2 ∞≥ 室测试 ≠ 为 矿床矿石样品

明显地反映在图 中∀本研究的所有围岩及矿石含量样品均采自含矿目的层 ∂ 旋回∀伊犁盆

地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从氧化带到还原带具有明显的 值的分带性 在矿石带附近存

在的酸化褪色带 有利于 ∞∞ 的迁移 因为在偏碱性溶液中 稀土元素易形成 ≈ ∞∞

≤ 和 ≈ ∞∞ ≤ 两种形式的络离子迁移≈ ∀ 从图 可看出 矿石样品明显比围

岩样品富 ∞∞ 除 × ! ≠ 和 ∏三种重稀土元素 这说明在低温条件下 只要有适宜的

环境 ∞∞ 完全可以迁移和局部富集∀ 同时 矿石样品与安山玢岩样品 ≥2 的稀土分布型

式十分吻合 而与灰岩样品 ≥2 相差较大 可能是矿石中 ∞∞ 大多来自安山玢岩 进一步

说明了铀矿物质主要来自基岩裂隙水 河水中的铀来源则为次要∀ 另外 从表 也可看出基

岩裂隙水的铀及其微量伴生元素与过渡带的层间水十分相近 也说明了层间流体的基岩裂隙

水来源∀

 结 论

综上所述 可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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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伊犁盆地乌库尔其地区部分岩 矿 石样品稀土元素分布型式

ƒ 1  ≤ 2 ∞∞

• ∏ ∏

伊犁盆地区域流体在平面上和剖面上具有明显的分区和分带性 这种特征与层间铀

成矿位置是完全一致的∀

成矿目的层) ) 水西沟群 ση 随着盆地演化经历了沉积成岩作用和层间氧化2还

原作用两个阶段的水 岩反应 对铀成矿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低温条件下 由于层间流体酸碱度的变化使稀土元素有一定的迁移和富集∀

从氧化带到还原带次生加大边石英和全岩都具有氧同位素分带性∀

通过对层间流体的 ∞∞! 微量元素! 氢氧同位素等研究 认为层间流体主要受基岩

裂隙水的补给 铀及其伴生元素可能主要来自基岩 而基岩裂隙水也受大气降水的补给∀

作者感谢在野外工作期间核工业 大队四分队的李细根分队长! 阿仲明! 李彦龙工程

师! 王乐民等同仁的热情帮助 也感谢 大队林双幸队长! 总工办潭鸿瓒主任及全体同志

在该课题实施过程中的帮助∀ 与闵茂中教授就文中部分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和交流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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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洪波 姜在兴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分析在岩相古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 石油大学学报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ΤΗΕ Ρ ΟΛΕ ΟΦ ΦΛΥΙΔΣ ΙΝ ΤΗΕ ΟΡ Ε −ΦΟΡ ΜΙΝΓ ΠΡ ΟΧΕΣΣ

ΟΦ ΤΗΕ ΙΝΤΕΡ ΛΑΨΕΡ ΥΡ ΑΝΙΥΜ ΔΕΠΟΣΙΤΣ ΟΦ Ω ΥΚΥΡ ΘΙ

ΔΙΣΤΡ ΙΧΤ ΟΝ ΤΗΕ ΣΟΥΤΗΕΡ Ν ΜΑΡ Γ ΙΝ ΟΦ ΨΙΛΙ ΒΑΣΙΝ

• ∏ ∏

Δ επαρτμ εντ οφ Ε αρτη Σχιενχε Ν ανϕι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Ν ανϕινγ  

±

Ν ο Γεολογ ιχαλΠαρτψ Ν ορτηω εστ Γεολογ ιχαλΒυρεαυ οφ Ν υχλεαρ Ινδ υστρψ Υρυμ θι 

Κεψ ωορδσ ∏ ∏ 2 ∏

2 ∏ ∏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 ∏ ∏

√ × √ 2

≠ ∂

√ ∏ ∏ ∏ 2

∏ • 2 ∏ 2

∏ ∏ ⁄∏

√ ¬ 2 2

∏ 2 ∏ ∏ ∏

∏ 2 ¬ ∏

Δ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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