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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后期改造与砂岩型铀矿成矿 

李卫红，徐高中，权建平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陕西 咸阳  712000） 

 
天山造山带横亘于欧亚大陆腹地，呈近东西向带状展布，在我国境内长约 1 700 km。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哈萨克斯坦板

块、西伯利亚板块和塔里木板块的交汇地带。造山带内部和边缘分布着众多的中新生代山间盆地，重要的产铀盆地伊犁、吐

哈盆地就位于其中，它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地浸砂岩型铀矿产出区。天山造山带的形成、发展演化与天山造山带的构造发展演

化密切相关，受到多期、多阶段板块开合及地球动力学机制的控制，经历了元古代古陆块（克拉通）形成；古生代板缘盆地

发展；中新生代板内盆地发展等演化阶段；各阶段盆地地球动力类型有所不同（表 1）。进入中新生代，特别是晚侏罗世以

后，在板内挤压应力为主导的地球动力学机制下，盆地遭受了多期次、多形式后期改造。盆地后期改造作用与砂岩型铀矿成

矿有着密切成生的关系，不仅制约着产铀建造层的形成与分布，又对砂岩型铀成矿作用的发生及其空间展布起到重要的控制。

开展盆地改造及其与砂岩型铀成矿关系研究，对总结具有特色的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成矿规律及指导找矿有重要的意

义。 

 

 

1  盆地后期改造类型及特征 

    古生代末期哈萨克斯坦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及塔里木板块拼接完毕，形成了统一的欧亚板块，但这一由多个地块拼合而

成的大陆与典型的克拉通大陆不同，其内部构造条件复杂，拼接带仍表现为构造软弱带，稳定性相对较差。进入中新生代板

内盆地发展阶段，特别是晚侏罗世以来，该区转入以陆内挤压地球动力学为主的构造环境，陆内地壳活动性增强、构造运动

期次增多，特别是沿古造山带等构造软弱地带构造变形强烈，发生多次隆升，其间的盆地也经受多期的构造抬升剥蚀、冲断

推覆及叠合深埋等作用的改造。盆地后期改造类型及程度受区域地球动力学机制的控制，并与盆地所处的构造位置有关。一

般座落于前寒武系地块之上的盆地改造作用程度适度，而位于古生代褶皱带基底之上的盆地或毗邻造山带的盆缘地带改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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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强烈。盆地后期改造类型及特征如下。 

1.1  盆地抬升与剥蚀改造 

    晚侏罗世、晚白垩世及新生代期间（始新世末—中新世和上新世—第四纪）是印度板块多次向欧亚大陆拼合增生、碰撞

俯冲作用的重要时期，也是盆地抬升与剥蚀的主要时期，不仅使同期盆地（J1-2）逐渐萎缩、消亡或被分割（准格尔-吐哈盆

地）、沉积层变薄、盆地及盆缘区多次抬升隆起，在盆地盖层中形成多个沉积间断（J1-2∕J3、J3∕K1、K1∕E3、E3/N1、N1∕N2、N2∕Q1…

区域不整合界面），使早期盆地（T2-3、J1-2、K1）遭受剥蚀、风化淋滤改造，对盆地潜水或层间氧化作用的发育极为有利。 

1.2  盆地冲断推改造 

    中新世以来，天山地区强烈的挤压收缩使早期盆地构造格局发生了大的转变，年轻的造山带开始形成，并最终使盆地构

造定型。此阶段陆内挤压作用使相邻造山带的盆缘地壳沿山前深大断裂向造山带根部蠕动、俯冲，在盆山耦合地带形成大型

逆冲推覆带（或成排的断裂褶皱带），在盆缘地盖层中形成层间滑脱断裂、犁型挤压断裂、北东向与北西向共轭剪切断裂，

个别地区已影响到盆地内部，形成中央逆冲背斜构造（如：吐哈盆地火焰山背斜带），构成构造强烈活动、发育区。使盆地

构造特征更为复杂化，如：天山南北缘山前地区、吐哈盆地北缘均发育此类型构造。这类构造对晚期层间渗入型地下水的发

育是不利的，同时，对早起形成的层间氧化带山岩铀矿起到改造和破坏作用。 

1.3 盆地叠合深埋改造 

中生代晚期（K1）或新生代期间，受天山陆内阶段性伸展拉张应力及山前挤压绕曲盆地形成的（如天山南北缘）的影

响，早期形成的盆地（T2-3、J1-2）受到晚期盆地（K1～E）叠合深埋作用的改造。如：准噶尔盆地南缘坳陷区（K1～E厚度

3 000 m）、吐哈盆地中北部坳陷（K1～E厚度 800 m），其对早期盆地地层（J1-2）的成岩作用及烃源岩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却抑制了后期渗入型地下水机制的形成，对砂岩型铀成矿是不利的。 

2  盆地后期改造与砂岩型铀成矿的关系 

    盆地构造演化-改造与砂岩型铀成矿有密切的成生关系，它不仅控制着产铀建造（目标层）的形成和分布，并控制着砂

岩型铀矿成矿作用的发生及空间展布。 

2.1  早中侏罗世稳定的板内伸展构造环境下形成良好的产铀建造 

早中侏罗世，天山地区地貌趋于准平原化，进入稳定的板内伸展沉积期，形成了统一机制下陆内箕状断（坳）陷泛盆沉

积，此期，物源区由富铀的前寒武系地块、海西期中酸性岩浆岩带及古生代褶皱带隆起组成，气候温湿，形成了一套富铀（w

（U） 4.0×10-6～6.48×10-6）、富有机质的河-湖（沼）相含煤碎屑岩沉积体系，它不仅是盆地内良好的含油气建造，也是重

要的产铀建造。该产铀建造在天山造山带各盆地中分布广泛，构成该区砂岩型铀成矿重要的找矿目标层。 

2.2  晚白垩世以来构造抬升期控制着砂岩型铀成矿作用的发生 

    晚侏罗世以来，盆地抬升改造剥蚀主要阶段，盆地曾出现多次沉积间断，沉积间断期正是后生层间氧化带发育及砂岩型

铀矿成矿作用发生时期。根据盆地地层沉积间断及铀矿石年龄结果（122～80 Ma、60～7 Ma、5～0.7 Ma），区内砂岩型铀矿

主要发生于如下 3个阶段：① 晚白垩世铀预富集成矿阶段；② 始新世末—中新世铀主要成矿阶段；③ 上新世—第四纪铀

成矿叠加改造阶段，并有累积叠加成矿的特点。 

2.3  盆缘相对稳定的构造斜坡带是砂岩型铀成矿的有利区 

   构造斜坡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基底斜坡，二是其上的沉积盖层（目标层）也具有稳定的单斜构造（倾

角：＜10～15°）。前者对含铀建造层河流相砂体广泛稳定发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后者则直接导致铀成矿阶段长期单向渗入型

地下水的入渗及层间氧化带铀矿的形成。中新生代初期（T）陆内断陷盆地沉积，具有填平补齐的作用，对区内中下侏罗统

产铀建造层河流相—三角洲相的广泛稳定分布提供了良好的基底构造环境，中新生代晚期多期的构造抬升掀斜作用对盆缘构

造斜坡带形成提供了地球动力学条件，相对稳定的盆缘构造抬升掀斜区（新构造期的次造山区）是盆缘单斜构造层的主要分

布区，其为盆地后期渗入机制地下水长期缓慢渗流、后生氧化作用多期持续发育创造了有利构造环境，控制着砂岩型铀矿的

宏观展布。如：吐哈盆地西南缘铀矿带（艾丁湖斜坡带）、伊犁盆地南缘西段铀矿（田）等均分布于这类构造环境区。 

2.4  次级宽缓背斜翼部、隐伏断裂控制着铀矿床（体）的空间定位 

新生代晚期的构造运动在盆缘盖层中形成一些次级宽缓背斜（鼻状隆起）、隐伏断裂构造，它们不仅控制着产铀建造层

的空间展布形态，同时，对层间承压水的径流、排泄方向和条件有明显的制约，控制着局部层间氧化带的空间展布。如：吐

哈盆地十红滩地区鼻状隆起和南、北矿带间的北西向隐伏断裂；伊犁盆地 512矿床的墩买里近东西向隐伏断裂构造等对层间

氧化带及铀矿床均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2.5  盆缘强烈冲断推覆、叠合深埋作用对砂岩型铀成矿不利 

毗邻造山带的盆缘冲断推覆构造带是盆地晚期陆内强烈挤压变形区，盆缘盖层中冲断褶皱、层间滑脱推覆构造发育，使

含矿目标层肢离破碎、产状陡立，不利于长期的单向渗入型地下水的入渗、径流和层间氧化带的发育。挤压挠曲沉降形成的

盆地叠合深埋区使找矿目标层处于深埋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地静压力，其对深部油气的形成有积极意义，却制约了渗入型地

下水的发育，对层间氧化带的形成是极为不利的。 

3  结  语 

我国天山造山带处于几大板块的拼接交汇部位，地史上经历了多期多旋回的板块开合构造演化，与毗邻的中亚地区大

型陆台型产铀盆地比较，总体具有地壳稳定性差、深部构造活跃、陆内变形强烈等特点，特别是中新生代晚期构造运动频繁、

改造作用强烈。因此，在这类改造型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找矿中，寻找和确定有产铀建造分布、且盆缘构造相对稳定的抬升

掀斜区-构造斜坡带，或在活动区中寻找构造相对和缓的构造区应是今后找矿选区工作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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