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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铀资源地质学6一书的评介

杜乐天
核工业地质研究院 北京  

由东华理工大学余达淦 !吴仁贵和南京大学陈培荣三位教授联合编著的5铀资源地质学6一书于 年

月出版问世 并作为国防科工委十五规划的教材 ∀该书作者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铀矿地质找矿 !科研和教

学工作 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并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此书以中国铀矿床为中心内容

汇集了全球各种类型的铀矿地质资料 既有矿床个论和具体成矿规律 又有其产出和分布的区域地质背景分

析 因此 不仅可以使专业的大学生 !研究生及博士生学习到铀矿地质总体知识 同时对科研人员也有重要的

理论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此书的学术价值有以下几点 ∀

内容新 ∀此书是对近年来铀矿地质 特别是中国铀矿地质科学发展的一次最新的成果整理 !概括和

阐发 反映了此领域当代的认识水平 ∀回忆类似的此等有关专著大多是在十几年前陆续出版的 近年来除少

数专著外基本上没有新作 ∀在此书中 作者吸纳了近些年国内各有关单位同行们的众多科研成果 也展示了

作者自己的科研成果 ∀

逢时 ∀此书出版正值国家新一轮铀矿找矿高潮兴起的前夕 迎合了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目前找

矿队伍和找矿地区亟需扩大 在人才培养方面正需要优质的教材和供参考的科学著作 ∀

有深度 ∀众所周知 教材的编写在许多方面比对科研论著有更多的要求 一本教材对科学研究 !教

学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例如 在规律 !理论上对众多中外资料 !文献的鉴别与取舍就是一个大问题 ∀教材的

意义在于从众多资料中提炼精华 而不是不加分辨地收录 ∀既要给人以总体成就 !总体趋势的认识 又能同

时指出科学发展中真正有价值 !有分量的关键性进展 ∀这要求具备高度的学术鉴别力 ∀

须加强调的是 铀矿地质科学在整个矿床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在自然界中 铀元素极少和其他元素共

生产出 总是独立成矿 自成体系 ∀不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是如此 ∀同样 在铀矿床中也很少有其他元

素与之共生成矿 ∀因此 从铀矿床研究出来的成矿规律往往与非铀矿矿床的成矿规律不同 ∀这就在相当程

度上充实了对成矿规律的总结 ∀目前很需要开展一种比较矿床学研究 这种对比会大大开阔研究者的视域

和思路 从而共同推进矿床学的整体发展 ∀铀矿地质学的研究将带来以下亮点 ∀

铀的成矿热液不是来自酸性岩浆分异而是直接来自地幔流体 ∀由于可以充分利用其放射性和

° 法对岩体 !矿体精确测年 确切无误地证明了成岩和成矿之间存在很大的时差 后期的热液作用和前期的

花岗岩岩浆作用不是同一过程 ∀岩体形成于区域挤压环境 而热液则形成于完全拉张的伸展拆离构造之中 ∀

在花岗岩体与热液铀矿形成中间总有多次玄武岩事件相隔 ∀

热液型铀矿研究破译和解决了多年来困惑矿床学界的一大难题 ) ) ) 矿源问题 ∀铀矿矿源是来自热

液对富铀花岗岩及富铀碳硅泥岩系的岩石铀的浸出而不是岩浆分异 ∀

热液从富铀的岩体中浸出萃取铀成矿是靠碱交代作用排矿实现的 ∀对各地大量原岩花岗岩和碱交

代后的花岗岩对比研究 发现在花岗岩中占 全岩铀的晶质铀矿副矿物在碱交代中几乎全部排出以提供

铀源 ∀在 • !≥ ! !× !× ! ∏等矿床形成中也有此规律 ∀

碱交代作用乃是整个热液作用的普遍成矿机制 而碱交代岩又是极为重要的铀矿找矿对象 这已被

越来越多的新矿床所证明 ∀

广泛见于世界各地铀矿根部的碱交代作用所必需的巨量 ! 是地壳物质不可能供给的 ∀这些碱

金属来自富碱和挥发分的上升地幔流体 ∀这样 地幔流体 ) 热液作用 ) 从途岩 !途浆中浸出矿质 ) 形成矿床

的基本链条大体组成了地球上热液成矿的全过程 ∀

环顾全球可以看出 由于所在大地构造位置的不同 各国都有具自己特色的铀矿成矿理论 ∀例如美苏砂

岩型铀矿的/ 层间氧化带0成矿理论 澳大利亚 !加拿大的/ 不整合脉型0 南非的/ ∏古砾岩型0 法国 !葡

萄 !西班牙的/ 海西期花岗岩型0 在中国为燕山期花岗岩型 矿 但又有一系列与之不同的成矿特征 类型

 
 

 

 
 

 
 

 



更为多样 规模也更大 研究得更为深入 另外还有德国 !捷克的/ 岩体外带型 矿0 等等 ∀上述各主要产

铀国家的同行们共同铸造了全球铀矿地质理论 ∀这一切对于其他元素的成矿作用都可以提供独特的矿际间

的比较矿床学参考 ∀

上述各要点在5铀矿资源地质学6一书中都有新的归纳和阐述 ∀余达淦教授强调的众多新认识给读者以

下启示

乌克兰的钠长岩带规模巨大 明显受线型区域断裂控制 单个钠交代岩宽可达 ∗ 交代带

垂直延伸达 韧性剪切带宽 ∗ 钠交代也达同样宽度 ∀中国华南成矿省诸广岩体内与铀矿

化关系密切的碱交代岩同样规模巨大 连续长度近 宽 ∀试想没有深部过程的流体参加 什么样

的热液作用能有这么大的规模

/ 过去把热液作用仅视为岩浆作用产物 然而岩浆水不是热液的惟一来源 ∀0/ 碱交代体的产生是热

液成矿作用的前奏和基础 只有大规模碱交代作用才能活化岩石铀并使其进入溶液 才能产生酸性溶液携带

铀同步迁移 !沉淀0 ∀

鉴于地幔流体上升中 随碱交代岩的生成必然发生酸 碱空间分离 碱 ! 等 从热液转入固相矿

物 而酸质携带矿质继续迁移成矿 ∀ / 酸碱分离理论 , ,下碱上酸 下碱上硅分带 , ,这些规律在 ∏!≤∏!

• ! !× !ƒ 等矿种的运用上十分成功 ∀0看来 从热液铀矿中提炼出来的碱交代作用以及酸 碱分离成矿机

制也可移植于其他元素的成矿理论 ∀

总之 5铀资源地质学6是一本可读性强 !有价值的著作 ∀全书共 万余字 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

版 ∀

第七届矿床专业委员会名单

经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审批通过 矿床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组成名单如下 ∀

顾  问 宋叔和  涂光炽  郑绵平  裴荣富  常印佛  汤中立  赵鹏大  翟裕生  多  吉

主  任 陈毓川

副主任 王瑞江  胡瑞忠  王京彬  陈仁义  邓  军  李子颖  李  俊  白万成

委  员 陈军胜  陈  庆  陈祥云  陈衍景  丁  俊  丁式江  董连慧  董永观  杜建国  范宏瑞  

管太阳  何  虹  侯增谦  华仁民  贾宝华  雷良奇  李胜祥  李文昌  李文渊  李延河  

梁华英  刘建明  路远发  吕庆田  毛德宝  毛景文  聂凤军  牛树银  潘家华  彭齐鸣  

彭少梅  彭省临  钱壮志  秦克章  秦民宽  申茂德  孙景贵  孙文泓  孙晓明  唐菊兴  

王登红  王东生  王高尚  王海平  王全明  王铁军  夏学惠  肖克炎  薛春纪  徐九华  

严光生  杨建民  杨学勇  杨有朋  姚书振  尹意求  张德全  张复新  张永生  张作衡  

郑有业  周涛发  朱永峰

秘书长 毛景文

副秘书长 秦克章  薛春纪  孙文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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