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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华北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之间兴蒙造山带东段的中蒙古-额尔古纳地块，地块主体位于俄罗

斯境内，西侧和北侧为中生代的蒙古-鄂霍次克构造带，东侧以塔原-喜桂图拼合带为界与兴安地块相接，

呈北东东向展布。与著名的俄罗斯斯特列措夫铀矿田及蒙古的多尔诺特铀矿田处于同一级构造单元内，具

有相似的地质演化历史和铀成矿地质条件。区内中生代花岗岩浆侵入和火山作用强烈，断裂构造发育，以

NE 向和 NW 向断裂为主，其次是 SN 向断裂。不同时期复杂的构造演化、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和深大断裂

为铀矿形成提供了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2 铀矿化地质特征 

区内铀矿化的构造控矿特征明显，铀异常几乎无例外的受 NE 向（NNE 向）、NW向构造破碎带或节

理裂隙控制，沿构造裂隙 γ能谱测量值明显增高。构造破碎带规模不等，长几米至百余米，宽几十厘米至

几米不等，沿破碎带碎裂岩、石英脉异常发育。铀矿化与硅化、碳酸盐化、方解石化、蛋白石化、褐铁矿

化及钾化的关系密切。铀矿化主要呈浸染状和微细脉状。 

3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刘延勇（2008）指出热液型铀矿须具备以下 4 个条件：① 有供给铀源的铀源层(体)存在；② 有容纳

成矿物质的破碎带存在；③ 有利铀活化转移的构造活动条件；④ 适宜的地球化学环境,如氧化转向还原的

过渡带和足够的还原剂、吸附剂存在。综合本区基底、盖层、构造和岩浆岩等条件，结合与境外邻区大型

铀矿床成矿特征和成矿条件的对比分析，认为本区具有良好的铀矿成矿地质条件。 

基底  区内主要由下部遭受角闪岩相变质的下部早、中元古界兴华渡口群、上部的以绿片岩相变质为

主的上元古界佳疙瘩群和少量的新元古代花岗质杂岩构成该地块的基底。基底变质岩及是含铀丰度较高的

华力西期、加里东期及吕梁期花岗岩残留体为铀的矿化提供了丰富的铀源基础。  

盖层  中生代的火山岩浆活动可划分为晚侏罗世早期塔木兰沟(额尔古纳)期、晚侏罗世晚期上库力(土

尔金)期和早白垩世梅勒图（伊列克得）期 3 个火山喷发-岩浆侵入旋回（罗毅，1997），也有学者认为是

上库力旋回和塔木兰沟旋回两个喷发旋回（张振强，2000）。多旋回多韵律的特点形成了区内基性-中性-

酸性火山岩地层互层的特征，在接触面的脆弱带为矿液的交代沉淀富集提供良好的储矿条件。 

构造  本区成矿作用是多期复杂地质作用的综合结果,至少经历了三期复杂地质作用,其复杂性主要体

现本区构造环境的多期次变化（王之田等，1988，1994；徐贵忠，1998）。从晚古生代至早中生代经历了

古亚洲洋、蒙古－鄂霍次克洋的闭合及区内多块体拼贴的过程（Kuzmin et al. , 1996; Zhao et al., 1996）。

晚中生代进入造山后作用阶段，火山喷发活动及盆岭构造极为发育（李思田等，1987）。这些复杂的构造

演化为铀活化转移提供便利。 

岩浆岩  中生代岩浆岩在本区活动比较频繁，特别是燕山期岩浆活动，几乎在火山岩带内均能见到燕

 
 

 

 
 

 
 

 



第 29 卷  增刊                       王  晰等：内蒙满洲里地区铀矿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153 

山期侵入岩成岩株、岩枝、岩脉、岩墙、岩筒,个别也见有岩盖（如鱼脊山等）等形式出露。本文对 89 件

火山岩和侵入岩样品进行分析表明：区内岩浆岩中铀、钍丰度与岩石的酸度具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在酸

性岩浆岩中，流纹岩中的铀、钍含量明显高于花岗斑岩和花岗岩。因此初步认为，中酸性浅成-超浅成侵入

岩或火山岩为铀矿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铀源基础。 

4 结  论 

研究区内基底变质岩与花岗杂岩体为矿床形成提供了物源，中生代火山岩盖层的互层特征提供了储矿

条件，多期次的构造演化活动为铀活化转移提供了通道，岩浆岩的高含铀量再次为铀矿富集成矿提供矿源

条件。因此认为，本区具有较大的铀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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