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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讨论了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成矿类型及找矿方向等问题。通过对比研究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与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条件，认为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含矿砂体的规模和延伸稳定

性不如中亚地区，因而单个矿床规模难以构成超大型，但山间盆地可以发育多个由河流相或三角洲相控制的矿床，

从而在总体规模上可形成大型、超大型砂岩型铀矿矿集区。最后，指出了天山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找矿应注意的

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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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地质工作者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在中亚地区寻找地浸砂岩型铀矿取得了巨大成功，发

现探明了一批大型、超大型地浸砂岩型铀矿床，并在此基础上将中亚地浸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归纳为后地

台活化的次造山带成矿模式，形成了著名的“后地台次造山带控矿”成矿理论（P.И.戈利得什金，1994）。
但是，“后地台次造山带控矿”成矿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新疆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作用问

题。因为按“后地台次造山带控矿”成矿模式，属于天山造山带的山间盆地不利于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形成，

但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相继在天山造山带的伊犁盆地、吐哈盆地的侏罗纪地层内发现并

探明了一批砂岩型铀矿床，获得了相当规模的铀资源储量。笔者通过研究后认为，伊犁盆地、吐哈盆地在

造山作用之前和强造山作用之后均发生过铀成矿作用，并提出造山带内的山间盆地只要曾经存在较稳定的

构造地带（构造斜坡带最好），就有可能发育并保存地浸砂岩型铀矿；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造山带山间盆地

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 

1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 

1.1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的砂岩型铀矿的形成可归纳为在沉积成岩预富集基础之上经后生层间氧化改造

再富集成矿的两阶段成矿模式： 
（1）容矿层沉积成岩作用阶段，在沉积相带有利部位形成铀的预富集（高背景场），并在局部发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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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铀矿化（图 1A）。 
（2）在盆地后生改造阶段，由于层间渗入水的氧化作用，来自盆地南缘蚀源区和容矿层氧化带的铀

不断向承压水水力梯度降低的方向迁移，当渗入水中的氧逐渐耗尽时，铀在有机质碎屑及油气含量较高的

层间氧化还原过渡带被还原、吸附而沉淀下来，形成层间氧化带卷状砂岩型铀矿（图 1B）。 
 

 

1.2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类型 
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因类型基本上都属层间氧化带型。根据其层间氧化带发育时间可分为古

层间氧化带型、近代层间氧化带与古层间氧化带叠加型 2 种（表 1）。其中古层间氧化带型的铀成矿作用主

要发育在造山带的强造山作用之前，强造山之后由于构造埋葬或抬升剥蚀，铀成矿作用基本终止。古层间

氧化带与近代层间氧化带叠加型主要形成于构造斜坡带部位，由于其含矿层受强造山作用影响较小，在盆

地遭受强造山作用之后仍继续发育层间氧化作用而在古层间氧化带基础之上叠加新的层间氧化带型铀矿

化。 
表 1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床分类表 

型 亚型 典型矿床实例 

古层间氧化带与近代层间氧化带叠加型  库捷尔太矿床、十红滩矿床 

构造抬升破坏亚型 沙瓦布齐矿床 古层间氧化带型 

构造褶断保存亚型 蒙其古尔矿床 

 

图 1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模式示意图 
1－透水岩层（砂岩及砂砾岩）；2－隔水层(泥岩、粉砂岩及煤层)；3－层间氧化带；4－石炭－二叠纪火山岩、火

山沉积岩及沉积岩；5－海西期花岗岩及花岗闪长岩；6－地下水排泄源；7－含氧含铀水运移方向；8－CH4、H2S
等还原性气体运移方向；9－工业铀矿体；10－低品位铀矿化；11－断层及其运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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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层间氧化带型根据其与盆地后期改造构造的关系又可分为构造抬升破坏亚型和构造褶断保存型 2 个

亚型。构造抬升破坏亚型铀矿是指早先形成的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在强造山期位于强造山逆冲断层的上盘，

铀矿体受到一定程度破坏而成为残余矿床；构造褶断保存亚型铀矿则位于强造山逆冲断层的下盘，铀矿体

被深埋并不再遭受新的层间氧化作用改造而保存起来。 

2  天山山间盆地与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条件对比研究 

从表 2 可以看出，天山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条件与中亚地区有许多相似处，是很有利的产

铀盆地。主要不同点是天山山间盆地规模较小，容矿建造沉积相以河流相和三角洲相为主，而中亚地区主

要为滨海相及海陆交互相；因而天山山间盆地含矿砂体的规模和延伸稳定性不如中亚地区，从而导致其单

个矿床规模不如中亚地区那么大。但山间盆地中若河流相或三角洲相地层发育，可以形成多个由河流相或

三角洲相控制的矿床，从而在总体规模上形成大型、超大型砂岩型铀矿矿集区。此外，天山山间盆地容矿

建造形成后经历的干旱-半干旱古气候时间比中亚地区长，也就是说其铀成矿时间长于中亚地区，有利于矿

化的多次富集叠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沉积相规模小的不足。 

表 2  伊犁盆地、吐哈盆地与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对比表 

成矿地质条件 楚萨雷苏-锡尔河 中央克兹尔库姆 伊犁盆地 吐哈盆地 

盆地类型 大型台向斜盆地 大型台向斜盆地边部的

断拗式盆地 

山间盆地 山间盆地 

盆地规模 km2 450000 >125000 16000(中国部分) 51000 

盆地主要蚀源区 天山造山带 天山造山带 天山造山带 天山造山带 

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时代 Ma 25～1 25～1 108～50，25～1 104，81，24～7 

必备性成矿地质条件     

蚀源区及基底铀源 富铀，岩石中 wU 为

（6～7）×10－6 

富铀，岩石中 wU 为（6～

7）×10-6 

富铀，岩石中 wU 为（4～

14.3）×10-6 

现代铀含量不高，但古

铀含量高 

大地构造背景及构造演化 次造山构造背景，具弱

伸展-弱挤压变革期 

次造山构造背景，具弱

伸展-弱挤压变革期 

造山构造背景，具弱伸展

-弱挤压变革期 

造山构造背景，具弱伸

展-弱挤压变革期 

泥-砂-泥岩性组合 非常稳定 非常稳定 稳定 较稳定 

容矿建造形成后干旱-半干旱性

古气候 

＞20 Ma ＞20 Ma ＞65 Ma ＞65 Ma 

辅助性成矿地质条件     

容矿建造沉积相 滨海相及海陆交互相 滨海相及海陆交互相 三角洲相、辫状河流相 辫状河流相、三角洲相

容矿建造内砂体地球化学性质 灰色层 灰色层为主，杂色层也

很重要 

灰色层 灰色层 

油气还原与成矿作用关系 不明 明显 明显 明显 

控矿层间氧化带性质 区域性层间氧化带 局部性层间氧化带 局部性层间氧化带 局部性层间氧化带 

 

3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砂岩型铀矿找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天山造山带有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 46 个，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今后的铀矿找矿工作应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3.1  找矿目的层以侏罗系为主，积极探索白垩系和第三系等新层位的铀矿化远景 

由于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的侏罗纪地层为暗色含煤系地层，含水层砂体中有机质、黄铁矿等聚铀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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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目前发现的砂岩型铀矿床绝大多数产于侏罗纪地层中，因此，侏罗系理所当然成为天山造山带山间盆

地找矿的首选目的层。但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有时油气活动比较发育 ，还要注意在白垩系和第三系中寻

找与油气二次还原有关的砂岩型铀矿（李胜祥，2006）。 
3.2  要抓住造山带山间盆地铀成矿具近源浅成特点，将找矿重点放在盆缘附近 

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控矿层间氧化带主要为局部层间氧化带性质，因此铀成矿具近源浅成特点，加之

山间盆地受后期造山运动影响，地层倾角往往较大，多大于 5°，离开盆缘十几公里目的层埋深一般较大，

超出目前地浸开采能力范围，因此，造山带山间盆地的找矿重点应放在盆缘附近。 
3.3  要注意山间盆地的原型盆地恢复，正确评价盆地的铀成矿远景 

由于受后期造山运动隆升剥蚀作用影响，天山造山带现今看到的不少山间盆地系残留盆地，在沉积作

用发生时它可能属某一大盆地的一部分。如后峡盆地、柴窝堡盆地等侏罗纪沉积时与准噶尔盆地是连在一

起的。评价这类盆地时，我们不能仅依据其现今盆地规模小，就认为其沉积相带发育差而否定其铀成矿远

景。而首先要恢复其原型盆地面貌，然后从构造演化、沉积及古气候演化、水文地质条件、铀源条件等方

面全面分析其铀成矿条件，才能对其找矿远景作出准确判断。如果山间盆地的原型盆地规模大、相带分异

完善，即使其现今盆地规模小，只要其残留的是河流相及三角洲相等有利相带和其他铀成矿条件发育，山

间盆地的铀矿化规模也会相当可观，如美国科罗拉多高原的温德河盆地。 
3.4  要注意识别古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化，以免漏掉矿体 

近代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由于其成矿时代新（有些矿床的铀成矿作用现在还在进行），铀矿化位于

黄色层间氧化带与灰色还原带的过渡部位而很容易识别。但古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化就比较难追索，这

是因为古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有时埋深较大或其近矿部位的层间氧化带被后期二次还原现象掩盖而

不易识别。天山造山带山间盆地后期构造复杂，油气二次还原作用也较发育，更应加强古层间氧化带型砂

岩铀矿化的识别与研究工作，尤其当层间氧化带出现灰白色或蓝灰色或灰绿色分带时，更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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