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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论述了华东火山岩型铀矿找矿值得重视的地质问题: ¹ 铀成矿既可形成于浅源浅

成低温条件,也可形成于深源深成高温或深源浅成中低温条件,在强调深源时 ,不是简单地认为是

幔源就可以了,还必须强调壳幔作用的地质过程; º 打破人为的/ 类型0划分, 加强/ 铀成矿系统0的

研究, 更好地指导找矿; » 研究基性脉体与铀成矿问题应注意构造、岩石矿物成分、成因、蚀变与成

矿 3大问题, 注意寻找泥岩化作用强烈的破碎辉绿岩脉中的富铀矿; ¼火山盆地基底对铀成矿的

作用主要是提供铀源,将基底对铀成矿的影响从感性认识推向理性认识,有效地指导找矿; ½ 红盆

与铀成矿关系可以从构造、古气候及时间分析研究中得出结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有

助于铀成矿预测; ¾隐爆角砾岩筒是铀成矿、成富矿的重要储矿构造,是华东火山岩型铀矿找矿的

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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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华东地区居华南铀成矿区(省)的中心地带。该

地区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

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铀资源丰富, 矿床类型多、分

布广,经过 40多年的铀矿勘查, 已探明多处铀矿床

(点) ,探明一批工业储量,其铀矿类型主要是火山岩

型和花岗岩型, 其次为砂岩型、碳硅泥岩型及碱性岩

型。火山岩型铀矿是我国四大铀矿工业类型之一,

华东地区火山岩型铀矿在我国已探明的铀矿资源量

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华东地区铀矿品位大

于 0. 3%的铀矿床几乎全为火山岩型铀矿。尽管华

东地区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限

于当时的地质认识、找矿理论、勘查方法和手段, 还

存在着过去忽视的地质要素或工作程度不够的找矿

领域,在今后的铀矿地质勘查中还有许多地质问题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对华东火山岩型铀矿找

矿值得重视的地质问题提出了浅见, 供同行们参考

和共同探讨。

1  浅成低温与深源成矿

矿床学研究显示,分布在地壳浅表的矿床,尤其

是大型矿床,大多是大规模地质事件和地质作用的

结果, 受深部地质作用过程的控制。这是因为各类

矿床的成矿物质或直接来自地幔或下地壳,或经过

壳幔物质多次循环反复,其归根结底是来自地幔和

地壳。而大规模成矿又是在一定深度的构造热事件

中发生,它们多集中在壳幔边界、地壳内各层圈边

界、板块边界和构造不连续带中, 其热动力源于深

部,而矿床一般位于浅表环境, 即矿在浅表而根源在

深部。因此,成矿的深部过程背景和表层响应就成

为矿床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在铀的成矿理论中, 对铀成矿起主导作用的认

识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浅源浅成,认为铀是

浅源的富铀地质体在近地表的氧化条件下活化于含

氧水, 然后经过地球化学过程, 在浅成条件下富集成

矿;另一种倾向是深源浅成或深源深成, 它强调在内

生成矿作用为主导的成矿域中深源成矿作用的主导



性。多年来,我们已形成一个循习的观念,铀矿是浅

成低温矿床,是在拉张环境下富集形成的,所以在成

矿理论和找矿模式上, 我们侧重于浅源浅成理论体

系,地热体系的中低温浅成脉状矿床成矿模式也成

了该体系常用的模式。近年来地学的进展使我们认

识到铀成矿作用既发生在中低温浅部条件下, 也出

现在高温及深成条件下。在板块构造及地幔研究不

断深入,富含不相容元素(包括 U 和 Th)的异常地

幔被确认之后, 人们注意到,铀还来源于后期深部地

幔 ) ) ) 含铀的异常地幔。这些异常地幔的衍生地质
体常表现为复杂的非造山期长英质岩浆体系和与其

伴生的基性岩浆及一系列的碱性、亚碱性岩浆体,这

类地质体目前均被认为是壳幔作用产物,有的称之

为同熔岩浆型, 有的称为 A 型及 Ñ型花岗岩。富铀

的变质基底、特别是地球演化早期富铀地壳的形成

是地球早期地壳增生的一件重要地质事件,它是深

部地幔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 也是地球演化最早期

深源作用的产物。据前苏联红石矿田 3 000 m 深钻

资料,花岗岩化基底中有 6. 4 m的铀矿化层,证明深

部花岗岩化基底岩石中存在铀的带出带,铀来自深

部。刘正义等( 1996)铀的成矿实验表明: ¹ 花岗质

熔体中,流体与熔体共存相中铀趋向熔体,熔体结晶

过程中铀趋向形成铀矿物;流体与结晶熔体结晶过

程中铀趋向形成铀矿物; 流体与结晶熔体共存相时,

随熔体结晶铀又趋向流体,从而有利于热液铀矿的

形成; º各种溶液对铀溶解能力依次为:碳酸盐> 硅

酸> 氟化物、硫酸盐; »氟化物和纯水溶解铀的能力
向中温( 200 e )和高温( 480 e )方向增加, 铀浓度曲

线呈现/ U0型, 而碳酸、硅酸和硫酸盐溶液溶解的最

大溶解点发生在 250 e ,这说明岩浆熔体、特别是酸

性岩浆熔体能富集铀,而随着熔体结晶,铀又趋向于

释放到流体中去, 这就为铀的深源成矿理论奠定了

实验基础。另据华东一系列铀矿床资料,其 D( 13 C)

平均值为- 6 @ 10- 3 ~ - 8. 15 @ 10- 3 , 属于幔源碳,

主要来源于地壳深部。大量铀矿床研究表明, 铀成

矿作用的物理化学条件比较宽, 它既可以形成于浅

源浅成低温条件, 也可形成于深源深成高温或深源

浅成中低温条件下。由于铀具有向酸性岩富集的地

球化学属性,我们在强调深源时,不是简单地认为是

幔源就可以了, 还必须强调壳幔作用的地质过程。

因此,深源铀成矿的问题应引起铀矿地质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

2  铀成矿系统与火山构造

/成矿系统0一词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系指

/由成矿物质来源- 运移通道和矿化堆积场所组成
的一个自然系统0,如今理解的成矿系统是广义的,

翟裕生院士把成矿系统刻划为: /在一定的地质时空
域中, 控制矿床形成、变化和保存的全部地质要素和

成矿作用动力过程, 以及所形成的矿床系列和异常

系列构成的整体, 是具有成矿功能的一个自然系

统。0 深部成矿物质在向浅表环境运输过程中,在不

同深度可形成不同的矿石组合。同一成矿系统在不

同深度条件下可能形成同一矿种但成因类型不同的

矿床, 表现为成矿的多样性和可比性,有如矿物学中

的/同质异象0。随着地幔流体与铀成矿作用等深源
铀成矿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对前人按铀矿类型建

立的成矿系列和成矿模式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

研究。笔者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成矿系统中一定有一

些最关键、最核心的成矿要素(简称该成矿系统的

核) ,离开了系统的核,该成矿系统不复存在。因此,

通过对成矿系统核的研究,能深入揭示该成矿系统

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成生关系,从而有效地指导找矿。

经初步研究认为:在同一构造岩浆火山活动旋回、围

绕同一火山活动中心或岩浆热源中心、在不同深度

和水平距离形成的一系列具有成因联系的铀矿床的

总和称之为/铀成矿系统0。前人对华东地区铀成矿

带、铀矿田及铀矿床的铀成矿系列有一定的研究,今

后应加强铀成矿系统的研究, 能否打破人为的类型

划分(如河草坑矿田) , 把铀成矿系统与区域铀成矿

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更好地指导找矿实践。根据

华东地区铀矿分布特征可知, 其火山岩型铀矿与不

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火山构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

火山喷发带控制铀成矿带,火山喷发亚带控制铀成

矿亚带, 特殊意义的破火山口、火山洼地、火山断陷

盆地、火山构造盆地等 Ó级火山构造控制着铀成矿
区, Ó级构造的某些特定部位和单体火山机构及火

山构造的原生构造、环状构造、放射状构造,斑岩体

内外接触带等直接控制着铀矿体的定位,这种火山

构造逐级控矿的特征反映出火山机体的发生、发展

及演化过程与铀成矿作用的特殊关系, 特别是火山

盆地边缘、次火山岩及层间破碎带、不同级别火山构

造内断裂变异部位、构造膨大部位、张性构造发育

处、各种岩体变异部位、单体火山机构特定部位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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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层间构造、切层构造及其它们的复合部位控制

等等是火山岩型铀成矿最有利部位。因此,研究铀

成矿系统和解剖火山构造是华东火山岩型铀矿找矿

工作的关键问题之一。

3  基性脉体与铀成矿

华东地区铀矿主要产于酸性、中酸性岩类中,前

人在铀矿找矿中对中基性、基性脉体与铀成矿的关

系重视不够。华东一些火山岩型和花岗岩型铀矿

(特别是富铀矿)与辉绿岩脉关系非常密切(前苏联

红石矿田的富铀矿产出与基性脉体也十分密切) ,笔

者认为研究基性脉体与铀成矿问题应注意以下 3个

问题: ¹ 构造问题:中基性、基性脉体的侵入一般与

区域性拉张裂陷作用有关,从野外特征看,辉绿岩脉

主要沿张性构造裂隙充填(规模不大)或层间界面侵

入(规模相对较大)。铀矿一般产于辉绿岩脉上、下

盘,富铀矿体与破碎的辉绿岩脉关系密切,而完整的

辉绿岩脉中铀矿化较弱,因此认为辉绿岩脉与铀成

矿的关系可标示为"张性构造- 脉体充填- 破碎容

矿"; º岩石矿物成分及成因问题: 辉绿岩大多为暗

绿色,致密块状构造,辉绿结构和变余辉绿结构, 主

要矿物组成有斜长石、辉石;次要矿物有磁铁矿、钛

铁矿、磷灰石、黑云母、高岭石等; 蚀变矿物有闪石

类、黝帘石、绿帘石、钠长石、绿泥石、方解石和碱性

长石等。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 辉绿岩的主元素组

成、微量元素特征、稀土元素特征、稳定同位素组成

等显示其来自幔源玄武岩浆, 是拉张环境下一次独

立的岩浆活动; »蚀变与成矿问题:来自地幔或深成

硅镁层的中基性、基性岩浆, 富含 F, Cl2 , CO 2 等挥

发分,在火山岩浆作用或侵入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

硫、铁、镁、碳水化合物等,为铀的活化、迁移提供了

大量的络合剂和矿化剂。据研究表明, 中基性、基性

脉体对铀成矿作用的"纽带"是深部 CO2 和 F 的贡

献。F 的贡献在于它对亲氧元素的迁移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而且在高温及高压条件下, F 能取代熔体

中的"化石氧"(又称桥氧) ,促使铀活化; CO2 则是铀

在转入溶液后进行搬运和沉淀的主要载体。众所周

知,铀是变价元素, U 4+ 和 U 6+ 的地球化学性质有很

大差异, U 6+ 有很大活动性,但深部环境下的深源溶

液均以还原性为特征,而铀以 U 6+ 酰络合物形式搬

运只有在 CO 2 分压很高的情况下才能稳定而不沉

淀,一旦遇到构造减压环境、溶液沸腾、CO2 逸出

( CO2 分压降低) , 铀酰络合物将发生分解, U 6+ 变成

U
4+
沉淀。热液成因矿物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成分

测试结果证实, 含铀热液的 E CO 2 浓度甚高,几乎接

近E CO 2 在含铀热液温度下可能溶解的最大值, E

CO 2 (热液中各种形式的 C
4+
, 包括 CO 2 , HCO

-
3 和

CO 2-
3 等)是含铀热液的重要组分之一。Haymob

( 1978)统计了世界各地含铀热液中各主要组分的含

量,结果表明, 在能够与 UO
2+
2 络合的阴离子配体

中, E CO2 的含量是最高的, 且远高于其他的阴离子

(如 F- , Cl- 和 SO 2-
4 等)的含量。实际上含铀热液

具有高含量的E CO 2 并不是偶然的, 华东热液铀矿

床中的铀主要来自区内的各类富铀岩石,热液中的

铀以 UO2 ( CO3 )
2-
2 或 UO 2 ( CO 3 )

4-
3 形式迁移为主,

由于在成矿热液所处的物理化学条件下,热液中迁

移铀最有效的矿化剂是 E CO2。有理由相信, 形成
该类型矿床的含水铀热液中的铀应是在热液富含 E

CO 2 之后才开始从铀源岩石中大量转入热液的。显

然,加入热液的时间应大致可以反映原来的贫铀热

液转变成富铀热液的时间或铀成矿时间。因此, 辉

绿岩对铀成矿的贡献主要是地壳拉张通过控矿构造

向热液提供 E CO 2 与铀成矿发生联系, 同一机制形

成的富 ECO 2 热液浸取同一或不同源岩中的铀并在

不同围岩中成矿, 可见多期次地壳拉张作用提供多

期幔源 E CO 2 ,为铀的活化、迁移提供了大量的络合

剂和矿化剂,并发生多期铀成矿作用。值得注意的

是,破碎的辉绿岩泥岩化作用非常强烈, 新生的粘土

矿物在表生水岩作用下可发生后生叠加淋积作用形

成富铀矿, 如下梓洲( 199)特富铀矿床等。

4  火山盆地基底与铀成矿

火山盆地基底的研究是火山岩铀成矿作用研究

的重要内容,热液铀矿床的形成主要与铀源、构造通

道、热源有关。目前普遍认为火山盆地基底对铀成

矿的作用主要是提供铀源。与铀成矿有关的火山盆

地有两种情况: 一是侏罗- 白垩纪火山盆地发育于

燕山早期的坳陷区内, 其火山岩之下有一套煤系地

层,火山岩之上有一套白垩系红色碎屑岩,构成具有

/煤- 火- 红0三层结构的燕山期继承式火山盆地;

另一种是侏罗- 白垩纪火山盆地发育于燕山早期的

隆起区内, 并叠加在花岗岩基底之上的上叠式火山

盆地。从基底提供铀源的角度说, 能通过各种地质

作用提供铀源的基底对铀成矿都是有利的。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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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双基底0 (富铀花岗岩基底、沉积或变形

变质基底)对铀成矿最为有利。例如,河草坑铀矿田

是双基底,大桥坞地区有人认为也是双基底, 相山铀

矿田和大洲铀矿田是变形变质基底, 这些火山盆地

的基底通过变形变质作用使铀组分从原来岩石中带

出变成活性铀,为铀成矿提供大量的铀源。对火山

盆地基底岩石组成、含铀性对各种类型铀矿化形成

的影响之认识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 我们在长期的

铀矿找矿和地质研究中注意到含铀量高的基底岩石

对各种类型铀矿化的形成有利(如白面石盆地基底

的铀含量比菖蒲盆地基底的铀含量高, 前者铀成矿

有利) ,在选择铀成矿有利远景区时把它作为重要依

据之一,但这些岩石的铀含量一般是指现代铀含量,

只有把区域主要基底岩石的古铀量、活化(动)铀含

量、活化率及现代铀含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统

计,才能作出哪些基底岩石(类)对成铀有利或不利

的评估,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积极将基底岩石对

铀成矿的影响从感性认识推向理性认识,有效地指

导铀矿找矿。

5  红盆与铀成矿

华东地区红盆与铀成矿的问题曾经引起很多铀

矿地质工作者的重视, 并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大家

都注意到红盆与铀矿化时空的一致性, 一些研究者

强调拉张构造和裂陷作用对铀成矿作用的影响, 而

另一些研究者则偏重于干热古气候对铀成矿作用的

影响,强调浅部氧化环境下风化剥蚀作用中的铀活

化迁移和富集, 提出/古气候是成矿的必要前提0,认
为成矿与上侏罗统 ) 上白垩统 3个不整合面形成相

联系;有些学者除了论述红盆与其邻近岩层(体)中

铀矿的关系外, 还指出红盆底部不整合面是铀成矿

的有利部位, 是找矿的新领域。目前普遍认为赣杭

构造- 火山岩铀成矿带的主要铀矿床与红盆毗邻,

二叠纪末或三叠纪初(印支运动)华南大地构造性质

互异的各地质单元已拼合为统一的地质体。在其后

的地质发展历史中, 最引人瞩目的是早白垩世以来,

由于华南地壳的受力状态由挤压转为拉张,从而在

该区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中均形成一些 NE 或

NEE走向的白垩- 第三纪断陷盆地,铀矿床的分布

与断陷红盆的空间关系非常密切。从区域上看, 大

面积红盆区均是无矿区, 但铀矿区常有白垩- 第三

纪断陷盆地,如产有较多火山岩型铀矿床的赣杭构

造- 火山岩带, 其中心部位是一个狭长的 NE 向白

垩- 第三纪断陷带, 断陷带内有金衢、信江、抚州等

红盆, 断陷带长达 600 km,宽仅 15~ 20 km, 下陷深

度达数千米,充填着巨厚的分选很差的红色磨拉石

型陆相沉积物, 盆地内有偏碱性玄武岩和拉斑玄武

岩夹层,局部还有金伯利岩岩筒产出,盆地范围内重

力值高,莫霍面位置显著高于盆地外侧, 这一系列特

点表明,这类盆地是地壳受到强烈拉张作用的产物,

具有裂谷雏形的性质, 是早白垩世开始的地壳裂陷

作用形成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表明,

华东白垩- 第三纪的地壳拉张并非连续而是分期进

行的, 通过对幔源基性脉岩全岩 K-Ar 法和单矿物

Ar-Ar 法的系统测定,发现具有强烈拉张性质的构

造运动主要有 6 期, 它们分别为距今约 135~ 140

Ma, 115~ 120 M a, 105 M a, 85~ 95 M a, 70~ 75 M a

和 45~ 55 Ma。显而易见, 华东铀成矿 6个主成矿

期的时代与地壳拉张期的时代几乎相对应,具有较

好的同步性。目前该区发现的火山岩型铀矿床均位

于距红盆不远的侏罗系火山岩中, 因此认为华东白

垩- 第三纪的断陷盆地是地壳拉张的产物,这种拉

张并非地壳表层的拉张,而是地幔上涌、引张、裂陷

的结果,拉张作用导致了地幔与地壳表层的沟通,这

可由当时区内幔源基性脉岩和玄武岩的发育得以证

实。

红盆是在拉张裂陷作用下的断块运动中, 白垩

- 第三纪时形成的陆相沉积(以红色碎屑岩为主) ,

因此红盆与铀成矿关系可以从 3方面分析: ¹ 构造
环境问题。红盆形成于拉张裂陷构造环境, 而拉张

裂陷作用是华东铀矿重要的控矿地质作用,它包括

深大断裂某一活动阶段的拉张作用、中生代晚期地

幔隆起最强烈处的拉张作用(或裂谷作用) ,也包括

因岩浆火山作用而产生的岩浆房虚脱和局部塌陷

(裂陷)作用,因此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的拉张- 裂

陷作用既有主动的, 又有被动的; 既有区域的, 也有

局部的;它们既是成矿热液迁移的良好通道, 又是储

矿的有利场所。燕山晚期是铀的主成矿期,白垩纪,

区内地壳表层拉张裂陷形成一系列盆地,早期形成

的构造- 岩浆岩带重新活动,脉岩侵入、火山和次火

山作用频繁, 铀源建造中铀再次活化迁移、富集成

矿,区内铀矿床不仅在空间上与白垩纪盆地相伴,而

且在时间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赣杭构造- 火山岩带

中铀成矿与拉张裂陷作用有关, 因此红盆与火山盆

地的距离直接影响到铀成矿作用强弱。 º古气候氧

化环境问题。铀元素经过氧化变成高价铀才能迁移

256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2007年



参与铀成矿作用,红盆主要是在氧化环境中形成,区

域性的氧化环境有利于铀元素发生氧化而迁移, 有

利于铀成矿。» 时间问题。红盆主要是在白垩- 第

三纪形成,据区内数十个矿床、百余个成矿年龄统

计,铀成矿主要有 3期:第 1期为( 141 ? 7) M a,相当
于白垩纪盆地形成前期;第 2 期为( 119 ? 2) M a, 相

当于早白垩世盆地发展时期; 第 3期为( 90 ? 2) ~ 75

Ma,相当于早白垩世盆地发展晚期 ) 晚白垩世盆地
发展初期,这大致与中生代晚期因地幔隆起而发生

的拉张作用和因燕山晚期大规模的酸性- 中酸性岩

浆喷发引起岩浆房虚脱和局部裂陷(塌陷)作用同

步,铀的主成矿期为白垩纪裂陷盆地形成和发展期。

林祥铿等( 1990)对赣杭构造带几个有代表性的火山

岩型铀矿床(主要是 661, 665, 60, 615, 670等)进行

了 U-Pb同位素体系研究,认为不同的铀矿化类型

发生的年代不同,碱交代型铀矿化年龄为 110~ 120

Ma;绿泥石- 硫化物型铀矿化年龄为 90~ 100 M a,

硅质脉型铀矿化年龄 75 M a, 红盆形成期与赣杭构

造- 火山岩带铀成矿时间同步, 在同一铀矿床中铀

的成矿作用有多期多阶段叠加的特点。因此, 红盆

与铀成矿作用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对于

铀成矿机理和成矿模式的探索、铀成矿规律的研究、

铀成矿预测和铀矿找矿工作均具重要意义。

6  岩筒与铀成矿

隐爆角砾岩是地下爆破作用形成的一种角砾岩

(爆破造成的角砾位移距离不大) , 火山隐爆角砾岩

是火山作用的产物。火山通道中充填熔岩称为岩

颈,如充填火山碎屑岩称为岩筒,如充填隐爆角砾岩

则称为火山隐爆角砾岩筒。火山隐爆角砾岩筒与铀

成矿的问题曾经引起铀矿地质工作者的重视, 并相

继查明一批产铀的隐爆角砾岩筒, 如草桃背、巴泉、

廖家、蒙山、壶门邵、卢家、金家、大桥坞等,最近在邹

家山矿床深部也发现了隐爆角砾岩, 因此对隐爆角

砾岩与铀成矿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隐爆角砾岩

的产出部位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 5种: ¹火山

管道与周围岩石的接触带,如草桃背隐爆角砾岩筒

主要产于粗面安山质火山颈的四周、与花岗岩的接

触部位及其附近的花岗岩体内; º 破火山口内某些
构造脆弱的地带,如放射状或环状断裂发育地段、火

山构造与区域性断裂的复合部位, 如金家岩筒; » 隐

伏火山机构的浅部, 如壶门邵岩筒; ¼浅成侵入体或

次火山岩体顶部突出部位或某些筒状侵入体内, 如

大桥坞岩筒; ½岩墙与断裂的交汇部位、区域性断裂
带内或其两盘的一定范围内、两组断裂交汇地带或

线形断裂转折处(陶奎元, 1992)。从空间上看,隐爆

角砾岩常与浅成侵入体或次火山岩体相伴生; 从时

间上说,隐爆角砾岩的形成与浅成侵入体或次火山

岩体同步, 其形成过程具突发性、短暂性, 可分为气

热隐爆和碎屑流爆发两种,并且形成相应的隐爆角

砾岩类。从华东铀矿找矿历史分析, 火山隐爆角砾

岩与铀成矿的问题认识较晚,如金家、大桥坞等隐爆

角砾岩是在找矿工作基本结束才认识到的,邹家山

矿床深部的隐爆角砾岩最近才发现。基于目前研究

程度, 隐爆作用对铀成矿的贡献可归纳为: ¹ 属于次

火山岩前锋相且富含硅质及挥发组分的含铀火山气

液处于一种临界或超临界状态,在其上升过程中,对

周围铀源层(体)中的铀产生强烈的浸取作用, 致使

铀发生明显富集; º 强烈的隐爆作用造成围岩的强

烈破碎或碎裂, 形成角砾状岩石或裂隙密集带,从而

为铀成矿提供了赋存空间; » 火山气液在隐爆地带
发生的减压、沸腾作用, 导致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

同时火山气液富含的大量挥发组分还原铀组分, 从

而造成铀的沉淀、富集,并形成铀矿体。由于隐爆角

砾岩体及部分围岩遭受强烈的热液蚀变,产在隐爆

角砾岩中的铀矿体一般品位较富。因此,在老矿区

或已知矿床外围、火山机构及其邻近地段、浅成侵入

体或次火山岩体边部寻找隐爆角砾岩是找矿的新领

域。隐爆角砾岩筒是铀成矿、成富矿的重要储矿构

造,是华东火山岩型铀矿找矿值得重视的地质问题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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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to w hich at tent ion should be paid in searching uranium or e deposit s ho sted by vo-l

canics in east China ar e discussed as follows. ¹ U ranium deposits can be formed under both of shal low

source epithermal condition and deep source. hypogene high thermal or deep source ep-i mesothermal con-

dition and it is no t only str essed the mantle source simply but also the crust-mant le; º in order to guid ore

explorat ion bet ter the ar tif icial classif icat ion of ur anium deposits should be broken and uranium ore- form-

ing sy stem streng thened; » much at tent ion should be paid to searching the diabase-hosted rich ur anium ore

in st rongly arg illized cataclast ic zone; ¼at tent 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nfluence o f basement of vo lcanic
basin on the uranium ore formation that should be undstood both in feeling and theoret ically through the

ore propect process; ½ relat ion o f red basin w ith uranium ore fo rmat ion can be made clear fr om analy zing

tectonics, paleo-climate and t ime and it is not only theor et ically important but also helpful to uranium ore

predict ion; ¾crypto explosiv e pipe is an uranium o re, r ich ur anium ore host st ructur e and it is the nex t

goal fo r uranium ore explor at ion in east China.

Key Words:  ur anium or e explorat ion; v olcanics-hosted ur anium or e depo sit; geolog ical pro ldem, ; the 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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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ld deposits of Shandong prov ince ar e divided into 7 metallog enic provinces w hich are Sans-
handao- Cangshang metallo genic province, Long lai metallog enic province, Zhaoping metallo genic pro vince,

Muru metallog enic province, Qipeng fu metallog enic prov ince, Jiao lai metallog enic pro vince and Luzhong-

nan metallog enic province by this paper based on spat ial distribution, or e-control st ructure, o re-control g e-

o logical body and ore deposit type. The location of g old metallo genic pr ovince is consistent w ith boundary

or associat iv e belt of tectonic unites. Whereas, g old deposit most ly ar e contr olled by fault and contact zone

of div erse geolo gical bodies. Gold resour ce potential of Shandong prov ince is v ery large. T he deep ly ing

and circum jacent areas of above-ment ioned metallo genic pro vinces are focal targ et areas of go ld explorat ion

fo r the futur e.

Key Words:  Au metallo genic pr ovinces; Jiaobei rise; Jiaolai basin; target areas of g old explorat ion; The

deep lying and circum jacent areas o f metal logenic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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