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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赣中相山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铀资源生产基地，铀矿化产于相山火山侵入杂岩体中，主要由早白垩世熔

结凝灰岩、流纹英安斑岩、碎斑熔岩、花岗斑岩、英安玢岩、煌斑岩等组成，杂岩体中还分布大量隐爆作用遗迹———

隐爆碎屑岩，隐爆作用发生的时间与火山侵入杂岩活动时间一致或稍后。文章通过对隐爆碎屑岩野外地质调查及

室内镜下观察，将隐爆碎屑岩划分为岩浆隐爆碎屑岩和热液隐爆碎屑岩，相应地将隐爆作用划分为岩浆隐爆作用

和热液隐爆作用。岩浆隐爆作用主要指流纹英安斑岩侵入活动之后发生的隐爆活动和碎斑熔岩的隐爆侵入活动，

发生在早白垩世早期；热液隐爆作用主要指英安玢岩侵入活动之后发生的、与铀成矿密切相关的热液隐爆活动，发

生在早白垩世晚期或晚白垩世初期。从早白垩世早期到晚白垩世初期，隐爆作用呈现“弱—强—弱”的演化趋势。

铀成矿作用与晚白垩世初期的热液隐爆作用有关，该隐爆作用与铀成矿时间同步，形成年龄约为９０Ｍａ，铀成矿是

一种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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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爆作用是地下因超压导致相变而发生的一

种快速物理反应，隐爆作用往往形成隐爆地震［１２］。

梁光河（２０１７）
［３］认为汶川地震是一个由西南往东北

方向渐进的隐爆过程，并将隐爆过程与斑岩型矿床

的成矿机制相联系。黄伟良（１９９７）
［４］通过研究闽西

北地区隐爆作用与火山岩型铀矿化的关系，认为隐

爆角砾岩体对铀矿化的控制主要有３种形式：一是

包容式，即铀矿化体严格控制在隐爆角砾岩体内；

二是外侧式，铀矿化发育在隐爆角砾岩外侧的震碎

角砾岩或震碎碎裂岩中；三是过渡式，矿体既赋存

在隐爆角砾岩内，又赋存在蚀变围岩中。周家志

（１９９６）
［５］对浙西火山岩区隐爆岩与铀矿化关系进行

研究，推断隐爆岩形成的时间为１４０～１２０Ｍａ，将浙

西隐爆岩划分为４大类９亚类。肖晋等（１９９４）
［６］通

过研究湖南金银寨（３２０）矿床成矿特征，认为３２０铀

矿床控矿地质体是一种由岩浆气液隐爆作用形成

的硅质角砾岩体，成岩成矿物质来源于混合源型岩

浆房顶部的“挥硅岩岩浆体系”，成岩成矿大体同

步。章邦桐等（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７８］通过研究闽北地区毛

洋头（５７０）矿床和江西草桃背（６７２２）矿床隐爆碎屑

岩与铀多金属矿的关系，认为隐爆碎屑岩的形成机

制为一种在高温（＞４００℃）条件下瞬间爆炸而产生

的脆性变形作用。

赣中相山铀矿田的铀矿化产于相山火山侵入

杂岩体中，含矿围岩主要有碎斑熔岩、斑状花岗岩

（花岗斑岩）、流纹英安（斑）岩、英安斑岩、隐爆角

砾岩等，矿化类型属热液型，也可归于斑岩型［９１１］。

最新研究表明，相山碎斑熔岩可能是一种隐爆侵

入岩［１２］，相山矿田矿体形态与区域性应力破裂构

造没有成生联系，而是呈现与液压致裂构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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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体形貌特征［１３］。东华理工大学完成的“相山

火山盆地三维地质调查”项目［１４］发现相山西部深

处发育大量灰绿色异源角砾岩浆隐爆角砾岩、紫

红（灰绿）色热液隐爆角砾岩、隐爆碎粒岩、隐爆碎

粉岩等隐爆碎屑岩。大量隐爆碎屑岩（隐爆岩）的

存在，说明相山地区曾发生过强烈的多期次隐爆

作用。

１．第四系粘土、砾石；２．晚白垩世南雄组红色砂岩、砂砾岩；３．早白垩世打鼓顶组砂岩、熔结凝灰岩；４．晚三叠世安源组石

英砂岩、页岩；５．青白口系片岩、千枚岩；６．早白垩世鹅湖岭组碎斑熔岩；７．流纹英安斑岩；８．花岗斑岩；９．花岗岩；１０．岩相

分界线；１１．断裂；１２．铀矿床。

图１　相山碎斑熔岩岩相划分图
［１２］

Ｆｉｇ．１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ｌａｖａ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关于相山地区的隐爆作用，前人只对巴泉爆

破角砾岩及其控制的铀矿床进行了研究［１５１７］。相

山地区隐爆作用与相山矿田铀成矿事件的关系是

新的研究热点，铀成矿是连续的，还是脉冲式的，

这是铀矿成矿作用的基本问题，也是相山地区铀

成矿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隐爆作用是一种突发

事件，将相山地区隐爆事件与铀成矿事件相联系，

找出隐爆过程与铀成矿过程的对应关系，对研究

相山地区铀矿成矿机制，甄别铀成矿是突发事件

还是渐进过程，丰富铀矿成矿理论，对我国火山岩

型（斑岩型）、花岗岩型铀矿勘查和深入找矿具有

重要意义。

１　隐爆碎屑岩类型及特征

隐爆作用形成的隐爆碎屑岩（隐爆岩）在相山

地区广泛分布（图１），在流纹英安斑岩内外带发育

大量隐爆角砾岩、隐爆碎屑岩，它们与正常火山碎

屑岩具有明显不同的产状及形态特征。碎斑熔岩

本身是隐爆侵入岩，具有隐爆碎屑岩的特征，在碎

斑熔岩、斑状花岗岩（花岗斑岩）、流纹英安斑岩内

部或外带，发育大量与铀成矿有关的脉状、筒状隐

爆碎屑岩，前人认为是构造岩或构造角砾岩的脉状

隐爆碎屑岩，实际是沿液压致裂构造充填的碎屑

岩、碎粉岩或超细角砾岩，也属于隐爆碎屑岩范畴，

是隐爆作用遗迹之一［１２］。隐爆碎屑岩产状不稳定，

形态较复杂。根据胶结物种类，将隐爆碎屑岩划分

为岩浆隐爆（浆爆）碎屑岩和热液隐爆（液爆）碎屑

岩两类。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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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岩浆隐爆碎屑岩

岩浆隐爆碎屑岩是由岩浆隐爆作用形成的隐

爆碎屑岩。相山地区主要有碎斑熔岩和流纹英安

质碎屑岩。

１．１．１　碎斑熔岩

碎斑熔岩是相山杂岩体的主体岩石，呈灰白

色、浅肉红色，碎斑结构，块状构造，由碎斑和基质

组成。碎斑晶主要由钾长石、石英、斜长石和黑云

母组成，含量为５０％～６０％，大小为２～５ｍｍ。从

边缘至中心，碎斑成分相同，但仍然具有明显的相

变特征，分为边缘相、过渡相和中心相，且呈渐变的

过渡关系。

碎斑熔岩是一种隐爆侵入岩，这是最近笔者等

提出的新认识［１２１３］，主要依据为：岩石呈“碎屑”结

构（图２），多处发现碎斑熔岩侵入到变质岩、砂岩层

中 （图３）。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表明
［１８］，出露地表

的碎斑熔岩剥蚀深度超过３．３ｋｍ，即碎斑熔岩的形

成深度为３．３ｋｍ以深。

Ｑ．石英；Ｐｌ．斜长石；Ｋｐ．钾长石。

图２　碎斑熔岩呈碎屑状结构

Ｆｉｇ．２　Ｐ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ｌａｖａ

１．１．２　流纹英安质碎屑岩

（１）流纹英安质细屑岩。有时也称侵入“凝灰

岩”、隐爆碎粒岩、隐爆碎粉岩等，常连续或断续分

布在流纹英安斑岩边部，以往地质报告将其归于打

鼓顶组或鹅湖岭组。原华东地质局２６１大队在《江

西省乐安—崇仁县相山矿田岩性岩相填图总结报

告（１∶２．５万）》?中描述为薄层状暗紫红色含砾细砂

岩、砂砾岩及网纹状紫红色细砂岩，走向不稳定，呈

透镜状、薄层状、脉状，粗细碎屑混杂，粗碎屑成分

主要有流纹英安斑岩，细屑成分包括长石、石英、岩

１．碎斑熔岩；２．边缘相碎斑熔岩；３．灰黑色砂岩；４．晶玻

屑凝灰岩；５．岩相界线；６．小断层；Ｋ１犱．早白垩世打鼓顶

组砂岩。

图３　碎斑熔岩岩枝侵入砂岩地层中

Ｆｉｇ．３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ｌａｖａｉｎｔｒ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ｔｒａｔａ

屑等，呈棱角状，熔浆物质常发生绢云母化，有的已

重结晶成长英质。

薛振华等（２００４）
［１９］在邹家山矿床开采坑道约

５０ｍ中段发现的侵入“凝灰岩”，即岩浆隐爆细屑

岩，具“火山碎屑”结构，石英颗粒呈尖棱角状，大小

为０．０５～０．５ｍｍ，具溶蚀现象，局部见炸裂可拼合

形态。岩石中除石英碎屑外，还见长石、黑云母及

外来岩屑，在外来岩屑及周边出现大量绿色电气

石。笔者在邹家山矿床深部采矿坑道中也发现呈

脉状产出的侵入“凝灰岩”（图４）。

Ｑ．石英；Ｐｌ．斜长石。

图４　侵入“凝灰岩”镜下照片（＋）（邹家山矿床１５号井）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ｉｎｔｒｕｄｅｄｔｕｆｆ（＋）（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Ｎｏ．１５ｍ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Ｚｏｕｊｉａｓｈ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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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家山矿区岩浆隐爆细屑岩平面上多呈椭圆

状或短轴状，剖面上呈不规则脉状，并以分枝复合

的方式产出，规模较小，多在十到几十米范围内，产

状表现为贯入成因，与围岩一般呈突变接触关系。

由于强烈的震碎作用，接触带围岩裂隙发育［２０］。

（２）流纹英安质粗屑岩，是一种岩浆隐爆粗屑

岩，与流纹英安斑岩相伴，一般产于流纹英安斑岩

与碎斑熔岩接触部位。平面上主要分布在相山杂

岩体西北部，垂向深部，分布在流纹英安斑岩顶部

或前峰。前人对流纹英安质粗屑岩定名，通常为流

纹英安质集块岩、角砾岩等，归于鹅湖岭组底部

层位。

流纹英安质集块岩及角砾岩在《江西省乐安

县—崇仁县相山地区１∶５万地质测量总结报告》?中

称为“熔岩集块岩和熔岩角砾岩”，呈紫红色、暗紫

红色，角砾状构造，角砾或集块由流纹英安玢岩组

成，可见变质岩、紫红色粉砂岩及熔岩角砾或集块，

岩块或角砾之间有的具有相对位移或滚动，有的位

移较小，可相互拼合。流纹英安质角砾岩的流纹英

安斑岩角砾一般为次棱角状至次圆状，大小一般为

３～５ｃｍ，个别达１０～２０ｃｍ，流纹英安质集块岩的

流纹英安斑岩集块一般为１０～２０ｃｍ，大者达１ｍ。

胶结物为熔岩。

流纹英安质粗屑岩地表露头较局限，仅在如意

亭附近规模较大，露头宽约１００ｍ，与流纹英安（斑）

岩相伴产出。区域上流纹英安质集块岩或角砾岩

产出地段必有流纹英安（斑）岩分布，但有流纹英安

（斑）岩产出的区域不一定有“流纹英安质集块岩”

或“角砾岩”出现。

邹家山１５号井６００ｍ深的流纹英安质粗屑岩

为隐爆细碎屑物胶结的角砾岩（图５），角砾成分为

流纹英安斑岩，磨圆度较好，胶结物呈黑色细碎屑

状，见大量细小的碎斑晶，具有岩浆隐爆作用特征。

１２　热液隐爆碎屑岩

热液隐爆碎屑岩是隐爆碎屑岩的另一种隐爆

岩类型，按角砾大小不同，分为热液隐爆角砾岩、热

液隐爆超细角砾岩（碎粉岩）等。前者常形成爆破

角砾岩筒，后者常形成爆破角砾岩脉。

１．２．１　爆破角砾岩筒

相山北部巴泉爆破角砾岩筒即为热液隐爆角

砾岩筒，呈同心筒状，岩筒在空间上呈椭圆锥形。

岩筒顶部已被剥蚀，保留下来的是岩筒中、下部。

图５　隐爆粗屑岩（隐爆细碎屑胶结流纹英安斑岩角砾）

Ｆｉｇ．５　Ｃｒｙｐｔｏ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ｃｌａｓｏｌｉｔｅ（ｒｈｙｏｄａｃ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ｂｒｅｃｃｉ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ｃｒｙｐｔｏ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ｆｉｎ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平面上岩筒的椭圆长轴呈近ＥＷ 向，垂向上岩筒近

于直立，岩筒向深部逐渐收敛变小，在１２５ｍ 标高

开采坑道平面上长７０多米，最宽３０ｍ，在５ｍ标高

处收敛至几米。岩筒延深１９０ｍ，往深部尖灭于英

安玢岩中（图６）。

爆破角砾岩筒内部，角砾由上向下，由中心至

边缘，角砾逐渐变大，角砾棱角逐渐明显。从剖面

和平面看，岩筒可分为２个带。内带为角砾岩带，其

中心角砾小而均匀，呈次圆状，往外大角砾增多，呈

次棱角状，逐渐过渡为位移不大的较大岩块；外带

为裂隙带，主要为密集的不规则裂隙，往外逐渐变

为正常围岩。

岩筒角砾主要为斑状花岗岩角砾，其次为变质

岩和英安玢岩角砾，以贯穿隐爆岩筒 ＮＷ 向Ｆ５ 断

层为界，东部为变质岩角砾，西部上部为斑状花岗

岩角砾，其边缘有少量变质岩和英安玢岩角砾，下

部为英安玢岩角砾。勘探和开采过程中未发现外

来角砾。斑状花岗岩和英安玢岩角砾大小悬殊，无

分选性，大角砾长轴可达２～３ｍ，多呈水平躺卧，小

角砾大小约１ｃｍ，多数角砾为２０～３０ｃｍ。较小角

砾一般均遭受蚀变（钠长石化、绿泥石化），较大角

砾边缘也遭受蚀变，而角砾内部较新鲜，可见原岩

结构构造。大的斑状花岗岩角砾一般呈灰白色，似

斑状结构，斑晶大小约１ｃｍ，基质为显晶质结构；大

的英安斑岩角砾呈深灰色，斑状结构，斜长石斑晶

较大，长达２～２．５ｃｍ，基质具隐晶质结构。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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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青白口系片岩；２．花岗斑岩；３．英安玢岩；４．隐爆角砾

岩；５．柱状矿体；６．脉状矿体。

图６　巴泉矿床７号剖面图

Ｆｉｇ．６　Ｎｏ．７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ｑｕ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角砾一般为２０～３０ｃｍ，呈次棱角状。＞５ｍｍ的角

砾含量占全岩的５０％以上，角砾间胶结物主要为爆

炸产生的同成分细小岩屑和岩粉。胶结物几乎全

部发生绿泥石化，故呈黑绿色，还见有较多的黄铁

矿和碳酸盐，即胶结物全部由热液矿物组成，为热

液隐爆角砾岩筒。

岩筒的角砾形态表明，角砾具有碾碎、磨圆的

经历，角砾成分、分带与岩筒围岩不具有严格的对

应关系，而与岩筒附近出露的地层、岩性一致，表明

岩筒并非严格就地取材，岩筒之角砾岩可能经历了

流动搬运过程，是初流化角砾岩筒［２１］。

１．２．２　爆破角砾岩脉

包括爆破角砾岩脉、超细爆破角砾岩脉，后者

也称“碎粉岩”或“岩粉”，该类爆破角砾岩一般切割

围岩，与围岩产状不一致。岩脉大小不一，脉宽从

数毫米至数米，个别达数十米，脉长从数米至几百

米，少数达数千米（图７）。相山地区铀矿化主要受

该类岩脉控制，形成脉状矿体，脉状矿体通常由富

矿岩脉和其旁侧的蚀变岩组成，富矿岩脉即超细角

砾岩脉，富矿岩脉与蚀变岩的界线呈突变关系，富

矿岩脉厚度有的为厘米级，甚至毫米级，少数达米

级，富矿岩脉Ｕ品位一般＞１％，而富矿岩脉两侧的

蚀变围岩 Ｕ品位通常＜０．１％，再向外逐渐过渡至

正常岩石。

图７　爆破角砾岩脉（灰黑色）（邹家山矿床－９０ｍ中段

某采场，脉宽３０～４０ｃｍ，围岩为弱红化流纹英安

斑岩）

Ｆｉｇ．７　Ｂｌａｃｋｇｒｅ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ｂｒｅｃｃｉａｖｅｉｎ （３０～４０ｃｍ

ｗｉｄｅ）ｗｉｔｈｒｅｄｄｉｓｈ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ｄａｃ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ｏｆ

ｗａｌｌｒｏｃｋ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ａｔｌｅｖｅｌ－９０ｍ）ｏｆ

ｔｈｅＺｏｕｊｉａｓｈ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图８　似糜棱状富矿石（热液隐爆细屑岩）（河元背

ＺＫ１７３钻孔，岩心直径３６ｍｍ）

Ｆｉｇ．８　Ｍｙｌｏｎｉｔｉｃｏｒ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ｃｏｒｅｓａｍｐｌｅｆｒｏｍＺＫ１７３

ｄｒｉｌｌ，ｗｉｔｈａｃｏｒ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３６ｍｍ

超细的爆破角砾岩脉内部有的呈角砾状，角砾

具有一定的磨圆，脉壁清晰，多数岩脉内部结构较

细，野外常称之为“岩粉”，呈似糜棱状（图８）。杜乐

天（２００１）
［２２］发现这种“岩粉”脉从钻孔中取出后变

成硬泥块，半月后即酥散成末，矿石越富越呈泥块，

虽然Ｕ品位高，但并没有沥青铀矿黑色团块，镜下

沥青铀矿呈极细（微米级）的鱼子状和细小的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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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颗粒、胶磷矿、伊利石／蒙皂石混层粘土混

杂。背散射电子图像显示矿石基本由热液矿物组

成（图９），为热液隐爆产物。热液隐破角砾岩脉或

“岩粉”脉沿裂隙充填或侵入产出。

图９　热液隐爆碎屑岩背散射电子图像（由亮至暗为沥青

铀矿黄铁矿萤石水云母，５和６为沥青铀矿；

７和８为黄铁矿）

Ｆｉｇ．９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ｍａ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ｆｒｏｍｂ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ａｒｋ：ｐｉｔｃｈ

ｂｌｅｎｄｅｐｙｒｉｔｅｆｌｕｏｒｉｔｅｈｙｄｒｏｍｉｃａ．５ａｎｄ６，ｕｒａｎ

ｉｎｉｔｅ；７ａｎｄ８，ｐｙｒｉｔｅ）

２　隐爆作用期次与演化

相山岩浆活动划分为鹅湖岭旋回和打鼓顶旋

回，每个旋回晚期均有次火山岩浆活动及伴生的隐

爆（地震）作用。相山火山侵入杂岩打鼓顶组熔结

凝灰岩锆石 ＵＰｂ同位素年龄为１４０．７±２．７Ｍａ、

１４０．１±１．８Ｍａ和１３８．２±１．６Ｍａ，代表火山侵入

最早期产物，流纹英安斑岩、碎斑熔岩、斑状花岗岩

（花岗斑岩）形成年龄相近，约为１２９～１３６Ｍａ
［２３２５］，

英安斑岩锆石ＩＤＴＩＭＳ年龄为１２９．５±２．０Ｍａ，晚

期煌斑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２５．５±３．１Ｍａ
［２５］，岩

浆活动是一种能量释放过程，孕育隐爆地震的发

生，岩浆活动之后，热液流体仍然活跃，且这种流体

活动也可能是断续的、突发的或脉冲式的，这种流

体活动也可能引发隐爆（地震）作用。

相山地区隐爆活动至少包括３次：第１次隐爆

作用发生在流纹英安（斑）岩形成之后、碎斑熔岩形成

之前，流纹英安（斑）岩伴生大量隐爆岩，如爆破粗屑

岩、细屑岩，包括前人所称的流纹英安质角砾岩、集块

岩，胶结物以熔浆为主，是浆爆，爆破碎屑岩中主要见

流纹英安（斑）岩角砾，形成温度和压力可能较低，石

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２１５～３８７℃
［２０］。第２次隐

爆作用几乎与碎斑熔岩的形成同时发生，形成隐爆

侵入岩，边缘相常见角砾岩，角砾以变质岩为主，也

见流纹英安斑岩角砾，胶结物为熔浆，这次隐爆也

是浆爆，发生时间与碎斑熔岩形成时间一致，该次

隐爆活动规模较大，深度较深，温度较高，压力较

大。第３次隐爆作用应在英安斑岩侵入之后，形成

隐爆碎屑岩的角砾包括英安斑岩、斑状花岗岩、变

质岩等，胶结物主要是热液矿物，这次隐爆应是一

次热液隐爆，且与铀成矿关系密切，巴泉爆破角砾

岩即在此次隐爆形成。李子颖等（２０１４）
［１７］认为相

山铀成矿年龄约为９０Ｍａ，邹家山、居隆庵、河元背、

沙州等矿床矿脉可能在这次隐爆作用形成，但这次

隐爆作用规模、强度、深度、形成温度和压力均不如

前２次，矿石流体包裹体温度数据显示其形成温度

为１６０～２８０℃，压力为（５０～６００）×１０
－５Ｐａ。

３　讨　论

相山地区发育大量隐爆作用形成的隐爆碎屑

岩，这些隐爆碎屑岩与铀矿化关系复杂。巴泉矿床

主矿体受爆破岩筒控制，但爆破岩筒围岩也有不少

脉状铀矿化，邹家山、居隆庵、沙州等矿床的脉状矿

体与液压致裂构造有关，而许多隐爆粗屑岩、隐爆

细屑岩（脉状“凝灰岩”）未发育铀矿化。隐爆碎屑

岩产状多变，形态复杂，隐爆作用具有多类型、多期

次特点，铀成矿作用可能与特定类型、特定时段形

成的隐爆碎屑岩有关，即铀成矿可能与特定条件下

发生的隐爆作用有关。

隐爆作用由地下流体相爆发引起，造成地下隐

爆的原因有高压流体、岩浆侵入和流体相变［２］，隐爆

作用可发生在岩浆活动中或岩浆活动后。目前，关

于相山地区铀成矿年龄有３种认识：一是铀矿成矿

有２期，早期为１２０Ｍａ，晚期为１００Ｍａ，这是早期

传统认识；二是铀成矿是相对连续的，成矿年龄为

１４０～９０Ｍａ
［２６］；三是铀成矿主要发生在９０Ｍａ左

右［１７］。相山地区早期获得的铀矿年龄数据误差较

大，主要测年矿物沥青铀矿非常细小，分选困难，故

对两期成矿的认识具有局限性。相对来说，李子颖

等（２０１４）测定的与铀矿化伴生的钠长石中流体包

体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年龄作为铀成矿年龄较为可信
［１７］，即相

山地区铀成矿可能是一种伴随早白垩世末或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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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世初隐爆作用发生的突发事件，只有１个相对集

中的成矿年龄数据与突发的热液隐爆活动相对应。

这种突发事件形成的地质遗迹即是各种含矿

的隐爆碎屑岩，即热液隐爆粗屑岩、热液隐爆细屑

岩等。巴泉爆破角砾岩形成在英安斑岩侵入

（１２９．５±２．０Ｍａ）之后，为热液隐爆粗屑岩筒，可看

成与铀成矿同期。故推测，巴泉爆破角砾岩的形成

时间可能约为９０Ｍａ。

除巴泉矿床外，其他矿区呈脉状的铀矿体大多

受液压角砾岩脉控制［１３］。从热液矿床的成矿构造

特点分析，相山矿田铀矿化主要有隐爆碎屑岩型和

蚀变岩型［２７］，除云际矿床以外的大多数矿床均受液

压角砾岩脉控制。液压角砾岩脉的形成时间与铀

矿化可能同步，即控矿的隐爆碎屑岩脉或超细角砾

岩脉与巴泉爆破角砾岩筒均为同一时段形成的热

液隐爆碎屑岩，形成年龄约为９０Ｍａ。

４　结　论

（１）相山地区发育大量隐爆作用形成的隐爆碎

屑岩，按隐爆碎屑岩胶结物类型不同，可分为岩浆

隐爆碎屑岩和热液隐爆碎屑岩，前者如碎斑熔岩、

流纹英安质碎屑岩等，后者如爆破角砾岩筒、隐爆

细屑岩脉等。

（２）相山地区在白垩纪有３次隐爆活动。第一

次是流纹英安斑岩侵入活动之后发生的岩浆隐爆

作用；第二次是碎斑熔岩的隐爆侵入活动；第三次

是英安斑岩侵入之后发生的与铀成矿密切相关的

热液隐爆作用。从早白垩世早期到晚白垩世初期，

隐爆作用呈“弱—强—弱”的演化趋势。

（３）相山地区铀成矿作用与特定类型、特定时

段形成的热液隐爆作用有关，该热液隐爆作用与铀

成矿时间同步，形成年龄约为９０Ｍａ。

注释

? 华东地质局２６１大队．江西省乐安—崇仁县相山矿田岩性

岩相填图总结报告（１∶２．５万）．１９８５．

? 华东６０８大队１２队．江西省乐安—崇仁县相山地区１∶５万

地质测量总结报告．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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