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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江西盛源火山盆地铀矿地质找矿工作以往更多关注早白垩世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的含矿性以及早寒

武世外管坑组矿源层等问题,忽视了构造对铀成矿的控制作用。文章在收集和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近些年来该区铀矿地质调查工作取得的最新成果,探讨构造对该区铀成矿的控制作用,并总结铀成矿规律。不同

时期、级别、性质和序次的断裂组成控矿构造系统;萍乡—广丰深断裂带控制武功山—铅山铀成矿带呈近EW 向展

布,较大规模的“构造结”决定铀矿田的产出位置,低级别的EW向、NE向和NW向断裂控制铀矿体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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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源铀矿田位于钦杭成矿带东段,是我国南方

地区重要的硬岩型铀矿田之一。盛源盆地是火山

断陷盆地,目前已发现的矿产有铀、金、银、铅、锌、
铜、铁、稀土、石膏和瓷土(石)等,其中硬岩型铀矿

是优势矿种,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矿产资源地位。以

往该区铀矿地质调查工作主要从特定层位和矿源

等方面研究其成矿特征,如早白垩世打鼓顶组和鹅

湖岭组的含矿性及早寒武世外管坑组的矿源层[1-5]。
有学者认为火山和盖层是基底在浅部的表现形式,
是基底在晚、中新生代活动的具体表现[6];还有学者

认为浙赣地区火山岩型铀矿床空间上是同一成矿

过程在火山机构不同构造位置的体现[7];另有学者

认为基底变形作用导致成矿元素的迁移和再分配,
形成某些特殊层位的预富集[8],盛源盆地西部铀矿

均富集在滑覆体火山岩构造窗中[9]。然而,在该区

实际地质调查工作中,尤其是深部找矿实践中,发
现构造与成矿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如含矿建造的

展布与火山机构的空间关系尚未查明;火山机构与

深大断裂的交切部位往往是铀矿赋存的有利地段,
但二者的关系尚不明确;火山通道和火山口附近是

否存在更富、更大的铀矿,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进一

步指导该区铀矿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五大队在

盛源盆地及邻区铀矿找矿实践中有新发现:在60号

矿床西部730m以深的鹅湖岭组层间破碎带和70
号矿床东部500m以深的打鼓顶组层间破碎带中

均揭露到铀矿(化)体;新安地区早侏罗世水北组F1
断裂中揭露到铀矿体;马荃铀矿“槽洼”构造控矿明

显[10]。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来盛

源盆地铀矿地质调查工作新成果,探讨区域构造、
火山机构对铀成矿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总结该盆地

的铀矿成矿规律,为该区下一步铀矿找矿工作提供

参考和思路。

1 区域地质背景

盛源火山盆地位于钦杭结合带东段,华夏板块

(Ⅱ)怀玉坳陷(Ⅱ12-1)和饶南坳陷(Ⅱ21-2)结合处,

为NEE-SWW 向延伸的小型断陷盆地[11-12]。钦

杭成矿带东段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铜、金、铀、银、铅
锌、铌钽等金属矿产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萤石、重
晶石、石墨等非金属矿产也十分丰富,也是华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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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含煤带。区内有相山、盛源和大洲铀矿田,数
十个铀矿床以及数百个铀矿点[13]。钦杭结合带形

成于晋宁期,活动于澄江期—加里东期,复活于印

支期—燕山期。燕山期因古太平洋板块和亚洲板

块相互作用,形成若干条NE向主干深断裂带,牵动

前期形成的近EW 向东乡—广丰深断裂,使钦杭结

合带再次强烈活动。近EW 向断裂对岩浆活动、火
山喷发和断陷盆地的形成及铀矿床的空间分布具

有重要作用。由于构造活动的长期演化,区内 NE
向和NNE向断裂发育,并控制主要矿化带的分布。

SN向与NW 向断裂为 NE向断裂的配套系统,与
区内矿(化)点的产出关系密切。

1.第四系;2.晚白垩世河口组;3.晚白垩世周田组;4.早白垩世石溪组;5.早白垩世鹅湖岭组;6.早白垩世打鼓顶组;7.早
侏罗世水北组;8.晚石炭世黄龙组;9.早寒武世外管坑组;10.早震旦世洪山组;11.青白口纪周潭岩组;12.中元古代铁沙

街组;13.燕山期花岗岩;14.印支期花岗岩;15.加里东期花岗岩;16.花岗斑岩;17.辉绿岩;18.河流;19.地质界线;20.断
裂;21.铀矿床、矿点、矿化点。

图1 盛源火山盆地地质简图

Fig.1 SketchgeologicalmapoftheShengyuanvolcanicbasin

中元古代—新生代,该区地层发育较齐全。基

底为青白口纪—寒武纪深-浅海相沉积碎屑岩建

造,分布在盆地南部、东部和西部。盖层由石炭

系—白垩系组成,为浅海-陆相沉积建造。石炭系

为一套浅海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侏罗系为一套

内陆河湖相含煤沉积建造,下白垩统为一套厚度巨

大的陆相火山碎屑岩建造,上白垩统为一套内陆河

湖相红色盆地沉积建造。

2 地质特征

2.1 地 层

盆地基底为中元古代铁沙街岩组(Pt2ts)、青白

口纪周潭岩组(Pt31bz)、震旦纪洪山组(Z1h)、早寒

武世外管坑组(-C1w)、晚石炭世黄龙组(C2h)和早

侏罗世水北组(J1s)(图1)。铁沙街组主要分布在盆

地东部铁沙街铜矿和刘家金矿一带,为一套复理

石-类复理石夹细碧-石英角斑岩建造;周潭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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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基性、中性至酸性火山沉积建造和泥沙质建

造;洪山组分布于盆地南东部,下部为冰期沉积,上
部为复理石泥沙质夹硅质岩建造;外管坑组分布于

盆地南东部,是一套以黑色页岩、硅质岩为主的碳

硅泥岩建造,是该区含磷和铀最高的铀源层,产有

多个铀矿化点;黄龙组仅零星出露在盆地东南部,
为一套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砂岩、粉砂岩;水北组

主要分布在盆地东部,构成港口向斜,为河湖相杂

色粗—细碎屑岩、含煤碎屑岩沉积。
盆地盖层为早白垩世打鼓顶组(K1d)和鹅湖岭

组(K1e)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系,为60号、

65号和70号矿床铀矿化围岩。早白垩世石溪组为

紫红色、绿色砂岩、粉砂岩;晚白垩世周田组和河口

组,为紫红色砂岩、砂砾岩(红层)(图1)。

2.2 构 造

盛源火山盆地主要构造为褶皱和断裂(图2)。

1.第四系残积冲积层;2.河湖相碎屑岩建造;3.酸性碱性火山岩建造;4.酸性火山岩建造;5.河湖相碎屑岩建造、含煤建

造;6.灰岩建造;7.碳硅泥岩建造;8.冰期沉积、复理石泥沙质建造;9.海相火山沉积建造;10.复理石-类复理石建造夹细

碧-石英角斑岩建造;11.加里东期花岗岩;12.燕山期花岗岩;13.断裂。

图2 盛源火山盆地含矿建造构造略图

Fig.2 Simplifiedstructuralmapofore-bearingformationintheShengyuanvolcanicbasin

2.2.1 褶皱

盆地褶皱主要为基底褶皱,多呈紧密线型,轴
向近EW向。区域变质及混合岩化作用形成褶皱,
且形成近EW向的韧性变形,为后期脆性变形的产

生和发展奠定基础[14]。盖层褶皱为残存的背斜和

向斜,轴向主要为NE向或NNE向。
(1)基底褶皱。盆地东部以白马山EW 向构造

带为界,北部和南部分别属于晋宁期和加里东期地

层,南部和北部地质特征差异显著,变质程度南深

北浅,地质时代北老(中元古代)南新(新元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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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寒武世)。褶皱地层主要为周潭组、铁沙街组、洪
山组、外管坑组、黄龙组和水北组。盆地西部出露

周潭组,主要为 NNE向紧密线状背向斜。由上石

炭系统和侏罗系组成的褶皱,由于后期断裂切割,
破坏了其完整性,往往呈单斜零星出露。

(2)盖层褶皱。由白垩系组成,褶皱完整,形态

舒缓,主要有新田向斜、界牌—贵溪向斜、童家背斜

和李源向斜。

2.2.2 断裂

盆地断裂分为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基底断

裂以EW 向为主,NW 向和 NE向次之,EW 向断

裂切割深,活动时间长,是深部矿源、热源及矿化剂

向浅部运移的通道。盖层断裂多为基底断裂的继

承性断裂或主断裂的次级断裂,以EW 向、NE向和

NNE向断裂为主,NW向断裂次之。
(1)基底断裂。盛源盆地EW 向基底断裂大致

以3~5km出现一组。由北向南,主要有贵溪—流

口—蚂蝗坞断裂、童家—金塘谢家断裂、东川—新

田断裂、蔡家—盛源断裂和坝口—庄家断裂。流

口—蚂蝗坞断裂、童家—金塘谢家断裂控制60号矿

床的产出及戴家地区火山碎屑沉积岩的分布。
(2)盖层断裂。主要有EW 向、NE向和 NNE

向3组盖层断裂。EW 向断裂主要有7条,分别为

流口断裂、耕田源—蚂蝗坞断裂、金塘谢家断裂、东
川村断裂、栋塘章家断裂、马鞍村断裂和麻岭断裂。
断裂长2~6km,宽1~4m,倾角较陡,一般50°~
70°;NE向断裂主要有5条,分别为旗山—黎家断

裂、富板街断裂、金源—下孙断裂、东川村—南边村

断裂和上坑村断裂。断裂长4~8km,宽2~8m,
倾角一般>70°;NNE向断裂主要有2条,分别为刘

四方—东 山 垄 断 裂 和 金 源 东 断 裂。断 裂 长2~
7km,宽1~5m,该组断裂倾角一般>60°。

2.2.3 火山机构

盛源盆地推测有杨梅塘破火山机构和尖山破

火山机构,分别位于盆地西南部和东部,遥感解译

呈凹陷环形影像,环形构造、重力高异常和航磁异

常重叠[15]。电测深反演显示杨梅塘和尖山为凹陷

区,推测为火山口位置。以上火山机构与铀成矿密

切相关,火山活动提供铀矿源和成矿流体源,火山

构造也为铀成矿提供导矿、储矿空间。

2.3 岩浆岩

盛源火山盆地岩浆活动频繁且强烈,加里东

期—燕山晚期均有岩浆活动,与铀成矿关系密切的

主要为燕山中晚期中酸性岩浆岩。由于强烈的构

造运动,岩浆多期次多阶段上侵,形成大小侵入体

约45处。该区侵入岩共划分5个时期、5个侵入阶

段和9次侵入活动。
盛源火山盆地南部变质岩中,加里东期花岗岩

大量侵入,并呈岩基、岩株产出,岩性为黑云母花岗

岩、二云母花岗岩和斜长花岗岩。燕山早期中粗粒

黑云母花岗岩出露于盆地东部,在60号矿床东部,
燕山晚期花岗斑岩呈EW向脉状侵入变质岩中。

2.4 矿化蚀变

盛源火山盆地铀矿化类型主要为火山碎屑岩

型和火山碎屑沉积岩型。火山碎屑岩型铀矿化蚀

变较强,主要有硅化、迪开石化、水云母化、赤铁矿

化和萤石化。火山碎屑沉积岩型铀矿化蚀变较弱,
主要有早期黏土化和晚期硅化。

3 构造演化与铀成矿作用

燕山期—喜山期构造演化与盛源火山盆地铀

成矿关系密切[5]。火山岩型铀矿的分布与多金属成

矿带关系密切,在部分铀矿床中存在铀矿与多金属

矿共生或伴生现象[16]。中侏罗世末期,燕山运动影

响该区,在构造薄弱带,岩浆缓慢上侵,形成燕山早

期岩体,在岩体内外接触带形成铀多金属矿化[17];
晚侏罗世早期,形成断陷盆地雏型,奠定了区域构

造基本格架[18-19]。早白垩世,地壳运动不断加剧导

致区域性火山喷发。按火山岩形成的时间和顺序,
分为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且在相应层位形成铀的

局部富集,甚至形成高品位工业铀矿体。该阶段是

火山碎屑沉积型铀矿的形成阶段,如60号矿床U-
P型铀矿含矿岩性为中粗粒凝灰质砂岩和沉凝灰

岩,为同生热水沉积成矿[20]。富含铀的岩浆聚集在

壳幔过渡带附近,形成浅部“岩浆房”。盆地南部基

底早寒武世外管坑组可能是重要铀源,U含量高达

(16.5~91.5)×10-6,平均含量为41.8×10-6[5],
成矿流体通过该地层时,萃取其中的铀,使铀在流

体中初始富集。
盆地在燕山晚期3个主成矿期(140~130Ma、

120~110Ma和90Ma,最晚喜山期,约60Ma)[20-22],
与盛源地区鹅湖岭组旋回、石溪组旋回和赣州组旋回

3次火山活动时间相近[23-24],说明铀矿主要是这3次

火山活动热液作用的产物。如,60号矿床早期U-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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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成矿年龄为127~136Ma[20])与鹅湖岭组旋

回(中酸性火山岩 Rb-Sr等时线年龄 为141.8~
132Ma[23])时间契合;60号矿床U-Mo矿化(成矿年

龄为106Ma[21]),65号、70号矿床早期矿化(成矿

年龄为116Ma[21])与石溪组旋回(粗面岩40Ar/39Ar
年龄为101~128Ma[23])时间契合;70号矿床第二

期矿化(成矿年龄约87Ma[21])、余坝矿点矿化(成矿

年龄为90Ma[22])与赣州组旋回(龟峰群玄武岩锆

石U-Pb年龄为91.03±3Ma,玄武岩K-Ar年龄为

99.5±1.5Ma[24])时间契合。
主成矿期出现拉张并产生深达“岩浆房”的近

EW向基底断裂,深部析出的超临界状态的、富含大

量矿化剂和成矿物质的高浓度原生流体,向地壳上

部运移途中,与在不同深度渗流的大气成因地下水

混合,萃取没有进入硅酸盐和副矿物晶体格架中的

残余铀和其他元素,铀在流体中进一步富集。在地

壳岩石中流动的成矿流体由于成矿要素在耦合过

程中临界突变,导致沥青铀矿沉淀,铀在合适的构

造部位受地球化学环境变化、S2-和Fe2+等还原剂还

原等因素影响沉淀聚集成矿[25]。

4 构造对铀成矿的控制

4.1 区域性断裂和火山构造系统

区域性断裂和火山构造系统(火山喷发带)控
制成矿带的展布及矿田定位。萍乡—广丰深断裂

规模大、切割深、活动时间长,是扬子地块和华夏

地块的拼接带,不仅控制鹰潭—广丰火山喷发带

呈近EW向产出,也控制赣杭火山岩型铀成矿带

呈近EW向分布。区域性 NE向鹰潭—安远深断

裂、NW向余干—鹰潭大断裂与萍乡—广丰深断裂

复合,共 同 控 制 盛 源 火 山 盆 地 和 盛 源 铀 矿 田 的

定位。

4.2 区域构造的次级断裂及层间滑脱构造系统

区域构造的次级断裂及层间滑脱构造系统控

制铀矿床的定位。近EW 向断裂是控岩控矿构造,
深切基底,且多期次活动,对开启深部流体、引导深

部矿液及热循环具有关键作用[26]。作为萍乡—广

丰断裂的次级断裂,盛源盆地近EW 向基底断裂及

NE向断裂控制盆地内矿床、矿点的空间定位。
盛源盆地70号、65号、60号矿床及各矿点几乎

呈近EW 向一字形排列。60矿床产在贵溪—流

口—蚂蝗坞和童家—金塘谢家EW 向断裂控制的

EW向坳槽内;65号、70号矿床产于东川—新田和

蔡家—盛源EW 向断裂控制的EW 向坳槽内。上

述特点均反映EW 向断裂控矿的重要性。盛源盆

地西部童家铀异常带、东川铀矿点以及65号、70号

铀矿床,位于戴宝山滑覆体的火山岩构造窗中,滑
脱构造控制铀矿床的空间定位[27]。

4.3 接触带、层间破碎带和裂隙群容矿构造系统

接触带、层间破碎带和裂隙带容矿构造系统控

制矿体的形态。容矿构造形态决定矿体形态,盛源

盆地容矿构造主要为断裂、层间破碎带和裂隙群。

65号矿床和70号矿床所处空间不同,但矿体优选

方位均为NE向,NE向断裂控制主矿体的延伸,体
现NE向断裂的主导控矿作用。70号矿床的18个

矿体,构成NE向展布的铀矿化带,矿体明显受NE
向断裂控制。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舒缓波状,在
矿床中段和南段呈分枝状展布。矿体受早白垩世

打鼓顶组(K1d)层间破碎带控制,矿体产状与层间

破碎带基本一致,矿体倾角为45°~80°(图3)。

1.第四系;2.早白垩世打鼓顶组四段;3.早白垩打鼓顶

组三段;4.早白垩世打鼓顶组二段;5.早白垩世打鼓顶

组一段;6.青白口纪周潭组;7.断层及编号;8.破碎带;

9.矿体及编号;10.钻孔及编号

图3 70号矿床19号勘探线地质剖面示意图

Fig.3 Sketchsectionofexplorationline19intheNo.
70uranium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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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矿床矿化范围呈EW 向,长约3km,宽约

1.6km,矿体主要赋存在早白垩世鹅湖岭组中下部

凝灰质粉砂岩、砂岩、沉凝灰岩和沉凝灰砾岩中,受
层间破碎带控制。

矿体之间相互平行,成群产出,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矿体产状为280°~290°∠10°~15°,近地

表矿体倾角稍陡,一般为20°~50°,总体与层间破碎

带一致(图4)。

1.早白垩世石溪组;2.早白垩世鹅湖岭组四段;3.早白垩世鹅湖岭组三段三层;4.早白垩世鹅湖岭组三段二层;5.早白垩

世鹅湖岭组三段一层;6.早白垩世打鼓顶组二段;7.断层及编号;8.矿体;9.钻孔位置及编号。

图4 60号矿床11号勘探线地质剖面示意图

Fig.4 Sketchsectionofexplorationline11intheNo.60uraniumdeposit

5 讨 论

(1)构造是否为控制铀成矿的主要因素。火山

岩型铀矿找矿工作,必须从构造的角度研究矿源、
成矿流体、导矿渠道、储矿空间、火山活动与铀成矿

的关系。特定层位是火山岩型铀矿找矿的基础,构
造是控矿、容矿的主导因素。深部铀矿找矿,研究

构造控矿非常重要。
(2)构造对火山岩型铀矿成矿的控制作用是

否具有普遍性。赣杭火山岩带是区域构造演化

的产物,燕山期火山喷发及岩浆侵入,使该带发

育盛源、相山和鹅公山盆地等火山盆地。相山盆

地位于盛源盆地西南直距约150km处,鹅公山

盆地位于盛源盆地东直距约60km 处。相山盆

地基底以EW 向断裂为主线,盖层以 NE向断裂

为主线,在相山铀矿田形成过程中,既有统一于

区域应力场的断裂,又有火山作用下产生的火山

构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归并、改造,形成矿田

的控矿储矿构造系统[26]。鹅公山盆地发育 EW

向和 NE向 基 底 断 裂,不 仅 控 制 盆 地 的 空 间 形

态,还控制34号、50号、640号铀矿床及众多铀

矿点呈EW 向和 NE向排列,基底断裂具有重要

的导岩、导矿作用。盆地内构造、岩性界面控矿

特征明显,34号矿床铀矿化主要赋存于滑覆断裂

F5 上盘早白垩世打鼓顶组缓倾的破碎带内,50
号矿床铀矿化主要赋存于剥离断裂F15及其上盘

早白垩世打鼓顶组张扭性裂隙中,640号矿床铀

矿化主要产于沿 NW 向构造充填的煌斑岩内外

接触带[28]。可知,构造对火山岩型铀矿成矿的控

制作用具有普遍性。

6 结 论

(1)构造对盛源火山盆地铀成矿的分级控制作

用明显。
(2)在盛源火山盆地铀矿找矿工作中,不仅要

重视特定地层的含矿性研究,还要重视区域构造、
断裂、火山机构、接触带和层间破碎带对铀成矿的

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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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structureoftheShengyuanvolcanicbasininJiangxi
Provinceanditscontrollingforuraniummineralization

ZHUJian-lin,JIANGPing,ZOUJing
(NO.265GeologicalPartyofJiangxiNuclearIndustryGeologicalBureau,Yingtan335001,China)

  Abstract:PreviousgeologicalprospectingforuraniumdepositsinShengyuanvolcanicbasinofJiangxi
focusedmainlyonore-bearingpotentialoftheEarlyCretaceousDagudingFormationandEhulingForma-
tion,aswellasore-bearingstrataofEarlyCambrianWaiguankengFormation.Butcontrollingofthestruc-
turesoveruraniummineralizationhaslongbeenignored.Basedoncollectionandcompilationforthepub-
lisheddata,alongwiththelatestresearchresultsinthisregion,controllingeffectofthestructuresonthe
uraniummineralizationwasstudiedindetailsandmineralizationregularitywasalsosummarized.There-
sultsshowthatvarious-leveland-orderfaultstructuresformedindifferentperiodsconstituteanore-con-
trollingstructuralsystem.ThePingxiang-Guangfengdeepfaultdeterminestheeasttowestdistributionof
theWugongshan-Yanshanuraniummetallogenicbelt.Andrelativelylargestructuraljointsdeterminethe
occurrencepositionsofuraniumoredeposits,withthelow-levelEW-trending,NE-trendingandNW-tren-
dinggeologicalstructurescontrollingthepositionsofuraniumorebodies.Theconclusionswillhelpfurther
understandingtheregularityofuraniummineralizationintheareaandprovidereferenceandthinkingforu-
raniumprospectinginthefuture.

Keywords:volcanicbasin;structuralsystem;uranium mineralization;Shengyuanbasin;Jiangxi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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