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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构造带东段构造岩浆演化与铀成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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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岭构造带东段自震旦纪以来经历了四次“开合”演化旋回: 早震旦世—志留纪“开合”

旋回, 形成了以震旦系和寒武系为代表的基底铀源层; 中泥盆世—三叠纪的“开合”旋回, 造就了二

叠系铀源层及印支期铀源体;侏罗纪的“开合”旋回, 再造了燕山期的富铀源体; 白垩纪—第三纪的

“开合”旋回, 提供了铀成矿热液和成矿空间,促使铀聚集成矿, 形成独具特色的南岭铀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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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我国铀矿地质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寻找大型、超大型富铀矿床,以满足

我国核电对铀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地处赣南的南岭构造带东段,以盛产钨、锡、铀、稀土等多

种矿产和地质环境的复杂性而著称, 是地质研究的热点地区, 已有 50多年的研究历史,带内铀

矿产的勘查研究也有 40多年的历史, 1992年在“中国铀矿地质编图”项目成果中提出“南岭铀

成矿带”后,南岭带便成为寻找大型、超大型富铀矿床的重点区带之一。然而,陆壳的形成和演

化使原来分散的铀逐步趋向富集并向陆壳上部转移,最终在有利的地质环境中形成铀矿床,这

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地壳运动、沉积作用和构造岩浆作用都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

本地区各种类型铀矿化的形成均和这些作用有密切关系。因此,分析区内构造岩浆演化与铀成

矿的关系,对于探讨南岭带铀成矿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区域前震旦纪构造古地理格局及基底铀源的初始富集

南岭构造带所处的华南板块,其大地构造演化已由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模式,如“沟-弧-

盆”机制的大陆增生模式(郭令智等 1980)
[ 1]
;江南大陆和华夏大陆晋宁期—加里东期时的对

接模式(水涛 1987) [ 2]等。最近殷鸿福等提出了特提斯多岛洋模式[ 3] ,认为华夏与扬子之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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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过两次开合,第一次张裂是在晚震旦世—寒武纪,造成古华南洋的打开, 其后奥陶纪开始

拼合,志留纪时北端与扬子陆壳相连,南端仍保持张开;第二次张裂是在石炭纪—二叠纪,以放

射虫硅质岩为代表,可能延到早三叠世。华夏与扬子的全面拼合是在中三叠世时通过印支运动

来完成的。据殷鸿福等研究,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具有十分不同的演化史:在震旦纪和早古生

代扬子板块是统一的, 其主体部分主要为浅海沉积, 碳酸盐岩发育,生物群是底栖的壳相(非球

接子类三叶虫、腕足类、鹦鹉螺、小壳类)。华夏板块是隆凹镶嵌的,凹陷区发育以复理石、类复

理石为主的碎屑岩,除底栖壳相生物外,还有不少漂游相生物(笔石等) ,两者在古生物地理上

相差甚大;古地磁研究亦表明扬子与华夏长期分属两个地块(陈海泓、孙枢、李继亮等) [ 4]。沿龙

游—三门断裂带有一条重要的地幔分界线, 其南具有 DUPAL 地球化学异常,属于具有南方

(古冈瓦纳)亲缘的地幔区,与其西北具有南、北(古欧亚)大陆过渡型地幔的扬子区不同(李继

亮等)
[ 5]
。这些迹象表明, 扬子与华夏之间在早古生代之前存在一个洋盆——南华洋。这个洋盆

主要存在于中元古代和新元古代早期,晋宁运动使扬子和华夏在北段拼接形成 NE 向的江山

—绍兴缝合带,但中、南段并未闭合,成为残留盆地。至震旦纪时,在扬子-华夏北段汇聚的 NE

向平移动量积累起来, 使江绍断裂带变为左行走滑的转换拉张断裂带,在总体拉张背景下, 南

华残留盆地又拉张为宽约 800多公里的小洋盆[ 6] ,沉积了巨厚的浊积岩。构成小洋盆主体沉积

的大套浊积岩,分属于扬子、华夏两个板块的大陆边缘。这一模式较好地解释了华南构造古地

理演化史,按照这一模式,地处华夏板块西部大陆边缘的南岭构造带东段前震旦纪属于前特提

斯南华洋的一部分。而在这次项目研究过程中厘定出的区内前震旦寻乌岩组地层,通过对其原

岩恢复,为一套厚度巨大、岩性相对单一的浅海—半深海相以泥质为主的陆源细碎屑岩;其稀

土元素配分曲线具有明显 Ce负异常( Ce值为 0. 32～0. 62) , 应属开阔洋盆沉积环境。寻乌岩

组构成了南岭构造带东段前震旦基底。根据野外系统采样分析,寻乌岩组岩石中的w ( U )平均

含量为 4. 8×10
- 6
,略高于地壳平均值( 2. 8×10

- 6
) , 由于该岩系内铀分布不均匀, 变化幅度大,

并具有离散特点,因而未达到形成铀源层的条件 。因此在这一基底形成过程中, 铀元素仅开

始了初始富集。

2　早震旦世—志留纪“开合”旋回:加里东期南岭裂陷槽的成生演化与

基底铀源层的形成

加里东期南岭裂陷槽指在华夏板块向古南华洋下倾的大陆斜坡带上自早震旦世开始发

育、寒武纪发展成熟的呈EW 向的裂陷海槽。其北界大约以大余—信丰—会昌EW 向断裂带,

南以梧州—清远—河源断裂带为界, 裂陷槽中心位置大约在连县—韶关—全南—寻乌 EW 向

断裂带,震旦、寒武纪时,该裂陷槽内沉积了厚达数千米的浊积岩, 其物源来自东方的陆块(华

夏古陆)
[ 3]
。

震旦纪时,在总体拉张背景下,随着南华残留盆地拉张为小洋盆,伴随云开岛、武夷岛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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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拉张, 同生了南岭 EW 向的鹰扬关—韶关—全南—寻乌及梧州—佛冈—河源断裂带, 两断

裂带之间裂陷成 EW 向南岭裂陷槽。表现在北端武夷岛上的南岩组红色砂砾岩不整合在楼子

坝群之上, 云开岛上的信宜—高洲片麻岩系, 其上有变质较浅的晚元古代云开群及下古生界,

以浅水沉积为主,沉积物主要为长石石英砂岩, 并可见多层砾岩,说明此时附近有水下隆起或

岛块;而在赣南、粤北即南岭裂陷槽中早震旦世为海底扇沉积和中基性火山岩为特征;沿着鹰

扬关—韶关—全南—寻乌断裂带位置,在鹰扬关、粤北的和平、赣南的安远鹤子、定南的下庄以

及会昌的岚山等地区发育一条近 EW 向的细碧角斑岩带
[ 7] ,其中鹰扬关地区细碧岩厚达 442

m, 和平地区产细碧岩和基性角砾凝灰岩夹沉凝灰岩、橄榄岩,总厚度达 580 m。从晚震旦世开

始,由于气候的普遍转暖,海洋生物非常繁盛,海水中有机质及磷含量不断增多,海水中铀含量

不断增高, 被有机质、磷和粘土物质大量吸附并一同沉积下来, 在震旦系上部和寒武系下部形

成多个富铀层位: 其中上震旦统老虎塘组硅质板岩平均 w ( U )为 25. 8×10
- 6
, 是地壳平均值的

15. 2倍;下寒武统牛角河组含碳硅质板岩 w ( U)为 29×10- 6, 是地壳平均值的 17倍,成为区

内最主要的基底铀源层。纵观南岭铀成矿带内所有铀矿床,不论是花岗岩型还是火山岩型,在

其产出部位或附近都有震旦或寒武系铀源层的出露, 尤其在铀矿田产出部位,如 BMS 矿田、

XZ 矿田以及 LJ矿田, 其周围产有大面积寒武系。因此, 这一铀源层的形成为以后铀源体、富

铀源体、高富铀源体以及产铀岩体和火山盆地乃至铀成矿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到

了晚寒武世—早奥陶世,由于受早期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武夷—云开带中有中酸性岩浆活动,

云开、武夷地块开始隆升,裂陷槽开始萎缩, 海水自北东向南西退缩, 并且陆源粗碎屑大量增

加,出现底栖生物与浮游生物混生现象, 直到崇义运动, 区内开始露出海面, 至志留纪,海平面

继续下降, 海水退至西南钦防海槽中,南岭裂陷槽暂时关闭, 完成第一个开合旋回并形成 EW

向南岭构造岩浆岩带的雏形。

3　中泥盆世—三叠纪“开合”旋回:海西—印支期南岭裂陷槽的成生演

化与盖层铀源层体的形成

3. 1　海西期陆内裂陷与盖层铀源层的形成

加里东运动使南岭裂陷槽变成陆地,只留下其西南面的钦防海槽接受志留纪深海笔石泥

质沉积,早泥盆世由加里东运动统一起来的华南大板块发生陆内张裂,首先从现今的云开山脉

北西侧的钦防海槽北东端裂开、海侵, 其张裂轴大致位于灵山—梧州—贺县断裂带附近,沿该

断裂带形成一条狭长的道县—灵山—台沟深水盆地,将湘桂微板块和武夷陆块分隔开, 出现

NE 向永梅裂陷和 EW 向南岭裂陷槽再度扩张的构造古地理格局。

泥盆纪早期的地壳拉伸运动,引起了中酸性火山喷溢和喷发, 其岩石特点属大陆钙碱性拉

斑玄武岩系列。在板块张裂初期,发生最普遍的现象是在离散板块边缘出现一种特有的沉积相

类型——河流三角洲相和滨岸碎屑岩沉积, 在粤北、赣南即南岭裂陷槽内相当发育, 碎屑物运

移方向为由北东向南西搬运。裂陷、沉积最大时期是石炭纪—二叠纪(图 1) [ 3] , 石炭纪为碳酸

盐和煤系沉积相结合; 早二叠世时, 特提斯洋北侧大陆边缘从华南陆域内通过,其位置与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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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所在位置相当(马文璞 1996) , 该时南岭区几乎为大片的滨海带,沉积了煤系地层;茅口期,

南岭裂陷槽和闽西南的永梅裂陷槽沉积了一套黑色含碳硅质页岩,夹似层状灰岩及钙质粉砂

岩、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铀源沉积建造, 区内茅口组 w ( U )平均含量为

26. 5×10
- 6
,是上地壳页岩 w ( U)平均值的 8. 8倍,并有丰富的 P, M o , Cu, Pb, Zn等元素, 形

成了区内晚古生代铀源层。南岭带内信丰T SK铀矿床即产于茅口组含碳页岩中。晚二叠世区

内开始挤压回返。

图 1　华南早二叠世(茅口期)古海洋复原图(殷鸿福等, 1999)

F ig . 1　Early Permian ( Maokouan) paleo-oceanic reconstr uction o f South China

1.滨浅海砂泥质组合　2.浅海碳酸盐组合　3.半深海碳酸盐组合　4.半深海砂泥质组合

5.半深海砂泥质及硅质组合　6.深海火山岩组合　7.内陆开阔盆地泥质组合

8.滨浅海砂泥质及碳酸盐组合　9.浅海碳酸盐及泥硅质组合　10.盆地碎屑岩组合

11.盆地泥灰质及火山岩组合　12.盆地泥硅质及火山岩组合　13.半深海钙硅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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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印支期挤压造山和盖层铀源体的形成

中三叠世开始的印支运动使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全面拼合、挤压造山,同时伴随强烈的岩

浆侵入活动, 在南岭带内形成两条近 EW 向展布的花岗岩带:北带(研究区)以复式花岗岩体

为主, 多属“S”型花岗岩,这些岩体的物质来源主要是震旦系、寒武系的重熔。主要有龙源坝、

陂头、隘高、三标、桂坑、白面石等岩体。以往认为白面石等岩体为加里东期, 通过我们项目组

(陈培荣、章邦桐等)研究后,现已查明,隘高岩体、白面石岩体、大富足岩体、桂东岩体均形成于

印支期,其 Rb-Sr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256 M a, 250 Ma, 216 M a和 230 Ma, 它们具有同造山期

花岗岩的一系列岩相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是印支期造山运动的产物。这些岩体w ( U )含量

均在 10. 4×10- 6～14. 64×10- 6 ,晶质铀矿 w ( U)含量在 3. 4×10- 6～6. 4×10- 6 ,属于富铀源

体,其中白面石岩体 w ( U )含量高达 18. 62×10
- 6
。印支期铀源体的形成为以后的铀成矿奠定

了坚实铀源基础。

4　侏罗纪“开合”旋回:燕山早期地壳裂解与燕山中期富铀源体的形成

4. 1　燕山早期地壳裂解和铀源活化剂的形成

随着中三叠世印支运动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全面拼合,使区内全面褶皱隆起成陆。到中侏

罗世,南岭带进入一个崭新的构造发展阶段:燕山早期地壳拉张裂解阶段。通常认为我国东南

大陆中生代的地壳裂解作用发生在燕山晚期。比如, 谢窦克等认为该区的大陆裂解期为 130～

85 M a
[ 8] , 李献华指出华南中生代构造应力场从碰撞挤压到剪切拉张发生在 140 Ma 左右

[ 9] ,

在此之前的燕山早期花岗岩是区域挤压环境的产物。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陈培荣、章邦桐等) ,

通过对广泛分布于区内三南—寻乌断裂带附近的龙南县东坑—临江以及寻乌县的菖蒲—白面

石四个火山沉积盆地(图 2)中的双峰式火山岩和区内广泛出露的含角闪石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 A 型花岗岩如寨背岩体和陂头岩体)等的 Rb-Sr 同位素定年研究,确定其基性单元玄武岩的

Rb-Sr 等时线年龄为 170～180 M a
[ 10, 11]

,酸性端元流纹岩和 A 型花岗岩的 Rb-Sr 等时线年龄

为160～180 M a。此外, 在诸广岩体的印支期主体岩基中侵入有同位素年龄为 150～180 M a 的

燕山早期中粒斑状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在贵东印支期岩体内部也侵入有燕山早期中粒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隘子岩体,同位素年龄为 185 M a) , 会昌大富足岩体(印支期)中在燕山早

期侵入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同位素年龄为164～189 M a。由此提出东南大陆中生代最早的

裂解作用始于燕山早期 [ 10, 11]。

随着燕山早期双峰式火山-侵入杂岩[ 10, 11]的形成,在地壳深部熔融过程中分馏出来的大量

富含挥发组分和碱质组分的深部流体沿着南岭 EW 向深大断裂带上升到地壳浅部, 从而引起

陆壳内各个地史阶段形成的铀源层(体)中的铀进一步活化和再分配。这种深部流体主要富含

H2O, CO 2 , H2 , CH4, N 2 , HCl, HF, H2S及 N a等组分,具有很强的渗透能力, 柯尔仁斯基( 1956)

称其为透岩浆流体,王德滋等将其作为产生花岗岩化的一种岩汁, 杜乐天称其为幔汁。幔汁中

富含的 CO 2, F
-
, Cl

-
等都是强矿化剂,对铀具有很强的络合作用, 能形成各种络和离子。特别

是 F 和 Cl 与铀在还原环境中可形成熔融度很低、挥发性很强的 UF 6和 U Cl6等卤化物,大大

178 地质找矿论丛　　　　　　　　　　　　　　　　　2000年



促进了地壳岩石中的铀的活化转移,一旦进入富含自由氧的地壳浅部,它们将氧化分解,形成

铀氧化物而沉淀下来[ 12]。这一深部热流体的形成,为后期富铀花岗岩体和产铀火山盆地以及

铀矿床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2　南岭构造带东段燕山早期双峰式火山岩分布示意图

Fig . 2　Distr ibution of Ear ly Yanshanian bimodal vo lcanics in eastern

pa rt o f Nanling tectonic zone

4. 2　燕山中期富铀源体的形成

晚侏罗世时, 受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影响, 整个华东南地区地壳运动性质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区域构造应力场的力学性质由燕山早期的拉张环境转为强烈挤压环境,是区域

断裂变动和岩浆活动最强烈的阶段。断裂活动以左行压剪性为主,形成一系列 NNE向的区域

性断裂,控制了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及其分布。强烈的火山喷发和多期次的花岗岩浆侵入,在

区域上形成浙、闽、赣东及粤东宽阔的岩浆岩带,成为环太平洋中、新生代岩浆活动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在南岭构造带东段的赣南、粤北地区,由于受基底 EW 向构造的影响和限制,火山

喷发和岩浆侵入活动自北而南被 EW 向的九峰—大余—会昌构造带、贵东—全南—寻乌构造

带、河源—清远构造带分隔为北、南两个岩浆活动带, 构成了 EW 向南岭构造岩浆岩带的一部

分,并形成了诸广山、大富足、贵东等大型复式岩体以及众多火山盆地。前期形成的铀源层

(体)中的铀在经过燕山早期地壳裂解形成的深部热流体的活化转移得以进一步富集,形成燕

山中期高富铀岩体,如诸广山复式岩体中该时期形成的岩体 w ( U )含量为 27. 6×10- 6, 是花岗

岩类维氏铀平均值的 7. 9倍;大富足复式岩体中燕山中期形成的岩体中 w ( U )平均含量为

36. 4×10- 6, 是同类花岗岩维氏值的 10. 4倍。

5　白垩纪—第三纪“开合”旋回:燕山晚期陆壳伸展与南岭铀成矿带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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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岭构造带东段中新生代热隆伸展构造与铀成矿关系略图

Fig. 1　Sketch map showing the r elations bet ween Meso-Cenozonic thermo-upw elling ext ensional

tectonics and uranium metallog enesis in eastern par t o f Nanling tectonic zone

1.白垩纪—第三纪盆地　2.热隆伸展构造与铀矿田　3.裂陷伸展构造

4.重力伸展构造　5.区域断裂构造　6.伸展构造带

5. 1　陆壳伸展构造的形成与演化

燕山晚期,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速度的减慢, 在弧后地区引起应力松驰。同时,

板块俯冲导致地幔对流体制的改变, 地幔物质上涌, 引起岩石圈伸展减薄,张性、张剪性断裂活

动造成区内独特的断块运动,在整个华东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 NNE 向的伸展构造带
[ 13]
。而在

基底EW 向构造带与新生的 NE 向伸展构造带交汇部位,由于局部热异常点的存在,导致地壳

深部局部熔融岩浆向上侵入地壳, 形成沿 EW 向构造带分布的一系列热隆伸展构造。如大余

—信丰—会昌 EW 向构造带控制的会昌浅层次热隆伸展构造和诸广浅层次热隆伸展构造, 全

南—寻乌向断裂带控制了寻乌热隆伸展构造和下庄热隆伸展构造(见图 3)。据陈跃辉等研究,

会昌浅层次热隆伸展构造作用始于早白垩世,大致在古新世伸展构造作用基本结束;诸广热隆

伸展构造作用始于晚白垩世早期,在古新世末伸展构造作用结束。而寻乌热隆伸展构造,据本

项目研究认为伸展构造作用始于早白垩世,并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伸展构造活动以强烈的岩

浆作用为特征, 在深部岩浆-热物质上涌和侵位的作用下,形成以三标岩体为中心的包括白面

石岩体在内的由多个大型复式岩体构成的伸展构造核穹窿状上隆和水平伸展,并在穹状体边

缘形成环状剥离断层; 随着剥离断层的进一步活动, 在水平引张力的作用下, 在东西两侧形成

白垩纪断陷盆地。晚白垩世开始,岩浆活动明显减弱,为白垩纪盆地陆相碎屑堆积的主要阶段,

沉积了厚达千余米的砾岩、砂岩和粉砂岩等红色碎屑岩; 与此同时在伸展构造核内和盆地盖层

如白面石盆地、鸡笼嶂盆地、昌蒲盆地、三百山盆地及版石盆地中形成大量煌斑岩、辉绿岩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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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岩脉群。晚白垩世末,热隆伸展构造作用开始明显减弱,碎屑堆积的速度和厚度显著减小,断

陷盆地在经历了晚白垩世的大规模沉降之后,于白垩纪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抬升和挤压隆起,

造成部分地区白垩系与下第三系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局部地区甚至形成逆冲推覆构造,使基底

地层被推覆到白垩纪地层之上。大致在古新世本区热隆伸展构造作用基本结束(图 4)。

图 4　寻乌热隆伸展构造地质剖面示意图

Fig. 4　Sketch geo lo gical pr ofile show ing Xunw u thermo-upwelling ex tensional tectonics

1.晚白垩世盆地　2.中—晚侏罗世火山盆地　3.震旦—寒武系　4.中元古界　5.燕山期花岗岩

6.燕山晚期花岗岩　7.伸展断裂　8.岩浆侵入界线　9.中基性岩脉

5. 2　南岭铀成矿带的形成

研究成果显示,华东南地区不同类型铀矿床成矿年龄分布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规律性,即不

论矿床属于什么类型,不论含矿围岩形成于什么时代, 成矿作用均集中发生在 25～140 M a 之

间,相当于白垩纪—第三纪,具有明显的区域成矿同时性 。铀矿床成矿时代的区域同时性,对

于南岭地区花岗岩型铀矿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一复式岩体内不同成岩期的花岗岩中的铀矿

化与不同矿田(矿床)中的铀矿化,其成矿年龄惊人地相近。如诸广山岩体南部,尽管不同矿田

中的矿床有不同的产出环境和控制因素,有的受不同方位的断裂构造控制或与中基性岩脉有

关;有的含矿围岩为印支期花岗岩,有的则为燕山早期不同阶段花岗岩等,但所有矿床、矿点的

矿化年龄却一致集中在 47～100 M a。诸广山岩体内的 LJ矿田,既有产于岩体内部的矿床,也

有产于外接触带寒武系含碳砂岩中的矿床,但所有矿床的成矿年龄都集中在 86～95 M a。此

外, BMS 矿田中所有铀矿床成矿年龄集中在( 90±11) M a。这种区域上成矿时代的同时性反

映了区内构造运动、热液作用以及铀的迁移富集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众所周知,铀是一种地球化学性质比较活泼的元素, 在地壳运动和岩浆活动等构造热液事

件中易于活化,并趋向进入热液体系中而随热液迁移。在铀源条件充足时,工业铀矿床的形成

主要取决于成矿环境。而国内外热液铀矿床几乎都形成于地壳应力处于舒张状态的地质构造

环境中,尤其是地壳运动由挤压转变为伸展的时期。而在该阶段, 区内以地壳伸展为特色的构

造-岩浆作用,与区内铀成矿作用时限基本吻合, 既为区内成矿热液的形成提供了热源和丰富

的深部成矿物质来源, 又为成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构造动力条件,同时还为成矿物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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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部的沉淀富集准备了有利的空间。在这一时期内, 沿着南岭 EW 向构造带形成了 XZ, BM S,

HCK, LJ等铀矿田及众多的铀矿床(点)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岭铀成矿带。成矿带内各种类型

铀矿床基本上分布在伸展构造作用区内,两者的空间展布范围基本一致,表明伸展构造活动不

仅在时间上控制了铀成矿作用的产生和演化,而且在空间上也控制了铀矿化的分布范围。尤为

明显的是在基底 EW向构造带与 NE 向伸展构造带交会处的热隆伸展构造控制了成矿带内铀

矿田(或矿化聚集区)的产出:寻乌热隆伸展构造控制了 BMS 铀矿田,会昌热隆伸展构造控制

了 HCK 铀矿田, 诸广热隆伸展构造控制了 LJ 铀矿田,贵东热隆伸展构造控制了 XZ 铀矿田

(图3)。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 BMS 铀矿田所在的寻乌热隆伸展构造区内,在以震旦—寒武系

铀源层为母岩的海西—印支期以及燕山期多期铀源体之上,依序“叠置”着有燕山早期菖蒲旋

回玄武质火山岩和燕山中期鸡笼嶂旋回的英安流纹质火山岩, 局部地段还覆盖有燕山晚期赣

州旋回的玄武质火山岩,这与世界上许多超大型热液铀矿床如俄罗斯的红石矿床的基底-盖层

结构极为相似,显示出区内存在形成大型乃至超大型铀矿床的基本地质条件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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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BETWEEN TECTONO—MAGMATIC EVOLUTION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EASTERN PART OF

NANLING TECTONIC ZONE

T ANG Xiang-sheng
1, 2
, SHEN Jun

2

( 1. Dep artment of E arth S ci ences, Nanj ing Univ ersity , J iang su, Nanj ing 210093, China;

270 Inst itut e of Geology , China Nat ional N uclear Corporat ion, J iang xi N anchang 330200, China)

Abstract: 　 The eastern part o f Nanling tectonic zone has exposed to ‘Opening’and

‘Closing’evolut ional cycle for four t imes ever since Sinian Period. They ar e ( w ith a chrono-

logical o rder) : the ‘Opening’and ‘Closing’cycle o f Early Sinian Epoch—Silur ian Period,

w hich fo rms the base uranium source lay er of Sinian System and Cambrian Sy stem; the

‘Opening’and ‘Closing’cycle o f Middle Devonian Epoch—T riassic Period, w hich fo rms the

Permian uranium source lay er and the Indo—Sinian Period uranium sour ce gr anit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w o processes, the ‘Opening’and ‘Clo sing’cycle of Jurassic Period built

the uranium enriched source gr anite; w hereas the ‘Opening’and ‘Clo sing’cycle of Creta-

ceous Per iod—T ert iary Period, facilitate the miner al ization of uranium by providing abundant

miner ogenic hydro thermam fluid w ell as space. T hus the dist inguished Nanling Ore-bearing

Zone came into being.

Key words: 　Tectono—magmat ic evo lut ion; ‘opening’and ‘closing’evolutional cy cle; ura-

nium mineralizat ion; eastern part o f Nanling tectonic zone.

非传统矿产资源

非传统矿产资源是指当今技术、经济尚未进行工业利用的矿产资源和尚未被看作矿产的、

未发现其用途的潜在资源, 或虽为传统矿产但因地质地理原因极难发现的矿产资源。据此可将

非传统矿产作以下分类: ( 1)难选矿石。( 2)尾矿坝型资源,如尾矿、废石、废料和垃圾等。( 3)极

地矿产资源, 虽为传统矿产但极难发现。( 4)海洋资源,如热卤水、甲烷水合物、锰铁结核等。

( 5)传统非常规类型,如碱性岩中金等矿产、煤层中金属非金属矿产、氧化壳中金属矿产、石油

中金属矿产和共伴生矿产等。( 6)宝玉石矿产资源(砚石、观赏石)。( 7)药用矿物岩石资源。

( 8)功能性矿物新材料,人工合成的或新发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矿物原料。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 常规或传统矿产资源将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而逐渐耗尽与枯

竭,同时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品又对资源的用途提出新的要求,也需要大量的新材料, 因此,积

极开发利用非传统矿产资源对 21世纪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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