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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９７３计划 《中国北方巨型砂岩铀成矿带陆相

盆地沉积环境与大规模成矿作用》简介

金若时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３００１７０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人类对清洁、高效、绿色铀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砂岩型铀矿作

为全球广泛利用和最有前景的清洁能源矿产，由于开采成本低廉，在国内外得到广泛重视。

中国北方地处世界巨型欧亚铀成矿带的东段，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非常优越。松辽、鄂尔多

斯、准噶尔等北方系列中新生代盆地为大型赋矿砂体的储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且多数盆

地都经历了由还原向氧化转换的古环境演化过程，这些条件为中国北方砂岩型铀矿大规模成

矿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成矿环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我国由原苏联引入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指导我国找到了一批砂岩

型铀矿床。但随着中国砂岩型铀矿找矿勘查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中国北

方砂岩型铀成矿带具有其自身地质特征，在大地构造、盆地构造演化、形成规模和充填序列

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如何划分我国陆相盆地类型、判别成矿前、成矿期及成矿后的古地质

特征，确定成矿层位与构造部位，对丰富完善我国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实现铀矿

找矿突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科技部设立了９７３计划项目 “中国北方巨型砂岩铀成矿带陆

相盆地沉积环境与大规模成矿作用”（项目编号为２０１５ＣＢ４５３０００），支持此项研究。我们组

织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有关科研院校及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和各省属核工

业地质勘查队伍等国内铀矿地质方面的优秀研究团队，共同开展了这次砂岩型铀矿的９７３计

划工作。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指导我们正在组织实施的我国北方砂岩型铀矿的调查工程

中。

本项目工作周期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主要围绕着陆相盆地沉积环境对砂岩型铀成矿的制

约、表生流体作用下铀的超常富集机理及其煤等有机质对铀成矿的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进行

研究。共设置６个课题，分别为：①中国北方陆相盆地含铀岩系成矿环境研究；②中国北方

砂岩型铀矿流体成矿过程研究；③煤铀的时空关系及有机质对铀成矿的影响研究；④典型产

铀盆地成矿机理与成矿模式研究；⑤基于大数据的铀资源潜力评价；⑥中国北方陆相盆地大

规模铀成矿作用。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项目组围绕关键科学问题做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研究工作，

在盆地含铀岩系沉积环境及构造背景、表生流体作用、蚀变矿物组合、有机质特征与铀成矿

关系、技术方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本专辑主要收录了其中的２１篇研究论文，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沉积环境及构造背景研究：从地层、构造、沉积环境等方面对北方典型盆地进行了

研究。准噶尔、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含铀岩系层序、沉积环境等研究表明低水位体系域中冲

积扇、三角洲、河流和湖泊相砂体为铀赋存的主要岩相。其共同特征是多产于较还原条件下

的浅灰—灰色砂岩系中，且这类砂岩的上部常发育一套氧化环境产出的杂—红色砂岩系。早

白垩世 （１３１～１２３Ｍａ）东部地区经历了强烈的伸展构造作用，形成了大规模的裂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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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大砂体”的发育提供了空间条件。

首席科学家金若时研究员向专家介绍项目进展和取得的成果

（２）成矿流体及氧化还原条件研究：主要涉及铀矿流体活动与成矿作用关系等内容，包

括烃类流体特征与铀成矿作用，酸性含Ｆｅ３＋溶液作用与铀的溶解迁移，氧化带中粘土矿物

特征及铀成矿作用及腐殖酸对Ｕ （Ⅵ）的吸附性能。

专家与项目组成员野外现场研讨

（３）有机质与铀成矿关系

研究：分析发现成熟度低的煤

屑比成熟度高的煤层与铀的成

矿关系更密切。统计有机碳的

时空分布规律得知，有机碳的

含量高低与铀成矿呈正相关关

系。对铀的赋存状态研究表明，

有机质对铀成矿主要起吸附作

用。

（４）铀源研究：重点开展

了碎屑岩地球化学、锆石等方

面研究。初步成果表明：源区

之一为盆缘晚古生代造山带中

Ａ型花岗岩，其全岩中铀含量最高，对铀源区判别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５）蚀变矿物组合研究：新获得了大量的砂岩型铀矿探针薄片，对矿石矿物组合特征、

铀矿赋存状态及矿物蚀变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划分了成岩阶段和表生流体作用下矿物组合

等。在粘土矿物、含钛铁矿组合与铀成矿作用方面取得一些新进展。

（６）其他研究：同时开展了微生物与铀成矿作用、砂岩型铀矿的分带特征等方面的研

究，取得一些进展。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野外调查和生产实践，希望这些论文的出版，能为今后从事铀

矿资源勘查和研究工作人员提供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数据，并激发大家对铀成矿理论认识的新

思考，促进我国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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