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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型铀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铀矿床类型，亦

是我国铀矿勘查的主攻方向。二连盆地位于中亚造

山带，是我国北方砂岩型铀矿的主攻和重点突破地

区。近年来，随着找矿勘查工作的深入，在盆地中

部先后发现了巴彦乌拉、赛汉高毕和哈达图等多个

古河道型砂岩型铀矿床，实现了铀矿找矿的重大突

破（张金带，2016）。这些矿床产于盆地中部，主

要赋存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选择二连盆地中部白

垩系赛汉组上段赋矿砂岩，通过开展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研究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探讨二连盆中部

赛汉组沉积物源特征及其与砂岩型铀矿的关系，为

区域成矿规律总结提供依据。

1 区域地质背景

二连盆地位于我国东北部，东侧以大兴安岭隆

起为界，南部与温都尔庙隆起相邻，西部与索伦山

隆起相接，北界为巴音宝力格隆起为界，是形成于

中生代大陆伸展的构造背景下的陆内盆地。盆地主

要包括 5个次级盆地和 1个隆起，即盆地西部的川

井坳陷、盆地中西部的乌兰察布坳陷、中北部的马

尼特坳陷、东南部的腾格尔坳陷、东北部的乌尼特

坳陷以及中部的苏尼特隆起。

盆地沉积充填序列由盆地下部、中部至上部分

别为，阿拉坦合力群和大兴安岭群冲积扇、湖泊和

沼泽沉积的火山岩、含煤粗碎屑岩建造；阿尔善组、

腾格尔组和赛汉组以泥岩、碳酸盐岩及砂岩建造为

主的河流相、湖泊相及三角洲相沉积；二连组河湖、

冲积扇沉积的杂色碎屑岩建造。

2 赛汉组的形成时代及可能的物源区

用于碎屑锆石年代学研究的 FZK63-79 样品采

自哈达图地区 FZK63-79 钻孔 372 m 处，为黄色中

—细砂岩，样品 CZK3 采自哈达图地区 CZK328钻
孔 281.5 m 处，为黄色中砂岩。两个样品采自赛汉

组上段下部，均含不同程度的矿化。由两个样品的

碎屑锆石分析结果显示（图 1），赛汉组上段砂岩中

的碎屑锆石年龄总体以 170~120 Ma（中侏罗—早白

垩）和 290~220 Ma（早二叠—晚三叠）最为主要，

其次为少量的 330~290 Ma（晚石炭世）、390 Ma（晚

泥盆世）、410~430 Ma（晚志留世—早泥盆世）、

470~440 Ma（中晚奥陶世）、490~510 Ma（寒武纪）

以及中—古元古代的碎屑锆石。

170~120 Ma 的碎屑锆石年龄，其峰值为

150~130 Ma。这些年龄值范围与巴音宝力格卫镜花

岗岩（148~143 Ma）（聂逢君等，2018）、苏尼特右

旗敖包吐二长花岗岩和正长花岗岩（143.37±0.83
Ma 和 142.58±0.61 Ma）（龙舟等，2017）、苏尼特

左旗宝德尔花岗岩（132±1 Ma）（郭磊等，2015）、
苏尼特左旗查干敖包火山岩（136.1±1.1 Ma 和

133.3±1.1 Ma）（武跃勇等，2016）的形成时代范围

基本一致。结合花岗岩形成时代以及分布特点可

知，本研究所获得的 170~120 Ma 碎屑锆石很可能

主要来自于苏尼特隆起与巴音宝力格隆起的中酸

性花岗岩与火山岩。

290~220 Ma 的碎屑锆石年龄峰值为 250~280
Ma，主要形成于二叠纪。这些锆石年龄与二连浩特

北部、苏尼特左旗等地区的中酸性岩石年龄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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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范围，显示出较好的对应关系。例如，二连浩

特北部的赛音乌苏、雅果敖包和干次呼都格岩体，

成岩时代为 270.1±2.7 Ma 至 273.8±1.6 Ma（孔令杰

等，2017）；苏尼特左旗沙尔塔拉 A型花岗岩锆石

U-Pb 年龄为 222±4 Ma（石玉若等，2007）；苏尼特

左旗东部的东苏二长花岗岩成岩年龄为 221.5±0.8
Ma（俞礽安等，2016）；苏尼特左旗白音乌拉地区

霓石碱性花岗岩成岩年龄为 283.2±1.9 Ma 至

273.0±4.4 Ma（陶继雄等，2017）。因此，290~220 Ma
的碎屑锆石可能主要来源于二连浩特北部—苏尼

特左旗等地的花岗岩及二长花岗岩。

图 1二连盆地赛汉组碎屑锆石 U-Pb年龄直方图

研究表明，二连盆地属典型的山间盆地，古河

谷即发育于巴音宝力格隆起与苏尼特隆起之间的

马尼特坳陷与乌兰察布坳陷内。其中，盆地中部发

育的齐哈日格图赛汉组古河谷和赛汉高毕赛汉组

古河谷的古河谷流向均为南西—北东向（刘波等，

2017）。这说明盆地南北两侧的巴音宝力格隆起与

苏尼特隆起能够提供大量的碎屑沉积物。由碎屑锆

石年龄统计结果显示，170~120 Ma（中侏罗—早白

垩）和 290~220 Ma（早二叠—晚三叠）的碎屑锆石

最为主要，占全部锆石的 80%以上，其峰值分别为

150~130 Ma 和 250~280 Ma，暗示赛汉组上段的碎

屑沉积可能主要来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和二

叠纪的侵入体，其次为少量的早古生代以及中—古

元古代的岩石。因此，结合盆地地质特征、古河道

特征以及碎屑锆石年代学数据可知，二连盆地中部

赛汉组的物源主要为盆地北部的巴音宝力格隆起

和南部的苏尼特隆起中发育的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和二叠纪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花岗岩以及

流纹岩等酸性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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