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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位于华夏板块武功－诸广断隆区，桃山

－诸广铀成矿带南西端的鹿井矿田东南部，处于诸

广山复式岩体中部与北东向遂川－热水断裂带的

复合部位，受遂川断裂及热水断裂组成的地堑式断

陷带控制。区内落实多个铀矿床、矿点，具有良好

的区域铀成矿地质背景，值得进一步开展地质找矿 

工作(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❶)。 

1  古选地区铀成矿条件分析 

1.1  地层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元古界震旦系、古生界

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中生界白垩系和第四系

（图 1）。其中寒武系分布面积最大，且为鹿井矿

田含铀层。 

 1.2  构造 

研究区位于鹿井矿田东南部，主要有北东向断

裂，其次为北西向、北北东向和近东西向断裂。其

中以北东向五条区域硅化断裂带为骨架，它们不仅

是矿田内矿床定位构造，也是成矿热液的通道（邵

飞，2010）；北北东向断裂主要发育在黄峰岭-高

昔-下洞子-界坑地区，以硅化角砾糜棱岩形式产

出，呈带组展布，控制了区内矿体的分布；北西向

断裂主要发育于矿田西部寒武系中，表现为硅质胶

结角砾岩；近东向西断裂不发育，但局部地段可与

北北东向构造控制部分矿体的产出。 

1.3  蚀变 

研究区内热液蚀变种类较多，分布较广，受断

裂构造控制明显，是区内主要围岩蚀变。表现为矿

前期和成矿期热液蚀变发育，矿后期热液蚀变则不

发育。 

矿前期除面型水云母化、白云母化外，还发育

一些沿断裂呈带状产出的碱交代岩蚀变带。蚀变有 

 

图 1 鹿井矿田地质略图 

1-第四系；2-上白垩统；3-中寒武统茶园组；4-下寒武统香楠组；5-上震

旦统；6-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 7-印支期第二阶段二长花岗岩；8-

碱交代岩；9-辉绿岩； 10-硅化断裂带； 11-花岗岩型铀矿床；12-花岗

岩型铀矿（化）点/砂岩型铀矿点；13-已设探矿权范围；14-研究区范围 

 

云英岩化、碱性长石化、绿泥石化、硅化等。 

成矿期热液蚀变为硅化、水云母化、赤铁矿化、

绿泥石化、黄铁矿化（胶状）、深色萤石化、碳酸

盐化等，有的蚀变带宽达数米，最宽可达 10 m 以

上，该期热液蚀变是铀矿化标志，也是该区找矿的

标志之一。 

2 铀矿化特征 

2.1 地表铀矿化 

鹿井矿田落实有 10 个铀矿床和多个铀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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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中大型矿床 1 个（鹿井）、中型矿床 4 个（黄

蜂岭、高昔、下洞子、沙坝子），小型矿床 5 个（牛

尾岭、洞房子、梨花开、羊角脑、枫树下）。研究

区位于鹿井矿田东南部（图 1），产有鹿井、黄蜂

岭、高昔、下洞子 4 个铀矿床，竹子坑、下古选、

金鸡岭、横坑、界坑、蛇坑、蛇坑垅等铀矿（化）

点。 

2.2 物探、化探异常 

项目组在研究区开展地面伽玛能谱面积测量

eU 含量等值图发现多片铀异常晕、高晕，主要呈北

东、北西两个方向展布。其中，北东向的两个铀异

常晕主要沿 F1 硅化带及其下盘分布，受 F1 断裂控

制明显；北西向的铀异常晕、高晕呈串珠状分布，

长近 2 km，与深部的北西向辉绿岩及碱交代岩有

关。另外，在沿 QFⅤ硅化断裂带及下盘分布有一

系列的铀异常晕及高值晕。铀异常晕与碱交代岩关

系较密切。 

土壤氡气测量反映，在研究区 800~900 m 处印

支期花岗岩与寒武系变质岩、燕山期花岗岩的接触

部位上方存有连续性土壤异常，最高浓度有 20000 

Bq/m
3；同时地面伽玛能谱测量曲线在 900~1000 m

处显示异常峰值，最高铀含量为 30.2×10
-6，两者

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预测深部可能存在较好的

铀矿化。 

3  铀资源潜力分析 

研究区位于鹿井铀矿田东南部，其内分布有鹿

井、黄蜂岭、高昔、下洞子等铀矿床和多个铀矿点，

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通过三年的工作，项目

组在研究区内圈定了五片铀成矿远景区，分别丰

州、高昔—集溪—界坑二处Ⅰ级远景区及金鸡岭、

小山—庙背垅、下古选三处Ⅱ级远景区，各片远景

区均具有较好的铀资源潜力。 

4 结论 

该地区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通过项目组三年 

 

 

 

 

 

 

 

多的工作，大致查明了主要铀矿化特征和控矿因

素。认为工作区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铀源丰富，

断裂构造发育，断裂控矿明显，遂川－热水断裂及

其次级断裂为铀成矿提供热液通道及赋矿空间，并

控制了鹿井矿田内的矿床及矿体分布；燕山早期花

岗岩侵入强烈，碱交代岩、基性脉岩发育，岩石碎

裂，热液蚀变发育，为铀成矿提供大量热源、矿化

剂及有利空间（杜乐天，1982）；矿床、矿点分布

众多，铀矿化信息丰富，具有较大的铀资源潜力，

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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