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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营盘圩矿点位于桃山—褚广铀成矿带

南西端，为花岗岩硅质脉型矿点。桃山—褚广铀成

矿带是我国最大的花岗岩型铀成矿带，该成矿带诸

广岩体内集中产出了鹿井、长江、百顺铀矿田。前

人在矿床的成因和成矿规律、岩体演化、岩石地球

化学特征、控矿因素、矿化和蚀变等方面取得了较

多成果（李建红等，2006；曾文乐等，2006；杜乐

天等，1982；余金达等，1988），本文在前人勘查

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阐述了营盘圩矿点的区域地

质背景和矿化特征，并综合分析了该区的成矿潜

力，认为营盘圩矿点成矿地质条件较优越，控矿因

素明显，矿化信息丰富，为今后找矿工作提供指导

性作用❶。 

1  大地构造位置 

营盘圩矿点位于湖南省桂东县与江西省遂川

县接壤处，桃山—诸广铀成矿带南西端，华夏板块

武功—诸广断隆区（图 1），诸广山复式岩体北段，

处在区域性北东向桂东—汝城断裂和遂川—热水

断裂夹持部位。 

2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为寒武系、奥陶系。其中寒武系

地层大面积主要分布在矿点北东部，奥陶系地层则

呈条带状出露（图 2） 

3  岩浆岩 

诸广山岩体为多期多阶段侵入的复式岩体，岩

浆活动十分活跃，时间长，规模大，多期次活动特

征。从加里东期至燕山晚期均有岩浆侵位，最早期

侵入体形成于加里东期，后经过印支期、燕山多

 

图 1  工作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1—断裂；2—火山—侵入杂岩；3—矿点所处位置 

 

 

图 2  营盘圩矿点铀矿地质简图 

1—下奥陶统七溪岭组砂质板岩、硅质板岩；2—上寒武统水石组变余砂岩

及板岩；3—燕山早期花岗岩；4—燕山早期花岗岩；5—加里东期花岗岩；

6—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7—同期次侵入岩体的侵入顺序（短线指的一侧

为先侵入岩体）；8—断裂构造及产状；9—铀矿（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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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补充侵入。岩石类型以酸性、中酸性花岗岩为主，

中性、中基性岩为辅。 

4  构造 

区内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加里东运动形成北

西向紧密褶皱；印支—海西运动形成褶皱轴面基本

上呈 NNE 向宽缓褶皱；印支运动以后，本区构造

变动以刚性断块活动为特色。这些构造运动奠定了

该区的基本构造型式，造成了纵横交错、组合复杂

的构造格局，使本区的构造活动即有长期性、复杂

性，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继承性。 

5  矿点基本特征 

营盘圩矿点位于小夏—黄坳断裂（桂东—汝城

的一部分）的上盘，出露岩性为燕山期粗粒黑云母

花岗岩，中粒黑云母花岗岩，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正长岩类及细晶花岗岩脉，细晶岩和伟晶岩脉等。

矿化产在小夏—黄坳断裂旁侧次级构造中，主要有

一号矿带和四号矿带。 

其中一号矿带构造带长 240 m，宽 1～2 m，最

宽达 5～7 m，沿走向和倾向有膨胀，收缩，分叉和

尖灭的现象，构造为硅化破碎，产状 340°～

350°∠75°～87°。其中大部分充填为硅质物，黄铁

矿，高岭土等。该构造带为含矿构造，矿化受构造

控制，其次为与其平行或斜交的裂隙所控制。在构

造分叉复合地段，局部膨胀地段矿化较好，同时在

红色或黑色硅质脉充填及其硅质角砾岩地段矿化

较好。矿化较不均匀，沿走向和倾向变化大，矿化

向深部延伸。一号矿带共圈定大小工业矿体 9 个，

矿体呈透镜体和细脉状，一般长 10～25 m，最长

52 m，平均厚度 0.45～0.79 m，最大厚度 1.5 m，平

均品位 0.0603%～0.2000%，最高品位 0.684%。 

四号矿带构造较一号矿带构造更为发育，断续

延伸长 1000 m 左右，由数条近于平行的断裂所组

成，产状 135°～150°∠65°～70°，构造内充填物为

灰白色、红色玉髓状石英脉，宽 0.2～7.0 m，一般

为 1～2 m，具膨胀收缩，分支和尖灭的特征，还发

育一组 110°～120°∠65°～75°，长 100～200 m，宽

7～8 m，充填物主要有灰白色石英和红色玉髓状石

英角砾岩。均与矿化关系密切。 

主要金属矿物有沥青铀矿，黄铁矿，脉石矿物

为石英、方解石。次生矿物有铜铀云母，钙铀云母，

铀黑。围岩蚀变有硅化，红化、水云母（绢云母）

化、粘土（高岭土）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萤

石化、碳酸盐化等，其中红化、硅化与矿化关系密

切。 

6  结论 

通过对营盘圩矿点区域地质背景及矿化特征

分析，该矿点具有： 

（1）富铀地层发育。区内寒武系地层特别是牛

角河群是湘赣地区主要的富铀地层，可类比诸广山岩

体中部鹿井矿田的富铀地层香楠组、茶园头组。具有

铀含量高，浸出率高的特点，为成矿提供了铀源。 

（2）有利的富铀花岗岩体。诸广山岩体为一

复式岩体，岩体从加里东期花岗岩至燕山晚期花岗

岩各阶段岩体铀含量均较高，其中燕山早期花岗岩

铀丰度高，铀含量可达 22.55×10
-6，高出维氏值

（3.5×10
-6）6～7 倍，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大坪洞

矿床、营盘圩矿点及其他矿化点、异常点均产于其

中，且浸出率高，为铀成矿提供了重要铀源。 

（3）断裂发育，矿化主要受断裂控制。处于

北东向桂东—汝城断裂和遂川—热水断裂夹持部

位，铀矿化受断裂旁侧的次级断裂控制。 

（4）热液蚀变强烈，晚期中基性脉体发育。 

因此，认为该矿点成矿地质条件较优越，控矿

因素明显，矿化信息丰富，具有较好的地质找矿工

作前景。 

注  释 /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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