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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多能源聚合盆地

（涂光炽等，1994；Liu C Y et al., 2008），近年来地

质工作者在鄂尔多斯盆地北东部直罗组砂体中发

现了多个大型、超大型砂岩型铀矿床，前人对铀矿

床的成矿机理、控矿要素以及成矿模式做了大量的

研究，建立了多期叠合成矿模式。在所有的成矿要

素中，沉积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定规模

的砂体不仅能为成矿物质的迁移提供运移通道，还

能为矿体的赋存提供一定的空间，而这种具有一定

规模的砂体又受到沉积相的控制，因此对沉积相的

研究对揭示砂体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砂体的

物性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盆地北东部前人对目

的层直罗组沉积时期的沉积特征研究程度较高（吴

仁贵等，2003；焦养泉等，2005；赵俊峰等，2007，
2008；张字龙等，2010），而对西部外围的沉积体

系研究相对薄弱。为了拓宽找矿空间，需要加大对

西部外围直罗组沉积时期的沉积特征进行研究，结

合北东部已知矿床沉积特征与铀成矿的关系来对

西部外围的铀成矿潜力做出初步的评价。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研究区地处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巴音青格力-苏
台庙地区，构造位置位于伊盟隆起内，北部与河套

断陷相邻。目的层为中侏罗统直罗组，前人将直罗

组划分为上、下两段（J2z1和 J2z2），并根据地层的

旋回性将直罗组的下段划分为上、下两个亚段

（J2z1-1和 J2z1-2）。研究区内地势北高南低，地层产

状平缓，垂向上岩性变化较快，是沉积环境频繁变

化的响应。

2 研究方法及手段

本文通过收集大量的钻孔资料，选取了分布在

研究区内的部分钻孔。研究思路采取“点-线-面”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单井分析从点上来厘定该孔所

在部位的沉积相类型及其在垂向上的演化过程；在

单井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连井剖面分析，在研究区选

取了两条剖面，一条呈近东西向展布，一条呈近南

北向展布，连井分析不仅可以刻画砂体在横向上的

展布特征，还可以对各沉积体系在横向上的展布特

征进行分析；根据砂体等厚图和砂地比等值线图来

刻画各沉积相在平面上的展布特征，为沉积相平面

展布图的绘制提供参考。

3 结论与讨论

单井分析发现研究区内岩性在垂向上变化快，

泥砂反复叠置，缺少大套厚层的砂岩，发育一定厚

度的泥岩；连井剖面分析发现砂体在横向上的连通

性较好，其中南北向剖面砂体在横向上的连通性好

于东西向的剖面，表明河道的流向呈近南北向；砂

体厚度等值线图和砂地比等值线图具有很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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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砂体厚度比较大的地方砂地比也比较大，直

罗组下段下亚段存在三个高值区，分别位于苏台庙

地区、乌力桂庙地区以及研究区的南东方向，直罗

组下段上亚段存在两个高值区，分别位于乌力桂庙

及其南部以及巴音青格力的北东部。

通过单井分析和连井剖面分析认为研究区直

罗组下段沉积时期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亚相，并在

三角洲平原亚相中识别出了分流河道、分流间湾、

泛滥平原以及沼泽沉积微相。根据砂体厚度以及砂

地比等值线在平面上的变化趋势来厘定各沉积微

相在平面上的展布特征，在直罗组下段下亚段识别

出三条分流河道，第一条位于苏台庙地区，由北西

流向南东方向，第二条位于乌力桂庙地区，由北东

流向南西方向，第三条位于乌力桂庙的南部地区，

由北东流向南西；直罗组下段上亚段沉积体系与下

亚段相比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上亚段发育两条分流

河道：一条位于苏台庙的南西方向由北西流向南

东，另一条位于乌力桂庙地区由北向南流动。在分

流河道周围发育有分流间湾、决口扇、泛滥平原以

及沼泽等沉积，主要为一些细粒的沉积岩，并伴有

薄煤层发育。由此得出结论，在研究区内直罗组下

段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亚相，分流河道沉积构成了

三角洲平原的“骨架”，泛滥平原、分流间湾以及

沼泽沉积构成了三角洲平原的“血肉”。

通过对比盆地北东部已知矿床的沉积特征，认

为研究区内直罗组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依据如

下：研究区与盆地北东部铀矿床同属于一个源汇系

统，碎屑物质主要来自北部的阴山山系，碎屑物质

中含有大量的富铀的中酸性岩浆岩岩屑和变质岩

岩屑，为铀的预富集提供了一定的铀源；与已知矿

床相比，虽然砂体在横向上的连通性不如北东部辫

状河砂体好，但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也具有河道的

沉积特征，砂体在横向上具有一定的连通性，能为

层间含铀含氧水的流通提供运移通道，由于分流河

道分叉频繁，在河流分叉的部位由于岩相的变化导

致成矿流体流速减慢，增加了流-岩反应的时间，有

利于铀的吸附沉淀；垂向上的泥-砂-泥结构发育好，

为成矿流体的运移提供了稳定的顶底板隔挡层；三

角洲平原亚相中植被易于生长，地层中有机质含量

较高，增加了地层的还原性容量，为铀的还原沉淀

提供了一定量的还原剂。综上，研究区直罗组下段

具有一定的铀成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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