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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准噶尔 

1  地质背景 

新疆东北部乌伦古河地区位于天山-兴蒙造

山系东-西准噶尔弧盆系，涵盖准噶尔洋内弧（萨

吾尔山-加波萨尔岛弧）、科克森他乌-阿尔曼泰蛇

绿岩混杂岩带、塔尔巴哈台-三塘湖复合岛弧带

（卡拉麦里-莫钦乌拉岛弧带）等 3 个Ⅲ级构造单

元（潘桂棠等，2009），属哈萨克斯坦波谢库尔-

成吉斯到我国雪米斯坦-沙尔布提 Cu-Au-Be-U 成

矿带（申萍等，2015）的东延，相邻的雪米斯坦

山地区已发现有白杨河铍铀矿床等一系列的铀矿

床、矿点和矿化点，乌伦古河地区虽未发现成规

模的铀矿床和铀矿点，但已发现大量的铀矿化点

和异常点，具有较大的铀成矿潜力。根据其铀矿

化赋存主岩、矿化特征及控制因素，乌伦古河地

区铀矿化类型主要见碳硅泥岩型、伟晶岩型、花

岗岩型和表生富集型，其中以碳硅泥岩型铀矿化

为主。 

2  铀矿化特征和控制因素 

2.1 碳硅泥岩型铀矿化 

碳硅泥岩型铀矿是指产于未变质或弱变质海

相碳酸盐岩、硅质岩、泥岩及其过渡型岩类中的

铀矿床，其中包括不同成因和形成于不同时代的

铀矿床。本区碳硅泥岩型铀矿化含矿地层为蕴都

喀拉组（D2y）、石炭系黑山头组（C1h）、石炭系

的南明水组（C1n）套海相-海陆交互相碎屑岩、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建造，局部夹碳酸盐岩，富含 

有机质、泥质、黄铁矿等还原物质。赋矿岩石主

要为绢云母千枚岩、石英绢云母千枚岩、变余砂

岩、泥质板岩、粉砂质泥质板岩、凝灰质泥板岩

等，通常还包括硅灰岩组合和硅质岩组合。矿化

受北西西向挤压破碎带控制，破碎带内充填有细

小白色粗晶石英脉、方解石脉；围岩蚀变以褐铁

矿化为主。矿化部位见有点状或细脉状钙铀云母

等次生铀矿物。矿石品位一般 0.03%～0.17% ，

最高达 0.613%。 

断裂构造是碳硅泥岩型铀成矿的主要控矿因

素，含矿构造主要是层间断裂破碎带，其发育与

区域褶皱和断裂有成生联系，往往产于大断裂的

旁侧，褶皱的翼部；深大断裂是含铀热液上升和

地下热水渗透的良好通道，深大断裂及其派生的

次级断裂、层间破碎带是铀叠加成矿的有效空间。 

碳硅泥岩型铀矿在空间上与岩浆活动、构造

热液活动关系密切。区内热液充填脉岩较发育，

而异常的分布，均与区内的石英脉、石英-赤铁矿

脉、石英-碳酸盐脉有关，分布于其中或其接触带

附近：异常的分布与大的脉体无关，而是分布于

细小的脉体中。 

本区碳硅泥型铀矿化在地貌上分布于低洼

处，地表淋积富集现象较明显，形成大量铀的次

生矿物。因此，地表异常点多是碳硅泥型铀矿的

一个显著特点。 

2.2 花岗岩型铀矿化 

花岗岩型铀矿是指形成于花岗岩体内外的热

液型铀矿，是我国重要的铀矿工业类型之一。新

疆北部至今未发现花岗岩型铀矿床，根据前人的

资料和野外调查结果，在老雅泉岩体、库兰卡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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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岩体发现一些花岗岩型铀矿化。按矿化元素组

合，可分为铀-钍-锡多金属型和单铀型。 

2.2.1 铀-钍-锡多金属矿化类型 

华力西中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侵入于下石炭

统卡姆斯特组(C1k)地层中。外接触带硅化、角岩

化、绢云母化、退色化非常发育，蚀变带宽 1.5～

2 km，局部有褐铁矿化，形成铁帽；内接触带局

部有钠长石化及云英岩化。异常带主要在岩体的

内外接触带及大岩基西端的岩枝和岩株分布区。

岩体受北西向及北东向两组主要断裂控制，并被

其后期活动所切割破坏。沿断裂带，尤其岩体外

接触带西北部酸性脉岩广泛发育。锡石、独居石

等有益矿物的来源与华力西中期第六侵入次花岗

岩体有直接关系。 

铀-钍-锡矿化产于云英岩化花岗岩中，青灰色

粗晶石英脉内含有大量白云母，云英岩化强烈，

明显为岩浆期后高温石英脉。含矿石英脉产状走

向 295°，倾向北东，倾角 55°，宽度 1m，长度

30m。钍含量达 100×10
-6，铀含量达 30×10

-6，

化学分析锡达到工业品位，钨、铋都有异常。 

2.2.2 单铀型矿化 

该类型铀矿化受花岗岩体控制，品位低，规

模小，只形成一些铀异常点。铀异常分布于花岗

岩之断裂破碎带，其伽马总量变化在 50～70γ 之

间。异常呈透镜状，深部延伸到 50m 伽马总量仍

较高，约为 40γ 。异常受断裂破碎带控制，在花

岗岩破碎带中，见有绢云母化和红化，裂隙中见

少量硅钙铀矿等次生铀矿物。 

2.3 伟晶岩型铀矿化 

伟晶岩型铀矿化是属于岩浆成因（侵入体型）

铀矿类型，与花岗伟晶岩密切相关，本区伟晶岩

型铀矿化有两种产出形式。第一种产于变质岩中

的花岗伟晶岩脉中，铀矿化呈团块状产出，铀的

富集往往与伟晶岩中电气石团块、绿帘石团块共

生在一起，据前人资料，铀异常不是由铀矿物引

起，而是由含铌、钽矿物引起，虽然局部地段铀

可达 300×10
-6，但呈点状分布，规模小，品位低，

一般不具工业意义。第二种产于花岗岩中的伟晶

岩脉中，前人在库兰卡孜干岩体南部发现大量的

伟晶岩型伽玛异常，能谱检查地表铀含量为 20×

10
-6～30×10

-6，钍含量为 60×10
-6～80×10

-6，最

高钍含量达 328×10
-6，为钍铀混合异常。伟晶岩

脉充填在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伟晶岩具有明

显的分带，从内向外可分为伟晶石英相→伟晶文

象长石相→伟晶花岗岩相→正常花岗岩，铀钍异

常主要赋存在伟晶花岗岩的文象长石带中。 

钍作为一种潜在能源矿产资源已经开始得到

关注，本区钍异常点多，工作程度极低，从有限

的几个异常点浅井揭露来看，虽然地表没有形成

大规模的矿体，也没有达到工业品位，但是，作

为一种高温钍矿化类型有研究意义。 

2.4 表生富集型铀矿化 

表生富集型铀矿化是指富铀花岗岩或富铀地

层在表生作用下，将岩石中的铀经过风化、剥蚀、

迁移，在花岗岩体周围地层的低洼地段或者富铀

层位下部，沿断裂、裂隙、破碎带、接触带等沉

淀富集，形成以次生铀矿物为主的矿化现象。 

表生富集型铀矿化分布在花岗岩体的接触带

附近或富铀层位层间破碎带，埋藏较浅是该类型

铀矿化的显著特点，往往富集在近地表，深部矿

化变弱。热液蚀变较弱，以粘土蚀变为主，蚀变

带形状呈漏斗状，有铁锰质的矿物沉裂隙分布；

铀矿物为次生铀矿物，如硅钙铀矿、板菱铀矿、

铜铀云母、钙铀云母、硅铜铀矿等，次生铀矿物

与盐碱、石膏等表生矿物伴生，充填到岩石节理、

裂隙、接触带中，呈星点状、薄膜状、皮壳状星

散附着于岩石的表面。 

本区表生富集型铀异常点非常多，呈星点状

分布，异常伽马值一般是 30～200γ ，少数可达

到 1000γ 。异常较密集处常连成带，延伸方向

50°～70°，长几米至几十米，宽 0.5～3m，最

大延伸深度 2m。γ +β 射线强度与γ 射线强度比

值在 2～2.3 之间，最高 3.3，铀镭平衡被破坏，

明显偏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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