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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龙首山铀—多金属成矿带红石泉铀矿

床在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板块西南缘的阿拉善地

块南缘，南接河西走廊、北邻潮水盆地。红石泉铀

矿床较多学者在元素地球化学、地质特征、成矿年

龄（孙圭等，1988；辛存林等，2013；赵新胤，2015；
蔡煙琦等，2015；苟学明等，2017）等方面做了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认识。但是，对于该矿床

的矿床成因方面研究较少，笔者在龙首山成矿带红

石泉铀矿床做了大量地质工作，重点对矿床的控矿

因素和矿床成因等进行了研究。

1 控矿因素

1.1 伟晶状白岗岩控矿

岩体型矿化的伟晶状白岗岩是红石泉铀矿床

中工业铀矿体的富集体，即“矿源体”，是成矿的物

质基础（孙圭等，1988），铀矿床严格受伟晶状白

岗岩的控制，除在不宽的同化混染带中有少量矿体

和矿化外，岩体以外很少发现矿化；呈面型“岩体

型”矿化；铀矿化明显的有二次成矿作用的叠加；

且以早期成岩晚期铀矿化为主。在伟晶状白岗岩产

状变化及岩体厚度增大部位，铀源丰富，是矿体集

中分布区；在岩体边部黑云母混染带内，晶质铀矿

更为富集，构成工业矿体❶。

1.2 围岩类型与铀成矿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在铀矿化（体）多密集发育于伟晶状

白岗岩与变质岩，尤其是黑云母斜长片麻岩的交错

区段；一些矿化（体）顺接触带延伸并随接触面的

变化而变化，铀富集形成矿体可因变质片岩的消

失、圈闭而分支复合、收缩膨大；在变质片岩的弯

转凹面间形成囊状矿团；大于 0.1%的富矿石多具变

质片岩暗色矿物残余团块，尤其是含有高残影体的

区段更是工业矿体常常出现的部位。围岩的控制作

用，一方面是岩石物理化学条件的影响，另方面变

质片岩接触边界，尤其是形态不规则的边界造成含

铀岩浆的滞流。

1.3 构造作用

矿床区南、北区域性大断裂及褶皱构造控制着

伟晶状白岗岩体的分布，对铀成矿有较明显的控制

作用。伟晶状白岗岩中发育有多条北东东向平行断

裂，形成一个较大的破碎带，是铀矿化（体）赋存

的良好空间；北东东向断裂还控制了矿体的形态、

产状，铀矿化（体）的展布方向与构造产状基本一

致。北东东向断裂往往发育于接触部位所形成的混

染带中，与成岩晚期铀矿化部位相同，两次矿化叠

加，使原来不很连续、延伸不稳定、不均匀的矿化

进一步富集且均匀化，增强了矿化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后期构造对原有矿化进行改造，形成一些再生

及次生铀矿物，并在氧化带的有利部位形成次生富

集的铀矿化。铀矿化（体）呈线性展布，多密集发

育于断裂面上下盘不远的范围内，有的矿化（体）

本身强烈破碎，构成了重新活动的断层结构面。

2 矿床成因

龙首山成矿带伟晶状白岗岩型铀成矿在地槽

褶皱回返的晚期，深部壳层重熔形成硅铝质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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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生结晶分异作用，铀随着分异向上层演化，当

温度降至 350~400oC围压较小，富 K、贫 Ca、含挥

发份、富 U和其它金属（Mo、Cu、Fe 等）的浆液

便发生结晶作用，并对围岩进行交代改造，使得残

浆中的 U的浓度进一步增高，在封闭或半封闭条件

下，在较动荡的环境中，晶质铀矿面型晶出，在与

围岩混染带内和断裂空隙中较密集发育，同时围岩

中的黑云母在挥发份矿化剂作用下发生不同程度

绿泥石化；由于晶质铀矿的晶出，O2的消耗，S的

浓度增大，随之发生金属硫化物的晶出作用（图 1）。
铀成矿具有多期次成矿的特征，但成岩晚期大

量晶质铀矿结晶沉淀，形成大范围的贫矿化，并在

混染带等有利部位形成工业矿体，是矿床最主要铀

的成矿作用，其成矿年龄与成岩年龄相近，晶质铀

矿测定的同位素年龄为 1740±60 Ma，属中条期的产

物。

加里东晚期—华力西早期，在龙首山成矿带有

一次广泛而强烈的中低温热液铀成矿作用，对红石

泉矿床有重要的叠加改造。这一期矿化主要赋存在

混染带发育的构造破碎带中，以铀—赤铁矿、铀—

硫化物形式出现，矿石呈网脉状、胶结角砾状、细

脉状等形态，矿石测得的同位素年龄为 350～310
Ma。

3 结论

红石泉白岗岩型铀矿床的形成与岩浆活动侵

入及其岩浆作用后期的构造岩浆活化关系较为密

切；伟晶状白岗岩、白岗岩体呈整合与不整合地沿

层理和片理面侵入陡倾斜的变沉积岩中，以单脉、

岩枝、扁豆体状或岩基状产出，在走向、倾向上尖

灭再现；铀矿化受构造控制明显，后期的断裂构造

活动使岩石发生破碎，造成铀矿化的次生叠加富

集。

图 1 甘肃龙首山成矿带伟晶状白岗岩型铀矿成矿模式图

注 释 / Note
❶ 西部地勘局 212 大队. 1982. 红石泉矿床成矿地质特征. 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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