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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溪岩体 和下庄岩体 为粤北贵东复式岩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岩体 构造 背景 相 同，空间上紧 密共 生，时间上近乎 同时 

生成 ，但 鲁溪岩体 不成矿，而下庄岩体赋存着大量铀矿床 。这种差 异的原 因探 究对深 刻揭 示花 岗岩 型铀矿床成矿机 制具有 重 

要 的意义。对鲁溪岩体和下庄岩体 中黑云母 的电子探针 、穆斯鲍 尔谱 和 ICP MS分析表 明，两岩体 黑云母 的主量元 素具 有 富 

铁贫挥发分的特点 ；微 量元 素特 征类似，具 明显 的负铕异 常；相对 于鲁 溪岩体 ，下庄岩体 的 演化程度 和挥 发性 组分 F含 量较 

高，而温度和氧逸度较低。从鲁溪岩体到下庄岩体，由于演化程度升高，F含量增高，温度和氧逸度降低，使铀在花岗岩中的丰 

度升高 ，赋存 方式由不利 于成矿 的类质同像 替换演变为有利于成矿 的品质铀矿形 式存在，这 是鲁溪 岩体 不成矿 而下庄岩体有 

大量铀矿床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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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uxi granite and the Xiazhuang granite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Gut～dong composite pluton in the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ce． They have the same tectonic setting， similar spatial association and similar age． 

However．many uranium depostites are formed in Xiazhuang granite while none is found in the I uxi granite．A de— 

tail study on this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tallogenic mechanism of granite——type uranium de—— 

posit．Biotite contains a lot of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gmatic crystallization．The results of the elec— 

trion microprobe，M Ossbauer spectroscopy and ICP—M S analyses of biotites collected from I．uxi and Xiazhuang 

granites indicated that these biotites have similar major element contents，rich in Fe but poor in volatile consi— 

tutents，and have similar trace element contents，strong negative Eu anomalies．The biotites of Xiazhuang granite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of the Luxi granite by higher evolution degree，more F content，lower temperature and 

lower oxygen fugacity．The evolution degree and F content increase and the temperature and oxygen fugacity de— 

crease from Luxi granite to Xiazhuang granite may cause that the uranium content increases and that the existing 

state of uranium changes from isomorphism to uraninite，a mineralization unfavorable condition to a mineralization 

favorable condition．I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at there are many uranium depostites in Xiazhuang granite while 

none is in the Luxi gr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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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是花岗岩中广泛分布的主要暗色造岩矿 

物，它保存了岩石结 晶阶段大量的地球化学信息，研 

究花岗岩巾黑云母 的化学 成分特 征对研 究岩浆起 

源、岩石成凶及构造环境 、成岩物理化学条件 、后期 

热液作用及成矿元素的富集都有重要的意义n。 。。J。 

南岭粤北地区是中国花 岗岩型铀矿重要产区， 

这 里分布着最大 的花岗岩型铀矿 田一下庄铀矿 田。 

自20世纪 50年代发现该矿 田以来 ，许多学 者对其 

作 了大量的研究 一 ]，取得 了许多重要 的认识。其 

中有关花岗岩 与铀成矿关 系的研究表明，铀成矿 与 

花岗岩浆分异流体无关 ，花岗岩为下庄铀矿 田铀成 

矿提供 铀源 ]。下 庄铀 矿 田由希望 、335和 

377等多个铀矿床组成，它们均位于贵东复式花岗 

岩体的东部 。贵东复式花 岗岩体东部 rh鲁溪岩体 、 

下庄 岩 体 、帽 峰 岩 体 和 笋 洞 岩 体 组 成。研 究 表 

明1] ，鲁溪岩体 (239±5 Ma)和下庄岩体 (235．8± 

7．6 Ma)均为印支期 花岗岩 ，其中下庄岩体 为下庄 

铀矿 田主要赋铀花 岗岩体 ，而与其共事 的鲁溪岩体 

为非产铀岩体。两个岩体的构造背景和时代相 同， 

空间上密切共生，而矿化特征却有明显的差异 ，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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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何在?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深刻揭示花岗岩型铀矿 

床成矿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木文从鲁溪岩体和下庄岩体的黑云母矿物化学 

特征人手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探讨两岩体成岩物 

理化学条件差异及其对铀成矿的制约机制。 

1 地质背景和岩石学特征 

贵东岩体位于广东省北部 ，是南岭地区三条东 

西向岩浆岩带之一的大东 山 贵东一五里亭岩浆岩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地构造上位 于华夏古陆闽、 

赣 、粤后加里东隆起与湘 、桂、粤北海西 印支 凹陷的 

交汇部位(图 1)。岩体侵入寒武系 奥 陶系浅变质 

砂岩 、板岩和含炭板岩，以及泥盆系一石炭系砂岩和 

碳酸盐岩中。该岩体为鲁溪、下庄、帽峰 、笋洞、隘子 

和司前等岩体 组成 的复 式岩体 ，出露 面积约 1000 

km ，大致呈东 西向展布 ，东部 为下庄 岩体 、笋洞岩 

体、帽峰岩体和鲁溪岩体，西部为隘子岩体和司前岩 

体(图 1)。其中下庄岩体 、帽峰岩体和 笋洞岩体与 

铀矿床关系较为密切。前人认为贵东岩体是 由主体 

和补体组成 的燕 山期花 岗岩[9’ ，但 近年 

来的研究 表明它是 由印支 一燕 山期 多次 

岩浆侵 入而成 的复式 岩体[ ，其 中鲁溪 、 

下庄 和 帽 峰 三 岩体 的成 岩 年 龄分 别 为 

(239±5)Ma(单颗粒锆石 LA—ICP—MS)、 

(235．8±7．6)Ma(单 颗粒 锆石 I A ICP— 

MS)和(219．6--+-0．9)Ma(单颗粒锆石 U— 

Pb同位素稀释法)，属于印支期 ；笋洞岩体 

的成岩年龄为(189．1±0．7)Ma(单颗粒锆 

石 U P}】同位 素稀 释法)，属燕 山早期；司 

前岩体和隘子岩体 的单颗粒锆石 I A—ICP— 

MS成岩年龄分别 为(160．1±6．1)Ma和 

(151±l1)Ma，为燕山中期。 

鲁溪岩体 和下庄岩体 均属 印支期 岩 

体 ，前者成岩时间稍早，空间上密切共生， 

均产 于 印 支 碰 撞 后 的 后 碰 撞 拉 张 环 

境 ，岩体 内均 分 布有 幔源 基性 脉 

岩㈨ 。 

野外和室 内研究表 明，鲁溪岩体为粗 

粒巨斑状黑云 母花 岗岩 ，斑 状结构 ，主要 

矿物为长石、石英和黑云母 。副矿物有角 

闪石、磁铁矿、原生褐帘石和电气石等。 

钾长石均为透长石，斜长石为 中长石 ，An 

一 34～39，钾长石 多为微斜 长石 ，格子双 

晶发育，大颗粒柱状 自形 晶，含量约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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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长石聚片双晶发育 ，见环带构造 ，含量约 25 ；石 

英为大颗粒 自形 晶，多具波状消光 ，含量为 3O ；黑 

云母多浅黄绿色～褐色，片状 ，大颗粒 自形 晶，晶面 

扭曲，常交代钾长石 ，含量约 15 。下庄岩体为 中 

粒一中粗粒二云母花岗岩，灰 白色和淡灰红色 ，似斑 

状结构 。主要矿物为长石、石英、黑云母 和白云母 。 

副矿物有锆石、石榴子石 、榍石 、独居石、磁铁矿和钛 

铁矿等 。钾长石均为透长石，斜长石为钠长石 ，An 

— l～4，钾长石为条纹长石和微斜长石 ，板状他形 ， 

含量约为 35 ；斜长石为板状他形 ，含量约 15 ，石 

英多为他形小颗粒 ，含量约 30 ；自云母多为原生 ， 

片状 ，含量约 5 ，黑云母大多呈褐色一深褐色 ，片 

状和鳞片状 ，多色性强 ，解理完全 ，内部和边缘常伴 

生有小颗粒石英 ，含量约 8 。 

2 样品及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的黑云母样品选 自鲁溪岩体和下庄岩 

体新鲜花岗岩 。黑云母的主量元素分析用 H本岛津 

公司生产 的 EPMA一1600型电子探针测定 (工作 电 

压 25 kV，束 流 10．0 nA，束斑 为 10．0 m，检 出限 

0．002 )；微 量元 素 用 ICP—MS测 定 (精 度 高 于 

5 )。两项分析工作均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黑云母的穆 

斯鲍尔谱分析在 H本东京大学广域科学系实验室由 

郑国东完成 ：样品封装在无铁的铝铜合金专用 圆形 

柱内(内径 16 mm，厚 1 mm)，在 Austin Science S一 

600型 测 定 仪 上 测 试 (恒 温 293K，伽 马 线 源 为 

1．1lGBq卯Co／Rh)。波谱辨别和铁的化学种类定量 

在计算机上进行r1 ]。 

3 黑云母的穆斯鲍尔谱特征 

由于矿物中的 Fe件对 四面体 中的 Si 过于敏 

感 ，应用 电子 探 针 分 析 结 果 估 算 Fe什／(Fe + 

Fe。+)值强烈受 Si抖 、Al。 }等四面体 配位 阳离子 的 

制约[2 ，Si02的分 析精度直接影 响到 Fe。 的计算 

值。用穆斯鲍 尔 谱 可较 准 确 地测 定 黑 云母 中的 

Fe 和 Fe”。两岩体花岗岩黑 云母的穆 斯鲍尔谱 

图(图 2)基本相似。研究表明 ，黑云母 的穆斯鲍尔 

谱 由强、弱两对不对称的双峰组成 。前人对双峰 

进行了分类口 ，即 Fe。+的外 、内双峰分别对应 M2、 

M1位置 ，且 Fe M2位 的 四极分 裂值 (QS)大 于 

M1；Fe抖的外、内双峰分别对应 M1、M2位置，Fe” 

M1位的四极分裂值大 于 Fe抖的 M2位。因此 ，两 

岩体的黑云母的四极分裂值及其 Fe抖和 Fe 的 

M1、M2的占位如表 1。从表 中可以看出鲁溪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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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 Fe +(M2)／Fe (M1)为 2．73和 1．76，下庄黑 

云母的 Fe 。}(M2)／Fe (M1)为 5．68和 2．98，说明 

Fe抖在 M2位置上有序 ，反映从早期鲁溪花 岗岩体 

(239±5 Ma)到稍 晚期 的下庄 花岗岩体 (235．8± 

7．6 Ma)，黑云母的有序度降低。所有样品 Fe 的 

最大 QS<3．00 mm／s，说明两岩体的黑云母以三八 

面体为主，偶见--／k面体型[2̈。 

表 l 黑云母 的穆斯鲍尔谱分析结果 

Table 1 M 6ssbauer parameters of biotite 

注：LX为鲁溪岩体，XZ为下庄岩体，下同 

4 主量元素特征 

下庄和鲁溪岩体黑云母的主量元素含量由表 2 

可见 ，两岩体黑云母的主量元素有如下特征： 

(1)下庄岩体黑云母 的 Fe抖／(Fe。 +Mg)为 

0．5l～0．58，鲁溪岩体黑云母 的 Fe ／(Fe +Mg) 

为 0．4～O．45，二者黑云母的 Fe ／(Fe +Mg)都 

比较均 一 ，表 明黑 云母 均 未 受 到 后 期 流 体 的 改 

造r2 。因此其成分特征能代表岩浆结晶时黑云母 

的成分特征。 

两岩体黑云母均具有富铁的特征 ，鲁溪岩体黑 

云母 全 铁 含量 (TFeO)为 2O．01～ 21．86，Fe计／ 

(Fe。 +Mg)为 0．40～0．45，下 庄岩 体黑 云母 的 

TFeO为 20．54~24．35，Fe ／(Fe +Mg)为 0．51 

～ 0．58，下庄岩体黑云母的铁含量相对较高。鲁溪 

岩体黑云母的 MgO为 9．49 ～1O．34 ，含镁系数 

(Mg )为 O．45 ～0．47 ；而下庄 岩体黑 云母 的 

MgO 为 6．07 ～ 6．87 ，含 镁 系 数 (Mg )为 

o．31 ～ o．37 ，在 Mg一(AlⅥ+ Fe抖 +Ti)一(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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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云母的穆斯鲍尔谱 图 

Fig．2 M ossbauer spectroscopy graphs of biotite 

+Mn)三角图解 (图 3)上 ，两岩体黑云母均位 于铁 

质黑云母区，但鲁溪岩体黑云母更靠近镁质黑 云母 

区，而下庄岩体黑云母更靠近铁叶云母 区，相对于鲁 

溪岩体黑云母具富钛 、富铝 、富锰 的特点。 

(2)两岩体黑云母挥发分(F、C1)含量较低。鲁 

溪岩体黑云母 的基本不含挥发性组分 F，其含量接 

近于 0，C1含量也较低(0～0．06)；下庄岩体黑云母 

的 F含量 也 不 高 (0～ 0．45)，C1含 量 更 低 (0～ 

0．01)。黑云母 的 F、C1低含量 说明氟氯流体作 用 

对高温黑云母的形成作用不 明显 ，也 暗示岩体形成 

时流体中的 F和 Cl含量也很低。 

5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 

表 3列出了鲁溪和下庄花岗岩中黑云母 的五个 

样品的微量元素数据。 

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将文献E2s]中对应的两个 

花岗岩的全岩微量元素数据与本次研究得到的黑云 

母数据结合起来，讨论其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特征 。 

从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图 4)上可 

见 ，两岩体黑云母稀土元素特征与其对应花岗岩的 

稀土元素特征相似，均强烈富集轻稀土，表现为右倾 

轻稀土富集型 ，具 明显 的负铕异常。 

两岩体黑云母的微量元素蛛网图与对应花岗岩 

的微量元素蛛网图也十分相似(图 5)，相对于原始 

M g 

图 3 黑云母的 Mg-(AI”+Fe ’+Ti)(Fe +Mn)图解 

Fig．3 Me(A1 +Fe + Ti)一(Fd + Mn)diagram of biotite 。 

地幔两岩体 均富集 Rb、Li等，贫 Ba、U、Sr、Cr、Ni 

等 ；下庄岩体黑云母在蛛网图上表现为比鲁溪岩体 

富的更富，贫的更贫，表明两岩体具有一定的演化顺 

承关系。相对于与之对应的花 岗岩 ，两岩体黑云母 

均富集 Rb、Ba、Nb和过渡 族元 素 (Sc、V、Co、Ni、 

Cr)，而更贫 Th、U、Pb、Sr、Hf、Zr、Y，这些微量元素 

的富集和亏损特征与前人研究的不同类型花岗岩中 

黑云母 的研究结果相似 ，说明黑云母是花 岗质 

熔体中 Rb、Ba、Nb和过 渡族元 素 (Sc、V、Co、Ni、 

Cr)的主要载体。而黑云母相对于岩体花岗岩贫 

U，说明黑云母不是 U的主要载体 。 



36O 陈佑纬等／贵东岩体黑云 母成分特 征及其对铀成矿的制约 

表 3 鲁溪和下庄花 岗岩黑云母微 量元素 ICP—MS分析 结果 

Table 3 ICP-MS analyses of trace element concentration of biotite from Luxi and Xiazhuang granite × 10一 

编号 I X—l I X一2 I X 3 XZ 2 XZ 4 编号 I』X一1 I X r2 I X一3 XZ 2 XZ 4 

I i 1 090 942 874 2270 4440 Ba 548 640 532 328 461 

Be 1．940 2．1 25 3．207 5．926 5．834 I a l8．3 11．4 58．4 17．5 12．1 

Sc 66 72．8 48．1 75．2 63，2 Ce 36．3 21．2 95．9 36．4 24．2 

V 286 391 312 260 273 I r 4．16 2．3 11．4 4．27 2．8 

Cr 90．7 60．4 68．1 77．7 88．7 Nd 14．5 7．57 36．6 14．9 9．59 

Co 70．6 75．1 88．6 63．2 59．6 Sm 2．8l 】．13 5．18 3．49 ]．89 

Ni 5O．8 58．7 64．2 47 50．1 Eu 0．266 0．098 0．439 0．215 0．151 

Cu 1 6 55 16．】 2O．1 1 9 Gd 2．285 0．892 3 548 2．937 1．378 

Zn 477 366 409 72】 5O6 Tb 0．36 0．11 7 0．45 0．595 0．217 

Ga 73．2 58．2 51．2 l02 82．8 Dv 2．O2 0．58 1．98 3．66 1．1 5 

Ge 3．45 3．4 2．d1 7．32 6．67 Ho 0．41】 0．122 0．415 0．744 0．218 

As 2．625 1．728 5．883 1．448 0．154 Er 1．1 2 0．361 1．O8 2．O8 0．559 

Rb 11 50 968 466 1670 1 960 Tnl 0．159 0．0395 0．1 29 0．3l6 0．0735 

Sr 24．6 8．94 71．3 81．3 84 Yb 1．01 0．257 0．839 2．03 0．457 

Y 21．1 6．06 l 9．7 36．4 10．7 I u 0．131 0．034 0．】1 2 0．268 0．068 

Zr 94．6 10．8 44．7 63．5 36．5 Hf 1．3 0．】47 0．671 1．0l 0．573 

Nb lO8 34．8 40 1l6 lO8 Ta 5．258 0．623 0．732 6．5l8 6．667 

M o 1．222 2．183 1 5．33O 8．646 8．401 W  4．1 7 0．834 2．54 2．97 5．46 

Ag 1．85 O．651 0．705 2．2 1．98 I、1 2．652 2．187 1．224 4．399 4．39l 

Cd 0．88 0．204 0．242 2．73 2．39 Pb 5．45l 6．592 11．465 25．353 16．339 

In 0．227 0．107 0．0728 0．537 0．425 Bi 0．1 63 0．11 0．186 1．44 1．18 

Sn 33．806 9．342 8 890 】O1．1 61 92．5l 6 Th 8．21 3．】5 10．8 11．5 6．22 

Sb 0．179 0．1O2 0 608 3．493 1．401 U 0．925 0．578 0．85 1．4 0．557 

Cs 69．4 65．7 28．5 218 559 ∑ REE 83．831 46．101 21 6．471 89．405 54．851 

噬 

鸶 
＼  

丑吕 

址 

1．鲁溪黑 云母 ；2．鲁溪花 岗岩 ；3．下庄黑云母 ； 

4．下庄花岗岩；球粒陨石标准化值据文献[26] 

1． biotite of I uxi granite；2． I uxi granite；3． biotite 

of Xiazhuang granite；4．Xiazhuang granite； 

normalizing factors；chondrite after ref．[26] 

4 黑云母及其全岩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谁化分布型式图 

Fig．4 Chondrile normalized diagram for biotite and whole rock 

6 讨 论 

(1)黑云母成分对成岩的指示意义：从来岩浆演 

化特征看 ，花岗岩中黑云母的成分可作为岩浆分异 

演化程 度 的指示 剂。研 究表 明，花 岗质 岩浆 中 的 

Rb、Ba主要以类 质同象形式赋存在黑云母和钾长 

鲴 

＼  

咯 

图例J司图 4；原始地幔值据文献L27j 

Symbols as for Fig．4；primitive mantle after ref．[27] 

图 5 黑云母及其全岩 的原始地幔蛛 网图 

Fig．5 Spider diagram for biotite and whole rock 

石 中 。]，Rb主要与 K发生类质同象置换，其含量随 

着花岗质岩浆 的分异演化程度的增高而变大，而 Ba 

既可与 K置换 ，又 可与 Ca置换 ，在岩浆演化早期 ， 

黑云母是 Ba的主要载体，而到了岩浆演化晚期，Ba 

则主要赋存在钾长石中，随着岩浆演化程度的增高 ， 

黑云母 中 Ba含量不 断减少 ，而 Rb／Ba不 断增大。 

将黑云母的成分投影 在 Rb-Ba图解 (图 6)上 ，可 以 

看出两岩体花岗岩均位于中等程度分异演化 区，且 

下庄花岗岩分异演化程度相对较高 。结合黑云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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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元素特征和前人年代学研究结果，可以认为下庄 

花岗岩与鲁溪花岗岩存在演化关系，这与本人前期 

工作所得的 “鲁溪岩体和下庄岩体是同一岩浆源先 

后结果晶分异而来”认识是一致的[ 。 

图 6 黑云母的 Rb-Ba图解 

Fig．6 Rb~Ba diagram of biotite 

从成岩物理化学条件看 ，氧逸度是研究岩浆演 

化过程中物理化学条件的一个重要参数。通过与磁 

铁矿和钾长石共生的黑 云母 Fe”、Fe 和 Mg +原 

子百分含量的研究n]，估算了岩浆的氧逸度 。从岩 

体黑云母 的 Fe”一Fe抖一Mg图解 (图 7)可以看出，两 

岩体花岗岩中的样品点均落在 Fe20。一Fe。O (HM) 

缓冲线附近。据 logfo 一T温度图解口]，也可以估算 

岩浆的氧逸度。我们用黑云母穆斯堡尔谱结果结合 

黑云母的电子探针结果计算 Fe／(Fe+Mg)，用岩体 

的锆石饱和温度计求得成岩温度 T来估算氧逸度 

(图 8)，结果显示鲁溪岩体的全 岩锆石饱和温度为 

803±15℃，logfo为 一12～一l1． ；下庄岩体的全~ 5 

岩锆石饱和温度为 760-1-20~C，logfo一为一14．5～~t 

Mg 

图 7 黑 云母 的 Fe3。}一Fe”一Mg图解 

Fig．7 Fe”一Fe”一Mg diagram of biotite 

36l 

温度数据来源于文献[z53；底图据文献L1J 

Temperature after re[．[z53；base chart after re／[1] 

图 8 黑云母的 logfoz—f图解 

Fig．8 logf, —t diagram of biotite 

一

15．5；表 明鲁溪岩 体的结晶温度和氧逸度均高于 

下庄岩体 。由此可见，从鲁溪岩体到下庄岩体 ，岩浆 

的结晶温度和氧逸度逐步降低。 

(2)黑云母成分对成矿的启示 ：高温岩浆中铀主 

要以 F的络合物形式存在 。F不但对亲石元素有极 

大的亲和力 ，并在深部高温高压条件下能取代硅酸 

盐熔体中硅氧四面体中的桥氧，从而产生游离氧 

(0卜)，使残余熔体富含氧，有利于铀在岩浆中活化 

聚集。研究表明，富 F熔 体 中铀的流体／熔体分配 

系数仅为 (3～4)×10 [3。’。 ，因此 U强烈地倾向于 

富集在富 F的熔体中。 

花岗质岩浆 中挥发分 F除进入磷灰石等矿物 

中外 ，主要富集在黑 云母 中，因此黑云母 的 F含量 

相对大小能反映花岗岩 F含量的相对大小 。下 

庄岩体黑云母 F含量 为 0～0．45，而鲁溪岩体黑云 

母的 F含量为 0。因此 ，前者相对于后者更富挥 分 

性组分 F。同时，岩浆 中 F的流体／熔体分配系数为 

0．2～1．0L3。 ，因此同一演化序列中，相对分异演 

化程度高的下庄岩体比鲁溪岩体的 F含量高。 

研究表明，随着花岗质岩浆演化程度增高、温度 

和氧逸度降低以及 F的富集 ，铀丰度有增长的趋势。 

铀在岩浆中以具较强的亲氧性的四价铀形式存 

在 ，并多与亲石元 素结合，形成氧化物、硅酸盐和磷 

酸盐等 。随着岩浆的分异演化，熔体 中的铀不断富 

集，U¨首先 与半径 和电负性 与之相近 的离子 (如 

Th”、Ce”、Y抖等)进行类质 同象置换 ，与游离氧 

0 结合形成一系列含铀的富 REE副矿物(独居 

石 、钍石、锆石和褐帘石等)，副矿物的增多导致铀分 

散 ，不利于铀集 中进入热液成矿。随着岩浆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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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演化，温度和氧逸度的降低，岩浆的还原性增强， 

类质同象的程度降低。不断富集的 F取代硅酸盐 

熔体中的硅氧四面体中的桥氧 ，产生大量游离氧，不 

断富集的铀满足富含 REE的副矿物的需求之后，剩 

余的铀与游离氧 0 结合 ，以活性铀形式存在 的晶 

质铀矿析 出，利于后期热液成矿ll3 。因此鲁溪岩 

体铀丰度较低 ，且铀 以类质 同象形式存在于副矿物 

中，不利于成矿 ，而具高铀丰度的下庄岩体的铀大部 

分以铀晶铀矿形式存在，有利于后期热液成矿。 

7 结 论 

(1)鲁溪和下庄两岩体 的黑云母均具富铁贫挥 

发分的特征 ，且前者相对 于后者富镁、贫铁和氟 ；两 

岩体存在演化关系。 

(2)从鲁溪岩体到下庄岩体，由于演化程度升 

高，F含量增高，温度和氧逸度 降低 ，使岩浆的还原 

性增强，类质同象的程度降低，游离氧增多，使花岗 

岩中铀的丰度升高，形成 晶质铀矿的可能性大为增 

大，这就是鲁溪岩体不成矿而下庄成为铀矿床的主 

要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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