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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沙子江铀矿床流体包裹体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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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沙子江矿床内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各成矿阶段石英中流体包裹体进行了研究，显示成矿早阶段部分 

高温流体对铀的迁移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 ，而整个成矿过程中主要成矿流体为中一低温、低盐度及中等密度热液。含 

子矿物包裹体可能捕获于流体沸腾作用过程中。沸腾作用降低了成矿流体中碳酸铀酰络离子的浓度，有利于铀的 

沉淀。成矿晚阶段，源 自赋矿的富烃花岗岩体中烃类组分的加入为营造铀沉淀的还原环境贡献了力量，同时，这类 

富烃的花岗岩体对铀矿体形成以后的保存也到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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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fluid inclusions in quartz veins of Shazij iang 
uranium ore deposit，norther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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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aoershan uranium orefield，one of the five large—size uranium orefields in central South China，hosts 

the Chanziping uranium ore deposit，which is the largest carbonaceous—siliceous—pelitic rock type uranium ore de— 

posit in China，and some granite uranium ore deposits．A series of petrographic，microthermetric and Laser Ra— 

man microspectroscopic studies of fluid inclusions(FI)in the quartz veins of the Shazij iang uranium ore deposit， 

one of the important granite—hosted uranium ore depo sits in the orefield．were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Five 

types of F1 were observed or identified，namely liquid FI，daughter mineral—bearing FI，pure gas FI，pure liquid 

FI and hydrocarbon FI．As the main fluid inclusion type of the whole ore—forming process，liquid FI hav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ore—forming fluid．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s，salinities and densities of liquid FI are in 

the range of 109．0～342．6℃ ，0．53％ -7．73％ ，and 0．71～ 1．02 g／cm3 respectively
． It is concluded that part 

of high—temperature(>300~2)fluids carried significant amounts of uranium at the early ore—form ing stage．Of 

course，dominant ore—forming fluid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moderate temperature，1OW salinity and moderate 

density．Daughter mineral—bearing FI could be captur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re—forming fluid boiling
． Daug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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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minerals are halite and sylvite．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s，salinities[W(NaClea)]and densities of 

daughter mineral—bearing FI are in the range of 211．8～322．OC ，32．39％ ～ 39．76％，and 1．07～ 1．15 g／ 

crn
3
， which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al ore—forming fluid．Boiling re— 

duced the activity of uranyl—carbonate complexes and resulted in uranium precipitation．At the last ore-form ing 

stage，the addition of hydrocarbon probably from host gran ite into the ore—forming fluid contributed to the re— 

duction and precipitation of hexavalent uranium．Meanwhile，hydrocarbon—rich host granite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uranium ore body preservation． The hydrocarbo n is composed of lots of saturated hydrocarbon． 

benzene，olefin and bitum en． 

Key words：geocheimistry；ore—form ing fluid；hydrocarbon inclusion；Shazijiang；Miaoershan；northern 

Guangxi 

地质流体在热液矿床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是成矿物质得以活化、迁移、富集的主要 

介质。流体包裹体作为地质流体的直接证据，可以 

提供热液矿床成因方面的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因 

此，在热液铀矿床中广泛发育的石英、方解石、萤石、 

重晶石等脉石矿物中进行过较深入的流体包裹体研 

究。同时，还开展过较多的直接针对铀的单矿物(主 

要是沥青铀矿)本身的群体包裹体爆裂法测温及群 

体成分提取研究 ，但因群体包裹体方法 自身的缺陷， 

目前已少有应用。而且，铀元素放射性衰变过程也 

可能对铀矿物内包裹体化学成分产生显著的影响 

(Dubessy et a1．，1983)。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红外显 

微研究方法在辉锑矿、闪锌矿及黄铁矿等不透明矿 

物的包裹体研究 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Champbell et 

a1．，1984；Lueders，1996；Kouzmanov et a1．，2002； 

Kucha et a1．，2009)，沥青铀矿因受制于其禁带宽度 

等物理性质的影响，红外显微研究前景仍不明朗。 

所以，透明脉石矿物流体包裹体研究仍然是目前获 

取热液铀矿床的成矿流体参数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沙子江矿床位于广西桂林市资源县境内，是苗 

儿山铀矿田内重要的花岗岩型铀矿床之一。它在 20 

世纪 60～70年代桂北普查会战时由原中南地勘局 

发现并提交储量，经近年来补充勘探已经落实它为 

大型铀矿床。苗儿山铀矿田是中南地区五大铀矿田 

之一，其内分布有著名的中国最大规模的碳硅泥岩 

型铀矿床——铲子坪矿床，及双滑江、孟公界、白毛 

冲等诸多花岗岩型铀矿床。花岗岩型铀矿床(国外 
一 般归类为脉型铀矿床)多数为典型的热液矿床，大 

量流体包裹体资料显示，该类铀矿床成矿流体主要 

以中一低温、低盐度、含 c02为特征 (Cuney，1978； 

Leory，1978；Poty et a1．，1988；W ide et a1．，1989； 

Min et a1．，1999；金景福等，1987；张国全，2008)，纯 

CO 或含cI-h、Ha及烃类包裹体在一些铀矿床中也 

有发现(Wide et a1．，1989；范洪海等，2007)。前人 

对该成矿区进行过大量的找矿勘探和专题研究，对 

围岩提供铀源潜力、构造与矿体产出关系、围岩蚀变 

与成矿过程关联等宏观基础地质问题进行过较为详 

尽的论述000(孙涛等，2007；方适宜等，2007；谢晓 

华等，2008)。然而，有关矿床内成矿流体性质、铀迁 

移及沉淀等成矿核心问题却有待继续深入。沙子江 

矿床的地球化学工作薄弱，虽然进行过少量流体包 

裹体研究oo，但缺少系统岩相学观察表述，包裹体 

成分也多为群体分析资料。本次研究对在空间上和 

时间上与铀矿化密切相关的脉石矿物中的流体包裹 

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对于研究和探讨该矿床成 

矿流体特征及成矿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 

成矿晚阶段梳状石英中发现了较多烃类包裹体，并 

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为探索该矿床的成因提供 

了新的线索。 

1 地质概况 

沙子江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南扬子板块 

江南被动陆缘隆起带南缘，苗儿山一越城岭花岗岩穹 

窿构造西翼的苗儿山岩体中段，南东侧为华夏岛弧 

系。 

o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2005．中南铀矿地质志． 

0 核工业 230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2007．苗儿山铀矿田双滑江铀矿床次生铀矿富集成矿作用研究 

。 广西 310核地质大队．1991．新资盆地黄沙江一湾底地段白垩系地层层序初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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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儿山一越城岭花岗岩穹隆构造区是南岭铀一多 

金属成矿带中的重要成矿区，除了苗儿山矿田，东翼 

越城岭隆起边缘晚古生代坳陷区分布有著名的碳硅 

泥岩型铀矿田——全州矿田。中部的新资断陷红盆 

内分布有众多铀矿点、矿化点，并发现了不少异常 

点、带，为很有远景的铀成矿区o(图1)。区内主要产 

图 1 苗儿山铀成矿区地质略图(据方适宜等，2007；孙涛等，2007及广西 310核地质大队，1991~综合) 

1一元古宇复理石建造 ；2一古生界黑色岩系；3一三叠系灰岩、泥灰岩及粉砂岩组合；4一白垩系类磨拉石建造；5一花岗岩体主体相； 

6一花岗岩体补体相；7一不整合界线；8一断裂；9一铀矿床及矿点 

Fig．1 Simplified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Miaoershan uranium orefield(modified after Fang et a1．，2007；Sun et a1．， 

2007；and No．310 Guangxi Geological Party，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1991~) 

1-- Proterozoic flysch formation；2一 Pa1eozoic black rock series；3一 Triassic limestone
， marl and siltstone assoc iation：4-- Cretaceous molaNNe 

formation；5一 Majn granite body；6-- Patched granite body；7一 Unc0nformity；8一 Fau1t；9一 Uranium ore deposit and 0re spot 

O 广西 310核地质大队．1991．新资盆地黄沙江一湾底地段白垩系地层层序初步研究报告 

4 

9 

田田口田 圈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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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地层为震旦系陡山沱组及寒武系清溪组黑色岩 

系，中一上泥盆统信都组的含碳质石英粉砂岩、泥质 

岩，唐家湾组的含碳深灰色厚一巨厚层细晶白云岩。 

苗儿山一越城岭岩体为多期多阶段花岗岩复式岩体， 

除苗儿山岩体有少量雪峰期花岗斑岩出露外 ，两岩 

体主体均以加里东期花岗岩为主，伴有多个印支期 

及燕山期花岗岩体。另外，在苗儿山岩体中段及越 

城岭岩体东侧中一上泥盆统见基性岩浆侵入，时代不 

详。新资断陷红盆地层不整合于下白垩统一震旦系 

地层及苗儿山一越城岭两花岗岩体之上，呈 NNE向 

蜿蜒分布，白垩系主要为一套陆相粗碎屑沉积物组 

成的类磨拉石建造。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体为 

NNE向断裂。新资断裂为区内最大断裂构造，并同 

时发育许多 NNE向次级断裂，它们是铀矿化的重要 

部位。沙子江矿床产在苗儿山岩体中段印支期的豆 

乍山岩体与香草坪岩体接触带附近，香草坪岩体为 

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豆乍山岩体为中粒一中细粒黑 

(二)云母二长花岗岩。矿化段花岗岩蚀变作用发 

育，蚀变带宽，近矿段常表现为强的赤铁矿化、黄铁 

矿化、绿泥石化、钾钠长石化、高岭土化；远矿段为伊 

利水云母化；无矿化段蚀变作用弱或无。另外，矿区 

内分布有较多的花岗斑岩及细晶岩等晚期岩脉。矿 

区构造发育，并伴有较多次级构造裂隙，呈束状构造 

群排列。构造变异部位及两岩体的接触带常控制铀 

矿化的分布。矿体多呈透镜状、脉状及楔状侧幕式 

排列，具尖灭再现、膨胀收缩、分支复合等现象，矿体 

产状及形态受控于矿床内断裂。 

2 含矿脉体特征 

除了通过野外地质产状、矿物共生组合及矿石 

结构构造等特点判断成矿阶段的方法外，热液铀矿 

床中各成矿阶段的脉石矿物本身所具有的显著特 

点，有助于我们准确确定代表不同成矿阶段的脉体， 

开展流体包裹体研究。在沙子江矿床，矿石矿物主 

要为沥青铀矿，在其附近广泛分布着铀黑、钙铀云 

母、铜铀云母、钙砷铀矿等次生铀矿物；脉石矿物主 

要有石英、方解石、萤石、黄铁矿、赤铁矿及针铁矿 

等。其中，常可见黄铁矿、赤铁矿与沥青铀矿共生， 

这类不同物理化学条件下形成的矿物共存，张复新 

等(2006)称之为特态相矿物群，赵凤民等(1983)对 

热液铀矿床中这类矿物群进行过系统研究，它们实 

际上应该是热液演化不同阶段的产物，共生矿物中 

赤铁矿形成于早期有利于六价铀迁移的氧化体系， 

而沥青铀矿则形成于黄铁矿之前或同时，为体系转 

化为还原环境后的产物，针铁矿则是上述含铁矿物 

交代蚀变的产物。由于整个成矿过程中，石英脉的 

特征变化最为显著，以下笔者以石英脉类型为“纲”， 

对与之共存的矿物进行了“梳理”(图2a--2f)。 

① 粗晶石英脉：以大量白色粗晶石英为特征， 

伴少量白色、浅肉红色方解石细脉，其内少量沥青铀 

矿呈浸染状分布。这一时间段的硅化活动强烈，形 

成了诸多大型硅化构造带，热液活动漫长，温度降低 

缓慢，使硅质有条件充分结晶而形成粗晶石英。 

② 微晶一细晶石英脉：以白色、红褐色等微晶及 

细晶石英为特征，伴有较多的肉红色及酱紫色方解 

石和紫黑色萤石，沥青铀矿呈浸染状、细脉状、肾状 

及球粒状。 

③ 隐晶质石英脉：微晶一隐晶石英反映了一种 

快速堆积的环境，常具烟灰色、红褐色、黑色等特征 

色，通常认为主要是由于其中混合了成矿流体或围 

岩中不同阳离子或矿物所致。另外，同样也伴有较 

多的肉红色及酱紫色方解石和紫黑色萤石等。关于 

方解石及萤石的不同成色现象除与微晶一隐晶石英 

原因类似外，一般认为可能还与铀矿物的辐射效应 

有关。这类脉石矿物通常颜色越深的部位矿化也越 

好，沥青铀矿呈浸染状、细一粗脉状、肾状及球粒状。 

②及③ 类型伴有较多的黄铁矿、赤铁矿及针铁矿， 

黄铁矿呈浸染状及(细)脉状产出，有胶状及晶形完 

好(五角十二面体)的晶粒状两种，两者应为不同世 

代的产物。 

④ 梳状石英脉：物质沉淀速度减慢，温度和矿 

液浓度缓慢降低，晶粒白裂隙边缘向中心由细变粗， 

自形和半自形石英沿脉壁呈梳状生长，伴有较多的 

纯净乳白色方解石、无色及绿色萤石、晶洞石英及少 

量黄铁矿、赤铁矿、针铁矿等，距矿化稍有一定的距 

离 。 

上述 4类的大致活动顺序为：①类最早，可归为 

成矿早阶段；②类及③类次之，且两者无明显先后关 

系，许多脉体同时具备两者的特征，为主成矿阶段； 

④类归为成矿晚阶段。 

3 流体包裹体研究 

3．1 流体包裹体岩相学特征 

本次研究系统采集了不同成矿阶段的各类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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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制成双面抛光包裹体片70余片在光学显微镜 

下观察。其中，方解石样品因解理发育，其内包裹体 

多沿解理带成簇分布，可能多为次生包裹体。主成 

矿阶段萤石颜色太黑，也很难进行系统的显微研究。 

为此，笔者重点选择了各成矿阶段包裹体发育的石 

英样品9件(每件样品所属成矿阶段见表 1)，对其中 

的原生包裹体进行了显微测温。细晶石英通过挑选 

晶形较好的单矿物，用环氧树脂黏结固定磨片。根 

据卢焕章等(2004)提出的流体包裹体在室温下相态 

分类准则，可以划分为以下 5种类型(图2g--2m)。 

I类：液体包裹体(L+V)，主要形态有椭圆状、 

近圆状、长条状及不规则状，包裹体大小多数在 5～ 

35肚m，气相分数介于 5％～35％之间，呈孤立状及 

群状分布。本类是整个铀成矿过程中占绝大多数的 

流体包裹体，在均一化过程中，全部均一至液相。 

Ⅱ类：含子矿物包裹体(L±V+S)，包裹体形态 

主要为椭圆状，大小 3～25脚 ，气相分数 5％～ 

25％，呈孤立状分布。子矿物种类主要为石盐和钾 

盐等，部分包裹体同时含有石盐和钾盐，个别含 3个 

子矿物。其中，石盐子矿物颗粒较大，晶形很好，呈 

立方体状 ；钾盐子矿物颗粒较小，呈浑圆状 ，颜色较 

暗。主要分布于主成矿阶段石英脉中，其他成矿阶 

段石英脉中偶有分布。 

Ⅲ类：纯气体包裹体(V)，此类包裹体出现量较 

少，包裹体形态为椭圆状，大小 5～10 m，呈孤立分 

散状随机镶嵌分布，在主成矿阶段及成矿晚阶段石 

图 2 沙子江铀矿床成矿各阶段石英脉及流体包裹体显微照片 

a．成矿早阶段粗晶石英；b．主成矿阶段细晶石英与紫黑色萤石；c．主成矿阶段微晶石英；d．主成矿阶段细晶石英与黄铁矿；。．成矿晚阶 

段梳状石英；f．成矿晚阶段晶洞石英 ；g．含石盐子矿物包裹体；h．含钾盐子矿物包裹体；i．同时含石盐与钾盐子矿物包裹体；j．水溶液 

包裹体与烃类包裹体共存；k．富气相烃类包裹体；】．富液相烃类包裹体；m．纯气相包裹体；I一 包裹体液相； 一包裹体气相；(I)、 

(1I)、(Ⅲ)及(V)为包裹体类型；}h卜石盐；sy卜_-钾盐 ；F1u一萤石；Pyr1一品粒状的黄铁矿；Pyr2一胶状黄铁矿；Q一石英 

Fig 2 Micrographs of quartz veins and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Shazijiang uranium ore deposit 

rd．Co&rse crystalline quartz of early mineralization stage；b．Fine crystalline quartz and purple black fluorite of main mineralization stage；c
． Micro— 

crystalline quartz of main mineralization stage；d
． Fine crystalline quartz an d pyrite of main mineralization stage；e．Comb quartz of late mineraliza— 

tion stage；f．Drusy cavity quartz of late mineralization stage；g
． Halite—bearing FI；h．SyMte—bearing FI；i．Halite—and sylvite—bearing FI；j．Co— 

existence of aqueous FI and hydrocarbon FI；k．Gas—rich hydrocarbon FI；1
． Liquid—rich hydrocarbon FI；m-P~e gas FI；L—Liquid of FI；V— 

Vapor of FI；(工)，(Ⅱ)，(Ⅲ)and(V)represent types of FI；H 一Ha1ite；Sy】一Sylv~te；RLr—F}uarite；Pyr1一P州te with eXCellent crystalline 

grain form；Pyr2一Co lloidal pyrite；Q—Qu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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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脉中，与I型及Ⅱ型包裹体共存，指示在包裹体捕 

获时可能发生过流体的沸腾作用，或者有两种流体 

的不混溶作用存在。 

Ⅳ类：纯液体包裹体(L)，此类包裹体出现量也 

较少，主要分布在成矿晚阶段石英脉中，包裹体形态 

为椭圆状、长条状，常沿矿物结晶面成群分布。 

V类：烃类包裹体(L+V)，在成矿晚阶段梳状 

石英脉中广泛分布，占此类石英脉中包裹体总量近 

4％，主要形态有椭圆状、近圆状、长条状，大小 l0～ 

25 m，气相分数变化大，10％--90％范围内都有，暗 

示了可能捕获于流体向开放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液 

相呈淡黄色或无色，很清澈，气相很黑，呈近圆状、椭 

圆状及不规则状，表明液相黏度较大，可能为液态烃 

类，后文进一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推断。 

3．2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 

显微测温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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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包裹体实验室完 

成，主要是针对 工类及 Ⅱ类包裹体进行。测试仪器 

为英国 Linkam THMSG 600型冷热台，测温范围为 
一

196～600℃。冰点测定 时，升温速率 由开始 的 

10℃／min逐渐降低为 5℃／min、2℃／min，临近相变 

点时降至 1℃／min或0．5℃／min，测试精度 ±0．1℃。 

均一温度测定时，开始时的升温速率为20℃／min，临 

近相变点时降至 1℃／min或 0．5℃／rain，测试精度 

±2℃。工类包裹体的含盐度，根据流体包裹体冰点 

与盐度关系表(卢焕章等，2004)获得。Ⅱ类包裹体 

的含盐度，根据石盐熔化温度和盐度经验公式(Hall 

et a1．，1988)计算获得。I类及 Ⅱ类包裹体的流体 

密度，根据刘斌等(1999)推导的公式计算获得。 

显微测温结果列于表 1、图 3，以下根据包裹体 

类型及不同成矿阶段综合分析均一温度、盐度及密 

度特征。 

工类液体包裹体：成矿早阶段包裹体均一温度 

范围 165．3～342．6℃(咒=76)，均值 273．6℃，集中 

区问 255～315℃ ( =41)，冰点 范 围 一4．9～ 
一 0．6℃(咒=62)，对应盐度 W(NaCI~)1．06％～ 

7．73％，均值4．98％，流体密度0．71～1．01 g／era3， 

均值 0．89 g／cm3。主成矿阶段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 

136．1～312．8℃( =129)，均值 209．40(3，集中区间 

180--240℃( =79)，冰点范围一4．1～一0．612(，z 

=113)，对应盐度 叫(NaC1 )1．06％～6．59％，均值 

4．25％，流体密度 0．72～1．02 g／cm3，均值 0．93 g／ 
cm 3

。 成矿晚阶段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 109．0～ 

264．5℃( =82)，均值 157．8℃，集 中区间 120～ 

165℃( =58)，冰点范围一4．2～一0．3℃(咒=58)， 

对应盐度 7．U(NaC1 )0．53％～6．74％，均值 3．44％， 

流体密度 0．79～1．02 g／cm3，均值 0．95 g／cm3。各 

成矿阶段均一温度跨度均较大，可能是由于存在 2 

个或 2个以上世代的包裹体。从成矿早阶段至晚阶 

段，成矿流体温度及盐度呈下降趋势(图 4)，而密度 

呈增高趋势，其中温度变化趋势非常显著，而盐度及 

密度变化趋势弱。 

Ⅱ类含子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 211．8～ 

322．O℃ (咒=16)，均 值 287．4℃，对 应 的 盐 度 

w(NaCl~)为 32．39％～39．76％，均值 37．26％，密度 

大于璞 液体包裹体，为 1．07～1．15 g／cm3，均值 1．09 
g／cm3

。 部分此类包裹体缺失气相(L+S)，暗示其捕 

获的流体可能发生过去气作用过程。其他此类包裹 

体均一化过程中，大部分首先是气泡消失，最后通过 

子矿物消失而均一至液相。另有一含单个子矿物的 

表 1 桂北沙子江铀矿床流体包裹体测温结果 

注：括号中数字为统计的包裹体测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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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沙子江铀矿床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光谱 

a．V类包裹体液相成分；b．V类包裹体气相成分；C．V类包裹体液相成分；d．I～Ⅳ类包裹体气相及液相成分 

Fig．5 Laser Raman spectra 0f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Shazijiang uranium ore deposit 

a．Raman spectra of liquid in type V FI；b．Raman spectra of gas in type V Fh C．Rarruan spectra of liquid in type V FI； 

d．Rarnan spectra ofliquid and gasintype I～Ⅳ FI 

微研究及傅立叶红外光谱等方面的工作。 

4 讨 论 

流体包裹体作为成矿热液的样品，为确定成矿 

流体成分提供了最直观的渠道，但同时不应该忽略 

矿物共生组合及围岩蚀变等可用以确定成矿热液成 

分的宏观因素，毕竟可用以进行包裹体研究的样品 

仅仅是很少部分成矿流体的产物，而包裹体的捕获 

又存在很大的随机性，故而在确定成矿流体成分时， 

以上两者应结合起来分析。如前所述，方解石、萤 

石、黄铁矿、赤铁矿等脉石矿物大量存在且与铀矿化 

紧密相伴，近矿段强的赤铁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 

化、钾钠长石化、高岭土化等，表明成矿流体中K 、 

Na 、Ca2 、Fe2 或 Fe3 及 HCO3、F一、Sz一的存在是 

毋庸置疑的。本次石英脉样品中流体包裹体研究中 

发现了较多石盐及钾盐子矿物，同样表明成矿流体 

中富含 K 、Na 及 Cl等。梳状石英中烃类包裹体 

的存在，暗示了成矿晚阶段成矿流体中有烃类组分 

的加入。综合分析包裹体岩相学及显微测温结果， 

I类包裹体基本反映了成矿流体的主要特征，考虑 

到均一温度是包裹体捕获温度的下限，笔者认为部 

分高温流体(>300℃)可能对成矿早阶段铀的迁移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整个成矿过程中主要成矿流 

体为中一低温、低盐度及中等密度的热液；而Ⅱ类包 

裹体很可能是主成矿阶段成矿流体发生沸腾作用时 

捕获的，其所对应的高盐度并非原始成矿流体的特 

征。流体发生沸腾作用的证据除前已提及的理由 

∞ ∞ ∞ ∞ ∞ ∞ ∞ 
O ∞ ∞ ∞ ∞ ∞ ∞ ∞ O 

∞ 加 

∞ ∞ ∞ ∞ ∞ ∞ ∞ ∞ O 
踟 ∞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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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如下3点：① 大部分含子矿物包裹体中子矿 

物熔化温度与附近 I类包裹体均一温度接近；② 虽 

然中酸性岩浆通过一定程度的结晶分异作用使岩浆 

中挥发分过饱和，也可以造成流体相和熔体相的不 

混溶作用，形成中一高盐度流体(Heinrich，2007)。但 

是，华南热液铀矿床所具有的矿岩时差的典型特点， 

基本可以排除这种形成机制。沙子江矿床主要成矿 

年代为 104．4 Ma及 (53．0±6．4)Ma(石少华等， 

2010)，而赋矿的豆乍山及香草坪岩体均为印支期岩 

体，最新锆石 SHRIMP U-Pb年代学数据显示成岩 

年龄分别为(228±11)Ma(谢晓华等，2008)和(211 

±2)Ma(李妩巍等，2010)，矿岩时差达 100 Ma以 

上，远远超出岩浆活动所能影响的时限。而且，区内 

也不存在与成矿年代相接近的中酸性岩浆活动；③ 

方解石碳、氧 同位素研究 (n=22)显示， CpDB一 

6 0 sM0w相关图解上两者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同样 

暗示了成矿流体发生去气作用是导致方解石沉淀的 

主控因素(郑永飞等，2000)，而减压沸腾是实现去气 

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石少华等，2009)。 

苗儿山铀成矿区内铀矿床(点、化)产于从前寒 

武纪至第三纪的各类岩石中，铀成矿显示了就地取 

材的特点，即铀源岩为各类已固结的富铀岩石。华 

南众多铀矿床氢、氧同位素研究结果近乎一致地显 

示成矿流体中的水主要为大气 降水 (杜乐天等， 

1984；金景福等，1990；王联魁等；1987；Min et a1．， 

1999)。那么，铀的迁移及沉淀成矿经历了怎样的过 

程呢?铀在成矿流体中的迁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 

件，即具有较高的溶解度和最大的稳定性(章邦桐 

等，1990)，而铀的沉淀则主要受控于成矿流体的氧 

化还原状态、pH值、配位体浓度及温度变化，其他影 

响因素还包括低温环境下的吸附作用及细菌还原作 

用等(Cuney，2009；Skirrow et a1．，2009)。热液铀 

矿床成矿流体中铀大部分以碳酸铀酰络离子形式迁 

移已取得较多共识 (Cuney，1978；geory，1978； 

McLennan et a1．，1979；Michard et a1．，1987；胡瑞 

忠等，1993；2007)。沙子江矿床显微测温所得成矿 

早阶段及主成矿阶段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集中区 

间与实验测得的铀氧化物最大溶解区间(Naumov， 

1963；刘正义等，1995)基本一致。成矿流体减压沸 

腾，大大降低了碳酸铀酰络离子的浓度，有利于铀的 

沉淀。有关烃类组分与金属成矿的关系受到越来越 

多的地学工作者重视，很多金属矿床和成矿流体中 

都发现了烃类组分(Etminan et a1．，1989；wide et 

a1．，1989；Sang&ly et a1．，2007；张志坚等，1995；薛 

春纪等，2002；徐庆鸿，2oov)。在中国北方砂岩型铀 

矿床中有较多该方面的研究，一般认为烃类组分源 

自于深部油气田，对铀的还原沉淀起了很大作用(李 

宏涛等，2008；李怀渊等，2ooo)。欧光习等(2000)研 

究发现，华南产铀花岗岩较之于无矿花岗岩往往具 

有较高含量的烃类组分，花岗岩型铀矿床的铀矿化 

常与赋矿花岗岩体 中烃类含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实际上，目前烃类组分异常与 加PO法(曹晓满， 

2006)一样，已经作为指导圈定铀矿体的重要方法之 
一 在中国铀矿地质勘查中应用。成矿晚阶段，成矿 

流体中的烃类组分很有可能就是源自于这种赋矿的 

花岗岩体，它们的加入无疑会对营造铀沉淀的还原 

环境贡献力量，同时这类富烃的花岗岩体对铀矿体 

形成以后的保存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5 主要结论 

(1)沙子江矿床内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各成矿阶 

段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类型有液体包裹体、含子矿 

物包裹体、纯液体包裹体、纯气体包裹体及烃类包裹 

体。子矿物主要为石盐及钾盐，烃类包裹体组分以 

饱和烃为主，另有少量苯、烯烃及沥青质，还有少量 

的 H2O。 

(2)部分高温流体对沙子江矿床成矿早阶段铀 

的迁移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而整个成矿过程中主 

要成矿流体为中一低温、低盐度、中等密度热液。热 

液成分为 K 、Na 、ca2 等阳离子及 HCO；、F一、 

Cl一等阴离子。成矿早阶段到晚阶段，成矿流体温度 

及盐度呈下降趋势，而密度呈增高趋势，其中温度变 

化趋势非常显著，而盐度及密度变化趋势弱。 

(3)含子矿物包裹体是流体发生沸腾作用时捕 

获的，其所对应的高盐度并非原始成矿流体的特征， 

沸腾作用大大降低了成矿流体中碳酸铀酰络离子的 

浓度，有利于铀的沉淀。成矿晚阶段，可能是源 自赋 

矿花岗岩体中烃类组分的加人为营造铀沉淀的还原 

环境贡献了力量，同时，这类富烃的花岗岩体对铀矿 

体形成以后的保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志 谢 野外工作得到了金原铀业公司桂林分 

公司、广西 310核地质大队及核工业 230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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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研究所秦朝建高级工程师及施继锡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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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张鼐高级工程师热心解 

答了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审稿专家及编辑部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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