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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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上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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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我们对鲁溪黑云母花岗

岩和下庄二云母花岗岩开展了系统的岩石学
、

矿物

学
、

年代学及元素地球化学分析
，

其结果表明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
，

主量元素上
，

两岩

体花岗岩具有高碱
、

高铝
、

低钦
、

低磷的特点
。

微

量元素上
，

相对原始地慢均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
、
�

、

�� 以及高场强元素 ��
、

��
、
��和稀土元

素 ��
、
��

、

�
，

而相对亏损 ��
、
��

、
��

、
�

、
��

。

稀土元素特征均属于轻稀土富集型
，

在球粒陨石标

准化的稀土元素模式图均为右倾型
，

均具有明显的

负 �� 异常
。

两类花岗岩存在明显的演化趋势
，

相

对鲁溪黑云母花岗岩
，

下庄二云母花岗岩分异程度

较高
。

���单颗粒错石 ��
一

����� �
一

��同位素年龄结

果表明
，

鲁溪花岗岩的成岩年龄为 ����
�

�士���� ��，

下庄花岗岩的成岩年龄为 ����
�

�土�
�

�� ��，

均为印

支期岩体
。

错石的 ��
一

�����原位 ��同位素比值

分析结果表明
，

两岩体的错石中的 ’���创����比较

一致
，

鲁溪花岗岩中错石的
’�����‘����变化于

�
�

������一�
�

������之间
，

采用所测得年龄 �����

作为其成岩年龄计算
，

得到其 印代��变化于
一

�
�

�一
一

��
�

�� 二次模式年龄 几��月
�

��一�
�

�� ��� 下庄花

岗 岩 中 错 石 的 ’�
喻创���� 变 化 于

�
�

������一�
�

������
，

采用 ��� �� 作为其成岩年龄

计算
，

得到其 。 �成�变化于
一

�
�

�一��
�

�
，

二次模式年

龄 几����
�

��一�
�

�� ��
。

可以看出两岩体花岗岩来

源于平均地壳存留年龄为 �
�

��一�
�

�� ��
、

成份上相

当于基底附近龙川片麻岩的古元古代变质沉积岩
，

其形成过程中没有受到明显的其它物质的混染
。

���黑云母的电子探针
、

穆斯鲍尔谱和 ���
一

��

微量分析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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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异常
�
相对于鲁溪岩体

，

下庄岩体中黑云母的演

化程度和挥发性组分 �含量较高
。

利用全岩的错石

饱和温度
，

结合黑云母的矿物化学研究表明
，

鲁溪

黑云母花岗岩的成岩温度为 ���一���℃ ，

氧逸度吨

��
�为

一

��
�

�一��
�

�� 下庄二云母花岗岩的成岩温度

为 ���一�����
，

氧逸度��� ���为
一

��
�

�一��
�

�
。

从鲁

溪黑云母花岗岩到下庄二云母花岗岩
，

演化程度增

高
，

结晶温度降低
，

氧逸度也随之减小
，

岩体中的

��含量不断地减少
，

而 �含量有所增加
，

使铀不断

地在熔体中富集
，

铀的赋存方式也由不利于成矿的

类质同像替换演变为有利于成矿的晶质铀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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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本次研究可知
，

鲁溪黑云母花岗岩和下庄

二云母花岗岩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
，

为同一母

岩浆先后结晶分异的产物
�
岩浆不 同演化阶段温

度
、

氧逸度等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造成两岩体的铀

含量和铀的赋存状态不同
，

鲁溪黑云母花岗岩的铀

含量低
，

且铀主要以惰性铀存在
，

不利于成矿
，

而

下庄二云母花岗岩的铀含量高
，

铀多以活性铀的形

式存在
，

利于后期热液成矿
。

因此鲁溪岩体不成矿
，

而下庄岩体赋存着大量的铀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