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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圈伸展对粤北下庄矿田铀成矿的贡献

商朋强
‘，� ，

胡瑞忠
‘ ，

张国全
‘ ，
田建吉

‘ ，

刘 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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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贵阳 ������

�
�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地质研究院
，

河北 琢州 。 �����

近年来
，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华南地区白奎纪
�

古近纪岩石圈伸展作用与该区同期大规模铀成矿

可能的联系
，

岩石圈伸展对该区热液铀成矿起着重

要的制约作用
。

下庄铀矿 田为华南重要花岗岩型

铀矿聚集区之一
，

为建立岩石圈伸展与下庄矿 田铀

成矿之间的桥梁
，

深人认识花岗岩型铀矿成矿的实

质
，

本文从构造控矿
、

热动力
、

矿化剂等方面初步分

析了岩石圈伸展在下庄铀矿 田的表现及对该区铀

成矿的贡献
。

华南地区中新生代伸展构造对花岗岩型铀矿

床的控制主要表现为
�
��伸展构造活动的多阶段性

决定了成矿作用的多期性 ���伸展断陷带内发育的

水热循环系统为矿质的运移提供了有利环境 ���深

大断裂带的活动导通了浅部地壳与地慢的联系
，

伸

展断裂带的深部构造环境与状态特征决定 了慢源

去气及其引发地质作用的强度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热液中铀运移的时间与规模
。

下庄铀矿 田内北西西
、

北东东及北北东向构造

构成矿田内网格状构造格架
，

其中北西西向构造为

早期构造
，

在铀成矿过程 中可能起到沟通矿区东西

部热水循环的作用
。

矿区内 ��� 向断裂带断裂带

多被白色石英充填
，

受其控制的矿体规模较大
，

多

呈脉状
、

网脉状
、

板状等赋存于张性构造裂隙 内
。

北北东向构造控制了区内大部分铀矿体的产出
，

该

组构造既为导矿构造又为储矿构造
，

北北东向构造

与基性脉岩交接处常形成富大铀矿体
。

下庄铀矿 田主成矿期为区域构造应力场 由古

特提斯构造域转换为太平洋构造域的时期
，

由于软

流圈上涌
、

地慢上隆
、

地壳减薄
，

中国东南部武夷山

以西地区发育大规模的断陷红盆
，

并伴有强烈的中

基性岩浆活动
，

这种 中基性脉岩的活动正是深部岩

浆活动的浅部表现
。

这一时期本区地热背景很可

能与现代构造活动热异常背景区近似
，

大地热流的

平均值应在 �������
�
以上

，

平均地温梯度可达

��℃��� 以上
。

要达到本区铀成矿热液的温度
，

地

下热水只需循环 ����� 左右即可
。

深部中基性

岩浆活动
、

活跃的构造活动及软流圈上涌造成的本

区异常高的大地热流很可能是下庄铀成矿古水热

系统的主要热源
。

有关华南地区热液铀矿床成 因的研究 已有较

多的积累
，

但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和铀 的来源

上
，

有关成矿流体中的矿化剂的来源及对成矿的制

约机制研究则较少
。

近年来
，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

华南地区热液铀矿床中矿化剂来源及制约机制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
，

研究表明
，

华南地 区 区域铀成矿

时代与岩石圈伸展期次存在高度的同步性
，
�地壳

拉张有关的�慢源云��
�

在华南地区热液铀成矿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地壳拉张的期次与铀成

矿期次同步
，

主要是通过控制慢源艺��
�
的提供与

铀成矿发生联系的
，

地壳拉张导致慢源 名��
�

上升

是华南铀成矿统一性的纲
。

据笔者对下庄铀矿 田所做工作及其它地 区铀

成矿流体研究工作的总结
，

下庄矿 田热液铀矿床成

矿过程中的矿化剂 习��
�

和流体中的部分稀有气

体��
� 、

���主要源于岩石圈伸展引起的慢源去气作

用
，

流体中的水主要为断陷带 内循环 的地下热水
。

分析显示
，

下庄铀矿区 白奎一古近纪时受到了断陷

带的明显控制
，

古水热循环系统发育
，

区内北东
、

北

北东向构造活动强烈
，
基性岩浆作用强烈

。

因此
，

有理由认为该区于成矿时有大量的慢源 ���
和稀

有气体溶于热水中
，

并参与了该区的铀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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