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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盖铀矿田位于秦岭褶皱带南亚带。碳硅泥岩型铀矿是我国一种新的铀矿类型，现已成为我国四大类型（花岗

岩型、火山岩型、砂岩型、碳硅泥岩型）铀矿之一。自西向东，目前已探明铀矿床 10 余个，矿（化）点 20 余处，具

有品位富，多种伴生金属元素可供综合利用的特点，是中国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碳硅泥岩型铀矿田。 

1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的勘探工作表明：矿田内花岗岩体、寒武系地层均有工业矿体产出，铀矿体并不具有严格的层控性；成矿

元素组合复杂、矿化垂幅大、成矿温度高、氢-氧、硫等稳定同位素组成暗示成矿活动可能有深部流体的参与；而与华

南地区花岗岩型铀矿相似的垂直分带规律则暗示若尔盖铀矿田可能属于典型的热液矿床（张成江等，2010）。在此基础

上，后期研究开始侧重于探讨构造、岩浆活动及深部流体对区内铀成矿活动的制约，认为富∑CO2流体可能主要来源于

深部，成矿晚期有大气降水的加入，在萃取围岩中的铀后，经减压沸腾作用形成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并建立了相应的

成矿模式。  
若尔盖地区沥青铀矿等时线年龄为 95～21 Ma（毛裕年等，1989）；何明友（1993）采用电子顺磁共振获得石英 EPR

年龄为 106～74 Ma，平均值为 89.75 Ma；富铀矿石 U-Pb 等时线年龄 117～55 Ma，个别矿床（如 512 铀矿床）仅 22～
10 Ma（刘家军等，1998）。总体而言，矿田内铀成矿年龄值介于 117～10 Ma 之间。而火山岩成岩时间序列为 211.1～
176.6～122.1 Ma，侵入岩成岩时间序列为 210.1～174.8～119.8 Ma（陈友良，2008）。若尔盖地区铀矿不确定的成矿时

代，极大制约了对其成矿动力学背景、矿床成因的认识。 
成矿流体中矿化剂是制约铀成矿活动的关键一环，前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①流体中碳来自被淋滤的含矿围岩

（毛裕年等，1989）；②若尔盖铀矿床中碳同位素组成与岩浆源碳同位素组成一致，CO2来源于中酸性岩浆（何明友等，

1996）；③含矿方解石脉的碳同位素组成表现为地幔来源（陈友良等，2012）。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区涉及一个大型（占洼），一个中型（降扎），十余个小型铀矿床。分别以志留纪、寒武纪地层中，与碳硅

泥岩型工业矿体共生产出的黄铁矿为研究对象，从矿石中分选出同期次、没有环带结构，完全为热液成因的黄铁矿，

系统开展 Re-Os 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和稀有气体的示踪研究，以准确限定区内岩体（脉）及铀成岩成矿时代，揭示可能

导致造山阶段大规模铀成矿的因素，建立造山体制下的铀成矿理论体系，这不仅能为今后深入研究西秦岭造山期的构

造环境提供有力证据，而且将有助于丰富现代铀成矿理论，推动我国秦岭造山期成矿作用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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