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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鹿井矿田是我国重要的铀矿田之一，均属花岗岩热液型铀矿床，分为岩体内带型、岩体外带型、岩体内

外接触带型铀矿床。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为近十年来区内找矿科研投入较大、成果突出的铀矿床类型，

为近年新定名的铀矿床类型。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既有岩体内带型、岩体外带型铀矿床特征，又有

其独特的特征；属于同一成矿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形成的铀矿床。本次研究总结了区内岩体内外接触

带型铀矿床铀矿化特征、成矿规律、控矿因素，提出了本区下一步找矿方向，为该区今后铀矿勘查、综

合找矿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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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jing ore fiel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uranium ore fields in China, which belongs to granite h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s://doi.org/10.12677/ag.2022.125072
https://doi.org/10.12677/ag.2022.125072
http://www.hanspub.org


杨忠鼎，肖振华 
 

 

DOI: 10.12677/ag.2022.125072 725 地球科学前沿 
 

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It is divided into intra-rock type, extra-rock type and intra-rock 
contact zone type. The contact z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ock mass is a 
type of uranium deposit with large investment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prospec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 It is a new type of uranium deposit in recent years. The ura-
nium deposit with contact zon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ock mass ha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anium deposit with contact zon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ock mass, but also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belongs to uranium deposits formed by the same mineralization in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t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inner and outer contact zones of 
rock mass in the reg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next prospecting direction in the region, which pro-
vide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uranium exploration, comprehensive prospec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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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鹿井矿田地处湘赣粤三省交界，为我国重要的铀资源基地之一。区内铀矿床均属花岗岩中低温热液

型铀矿床。上世纪鹿井矿田内就已探明了 1 个大型、4 个中型、7 个小型共 12 个铀矿床，提交铀资源量

超万吨[1] [2]。近 20 年来，230 所、302 大队、306 大队、北京核工业地质研究院、东华理工大学等持续

在该区开展铀矿地质勘查找矿科研工作。主要开展了铀矿普查、铀矿地质调查、铀矿资源调查评价、关

键基础地质研究、专项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等基础地质科研工作，取得了找矿科

研成果双突破，区内铀矿资源不断上升[3] [4] [5] [6] [7]。区内新提交了 2 个中型铀矿床，1 个小型铀矿床，

1 个小型矿床扩大为大型规模，1 个小型矿床扩大为中型规模，预测了 20 多个找矿远景区和靶区。区内

铀矿床均属花岗岩热液型铀矿床，分为岩体内带型、岩体外带型、岩体内外接触带型[8] (表 1)，在成因

上和空间上均与花岗岩体有着密切关系，属于同一成矿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形成的矿床[9]。矿田内以

往主要研究岩体内带、岩体外带型铀矿床的成矿规律，少有系统研究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的成矿规律[8]。
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是近年来新命名的一种铀矿床类型，2020 年“《中国矿产地质志·湖南卷》第一篇

能源矿产第一章铀矿”中关于铀矿床的分类，第一次正式命名鹿井矿床等为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10]。从

表 1 可以看出，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对区内铀资源贡献巨大，总结其成矿规律，分析其控矿因素，

开展区内铀成矿预测，提出区内下一步找矿方向，对该区今后铀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11] [12] [13]。 

2.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南岭成矿带的北缘，诸广山铀成矿带的中段，大地构造位于华南造山带粤湘赣早古生代

沉陷带炎陵–汝城冲断褶隆带东部隆起区[14] [15] (图 1)。区域上经历了裂谷盆地阶段、被动大陆边缘盆

地转化阶段、陆内造山–岩浆活动阶段和断陷盆地阶段的演化[16]。地层发育齐全，从震旦系到白垩系都

有出露，以震旦系一下古生界为主，早中生代 NNE 向盖层褶皱叠加在加里东构造基底之上，区域上发育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g.2022.12507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忠鼎，肖振华 

 

 

DOI: 10.12677/ag.2022.125072 726 地球科学前沿 
 

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早期、燕山晚期各个时代花岗岩，以印支期和燕山早期花岗岩分布最广。矿田

内构造–岩浆活动频繁，岩体外接触带寒武系底部黑色岩系含铀层广布，北东向遂川–热水断裂带分北

南两枝略呈弧形反接，形成长约 40 km 宽约 10 km 的断陷带[17]，成为铀成矿的有利地区。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uranium deposits and deposit types in Lujing coalfield [8] 
表 1. 鹿井矿田铀矿床及矿床类型统计表[8] 

大类 类 亚类 矿床式 2000 年前矿床实例 2000 后前矿床实例 新发现矿点 

热 
液 
型 

花 
岗 
岩 
型 

岩体内带

亚类 

硅质脉亚类 羊角脑式 羊角脑(小型) 羊角脑(中型)、 
三江口(中型) 黄勒 

碎裂蚀变岩 
亚类 黄峰岭式 牛尾岭、枫树下、洞房子、 

高昔、黄峰岭、下洞子 庙背垅 蕉叶垄 

岩体外带亚类 沙坝子式 梨花开、沙坝子  苦竹垄 

岩体内外接触带亚类 鹿井式 鹿井(大型)、 
秀才洞、九龙径 

中山(大型)、 
九曲岭(中型) 

小坑、 
牛头尾 

 

 
Figure 1. The geotectonic posi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3. 矿田地质特征 

3.1. 地层 

矿田内出露有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及第四系，其中寒武系香楠组、

茶园头组为矿田含矿层(图 2)。香楠组主要由黑色碳质板岩组成，是沙坝子矿床的含矿层，其下段为碳质

板岩夹砂岩及砂岩透镜体，中段为砂岩、灰绿色–灰黑色板岩互层或砂岩夹板岩，上段由灰黑–黑色碳

质板岩、砂质板岩、含碳砂岩、砂岩、硅质岩、灰岩等组成不同的韵律层。茶园头组以厚–巨厚层长石

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细砂岩为主。鹿井矿床含矿层岩性为灰色巨厚层变质砂岩夹多层含碳板岩、含碳

粉砂质板岩、板岩。梨花开矿床含矿层岩性为灰黑色含碳板岩、含碳硅质板岩、碳质板岩夹变余细粒石

英砂岩、粉砂质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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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岩浆岩 

矿田内出露的岩浆岩主要有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早期、燕山晚期花岗岩体，其中印支期第二阶

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印支期第三阶段中细粒二云母二长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中粗

粒二云母二长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另外，区内发

育石英斑岩、花岗斑岩、细晶岩、辉绿岩、煌斑岩等脉岩。其中辉绿岩分布较广泛，由长垄、桂花树下、

官庄、界坑、高排一带呈近东西向分布和北西向分布，长 9.15 km，宽数米至 40 m，为区内规模最大的

基性岩脉。汝城县横山盆地出露燕山早期火山岩，呈北东向层状，岩性为玄武质沉火山角砾岩、玄武岩。

丰州盆地赣州组下部见玻屑晶屑凝灰岩、凝灰质晶屑砂砾岩等。 

3.3. 构造 

矿田东西两侧寒武系发育加里东期褶皱，西部褶皱轴呈北西向，东部褶皱轴呈北东向展布。与褶皱

伴生的逆冲断层发展而成的层间角砾岩带对铀矿化具有明显的控制。 
鹿井矿田定位受遂川断裂(OFI)和热水断裂(QFV)及 OFII、QFIII、QFIV 组成的地堑式断陷带控制(图 2)。

铀矿床受陷带中不同产状断裂或断裂交会区控制(图 3)。矿田断裂发育，主要有北东向、北北东向断裂，

次为北西向、南北向及东西向断裂[18]。 
北东向断裂：由北至南分布有 QFI、QFII、QFIII、QFIV、QFV 等 5 条石英断裂带，构成矿田基本构造

格架和主要导矿构造。近于平行的 QFI和 QFV 两枝主干断裂，略呈弧形反接，形成了一个长约 40 km 宽

约 10 km 的断陷带。断裂带上下盘次级构造发育，形成了主干断裂与不同方向次级构造或伴生构造形成

的圈围区和夹持区，为热液铀矿床的产出提供了良好的构造条件。矿田已发现的矿床(点)均位于该断陷带

内。 
北北东向断裂：延伸长约 15~5 km，宽 1~5 m，走向北北东 20˚~30˚，北西倾为主，倾角 60˚~75˚。断

裂由硅化角砾糜棱岩、糜棱岩、硅化碎裂岩组成，多与 QFII石英断裂带呈斜接关系，它们既是控矿构造，

部分又是容矿构造，如高昔矿床的 1 号带组。 
北西向断裂：主要发育于矿田西部外接触带寒武系中，如沙坝子矿床 F23、F22，鹿井矿床 BF1，九曲

岭矿床 F9，秀才洞矿床的 F1、F2、F3，一般倾角较陡，多表现为硅质胶结角砾岩。为矿田内主要控矿容

矿构造之一。 
 

 
1、白垩系；2、寒武系；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4、燕山早期第二阶段花岗岩；5、燕

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6、印支期第二阶段花岗岩；7、断层及编号；8、不整合接触；9、
花岗岩；10、铀矿体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ombination and uranium deposit in 
Lujing ore field 
图 2. 鹿井矿田构造组合与铀矿床关系示意图 

https://doi.org/10.12677/ag.2022.125072


杨忠鼎，肖振华 

 

 

DOI: 10.12677/ag.2022.125072 728 地球科学前沿 
 

 
1、白垩系；2、侏罗系；3、二叠系；4、石炭系；5、泥盆系；6、奥陶系；7、寒武系；8、
震旦系；9、燕山晚期花岗岩；10、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11、燕山早期第二阶段花岗

岩；12、燕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13、印支期第三阶段花岗岩；14、印支期第二阶段花

岗岩；15、印支期第一阶段花岗岩；16、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17、辉绿岩；18、碱交代

岩；19、硅化断裂带；20、断层及推测断层；21、铀矿床 

Figure 3. Geological map of Lujing ore field 
图 3. 鹿井矿田地质略图 

 
南北向断裂：主要发育于鹿井、中山、九曲岭等内外接触带型矿床，它们或穿切内外接触带、或为

内外接触带的分界线。主要有鹿井矿床的深部南北向隐伏构造，中山矿床的 F8、F9、F10、F13，九曲岭矿

床的 F2、F6002，为矿田内主要控矿容矿构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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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铀矿化类型 

鹿井矿田内铀矿床均属花岗岩型，分为岩体内带型、岩体外带型、岩体内外接触带型，在成因上和

空间上均与花岗岩体有着密切关系，属于同一成矿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形成的矿床。矿田内岩体内外

接触带型铀矿床已控制 2 个大型、1 个中型、1 个小型矿床，其资源量占矿田总资源量的一半以上，秀才

洞、小坑、牛头尾等矿床(点)均具有发展为中大型矿床的潜力[8]。 

4. 矿床地质特征 

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产于富铀岩体与震旦–寒武浅变质岩系接触带。矿床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有多组构造穿切、交汇、圈围，尤其是成矿期张扭性质明显，矿床靠洼陷减压区一侧常有压扭性明显的

屏蔽性构造。硅化断裂带、硅化碎裂岩带、硅化角砾岩带贯穿于内外接触带，穿切不同岩体、岩性结构

层。其同一矿体自上而下可穿过寒武系及两期花岗岩，具“三层楼”式矿化特点。 

4.1. 成矿条件 

4.1.1. 地层岩性条件 
花岗岩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矿化与地层岩性有密切关系，上震旦统、寒武系香楠组、茶园头组

为含矿层，铀含量高，在沉积成岩过程中铀得到初步富集，为成矿提供部分铀源。 
鹿井矿床含矿层为寒武系茶园头组石英砂岩、板岩、粉砂岩、含碳板岩、硅质板岩，铀含量高。与

岩体接触部位发生热变质而角岩化、强硅化，含大量黄铁矿，常具斑点状构造。 
中山(九龙径)矿床含矿层为寒武系香楠组泥质粉砂岩、含碳泥质砂岩、含碳粉砂质板岩，富含 SiO2、

Al2O3、有机质，铀含量高；秀才洞矿床含矿层为震旦系长石石英砂岩，铀含量高。与岩体接触带发育有

角岩化热变质带，热变质带宽度一般为数十米，局部达 500~1000 m。 
九曲岭矿床含矿层为寒武系香楠组黑色炭板岩、粉砂质板岩、石英砂岩，富含有机质，铀含量高。

与岩体接触部位发生热变质而角岩化、强硅化，富含黄铁矿。 

4.1.2. 花岗岩体条件 
1) 鹿井矿床：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印支期第二阶段主要为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燕山早

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及细粒花岗岩、伟晶–细晶岩、花岗斑岩等岩脉。印支期、燕

山早期花岗岩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图 4)。 
2) 中山矿床：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一阶段

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均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图 5)。 
3) 秀才洞矿床：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加里东期细粒石英闪长岩，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印支期花岗岩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图 5)。 
4) 九曲岭矿床：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早期第一阶段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二阶

段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与铀矿化关

系密切(图 6)。 

4.1.3. 构造条件 
鹿井矿田定位受遂川断裂(OFI)和热水断裂(QFV)及 OFII、QFIII、QFIV 组成的地堑式断陷带控制。铀矿

床受断陷带中不同产状断裂或断裂交会区控制。 
1) 鹿井矿床：铀矿体主要受北东向 QF2 石英硅化带、北西向 BF1 角砾岩带、北东东向 BF2 硅化角砾

糜棱岩带和深部近南北向角砾岩带的交会区控制。受 BF2、BF14 次级断裂控制的铀矿体，其走向亦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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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eological sketch of Lujing deposit 
图 4. 鹿井矿床地质简图 

 

 
1、寒武系茶园头组；2、寒武系香楠组；3、震旦系；4、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5、燕山早期第一阶段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6、印支期第二阶

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7、加里东期第三阶段细粒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8、断裂构造；9、地质界线；10、勘探线及编号 

Figure 5. Geological sketch of Zhongshan-Xiucaidong area 
图 5. 中山–秀才洞地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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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泥盆系；2、寒武系；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4、燕

山早期第二阶段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5、燕山早期第一阶段中粗粒少斑黑云母花岗

岩；6、石英断裂带及编号；7、角砾岩带及编号；8、地质界线；9、勘探线及编号 

Figure 6. Geological sketch of Jiuquling deposit 
图 6. 九曲岭矿床地质简图 

 
东–北东东向，与 BF2、BF14 走向一致，倾向与 BF2、BF14 相反或基本一致。受 QF2 号石英断裂带上下盘

次级断裂控制的矿体，产于断裂旁侧或不同岩性界面附近，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受 BF1 次级断裂控制

的铀矿体，其走向亦为北西向，产状与 BF1 相似。受两组近南北向张性断裂裂隙控制的铀矿体，一组矿

体倾向西，倾角较陡，深部与燕山早期岩体侵入方向近一致，为隐伏的成矿期热液脉体胶结的角砾岩带；

另一组矿体倾向东，倾角较缓，为深部印支期岩体与寒武系接触带附近产生的破碎带和裂隙群，此种矿

体规模较大(图 4、图 7)。 
2) 中山矿床：主要控矿容矿构造为北东向、南北向、近东西向构造。F2、F5 北东向断裂带组为矿床

主要的成矿构造，贯穿于岩体的内外接触带，两侧多条平行的次级构造，在外接触带或浅变质岩中，以

碎裂岩及强硅化为主，在花岗岩中以充填中细晶、块状、梳状石英或硅质胶结花岗岩的角砾岩硅化带为

特征。铀矿体赋存于 F2、F5 带内或其次级构造。F8、F9、F10、F13 南北向断裂带组为矿床主要成矿构造之

一，贯穿于岩体的外接触带，铀矿体赋存于带内或其次级构造。近东西向断裂带组贯穿于中棚岩体的内

外接触带，地表异常矿化显示明显，深部蚀变较弱(图 5、图 8)。 
3) 秀才洞矿床：主要控矿容矿构造为北西向、北东东向构造。北西向 F1、F2、F3 带组多表现为层间

硅质胶结角砾岩，一般倾角较陡，贯穿于岩体的外接触带，为矿床主要控矿容矿构造，铀矿体多赋存于

带内。北东东向 F4、F5 硅质胶结角砾岩、硅化碎裂花岗岩、硅化糜棱岩，有异常或矿化显示(图 5、图 9)。 
4) 九曲岭矿床：主要控矿容矿构造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构造。近南北向的 F2、F8、F9、F6002

为矿床主要的控矿容矿构造，它们或穿切内外接触带、或为内外接触带的分界线。该组构造在外接触带

多以硅化角砾岩、角砾糜棱岩出现，产于岩体内多被硅质充填胶结成为硅化带。铀矿体赋存于带内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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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武系；2、燕山早期花岗岩；3、印支期花岗岩；4、角

砾岩带；5、石英脉；6、钻孔及编号；7、铀矿体 

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 125 of Lujing deposit 
图 7. 鹿井矿床 125 线剖面示意图 

 

 
1、燕山早期花岗岩；2、印支期花岗岩；3、钻孔及编号；4、
断裂带及编号；5、推测断裂；6、铀矿体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 55 of Zhongshan deposit 
图 8. 中山矿床 55 线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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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震旦系；2、印支期花岗岩；3、坑道及其编号；4、硅化

角砾岩带；5、铀矿体及其编号 

Figure 9.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 10 section of Xiucai-
dong deposit 
图 9. 秀才洞矿床 10 线剖面示意图 

 
次级构造。北东向的 F6001、F6003、F6004、F6005，F3、F4、F5、F6、F7，发育在外带老地层中或贯穿于岩体

的内外接触带，相邻带组近于平行展布，成组产出。该组构造在外接触带或浅变质岩中以层间硅化破碎

带出现，产于岩体内多被硅质充填胶结成为硅化带。为矿床主要控矿容矿构造之一。北西向的 F1、F10

为区域性塘湾断裂的组成部分，岩性为石英脉胶结碎裂花岗岩、硅化角砾岩，有异常或矿化显示(图 6、
图 10)。 

4.2. 铀矿化控制因素 

1) 铀矿化与花岗岩和地层铀含量有关 
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铀矿化主要赋存于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燕山早期第

一阶段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岩体和寒武系中。寒武系岩

石一般铀含量(4.0~7.0) × 10−6，区内寒武系下部铀含量(11.3~16.4) × 10−6，产铀层铀含量平均 30.0 × 10−6，

局部可达(32.0~94.0) × 10−6 [19]。岩石富含碳质、黄铁矿，岩体接触带岩石普遍热变质角岩化。印支–燕

山期岩体平均铀含量 18.35 × 10−6，燕山晚期岩体平均铀含量高达 19.1 × 10−6。上述地层和岩体可为成矿

提供充足的铀源。 
2) 铀矿化与岩体复杂接触带有关 
区内印支期岩体和燕山期岩体与寒武系之间形成复杂接触带，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铀矿化空间上与

其复杂接触带关系密切，铀矿体均赋存于形态复杂的接触带附近，矿体可同时穿切印支期岩体及燕山期

岩体和寒武系岩层，铀矿化具“三层楼”特点(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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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武系；2、燕山早期花岗岩；3、钻孔及编号；4、平硐及其编

号；5、断裂带及编号；6、铀矿体 

Figure 10.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line 1 section of Jiuquling deposit 
图 10. 九曲岭矿床 1 线剖面示意图 

 

 
1、寒武系；2、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3、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

斑状花岗岩；4、石英硅化带；5、角砾岩带；6、隐伏断层；7、地质界线；8、铀矿体 
Figure 11. East-West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Lujing Deposit 
图 11. 鹿井矿床东西向纵剖面示意图 

 
3) 矿化明显受断裂控制 
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均位于区域 QFI与 QFV 所夹持的地堑区内，空间上与白垩–古近系盆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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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在区域伸展拉张作用下，形成多组贯穿于内外接触带的张性断裂，主要表现

为硅化断裂带、硅化碎裂岩带、角砾岩带等，且次级断裂构造密集发育，并具有多期次脉体热液活动特

征。铀矿体均赋存于形态复杂的接触带附近，矿体产状与断裂构造、岩体侵入方向及内外接触带附近的

破碎带和裂隙群基本一致，有时也可以相互叠加，形成形态复杂的矿体组合，主要表现为北东向、北东

东向、南北向及北西向，尤以北东向、北东东向、南北向断裂构造有利部位矿化更好(图 4、图 7~11)。 

5. 矿床模式 

1) 富铀层形成阶段：印支构造旋回中期，花岗岩浆上升侵位于新元古界震旦系和早古生界寒武系地

层；岩浆侵位、结晶过程中释放大量的热量，导致岩体外接触带的寒武系地层遭受强烈的热变质作用；

浅变质岩中矿物因高温而发生重结晶作用形成角岩化，热变质作用自内向外逐渐减弱。形成富铀花岗岩

和地层(图 12A)。 
 

 
1、白垩系红盆；2、寒武系；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4、印支期

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5、角岩化；6、铀的预富集；7、断裂；8、地质界线；

9、大气降水；10、地表水下渗；11、深部流体上升；12、铀矿体 

Figure 12. Metallogenic model diagram of uranium deposits in contact zone [19] 
图 12. 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成矿模式图[19] 

 
2) 多期富铀岩体形成阶段：中晚侏罗世陆内挤压造山与陆内后造山环境下，晚侏罗世花岗岩浆再次

侵位于早期岩体中，呈小岩体、岩株状。晚期补充侵入的小岩体结晶分异过程中产生高温的热液，热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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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CO2 等矿化剂，在小岩体与围岩接触带附近发生高温热液蚀变，形成铀的预富集。多期富铀岩体形

成(图 12B)。 
3) 控矿、赋矿构造形成阶段：晚燕山构造旋回中期，在区域伸展拉张作用下，形成多组张性断裂，

断裂带充填石英或硅化角砾岩；本区发生沉陷，形成丰州断陷红盆。控矿、赋矿构造形成(图 12C)。 
4) 热液叠加改造阶段：在燕山晚期伸展构造背景下，氧化的、弱酸性的大气降水沿断裂向下渗流，

并与深源热流体混合，使岩体发生大规模中低温蚀变，岩体中溶解度很低的四价铀被氧化为溶解度较高

的六价铀，以 2
2UO + 和 F−络合物形式和 UO2CO3 的形式从岩体中迁移出来，即燕山晚期小岩体与早期岩体

接触带铀预富集阶段形成的铀矿物溶解出来，并向较大的裂隙或是张性空间汇聚。寒武系地层断裂构造

发育部位、岩体与寒武系地层接触带断裂构造发育部位、岩体断裂构造发育部位、岩体接触带断裂构造

发育部位，为铀沉淀造就了有利空间，由于流体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产生铀矿物的沉淀，形成铀矿体

(图 12D)。矿床形成后，地区抬升，地表红层被剥蚀，呈现目前面貌(图 12E) [20]。 

6. 找矿方向 

外接触带型铀矿床近年来找矿成果突出，鹿井矿田内新提交了 1 个大型(中山)、1 个中型(九曲岭)矿
床，小坑、牛头尾、老米坳、大夏、茅坪等多个极具找矿潜力的矿点，且对老矿山边深部找矿进行了研

究，其找矿潜力巨大。 
鹿井矿床探采对比显示深部矿体厚度变大、品位变高，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内矿体已控制在

负 100 标高(图 7)，但控制范围不大，只部分剖面揭露，所以其深部找矿极具潜力。 
中山矿床勘查程度为普查，细粒少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内矿体及岩体接触带控制矿体均未封边；南

北向矿体揭露程度较低，F8、F9、F10、F13 南北向断裂带组走向长达 1 km，宽达 700 m，且只少量钻孔揭

露了 F8。矿床下一步极具找矿潜力(图 5、图 8)。 
秀才洞矿床北西向构造控制的矿体深部未封边，北东向构造揭露程度低，具有小型矿床变为大型矿

床的潜力(图 5、图 9)。 
九曲岭矿床勘查程度为普查，近南北向 F2、F8、F9、F6002 等控矿容矿构造只钻探揭露了 F6002 和 F2

在寒武系中的出露部分，且控制矿化标高最低为 300 m，深部找矿具有潜力。北东向的 F6001 带组、F3 带

组只钻探揭露了 F6001 号带，且控制矿化标高最低为 600 m，深部找矿具有潜力。北西向断裂带组异常矿

化显示明显，未进行深部揭露。矿床具有大型矿床的潜力。 
小坑、牛头尾、老米坳、大夏、茅坪等矿点，现均未进行钻探深部揭露，小坑矿点位于 QFⅠ号带牛

尾岭矿床外围，成矿地质条件极为优越。牛头尾矿点为九曲岭矿床的西南部，多组断裂构造穿切内外接

触带，成矿条件优越。老米坳、大夏、茅坪等矿点位于黄坳断裂上盘，地层、构造、岩浆条件具备，找

矿前景大。 

7. 结论 

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是近年来新命名的一种铀矿床类型，占鹿井矿田已控制探明的铀资源量一半以

上。铀含量高的震旦–寒武纪地层为区内铀成矿提供丰富铀源；多期次的岩浆侵入形成多期热液活动，

发生高温热液蚀变，形成铀的富集；北东向、北东东向、北西向、南北向断裂构造既是铀源运输通道，

又是铀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其地层、岩浆、构造条件也是矿田内主要的铀成矿地质条件。研究内外接

触带型铀矿床成矿规律意义重大。本文以鹿井、中山、九曲岭等典型矿床为例，详细论述了矿田内外接

触带型铀矿床的成矿条件、铀矿化控制因素等，建立了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的成矿模式，指出了区内内

外接触带型铀矿的找矿方向，为该区今后铀矿勘查、综合找矿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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