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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庙背垅地区位于诸广山岩体中段鹿井铀矿田南部，也是重要的铀成矿区。通过对区内控矿构造基本特征、

构造岩及蚀变分带特征、构造控矿及铀矿化特征进行研究，探讨了构造–岩浆活动与铀成矿成因关系，

认为庙背垅铀矿床属于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成因矿床，且密切与煌斑岩脉、辉绿岩脉等基性岩脉密切相

关，提出了本区新的找矿方向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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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aobeilong are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Lujing uranium deposit in the middle of Zhuguang 
Mountain rock mass,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uranium metallogenic are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tectonite and alteration zoning,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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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ling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ton-
ic-magmatic activity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dis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Miaobeilong 
uranium deposit belongs to medium-low temperature hydrothermal filling metasomatic deposit,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basic dikes such as lamprophyre veins and diabase veins. A new pros-
pecting direction and idea in this area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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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铀矿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也是保障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矿产[1] [2]。诸广山岩体中

段的鹿井铀矿田成因和空间上均与花岗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3]。万洋–诸广山岩体是一个多岩浆旋回的

巨大复式岩体，万洋–诸广山铀–多金属成矿带是我国五大铀成矿带之一。现已探明铀矿田 4 处(鹿井、

百顺、长江、城口)，包括大、中型铀矿床 20 多个，小型矿床、矿点数十个。其中，位于诸广山岩体中

段的鹿井铀矿田经过近五十年的铀矿勘查工作，已探明和控制铀资源储量超万吨[4]。多年来，不少学者

对鹿井铀矿田及其矿床地质特征、成岩成矿年龄、成矿流体、矿床成因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5] [6]。近

20 年来，302 大队、230 所、306 大队、东华理工大学、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等持续在该区开展铀矿地

质工作。特别是针对“湖南省诸广山岩体中部铀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开展了关键基础地质研究、专项

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矿产调查与找矿预测、铀矿地质调查等基础地质科研工作[7] [8] [9] [10] [11]。研

究对象多为鹿井矿田铀成矿相关的酸性花岗岩和构造，但对与铀成矿相关的基性岩脉研究程度较低。矿

田内庙背垅铀矿床经工作研究发现在基性岩脉中发现较富大的铀矿体，其成矿密切与煌斑岩脉、辉绿岩

脉等基性岩脉相关[12]，该发现为该区铀矿找矿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及思路。 

2. 区域地质背景 

庙背垅地区位于诸广山铀成矿带中段的鹿井铀矿田西南部 QFII 号带西段靠接触带(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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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鹿井铀矿田处于闽

赣后加里东隆起西部，南北向万洋–诸广山花岗岩带中段最窄处。诸广山岩体处于赣粤湘褶皱区，受九

峰–大余东西向隆起带、万洋–诸广山南北向隆起带和万长山北东向隆起带三重控制。其北西面是武功

诸广地幔斜坡带，而岩体中心铀成矿的主要部位则为幔坡过渡带，这种褶皱区、隆起叠加区、斜坡带三

位一体的区域构造格局，为岩体的形成与演化、构造的发生与发展及相伴产生的铀及多金属元素的活化

转移、热流体活动与铀–多金属富集成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背景条件。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为 NE
向、NNE 向、NEE 向、NW 向、近 SN 向及近 EW 向断裂。NE 向黄坳断裂、遂川–热水断裂形成的断

陷带主要控制了区内铀矿及其他多金属矿产。主断裂的次级构造发育，为铀成矿提供了良好的构造条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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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垩系；2-奥陶系；3-寒武系；4-震旦系；5-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6-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中细粒(斑状)二云母二长花岗岩；7-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8-辉绿岩；9-向斜轴；10-东西向挤压带；11-北西向挤压带；12-石英断裂带；13-铀
矿床。 

Figure 1. Geological map of Lujing ore field 
图 1. 鹿井矿田地质略图 

3. 铀成矿地质特征 

3.1. 地层 

庙背垅外带地层为寒武系浅变质岩石(图 2)，为灰色厚至巨厚层状浅变质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为

主，夹板岩，板岩中常见星点状和细脉状黄铁矿，铀含量高达 94 × 10−6 (区域背景值为 5~6 × 10−6)，是区

内主要含铀层位[16]。 

3.2. 岩浆岩 

侵入岩为诸广山印支–燕山期复式岩体，主要为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γ5
1-2)；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γ5

2-3)及脉岩(辉绿岩、煌斑岩和碱交代岩)。印支–燕山

期各期次花岗岩的铀含量都高出一般花岗岩平均铀含量(2.9 × 10−6)的 5~8 倍，具有典型产铀岩体特征。

岩石普遍蚀变发育，主要有碱性长石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水云母化等。印支期第二阶段花

岗岩(γ5
1-2)与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γ5

2-3)接触带常见较强烈的绿色蚀变及硅质脉体充填，为铀成矿提供

了有利空间。辉绿岩、煌斑岩和碱交代岩等脉岩侵入为铀成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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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寒武系中统茶园头组下段；3、寒武系下统香楠组上段；4、燕山晚期花岗岩；5、
燕山早期花岗岩；6、燕山早期花岗岩；7、印支期花岗岩；8、辉绿岩；9、煌斑岩；10、碱交代岩；

11、构造角砾岩带及编号；12、石英脉硅化带及石英脉。 

Figure 2. Geological map of Miaobeilong area 
图 2. 庙背垅地区地质简图 

3.3. 构造 

庙背垅地区位于鹿井矿田骨干断裂构造 QFII与 QFIII夹持区内，主要构造为断裂构造，区内不同方向

的断裂构造发育，蚀变强烈，是铀成矿极为有利部位。骨干断裂构造 QFII号带及其次级构造 F2 号带与铀

成矿密切相关。QFII 号石英硅化断裂带，属热水断裂北段带状撒开部分，宽 5~150 m，总体走向 NE60˚~65˚，
SE 倾，倾角 45˚~65˚沿走向多处出现分枝、复合现象；构造带物质成分复杂，活动期次多，结构面性质

经多次转换；其上、下盘的分枝和平行次级构造夹持部位，形成一定范围的碎裂蚀变花岗岩带，成为赋

矿有利围岩。F2 号构造角砾岩带穿切 γ5
2-3 与 γ5

1-2 接触部位，走向长约 550 m，宽 2~5 m，总体走向 345˚~20˚，
总体倾向西，倾角 68˚~78˚，倾角较陡；该构造角砾岩物质成分主要为花岗岩挤压破碎后形成的角砾，多

为棱角状，胶结物为岩粉和长石、石英等矿物碎屑，经硅化，胶结较紧密；带内暗褐红色赤铁矿极发育，

呈线状沿裂隙发育，蜡状淡黄绿色水云母化、胶状黄铁矿、绿泥石化等，为赋矿有利围岩。 

3.4. 含矿岩性及围岩蚀变特征 

庙背垅地区的含矿岩性有官庄矿段的碎裂蚀变花岗岩及庙背垅地段的煌斑岩，官庄地段含矿岩性为

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γ5
1-2)与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γ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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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背垅地段含矿岩性除以上两种还有基性煌斑岩脉。 
官庄地段铀矿体产于 F2 号带及下盘的构造碎裂蚀变岩内，碎裂岩原岩为印支期第二阶段中粗粒似斑

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γ5
1-2)与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细粒少斑黑云母花岗岩(γ5

2-3)，含矿岩石颜色为棕红色、紫

红色、暗红色，发育有胶状黄铁矿、浸染状黄铁矿、棕红色玉髓细脉、浅肉红色方解石脉，矿石呈胶结

角砾状或角砾网脉状。 
庙背垅地段其含矿岩性为煌斑岩，以岩枝状在深部侵入，浅绿色、暗灰色，风化后呈黄色，煌斑(斑

状)结构，块状构造，斑状结构，斑晶为单晶或多晶石英，边部蚀变较强，蚀变矿物为绢云母，个别斑晶

为重结晶的石英，斑晶大小可达 1.0~2.0 mm，含量约为 10%~15%，主要矿物为斜长石、黑云母、石英等

(图 3、图 4)。长石含量约 40%，自形–半自形，蚀变矿物为极细小的水云母、绿泥石等；黑云母含量约

40%，呈自形的针片状，无定向排列，多蚀变为绿泥石；石英含量 15%~20%，呈自形六边形斑晶，边缘

北交代蚀变；见有方解石细脉、少量浅棕色玉髓细脉和少量黄铁矿细脉。 
 

 
Figure 3. Photographs of lamprophyre in borehole Zk1403 
图 3. Zk1403 孔中煌斑岩照片 

 

 
Fs：长石；Q：石英。 

Figure 4. Porphyry-photo (transmitted light) 
图 4. 煌斑岩–光片(透射光) 

 
庙背垅地区铀矿体围岩虽然较复杂，但不同岩性中的矿石物质组成、热液蚀变类型和成矿物质来源、

成矿温度等均一致性较高，均属于中低温热液成矿，铀矿化对赋矿主岩的选择性不明显，属于同一成矿

作用系列产物[17]。诸广山岩体中部铀矿床根据已发现大小铀矿床的产出部位及矿化特征，分为岩体内带

型、岩体外带型、岩体内外接触带型铀矿床，其中岩体内带型铀矿床又分为硅质脉型、碎裂蚀变岩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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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类。庙背垅矿床矿体与以羊角脑矿床为代表岩体内带型硅质脉亚类和以黄峰岭矿床为代表的岩体内

带型碎裂蚀变岩亚类又稍有区别。其矿体的形成密切与基性煌斑岩脉和辉绿岩脉相关。基性岩脉与鹿井

矿田骨干断裂构造 QFII 及其次级构造共同控制了庙背垅铀矿体的产出。特别是与辉绿岩相关的铀矿体成

矿类型类似于下庄地区的“交点型”铀矿床[18]，为鹿井矿田找矿提供新的找矿方向及思路。 

3.5. 铀矿体特征 

庙背垅地区铀矿体受含矿构造控制明显，矿体产状基本与含矿断裂构造一致。其中官庄地段铀矿体

空间分布及形态与含矿构造 F2 密切相关，其产状与含矿构造 F2 产状一致，呈近北东向展布，陡倾角，近

直立，矿体呈脉状，似层状；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伴生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图 5)。脉石矿物主要

有方解石、微晶石英、玉髓等。 
 

 
Figure 5. Ore sketch map of ZK7101 borehole in Gua-
nzhuang ore section 
图 5. 官庄矿段 ZK7101 孔中矿石素描图 

 
庙背垅地段的铀矿体产状基本与沿 QFII号带构造上侵的煌斑岩脉产状一致，走向北东东，矿体呈脉

状，围岩均有不同程度的碎裂蚀变。铀矿体为深灰色、深黑绿色，发育浅肉红色方解石细脉、浅棕红色

玉髓细脉、黄铁矿细脉。铀矿物主要为晶质铀矿，伴生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图 6、图 7)。脉石矿物主

要有方解石、玉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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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Ore sketch map of borehole ZK1403 in 
Miaobeilong ore section 
图 6. 庙背垅矿段 ZK1403 孔中矿石素描图 

 

 
Ur：晶质铀矿。 

Figure 7. Crystalline uranium ore in ZK1403 borehole 
图 7. ZK1403 孔中矿石中的晶质铀矿 

4. 控矿因素分析 

庙背垅地区为鹿井矿田内远景区之一，具有十分有利的区域铀成矿地质背景，处于区域深大断裂交

汇区，印支–燕山期复式岩体出露区。外带富铀地层广泛分布区，成矿酸性花岗岩强烈活动区，热液脉

体活动发育区。区别于鹿井矿田内其他矿床，该区辉绿岩与煌斑岩等基性岩脉活动发育，且基性岩脉与

构造共同控制了该区铀成矿。这些是低温热液铀矿床成矿的地质前提。该区具体的控矿因素有： 
1) 庙背垅位于区域遂川(矿田 QFI)–热水(矿田 QFV)深大断裂夹持的断陷带内及丰州洼陷盆地的边

缘。矿田控制构造 QFII 号带西段上、下盘次级构造发育区，成矿体辉绿岩脉、煌斑岩脉多有出露或隐伏

发育，为铀矿床的产出提供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构造与基性岩脉相加及叠加区为成矿有利结构面。 
2) 矿体一般产于成矿构造带内及两侧碎裂红化蚀变岩中，龙其是不同成矿地质体(花岗岩、辉绿岩、

煌斑岩脉)与前期岩体侵入接触界面并有成矿构造发育，穿切部位对成矿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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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官庄地段近南北向展布的 F2 硅化角砾岩带，发育在成矿地质体 γ5
2-3 与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体侵入接触界面附近，又有近东西走向的辉绿岩脉与之交切，官庄地段矿体直接产在成矿构造 F2 硅化角

砾岩带内，而且矿体的形态、规模、产状和品位与 F2 号带的发育程度关系密切。 
4) 庙背垅矿段矿体产在 QFII 号带下盘次级构造夹持部位，并有细粒少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成矿地质

体)呈岩枝状产出。不同处是前者产于成矿地质体两侧的碎裂红化蚀变花岗岩中(γ5
1-2)，后者则产在沿细粒

少斑状黑云母花岗岩(γ5
2-3)与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接触界面侵入的煌斑岩脉中，而且含矿的浅红色

方解石脉也较为发育。 
综前所述，该区铀成矿控矿因素是：成矿地质体是基础，构造是主导，结构面是环境，热液脉体活

动是条件，四者缺一不可。 

5. 结论 

诸广山岩体中段的鹿井铀矿田经过近五十年的铀矿勘查工作及基础地质科研工作，对该区铀成矿与

区内多期次花岗岩体和构造关系密有较深的认识，也形成了共识。但对区内基性岩脉与铀成矿相关的研

究程度较低。矿田内庙背垅铀矿床经工作研究发现在基性岩脉中发现较富大的铀矿体，该发现为该区铀

矿找矿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及思路。 
庙背垅地区在鹿井矿田优越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下，区内大面积出露富铀酸性花岗岩、及富铀的后

期基性岩浆的多次侵入活动，基性辉绿岩脉、煌斑岩脉多有出露或隐伏发育，是成矿地质体发育区，是

成矿的基础；区内 QFII 号带西段上、下盘次级构造发育，多期次的控矿、含矿构造活动，并复合、穿切

成矿地质体与前期岩体接触界面为含矿流体的运移、聚集提供了通道和成矿结构面，其间伴随的多期次

圈岩蚀变和热液脉体活动为铀的活化、富集成矿提供了空间和良好的物化环境。富铀的辉绿岩、煌斑岩

等基性岩脉的多次活动为成矿提供铀源基础，成矿构造的复合、穿切是主导，广泛发育的多种围岩蚀变

是前提，含铀的热液脉体活动是关键，铀成矿四者缺一不可。 
庙背垅地区以往的地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官庄地段控矿构造为近南北走向的 F2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与 F2 相切的辉绿岩内有铀矿化，在 F2 附近地表出露有多条近平行的呈近东西走向的辉绿岩脉，类比广东

下庄矿田的交点型矿床，在该地区或可探寻该类型铀矿床。庙背垅地段控矿构造 QFII下盘次级构造与隐

伏侵入的煌斑岩复合叠加区揭露有厚大铀矿体，属于隐伏矿体，该区段隐伏煌斑岩与构造复合区可作为

下步找矿方向，争取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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