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绥棱县建兴地区发现的五一铀矿床为

国内罕见的砂煤岩型铀矿床，具有一定的规模. 近年

来，核工业部门在矿床外围地区发现多处具类似五一

铀矿床的地质条件，并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总结该

区铀成矿条件，明确本区找矿方向对本区铀矿找矿工

作具有指导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兴安岭-内蒙地槽褶皱区（Ⅰ级）的小

兴安岭-松嫩地块（亚Ⅰ级）之上. 小兴安岭-松嫩地块

在黑龙江省内可划分出 4 个Ⅱ级构造单元：沐河隆起

带、松嫩中断（拗）陷带、滨东隆起带和乌云-结雅地槽

褶皱系［1］. 研究区属沐河隆起带构造单元南部（图 1），

南与松嫩中断（拗）陷带接壤. 自中生代以来，区内接受

了周边隆起区陆源碎屑沉积和火山物质沉积，形成了

含铀、煤沉积地层（图 2）.
研究区基底以海西晚期花岗岩为主，呈岩基产出，

为主要蚀源区，其次为石炭系变质岩. 盖层自下而上有

上侏罗统建兴组，下白垩统敖头组和淘淇河组，为一套

夹有中酸性火山熔岩及凝灰岩薄层的陆相碎屑含煤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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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岩层倾斜平缓. 建兴组可分为 4 段，岩石类型主要

为花岗质角砾岩、粗砂岩、砂页岩夹煤层. 敖头组主要

为流纹质及含砾流纹质凝灰熔岩. 淘淇河组主要为花

岗质砂砾岩和泥质砂岩. 区内主要有 4 个含铀层位，

分别为建兴组一段、二段、四段中的含煤细碎屑岩建

造及淘淇河组的细碎屑建造. 区内发育 4 条主要断裂

构造，3 条为北西向，1 条为北东向. 其中 F1 断裂控制

着盆缘边界；F2、F3 断裂为一断裂带，为盆地中心部

位；F4 断裂为一平移断裂（图 2），对五一铀矿具一定

的控制作用.

2 铀成矿条件分析

2.1 铀源条件

自二叠纪起，研究区一直处于隆起区中. 晚侏罗世

断陷活动开始并接受沉积，形成富含花岗质岩屑、长石

岩屑的上侏罗统建兴组和下白垩统淘淇河组沉积. 西

缘海西期花岗岩体为盆地沉积碎屑物质的主要来源.

花岗岩原岩样品铀含量为 12.6×10-6，为正常值的 3.23

倍，最高值达 115×10-6. 流经岩体的地表水取样分析铀

含量 5.1×10-5 g/L，为正常值的 3.2 倍. 岩体中普遍存在

与铀矿化密切相关的矿化蚀变. 在施工钻孔花岗岩岩

心中有铀的次生矿物（铀黑、铀硅酸盐）. 这些事实充分

说明了海西期花岗岩体含有丰富的活性铀，为区内铀

成矿提供了丰富的铀源髴髵.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Fig. 1 Geotectonic map of Jianxing area
1—I 级构造单元界线（boundary of Grade I tectonic unit）；2—亚 I 级构造

单元界线（boundary of Sub-grade I tectonic unit）；3—II 级构造单元界线

（boundary of Grade II tectonic unit）；4—研究区（study area）；Ⅰ—大兴安

岭地槽褶皱系（Daxinganling geosynclinal fold system）；Ⅱ—小兴安岭-松

嫩地块（Xiaoxinganling-Songnen massif）；Ⅲ—伊春-延寿地槽褶皱系

（Yichun-Yanshou geosynclinal fold system）；Ⅳ—老爷岭地块（Laoyeling
massif）；Ⅴ—完达山-西锡霍特地槽褶皱系（Wandashan-West Sikhote
geosynclinal fold system）；Ⅱ1—沐河隆起带（Muhe upwelling belt)；Ⅱ2—松

嫩断（拗）陷带（Songnen faulted depression belt）；Ⅱ3—滨东隆起带（Bindong
upwell belt）；Ⅱ4—乌云-结雅地槽褶皱系（Wuyun-Zeya geosynclinal fold
system）；Ⅲ1—茂林-木兰地槽褶皱带（Maolin-Mulan geosynclinal fold
belt）；Ⅲ2—五星-关松镇隆起带（Wuxing-Guansongzhen upwell belt）；Ⅲ3—
丰茂-亚布力地槽褶皱带（Fengmao-Yabuli geosynclinal fold belt）；Ⅳ1—
张光才岭-太平岭边缘隆起带（Zhangguangcailing-Taipingling marginal
upwell belt）；Ⅳ2—佳木斯隆起带（Jiamusi upwelling belt)；Ⅳ3—宝清过渡

带（Baoqing transitional belt)；Ⅳ4—三江断陷带（Sanjiang faulted depressionbelt）

图 2 建兴地区地质略图

Fig. 2 Geologic sketch map of Jianxing area
1—第四系（Quaternary）；2—下白垩统淘淇河组（Lower Cretaceous Taoqihe
fm.）；3—下白垩统敖头组（Lower Cretaceous Aotou fm.）；4—上侏罗统建

兴组（Upper Jurassic Jianxing fm.）；5—上石炭统杨木岗组（Upper
CarboniferousYangmugang fm.）；6—上石炭统唐家屯组（UpperCarboniferous
Tangjiatun fm.）；7—燕山期花岗闪长岩（Yanshanian granodiorite）；8—海

西期花岗岩（Hercynian granite）；9—地质界线（geologic boundary）；10—
不整合界线（unconformity boundary）；11—断裂（fault）；12—铀矿床

（uranium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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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造条件

研究区位于沐河隆起带南部，与松嫩中断（拗）陷

带接壤，为隆起区内稳定的山间盆地，是铀沉积、沉淀

的理想场所. 而区内沉积岩层的多旋回性表明，在岩层

的形成过程中，研究区一直处于振荡阶段，有利于多层

铀矿的沉积与富集.
区内基底起伏高低不平，海拔标高-150～250 m，

总体表现为由研究区西缘向义气松河方向倾伏. 根据

基底起伏形态，结合地层分布及厚度变化，断裂展布特

征，将建兴地区大致划分为宝山洼陷、五场洼陷 2 个次

级构造单元（图 3）. 宝山洼陷基底埋深较浅，构造斜坡

相对较为发育，呈港湾状，南西侧主要受 F1、F2 断裂控

制，由南西向北东方向发生整体断陷式沉降，埋深由海

拔标高 250 m 下降至-150 m；北东侧主要受 F3 断裂控

制，在断裂南西侧整体沉降，北东侧翘起. 五场洼陷基

底埋深较大，表现出北西浅，南西与北东两端隆，中部

义气松河方向凹，总体向南东方向倾伏的喇叭状构造

形态，显示出一向斜构造特征.
2.3 目的层岩性-岩相、砂体条件

区内找矿目的层主要为上侏罗统建兴组和下白垩

统淘淇河组地层（图 4）.
建兴组可分为 4 段. 建兴组一段厚度大于 12.40 m，

为浅湖相沉积，岩性主要为灰色砂质、泥质角砾岩、灰绿

色角砾岩，夹粉砂岩、凝灰质砂岩，角砾岩中发育硅化.
建二段厚度大于 52.30 m，为闭流湖泊-沼泽相沉积，岩

性主要为灰色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凝灰质砂砾岩、黑
色炭质泥岩夹多层煤，其上部发育数层灰色砂体，厚度

不等，较疏松—疏松，渗透性中等—好；下部为黑色炭

质泥岩夹多层煤，泥岩中普遍发育黄铁矿. 建三段厚度

大于 74 m，为河流相和沼泽相交替沉积，岩性主要为

灰色细砂岩、中砂岩、砾岩，底部发育薄煤层，发育 2～3
层灰色砂体，厚度不等，发育交错层理，普遍含炭质，疏

图 3 建兴地区基底构造图

Fig. 3 Basement structure of Jianxing area
1—基底等高线（basement contour line）；2—断裂（fault）；3—盆地边界

（basin boundary）；4—五一铀矿床（Wuyi uranium deposit）

图 4 建兴地区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4 Comprehensiv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Jianx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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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渗透性好. 建四段厚度大于 20 m，为浅湖相沉积，

岩性主要为灰色含砾粗砂岩、细砂岩，粗、细变化频繁，

发育炭质泥岩或薄煤层，长石多已高岭土化，局部褐铁

矿化，疏松，渗透性好.
淘淇河组可分为 2 段. 下段厚度 0～211.20 m，为河

流相沉积，岩性主要为灰色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夹黑

色炭质泥岩，发育薄煤层，底部发育泥质、砂质角砾岩，

发育多层厚层灰色砂体，砂体厚度 2～30 m，砂岩中含

大量炭屑，疏松—较疏松，渗透性好. 上段厚度大于

123.66 m，为河流-沼泽相沉积，岩性为灰色、褐黄色细

砂岩，夹黑色炭质泥岩，局部发育薄煤层，发育多层褐

黄色、灰色砂体，砂体较厚，一般 15～40 m，最厚达 70 m，

普遍发育星点状褐铁矿化和高岭土化，局部含炭屑，疏

松，渗透性好.
2.4 水文地质条件

研究区水系发育，呈树枝状分布于全区. 区内广泛

分布第四纪松散的冲积—坡积孔隙潜水、白垩纪花岗岩

质砂砾岩及侏罗纪煤系地层孔隙承压水、海西期花岗岩

风化裂隙水，富水性强，为一向南开放的自流水区髴. 区

内具有完善的补给、迳流、排泄体系，基岩山区风化裂

隙及构造裂隙发育，大气降水的渗入使其赋存丰富的

基岩裂隙水，为区内各类地下水提供充沛的补给来源.
自山前台地向河谷平原，地形呈一定坡度倾斜，使地下

水有一定距离的迳流区段. 诺敏河河谷是地下水最终

排泄的主要渠道，流向南西，低凹处常为沼泽地带.
区内地下水水质类型水平分带不明显，以重碳酸

钙钠型水为主，遍布全区. 其次有氯化钠型水，分布于

五场一带. 再次有重碳酸氯化钙型水，呈东西向带状分

布于工作区南部. 重碳酸钙型和硫酸重碳酸钙型水呈

零星出现.

3 铀矿化特征

前人于区内发现五一铀矿床，但因地区偏僻，生产

条件困难，勘查中断，故矿床研究程度较低. 该矿床含

矿层位为上侏罗统建兴组. 受地层层位控制，矿体主要

呈透镜状和似层状产出，厚度不等，长几十米到几百

米，产状与围岩一致，品位亦不稳定，主要赋存于区内

第一含铀矿层（建一段）、第二含铀矿层（建二段）及第

三含铀矿层（建四段）中［5］. 含矿岩石类型为各粒级碎

屑岩及褐煤，但最佳岩石为粗粒砂岩或含砾砂岩. 其中

建一段角砾岩发育，铀矿化主要赋存于含花岗质及炭

质较多的角砾岩中，以及炭质粉砂岩的夹层中. 建二段

下部发育厚层炭质泥岩和煤，铀矿化类型主要为泥岩、
煤岩型 2 种；上部发育较好的有利成矿的砂体，发育较

好的砂岩型铀矿化. 建四段有利成矿的砂体发育，发育

砂岩型铀矿化. 在平面上，铀矿（化）具有一定的规模，

但富矿体主要富集于基底凸起东翼陡坡变缓处及港湾

式沉积环境中（图 5），矿体延长方向与古地下水流向

相同. 在垂向上，铀矿层主要发育于每个旋回下部，既

河流相中，上部沼泽相也发育铀矿层，但以前者为主，

铀主要富集于层理附近或裂隙发育处. 建兴组地层地

球化学环境以还原环境为主，砂岩普遍含炭质，炭质泥

岩中普遍含黄铁矿. 根据矿区地质特征、铀矿体分布特

征及控矿因素认为，该矿床为成岩同生沉积和后生淋

滤叠加形成. 建兴组之上覆盖有酸性火山碎屑岩，表明

区内存在后期热液活动，其对成矿富集作用有一定的

影响，但并非主要成矿作用. 该矿床铀的赋存状态主要

为吸附状态. 吸附体主要是黏土质、有机质和粉砂质，

髴赵连泽，等. 黑龙江省绥棱县建兴沉积盆地砂岩型铀矿资源潜力评价报告. 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所. 2004.

图 5 五一铀矿区基底等高线及富矿体分布图

Fig. 5 Basement contour lines and rich uranium orebodies of the
Wuyi uranium deposit

1—基底等高线（basement contour line）；2—断裂（fault）；3—盆地边界

（basin boundary）；4—富矿体（rich or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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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基底岩石中见铀黑和铀硅酸盐类矿物. 与铀伴生

的元素有镓、铈、钼、锆等.
在五一铀矿外围地区，发现多处铀矿（化）体，主要

赋存于区内第四含铀矿层（淘淇河组）中，矿（化）体主

要呈似层状和透镜状产于花岗质砂砾层中的细碎屑岩

中，赋矿岩性主要为含炭质或有机质的泥岩和泥质粉

砂岩中，产状比较平缓.

4 找矿方向分析

研究区为隆起区内稳定的山间盆地，其西缘海西

期花岗岩为铀成矿提供了丰富的铀源. 区内自西缘花

岗岩隆起区向义气松河方向倾斜，利于地下水的运移.
含矿层建兴组一段、二段上部、四段及淘淇河组均发育

有利成矿的砂体，有机质丰富，利于铀沉淀富集. 总结

本区铀矿化特征，笔者认为铀矿化主要为成岩同生沉

积及后生淋滤叠加形成. 本区铀矿主要富集于距蚀源

区相对较近的基底凸起东翼陡坡变缓处及港湾式沉积

环境中.
根据以上特点，结合本区已有的铀矿化信息，笔者

认为本区铀找矿工作应注意区内基底构造变化，应侧

重寻找距离蚀源区较近的基底凸起东翼陡坡变缓处及

古河道拐弯处. 初步认为宝山洼陷自西缘至 F1 断裂上

盘及五场洼陷西缘为本区找矿的远景区. 其距蚀源区

较近，具有丰富的铀源，区内基底构造总体表现为向义

气松河方向凸凹不平的构造斜坡，局部呈港湾式沉积

环境. 区内发育数条断裂构造，断裂为地下水补给-排

泄主要通道，补-迳-排水动力体系发育完善. 同时目

的层建兴组、淘淇河组有利成矿的砂体发育，有机质丰

富. 综上，远景区具备了本区砂岩型铀成矿所需的有利

条件与找矿前景，继续加强区内铀矿找矿工作，有望取

得较好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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