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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查干诺尔地区
HF．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铀矿化的基本特征

李茂，张俊伟，杨丽娟，许第桥，籍增贤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02)

摘要：HF．3号航放异常位于内蒙古查干诺尔乡附近，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二连盆地苏尼特隆起与滕格尔坳陷的过

渡地带。异常地段出露的地层为新近系的中新统汗诺坝组，经浅井工程的重新揭露，初步查明该异常浅部铀矿化

具多层性、连续性、稳定性及原生和后生再富集等复式成因特征，基本上掌握了其矿化的控制因素及形成条件，深

化了对该异常的认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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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_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为1996年我中心航测

发现并经初步评价的I类异常点，但由于当时的客

观条件所限，对该异常点的揭露及评价工作比较粗

浅，仅布置了3个浅探槽进行揭露，由于揭露深度较

浅，其铀矿化视厚度在部分探槽中尚未切穿。因此，

对该异常的铀矿化成因及深部矿化特征认识不明。

为加快该地区的铀矿找矿工作，近年我们对该异常

重新进行了评价，通过异常地段的浅井揭露并结合

基础地质资料的综合分析，基本上掌握了该异常点

铀矿化的控制因素及形成条件，为该地区的铀矿找

矿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1 地质概况

HF-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位于二连盆地腾格尔

坳陷的北部边缘(图1)，异常南部有第四系覆盖

(Q)，地表出露地层主要有：新近系上新统(N。)和

中新统汗诺坝组(N。^)，下白垩系巴彦花组(K。6)，

上侏罗统(J3)，古生界变质岩(Pz)以及燕山期、海

西期花岗岩(y；、y：)。

区内构造主要为2条近东西向的深断裂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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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第四系；2一新近系上新统；3一新近系中新统汗诺坝组；4一下白垩统巴彦花组；5一上侏罗统；6一古生界；7一燕山期花岗岩；8一海西期

花岗岩；9一断裂；lO一不整合面；11—航空放射性异常及编号

图1唧-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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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查干花一陶商特断裂带，南邵的网其图乌

拉一查干诺尔断裂带。受该组断裂带影响，在其夹

持区内形成了一系列近东西向的断裂，并严格控制

了区内航空放射性异常点、带的分布。

2工程布置o．

1996年9月发现HF．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后，

我们对它进行了初步评价，认为异常处于新近系中，

矿化的形成经历了同生沉积和后生再富集2个阶 1一异常铀当量含量值(10。6)；2一基线；3-浅井及编号；扣螺

段，同等沉积形成了第三系的富铀层位，后生亨集的 黔雾鬻曼筹∥“旷6；6_高瓤37“3H
铀矿化与新近系砂岩层中的侧向、垂向含氧含铀水 ’图：1孟-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中部工程布置
密挈相关，推测新近系是区内寻找层间型砂岩铀矿 (QJl、QJ2、QJ3、QJ4)，一个浅井(QJ5)布置在异常
的有利层位。但当时限于人员少、天气冷等客观原 带外南侧，探槽仅对原TC_2号探槽进行了清理。浅
因，对该异常的解剖仅投入了小量的揭露工作，致使

井的揭露深度一般在3．3．8 m之间，且均切穿了矿
对该异常的矿化控制因素、形成条件、深部矿化特征 化层的视厚度，其工程布置见图2。

为落实该异常点所处地区的找矿前景，近年我 3 浅井揭露分析9

们在该异常地表反映最好的中部布置了5个浅井、l 根据5个浅井地质及物探编录资料的综合分析
个探槽做了进一步揭露，以查明该异常的矿化控制 研究，各浅并的铀矿化具有如下特征(图3)。
因素及形成条件。其中4个浅井布置在异常带之内 一号浅井(0J1)：铀矿化层为2层．上矿化层赋

l—N1 Jl粉红色粉砂岩；2一Nl_Il青灰色泥岩；3—N1_II含铁质黄褐色粉砂岩；4一N1 JI含有机质紫色泥质粉砂岩(矿化层)；5一Nl^含褐铁矿、

石膏深灰色泥岩夹薄层条带状浅黄色泥岩(矿化层)；6一N1_II灰色粉砂质泥岩；7一N1^含有机质、褐铁矿深灰色薄层泥岩(矿化层)；8—Nl^

灰色泥质粉砂岩；9—铀含量为O．01％一O．03％；10一铀含量O．03％一0．05％；ll—铀含量0．05％一0．1％

图3 IⅢ-3号航空放射性异常浅井揭露综合剖面

●李茂．HF-3号航放异常地面揭露报告．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1996．

●王利民，张吉恒，李茂．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查干诺尔地区物化探测量．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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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黄褐色含石膏的泥质粉砂岩中；下矿化层赋存

于含褐铁矿透镜体及石膏薄层泥岩中，矿化层厚度

为1．2 m，铀含量一般为0．0l％一0．03％，局部达

0．05％，矿化层稳定。

二号浅井(QJ2)：铀矿化层为2层，上矿化层主

要赋存于薄层粉砂质泥岩夹浅黄色泥岩中，厚度约

20—60 cm；下矿化层赋存于含褐铁矿、石膏的深灰

色泥岩中，矿化厚度约为50一80 cm，铀含量一般为

O．01％一0．03％，矿化层稳定。

三号浅井(QJ3)：矿化层主要赋存于薄层状深

灰色泥岩夹浅黄色薄层泥岩中，局部见石膏、褐铁矿

化，铀含量一般为O．01％～0．03％，矿化层稳定。

四号浅井(QJ4)：矿化层赋存于薄层状灰色泥

岩夹浅黄色薄层泥岩中，厚度约60 cm，见石膏、褐

铁矿化，铀含量一般为O．01％一0．03％，矿化层稳

定，具潜水氧化作用成因特征。

五号浅井(QJ5)：该浅井布置在异常带外的南

侧，井中无矿化，主要目的是用于研究异常点地段浅

层砂体的分布及连续性。

由上述分析可见：该异常点的铀矿化主要赋存

于新近系中新统汗诺坝组中深灰色薄层泥岩以及浅

黄色薄层泥岩与褐黄色粉砂岩接触带中，与有机质、

褐铁矿、炭质关系密切，具潜水氧化特征，且矿化层

位稳定、连续，受构造控制明显。铀矿化属复式成

因，即经历了同生沉积及后生改造再富集两个阶段。

第一类具现代潜水氧化作用形成的与褐铁矿化有关

的一次铀的富集，它明显受潜水及裂隙控制，沿潜水

的流向褐铁矿发育地段，铀的富集作用明显；第二类

受沉积间断控制，绿色泥、砂岩被氧化为白色，铀矿

化一般发育在泥岩与砂岩的接触界面附近。

4结论

通过浅井工程对该异常点的重新评价，得出如

下结论。

(1)铀矿化产于新近系中新统汗诺坝组不同岩

性层位且具有多层矿化现象，一般矿化赋存在泥岩

与褐黄色细砂岩的接触带附近，在褐铁矿发育部位

矿化富集明显。

(2)铀矿化层位稳定、连续性好，泥岩中的矿化

具有原生富集特征，粉砂岩中的铀矿化层见褐黄色、

浅黄色褐铁矿化现象，具潜水氧化作用后生成因特

征。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o．HF-3 AIRBOItNE RADIOACTⅣE ANOMALY

IN QAGAN NUR AREA，INNER MONGOLIA

U Mao，ZHANG Jun-wei，YANG K-juan，XU Di-qiao，JI Zheng—xian

(Air6伽培sⅡnⅣ∞d船聊据＆wi昭ce栅矿肌ckr胁d琳斜，鼽批胁∽ng 050002，饥im)

Abstract：No．HF-3 airb唧e radioactive蚰omaly near Qag觚Nllr’rownship in I衄er Mongolia is Bituated at tlle tramitional zom be-

tween SorIid uplm in Erli肌b聃in明d Tengger depression．The outcmp of the锄omaly belon轳to Neogene Hannuoba Fo咖tion．Re—
exposing by tIle 8hallow borehole reveals t}lat the shallow uraIlium nline蹦izati∞of tllis肌orr“y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lay甜Ilg，eon．

tinuation，stablene昭蛐d epigenetic陀-eIlrichment，8u嚣esting a complex genesis．This study h∞b鼬ically detected tlIe con仃0l f如tors

alld f0砌眦i帆c∞ditions of tlle lIlineralization，tllu8 deepeIIing me understallding of tIlis柚oInaly．

Key words：airb蚰le mdioactive锄omaly；u删岫mineralization；shaUow borehok；reeValuati∞0f me粕omaly

作者简介：李茂(1963一)，男，高级工程师，湖南祁阳人，1985年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物探系，公开发表论文数篇。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