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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寇地下水中溶解的铀及 4个天然

一 26一

出现的 Ra同位素- U 4 R a ( 2 38 U衰变

系， tl/2 = 1600 年 λ H e R a 和 2 24 Ra
(a_ Th衰变系， t I / 2 = 5 ..75 年及 3 . 8 天〉

及 u s Ra ( 2.4& U衰变系， tu a= 11 天)，

对许多地下水样品进行了分析。这些地下水

样品，有一些是从铀矿床附近来集的，而另

归些是从未矿化区采集的。锚的同位素 22&

Ra 、"‘ R a 及 U 3 R a 是通过把一个快速

采集的水样经过萃取后用α一光普测定法测

定的，而 22 8 Ra 则是后来通过 明 呈 句 主

U2PO的数量时确定的。

所获得的成果显示出铀及锚同位素富集

的模式明显不同。能够表明水样是来源于一

个富含铀的含水层的因素有s

( 1 ) 228 R af2 18 R a 的放射 性比 值在

10以上，

( 2) 226 Ra/22 4 Ra 的放射性比 值 在

2以上，

( 3 ) 226 R af2 2 S R a 的放射 性比 值在

43.4以上，

( 4 )在样品中至少有10 pci/l 的 2 2 6 Ra

和 10 mg/l的铀。

当低于以上所列出的数值时，就降低了

水指示铀矿化的几率，有人已提出一种计

算铀的几率得分系统，这就可能使所研究的

每一种地下水都当成铀矿化作用的一种指示

物来进行评价。这种方法经扩充修改成为一

种类似的不包括12 8 Ra 在内的等 级方案。

这种技术方法可能在古问道地区勘探铀

矿床时发挥它的作用。这种为厚达100米的新

沉积物和风成砂所掩盖的古河道在澳大利亚

南半部都有发现。可能沉积铀的地点分布在

古洒道中含有黄铁矿及碳质物质沉积物的地

方。卢些小型和中型的矿床出现在南澳大利

亚的F rome Embayment的两个古河道中 ，

而另外一些矿床的迹象也在澳大利亚南部和

西部的其它古河道中发现。这些矿床通常没

有己知的地表特征，目前还有大面积可能含

有铀矿床的类似的隐伏古河道仍然没有勘3



查，这是由于探测深度超过 100米的钻探费

用过高的缘故.

所研究的地下水是从三个含铀矿床的吉

河道周围采集的。这些矿床有南澳大利亚

Frome Embayment 的Honeymoon矿床及

Goula 的Dam 矿床以及Ceduna 以北， 在

Naf'laby 古洞流中 的一个小型矿床 。 所研

究的一些实例得分范围从 0到 8，得分高说

明铀富集.

所有这 4个活性非常高的 Ra同位素均

可以出现在这些含盐的水中，不过可以运用

得分系统去区分铀的高活性同位素征兆。众

所周知， Ra 或 U 本身的高浓度不一定表明

有铀矿体。像样品 G D l ll 、 I R 1463 及

NDl 所表明的一样， 得分方案在单个同位

素的高浓集方面不具重要意义。

从南澳火利亚的 N ar1 aby古河道的部

分钻孔中所得到的一系列样品构成了通过钻

探把同位素技术运用于铀矿勘探方面的一次

试验。根据所获得的得分资料说明铀的富集

地点可能分布在一个未曾施工的钻孔布置区

内。可惜这一预言尚未经过选→步的钻探工

作加以验证.

，为了增进我们对影响 Ra进入榕液和在

地下水中迁移到地下水中因素的理解， Ra

饲位素技术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这些研究

工作将使目前的经验得分方案的控制因素得

以确定，并使顶测的准确性能达到更高的可

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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