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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5 0 4 矿床是贵州 省碳酸 盐岩中 唯

一
具有 工业价值的 铀 - 汞 - 钼多金属 矿床

。
在野外调 査和

收集整理前人资料基础 上 ,
从铀 矿体空间定位 、 矿体特征 、 矿石特征 、 围岩蚀变 、 铀 的存在形式 、 铀

与某些化学成分及元素 的关系 、 成矿 年龄等方面对铀矿化特征进行 了深人 的分析 和总结
,
认为铀 矿化

受 匕 、 F 2 控 制 , 与黑色蚀 变等 多种 蚀变关系密切
,
产于

一
定层位

;
控矿因素 主要是断裂构造 、 岩性 -

构造组合 、 围岩蚀 变 以及有机质 。 根 据该矿 床外 围找矿工作 结果并结合对控矿 因素 的分析
,
指 出 下

一

步工作应探索矿床深部 的 成矿潜力 。

[ 关键词 ] 5 0 4 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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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省 5 0 4 矿床汞矿开采冶炼最早可追溯六十 年代 ,
闭坑 于九十年代初 。 矿床富含铀

到唐代
,

铀矿的系统勘探 、 开采始于二十世纪 ( U ) 、 汞 (
H

g ) 、 钼 ( M o )
,
伴生铊〇 1 ) 、 镍 ( N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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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 (
I n ) 、 铼

(
R e ) 、 硒 ( S e ) 等稀有元素 。 近年来 , 5 0 4 矿床地理位置位于开阳县 双流镇 白 马

矿 区 被 列为铀 矿整 装勘查 区
,
新 一轮科研及村

,
距贵 阳 6

1 k m ( 图 1 ) 。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

勘查工 作相继 开展 。 前人 研究主要着重矿 床扬 子准地台 西南 缘黔北 台隆 中部遵 义 断拱之

各种稀有元素分布 特征 「
, 清墟洞组成矿的有贵 阳复杂变形区上 。

利 条 件 2

,
白 马洞 断层及其它构造 ' 矿床地区 域上

,
从新 元古界 板溪群至第 四 系均

球化学 特征
4

: 等方面 ,
对铀 矿的进一步研究相有 出 露 ,

缺失奥 陶 系
、
志 留 系

、
泥盆系

,

以

对较少 。 笔 者在矿区 外 围 1 : 1 0 〇〇〇 地质 、 伽震旦系 、 寒武 系 、 石炭系 、
二叠 系 为 主

,
发

马能谱及岩石地球化学测量 的基础上
,
对收集育齐全 ,

分布广
,
厚度大 。 岩性 以 浅海相 碳

钻孔 资料进行再认识 ,
分析 了 5 0 4 矿床铀矿化酸盐岩和 碎屑 岩 为主 。 岩浆 岩 、

变 质岩不发

特征 ,
提出矿化控矿因素 ,

希望对矿床外 围及育 。

深部找矿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区 内 构造发育 ,
尤 以 断裂构造 为 主 。 断

裂 构造可分为 N N E 向 和 N E E 向两组 。 N E E 向

1区域地质背景断裂 为 区域性大断 裂
,

规模 大
,
延 伸 远

,

控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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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二叠统茅 口 组 ;
2
—下二叠统柄霞组 ;

3
—下二叠统梁 山组 ;

4
_ 下石炭统大塘组 ;

5
_ 上寒武统娄山 关群 ;

6
—中 寒武 统石

冷水组 ; 7
—
中寒武统高 台组 ; 8

—下寒武统清 虚洞组 ; 9
—下寒武统金顶山 组 ; 丨 0

_ 下寒武统明 心寺组 3 段 ; 1 1

—下寒武统明

心寺组 2 段
;

1 2
—下寒武统 明心寺组 1 段

;
1 3
—下寒武统牛蹄塘组 ;

1 4
一上震旦统灯影组 ;

1 5
_ 地层 界线 ;

1 6 
— 断层 ;

1 7
_ 矿

床位置 。

图 1 白 马 洞地 区 地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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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了上 下盘地层 的 整体 展布
,

总体上 多为倾下寒武统 出 露于矿区西部 ,
石炭 系 、

二叠系

向 南 的逆 断层
,
具多期活 动特征

;
N N E 向断出 露于 东 部 。 从表 1 可 知

,
含 矿层是 E

| q 、

裂规模小 ,
向南西延伸斜 接于 N E E 向断裂之 e 2 g 、

e 2 s
,
岩性为黑色蚀变硅化岩 ,

黑色 蚀

上 。 褶皱形态往 往受断裂控制
,
轴 向呈 N N E变 白 云 岩 ,

原岩蚀变强烈 。 含矿层 下伏 E
l n

向 和 N E E 向两组 。 白 马 洞断裂 (
F 〇 以北 褶皱含 铀 背 景 值 平 均为 2 5 . 8 X 1 0 ' 钍铀 比 值小

规模大
, 轴 向 N N E

,

主要 褶 皱为洋水背 斜
;于 1

,
可视为区 域富铀 层位

,
对铀成 矿有利

;

以 南褶皱规模小
,
轴 向 N E E 。 5 0 4 矿床位于洋含矿层碳 酸盐岩含铀 背景值高于震旦系 、

二

水背斜南东翼倾没端 ,
白 马洞断裂 (

F
, ) 和犀牛叠系 碳酸盐岩 ,

显示 在沉积成岩过程 中 铀 预

洞断裂 ( F 2 ) 夹持部位 。富集基础条件好 。

矿区 断裂构造发 育
,

F
, 和 F 2 控制 了 矿床

2 矿区地质的产 出
( 图 2 ) 。

F
, 为黔 中 深 断 裂 的组成部分 ,

矿 区 出 露地 层 :
下 寒 武 统 清 墟 洞 组全长大 于 5 4  k m

,
走 向 8 0

°左右
,
倾 向南

,

倾

(
E

l q )
、
中 寒 武 统 高 台 组 ( E 2 g )

、 石冷水 组角 5 0
° ?

8 5
°

。 破碎带较宽 ,

一
般为 2 0

?
8 0 m

,

( e
2

s ) 及上寒 武统娄 山 关群 ( e
3

l s ) 。 震旦 系 、两侧岩层多 形成陡壁 , 常见断层 泥 以 及 与 断

表 1 5 0 4 矿床地层及含铀性

T a b l e  1 S t r a t i g r a
p h

y 
a n d  U r a n i u m  c o n t e n t  o f  D e p o s i

t  5 0 4

系统地层及接触关系岩性厚度 / m U / 1 0
＊ 4 T h / 1 0

- 4

二茅 口 组
(

P i n l
)
生物 碎屑 灰岩

,
夹玄武岩 2 8

?
4 1 1 2 . 9 3 . B一下二

叠柄霞组 (
p

, q
)生物 碎肩 灰岩1

2 3
?

2 0 7 2 . 9 3 . 8

叠统
＊梁山 组

(
P ,

l

)炭质 页岩
、
黏土岩 、 粉砂岩夹煤 2

?
3 5 4 . 5 8 . 3

石炭 系 下石炭统大塘组
(

C , d
)铁铝 质岩

、
砂 岩 、 黏土岩 1 8

?
5 3 9 . 7

上寒武统 娄山 关群 (
e j s

)
含硅 质团块 微- 细晶 内 云岩 3 3 0

?
3 6 8 3 . 2 4 . 1

第 3 段 : 上部 砂状 A 云岩 , 石英粉砂岩 ; 中 部 内

云岩
;
底部砂状 内云岩

、
砂岩 , 局部具浊 变 , 发6 6

现异 常
石冷水组 (

e
2

S ) 第 2 段 : 致密状 白云岩 , 底 部有薄板状泥 质 白云5 . 4 5 . 6

8 4 

?
9 6

中岩 ,
发育蚀 变 , 发现零星小矿体

寒第 1 段 : 鲕粒 卢 云 岩 . 蚀变强烈 , 为上矿 带 主要,

3 4 

?
6 3

武含矿 层位
,
发现 T . 业矿体

＊统第 2 段 : 页岩及 泥质 O z j 岩 , 厚度变化大 , 局部
7

?
4 0

完全 蚀变 为黑色硅化岩 , 使上 、 下蚀变 岩连通
高台组 (

￡ 洛 ) 第 1 段 : 豆状 ft 云岩 、 碎 屑 内 云 岩 、 泥 质 r
-

l 云 4 . 8 7 . 5

武岩
、
硅质 白 云岩

,
浊变强烈

,
为 下矿带主要 含矿1 4层位 , 发现工业矿体

细 晶内 a 岩 , 底 为泥质 云岩
,
蚀变强烈 , 为下

6 8 

?
1 0 2

系矿带 主要 含矿层 位 , 发现 X 业矿体
清墟洞组 (

E
, q )

灰岩 、 白 云质灰岩 、 泥质灰 岩 , 局部具蚀 变 , 发3 6
~

8 7 4 . 2 6 . 9

下现异 常
?含炭 质 、 砂质页 岩 . 泥灰岩 3 4

^金顶 山组 ( 粉砂 岩 、 细砂 岩 、 粉砂质页岩夹鲕粒灰岩8 9
~

1 0 2 4 . 21 6 . 2

统
明 星寺组 ( e , m ) 粉砂 岩 、 细砂 岩 、 粉砂质页岩 3 6 5

?
4 6 9 3 . 5 1 7 .

1

粉砂 质 黏土 岩 ,
炭质 贞 岩2 5 . 8 丨 4 . 3

牛蹄塘组 (
e

,

n 〉

一 1 2 6
?

丨 3 8
底部 硅质岩夹磷块岩1 7 0 . 8 9 . 2

震 ￡L 系 上震 旦统灯影组
(

Z d y
) 碎-屑 户 云 岩 、 藻 屑 f 丨

云岩 2 3 9
?

3 5 2 2 . 9 3 . 8

数据 来源 : 项 R 组使用 F D -
3 0 2 2 能谱仪仵 矿 K 外 围进行 1

:
1 0  0 0 0 地质填图 实地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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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

, q|

4 | (
A ;  |

5丨

广 |

6 \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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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一上寒武统娄 山关群
;

2
—中 寒武统石冷水组 ;

3
— 中寒武统高台组 ;

4
—下寒武统清虚洞组

;
5
—蚀变硅化岩界 ;

6
—实测地质

界线 ; 7
— 实测 、 推测正断层及编号 ; 8

—实测 、 推测逆断层及编 号
;

9
一推测性质不 明 的断层 ; 1 0 

—构造破碎带 ; 1 1
—背斜

;

1 2
—
向斜 ;

1 3
—地 表铀矿体 。

图 2 5 0 4 矿床地质 略 图 ( 据二 机部三局二〇六 地质大队修 改 ,
1 9 8 1

)

F i

g .  2 S k e t c h  s h o w i n
g  g e o l o

g y  o f  D e p o s i t  5 0 4 ( M o d i f i e d  f r o m G e o l o
g

i c  P a r t
y N o . 2 0 6 , T h i r d  B u r e a u  i n  S e c o n d

M i n i s t r
y 

o f M a c h i n e r
y 

I n d u s t r
y , 1 9 8 1

)

层泥胶结紧 密 的 上下盘岩石碎块 。 该断裂 破交汇处具弱 蚀变
,
仅有零星矿化 。

碎带 内 常见黑色 蚀变硅质 岩
、
白 云岩

、
角 砾剖面上

,
根据铀矿体 的产 出 部 位 、 地层

岩
,
黄铁矿及胶黄 铁矿分布普遍 , 黑色蚀变岩性 及 蚀变特征 ,

以 高 台组页岩为界
,

分为

及深色重结晶 浊变 发育 。 断层旁侧次 级构造上 蚀变带 和 下蚀变 带
,
即上 矿带 和 下 矿 带 。

发育 ,
切割地层从 震旦 系至 三叠 系

,
形成于上蚀 变带走 向 N E

, 倾向 S E
,
倾角 一般 2 0

。 ?

燕 山期
, 喜 山期有继承性活动

,
是一 条具有 3 0

。

, 局部近直立 ,
长 9 0 0 m

,
延伸 1 5 0 m

,
厚

多期活动特征 的 压 扭性断层
,
控制 了 矿床 南度 1 0 ? 3 0m

,
中 心大于 7 0 m

;
下蚀变带走 向

界面 。 F
2
全长约 8 k m 左右

,
走 向 1 0

° ?
4 0

°

,N E
, 倾 向 S E

,

倾角 2 0
。 ?

3 5
。

,
长 8 5 0 m

,
延

倾 向 南东
,
为 一压扭性逆 冲断层 ,

南 端呈 弧伸 2 0 0
?

3 5 0 m
,

一般厚度 3 2
?

6 2m
,
似层状

,

形与 F
, 相交 。 具弱 黑色蚀变现象 ,

局 部地段与地层产状一致
,
局部 略有 斜交 , 产状变陡 。

发现铀 矿化 , 控制 了矿床的北 两界 面 '底界起伏变化大
,
形状复杂 。 就空间关系而言

,

受 F , 和 F
2 影响 , 在两断裂 夹持部位发育汞在上 、 下蚀变带储量相差不大

,
铀 主要产于

N E 向 断裂组
,

以及 N W 向
、

N E 向牵 引褶皱 '下浊变带
,

8 0 %铀储量赋存于其 中 ( 图 3
) 。

铀 矿体无论是上蚀变带或下 浊变带 ,
近

3 铀矿化特征地表 矿体都是小而分散 的
, 与深部 矿体都是

3 . 1 铀矿体空 间定位不连续的 ,
产状也不一致 。

平 面上
,
铀 、 汞 、 钼及 其它 稀有 元素集 3

. 2 矿体特征

中分布于 F
, 和 F 2 夹持部位层 间浊变带 中 ,

F
,铀 、 汞

、
钼 矿体有 时分别 单独 出 现

,
有

南侧没有蚀变 和矿化现象
,

F
2 下盘 与 F

, 斜接时 以铀 - 汞 、 铀 - 钼
、
汞 - 钼

、
铀 - 汞 - 钼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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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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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丨 

1 5
 [ ^ J

l 6
 丨

忽
丨

1 7

1

—上寒武统娄 山关群 ;
2
—中 寒武统 石冷水组 ;

3
—中寒武统高 台组 ;

4
一下寒武统清虚洞组 ;

5
_
下寒 武统金顶山 组 ;

6
—粉砂

岩 ; 7
—粉砂质 黏土 岩 ; 8

—页岩 ; 9
—灰岩 ; 1

0
—

丨 1 云 耑 ; 丨 1

一泥质 内 云岩 ; 1
2

- - 鲕状内 云 岩 ; 1 3
— 断层角 砾岩 ; 1 4

—硅 质蚀

变岩
;

1 5
—实测

、
推测断层及编号

;
丨 6
—汞矿体

;
1 7
— 铀矿体

图 35 0 4 矿床剖 面示 意 图 ( 据二机部 三局 二 〇六地质 大队修 改 ,
丨 9 8 1

)

F i g . 3 S c h e m a t i c
 p

r o fi l e o f  D e p o s i t  5 0 4 ( M o d i f i e d  f r o m G e o
l

o
g

i c P a rt
y 

N o . 2 0 6
,
T h i

r d  B u r e a u  i n  S e c o n d M i n i s t r
y 

o f

M a c h
i

n e r
y  I

n d u s
t

r
y ,
 1 9 8 1

)

矿体出 现 。 单铀或 以铀为主 的矿体共圈定 1 4 2变 白 云岩 、 黑色浊 变 角 砾 岩等
,
常 常 叠加 硅

个
,
矿体一般长 3 0 ?

8 0 m , 宽 1 0
? 2 0 m , 厚化及 黏土化 矿物成分 主要 是黑色微细粒黄

0 . 7
?

5 m
,
平 均 厚 度 6 . 5 m

,
铀 平 均 品 位铁矿

、
胶 黄铁矿

、
烟 灰状金 属硫 化物和有机

0 . 0 9 8 % 。 赋存标高 1
 2 5 0 ?

1
1

0 0 m
,
矿化垂 幅质 , 少量 为 沥 青 和石墨 , 呈 微细 脉状 、

团块

1 5 0 m 。 矿体形状 和产状 变化大
,

小而分 散状
、
云 雾 状分 布在岩 石 中 ,

致使 原岩 黑化 。

上蚀变带 中矿体形态 多呈 透镜状 、 不规则巢黑 色蚀变 岩石 以 黑 色 蚀变硅 化岩 为 主
,

主要

状
;
下蚀变带 中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图 4

)
:化学成分为 S i

0
2 、

A
1 2 0 3

,
T F e

,

三者含量一般

3 . 3 矿石特征大于 8 5 % 。 有机碳含 量明显增加
,
同时还含有

矿石可分为酸性矿石 ( 黑色蚀变硅化岩 )原 内 云岩 缺乏 的 A s
、

S b
、

N i
、

Z n
、

M o
、

C o
、

和碱性矿石 ( 黑色蚀 变 白 云岩 ) 两类 ,
铀 在两 B a

、

Z r
、

S r 等元素 , 反应 强烈 的交代 作用带

类矿石 的 储 量 比 为 1 . 0 0 4
5


,
铀矿 化对围岩无来 了 大量成矿物 质

7

选择性
,
垂 直分带规律性 不强 。 金 属 矿物 为与铀 矿化关系 密 切的 其它蚀变 还包括黄

硫钼 矿
、
胶黄铁矿 、

黄铁矿 、
辉锑矿

、
辰砂 、

铁矿 化
、
红化 、 方解 石化 , 原生 铀 矿 物常产

赤铁矿
、
闪 锌矿 、

辉钥矿
、
自 然汞 、 针镍 矿 、于黄铁矿 、 赤铁矿 和方解石细脉 中

沥青 铀矿 等 ; 非金 属 矿 物为 石英 、 内 云 石
、 3 . 5 铀 的存在形式

重 晶石
、
绢 云母

、
石 墨

、
方解 石

、
蛮石 、 固矿石 中 铀 主要以 沥 青铀 矿 和吸 附状 态铀

体沥青等 。存在 。 沥青 铀 矿以 微
、
超 M 微粒 级

,
呈胶

3 . 4 围岩蚀变状 、 肾状主要分 布 T 黑色蚀变 白 云岩 中 沥青

围 岩蚀变类 型 多 ,
蚀 变强 烈是 5 0 4 矿床铀矿产 出形式 :

沥青 铀矿 - 黄铁矿 - 辉锑矿 - 方

的重要特 征 。 蚀 变类 型 主要为黑 色蚀变 、
硅解石脉 、 沥青铀矿 - 黄铁矿 - 有机 质 细 脉或方

化
、
其 次 为 黄铁 矿化 、

红 化
、
方解石 化 、 重解 石细 脉 、 沥青铀矿 - 赤铁 矿 - 方解 石脉

;
吸

晶石化
、
黏土化 、 萤 石化附状态铀主要分布于黑 色蚀变硅化岩中

,

以分

黑 色 浊变是该矿床 分布 最广 、
最 为 独 特散吸附状存在于有机质和烟灰状硫化物 中 。

的 蚀变
,
主要包括黑 色蚀 变硅 化岩 、 黑 色 浊地表可 见铀 黑 、 钙 铀云母 、 铜 铀 云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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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寒武统石 冷水组 ; 2
— 中 寒武统 高台 组第 1 段 ; 3

— 中寒武统髙 台组 第 2 段 ; 4
_ 下寒武统清虚洞组 ;

5
—黑 色蚀变硅化岩 ;

6
—黑 色蚀变白 云岩

;

7
—铀矿体

;

8
—钻孔位 置及编 号 。

图 4 5 0 4 矿床 2 5
—

2 5

'

勘探线 剖 面图 ( 据二机部三局二〇 六地质大 队 修改
,

1 9 8 1

)

F i g .  4 P r o fi l e  a l o n
g  p

r o s p
e c t i n g 

l i n e  2 5
-

2 5
＊ o f D e p o s i t  5 0 4 ( M o d i f i e d  f r o m G e o l o

g
i c P a r t

y N o . 2 0 6
, T h i r d B u r e a u

i n  S e c o n d M i n i s t r
y 

o f M a c h i n e r
y I

n d u s t r
y , 1 9 8 1

)

次生铀矿物 。 F
,

以南
,

F
2
以北

、
以西 围岩蚀 变弱

,
仅发现

3 . 6 铀 与某些化 学成分及元素 的关 系零 星矿体 。 无论 是地 表还是深部 ,
铀 矿体均

U
、

H
g 、

M 。 相关性不强
1

]

。 U 与 N i

、
R e 、产 于两断裂夹持部位 ,

F
,

、
F

2
控制 了 次级构

S e 、
A u 、 C u

、
C o

、
Z n 、

P b 正相关 。 此外
,

U造 的 分 布 。 受 F
, 、

F
2
影 响 ,

矿区 广泛发 育

还与 S
2 -

,
有机碳正相关

7

, 与 S i 0 2 负 相关 , N W
、

N E 向牵 引 褶皱 以 及 F
M 、

F &等 N E

与 A
l

^
O

,
正相关

8
]

。向 断裂
,
铀矿产于 N E 向与 N W 向 小褶皱横跨

3 .
7 成 矿年龄部 位 。 断裂发育 ,

岩石破碎
,

进一 步促 进蚀

根据沥青铀矿铀 - 铅 同位素年龄数 据 ,
矿变发育 。 铀 多富集 于黑色松 散粉末状硅化岩 、

石与含矿主岩时差很大 。 含矿主岩属于早寒武黏土状 硅化 岩 以 及孔 隙较多 的黑 色蚀变 白 云

世晚期- 中寒武世 ( 5 1 3
?

5 0 7M a ) ,
而铀成矿年岩 中

;

F
, 、

F
2 多期 次活动 ,

为 矿 液的 迁 移 、

龄较 晚 ,
可分为 3 期 : 第 1 期 5 1 . 5

?
4 4 . 7M a

7
:

;
富集创造有 利 条件

,

对成矿起 了 叠 加 改造作

第 2 期 3 7 . 5 ?
3 7 . 3M a

;

第 3 期 2 8 . 9
?

2 7 . 8 M a
s
。用 。 铀 、

汞 、 钼 及稀有元素在 混合型 矿体 中

更富 ,
以 及成矿年龄可分为 3 期便是佐证 。

4 控矿 因素 4
.

2 岩性 - 构 造组合控矿

4 . 1 构造控矿铀 矿产 于 E 卩 、 ￡ 壤 、
e

2
s

,
以 e  , q 为主 0

F u  ?
2
控制 了矿区地层 和构造的展布

,

构首先
,
区域上 ,

e
, q 矿 产丰富 。

如 务 川 木油

成 了矿 区基本构 造格架 。
F

,

以北地 区位 于洋厂超大型 汞矿 、 松桃嗅脑铅锌 矿 、 都匀牛 角

水背 斜 S E 翼
, 地层倾 向 S E

。 构造简单 ,
以塘铅锌矿 、 铜仁穿洞铀矿点和 湖南 花垣铅锌

N N E 向 断裂构造为 主
,
斜接交汇于 F w F

2矿 等 [
2

]

。 其次
,

e
, q 底部页岩 、 黏土岩

,

e
2 g

控制 了蚀变带的边界 ,
铀矿体受两断裂围 限 。页岩

,
e

2
S 顶部石英粉砂岩与碳酸盐岩构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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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岩 - 碳 酸盐岩 - 页 岩 ( 粉砂 岩 ) 组合 ,
碳酸盐且分 别构成 了 矿床南 界面和北 西界面 。 主 要

岩受 力 容易 破碎
,
利 于构造 发育 ,

是 良 好的的工业矿体定位 于下蚀变带 中
,
与黑色蚀变 、

储矿场所 。 而页岩 、 粉砂岩透水性差 ,
对矿黄铁 矿化

、
红化

、
方解 石 化 密 切 相 关 ,

产

液 的迁移起 着阻挡 作用 ,
易 于形成地球化 学于 e

, q 、
￡ 堪 、

e
2 s 破碎 强烈

、
孔隙较多 的 岩

障 。 岩性组 合与 F
,

、 F 2 共 同构 成 了铀成矿 的石 中 。 复杂 多变 的矿体 形态
,
为数众 多 的矿

半 封 闭 _ 半开 放空 间 ,
矿液 沿 着导矿 构造 运物共生组合 ,

以及成矿 年龄 的 多期性 均说 明

移
,

在 F
,

、
F

2 断层破碎带及 E j g 页岩 的 阻挡矿床是在构造 - 岩性 - 热液有 机配合下相互作

下 ,
于 e

, q 、
e 2 s 破碎的岩石 中进行充分的 成用形成 的 。 控矿 因素是断裂构造 、

岩性 - 构造

矿作用进而富集为矿 。组合 、
围岩蚀变 以及有机质 。

4 . 3 蚀变控矿已 完成 的矿床外 围 1 : 1 0  0 0 0 地质测 量及

野外露头 围 岩呈 白 色而完整 ,
含矿 主岩配套物 化探工作并没有 发现 有价值 的 异常点

呈黑色夹红色且破碎 ,
这是最 直接 的找矿标 ( 带 ) , 也没有较好的 物化探异常显示 。 通过

志
,
从侧面反映 了矿床广泛发育以黑色蚀变 、对控矿 因素 的研究 ,

认 为下一步工作 应该在

黄铁矿化 、
红化 为代表 的 中 - 低温热 液蚀变 。北地 区 ,

加强对控 矿构 造基本地 质特征

含矿主岩为
一
套浅 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 ,

成 矿的研究 , 并开展针对矿床深部的物化探方法 ,

元素含量近于地壳平 均值
[ h

7
]

。 上述围 岩蚀变探索矿床深部的成矿潜力 。

改变 了原岩 白 云岩 的 成分 、 结 构 和 构造 ,
交

代作 用本身 就是矿 化富集 的过 程 。 铀 、
汞 、参考文 献 :

钥矿体均产于蚀变带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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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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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含有大量 吸附铀 。 因此
,
有机质与铀矿 [

6
]
二机 部三 局二 〇六地 质大队 .贵 州 省 铜仁

一玉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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