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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滇地轴铀矿化在形成时代、矿化特征、矿化成因上均与我国其他地区区别

明显,其中四川省攀枝花大田地区是康滇地轴铀矿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地区。 近年

来通过开展物探测量、钻探工程揭露及室内综合研究等工作,在矿区内共发现了

Ⅰ号、Ⅱ号及Ⅲ号铀矿化带,铀矿体主要产于Ⅰ号铀矿化带中,铀矿体主要呈透镜状

分布。 本文根据含矿围岩类型并结合矿化特征,初步将研究区铀矿化划分为蚀变斜

长岩型、糜棱岩型及接触变质岩型矽 3 种类型,并分析了不同类型铀矿化的主要控制

因素,初步探讨了不同类型铀矿化成因。 综合研究认为,大田地区地表找矿方向应集

中于Ⅰ号、Ⅱ号铀矿化西部及黄泥田岩体边缘,深部找矿方向应聚焦于花岗质岩体与

变质围岩接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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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Panzhihua Datian Area,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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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ge,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ation
genesis in Kangdian axis are unique in China. So far, Datian uranium deposit, localed in
Panzhihua, Sichuan Province, is the area with the highest research degree. In recent
years, Ⅰ, Ⅱ and Ⅲ uranium mineralization belts have been found through geophysical
survey, drilling engineering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indoor. Uranium orebod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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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found in the Ⅰ uranium mineralization belt, which distributed discontinuously in
the shape of lens. Thre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types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ore-
bearing wall rock and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ltered plagioclase type,
mylonite type and contact metamorphism type.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gene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urface prospecting direction should be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 of Ⅰ, Ⅱ uranium miner-
alization belt and the edge of Huangnitian rock mass. The deep prospecting direc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ontact interface between granitic rock mass and metamorphic sur-
rounding rock.
key words:Uranium mineralization;controlling factor;contact metamorphism;differentiation
Datian area in Panzhihua

0　 引　 言

四川省攀枝花大田地区隶属于康滇地轴,是
该地轴区最重要的铀矿化区,目前工作程度最高,
该地区开展的钻探工作量累计超过 20 000 m,所
控制的铀资源量达到了小型铀矿床规模,成为康

滇地轴首个铀矿床[1]。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在该地区发现铀异常以

来,陆续在该地区开展了几轮铀矿找矿工作,但受

矿化类型特殊、基础地质研究程度薄弱等因素影

响,铀矿地质研究中一些关键的问题仍存在较大

争议,如该地区铀矿化表现形式多样,不同表现形

式可能是同一期同一成矿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表

现形式,还可能是多期不同铀成矿作用的结果。
该地区铀矿化的成因也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存在

构造—热液型[1]、热液型[2] 及深变质岩或混合岩

型[3]等多种观点。 不同的成因观点表现在控制

因素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构造热液型优先考

虑构造蚀变对铀成矿的控制作用,深变质岩或混

合岩型则优先考虑区域变质作用对铀成矿作用的

控制。 控制因素上的认识不清导致在找矿方向目

标不明确,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铀矿找矿工作有效

开展。
近年来,国家对该地区铀矿找矿工作越发重

视,通过开展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及物探面积测量

等工作,不仅在已知铀矿化外围发现了新的铀矿

化,而且对该地区铀成矿作用的研究也取得了一

些新的认识。 本文根据最近几年取得的最新勘查

进展,综合研究结果及工作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重
点对该地区铀矿化空间展布、类型、控制因素进行

论述,并根据最新认识提出了找矿方向,为该地区

今后取得铀矿深入研究及找矿新突破提供依据。

1　 区域及矿床地质

四川省攀枝花大田铀矿化区位于扬子陆块西

缘(图 1(a))的康滇地轴中部(图 1(b)),区内发

育一套太古宇—元古界角闪岩相变的中高级变质

岩基底,以混合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变粒岩、斜长

角闪岩为主,原岩为一套基性火山岩和中酸性火

山-沉积岩。 盖层为震旦系和古生界、中生界以及

零星出露的新近系和第四系。 区域构造以近南北

向断裂为主,大田铀矿化区内的构造主要为北西

向的 F3 以及近东西向的 F1、F2 及 F4。 区内岩浆

岩以新元古界石英闪长岩、片麻状钾长花岗岩和

黑云斜长花岗岩为主(图 1(b))。

2　 铀矿化分布规律及表现特征

2. 1　 铀矿化分布特征

　 　 早期在攀枝花大田地区共发现了Ⅰ号和Ⅱ号

矿化带,二者呈近东西向平行展布。 近年,通过地

表 1 ∶ 10 000 比例尺210Po 和氡气面积测量,在
Ⅰ号和Ⅱ号矿化带北侧发现存在呈带状展布的铀

异常,后经地表查证,在放射性异常高值区内发现

了地表出露的铀矿化,进而确认在已知矿化区北

部存在Ⅲ号铀矿化带。
Ⅰ号矿化带位于矿区中部,对应于 F1 断裂,

长度约 3 km,该带目前是攀枝花大田地区最主要

的铀矿化带,无论是规模、地表铀异常发育强度还

是钻探工程揭露深部铀矿化情况均最好,地表及

深部铀矿化均不连续,铀矿化主要以透镜状为主。
Ⅱ号矿化带位于矿区南部,对应于 F2 断裂,矿化

连续性较差,仅在地表发现一处铀矿化,此外,在
该带向东延伸方向发现了铀矿化,总体显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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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规模。 Ⅲ号矿化带位于矿区最北部,对应

于 F4 断裂,长度约 2. 3 km,铀矿化连续性较差,
放射性强度在 3 个矿化带中最弱。

Q—第四系;Pt1
lz2—康定群咱里组二段含石墨黑云母斜长片麻岩、黑云斜长混合岩;Pt1

lz1—康定群咱里组一段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混合岩;βγQb—晋宁期黑云斜长花岗岩;ηγπQb—晋宁期斑状二长花岗岩;δοQb—晋宁期石英闪长岩。

图 1　 攀枝花大田地区地质简图

Fig. 1　 Schematic geological map of Datian area in Panzhihua

　 　 通过槽探揭露,在地表共圈定铀矿(化)体

15 个,其中Ⅰ号矿化带圈定铀矿体 7 个,铀矿化

体 4 个,Ⅱ号矿化带圈定铀矿体 1 个,Ⅲ号铀矿化

带内圈定铀矿化体 3 个[1]。 赋矿围岩十分复杂,主
要有蚀变斜长岩、眼球状糜棱岩、接触变质岩等。

通过钻探查证,在深部圈定铀矿体 18 个,其
中Ⅰ号矿化带 17 个,Ⅱ号矿化带 1 个。 矿体多呈

透镜状,少量脉状,走向近东西,沿走向长约 200 ~
500 m,沿倾向延伸 100 ~ 200 m,平均水平厚度

0. 73 ~ 1. 14 m,平均品位 0. 077% ~ 0. 321% [1]。
Ⅲ号矿化带由于发现较晚,仅施工了 2 个钻探工

程,没有落实铀矿体。
2. 2　 铀矿化特征

根据赋矿围岩并结合铀成矿年龄、铀矿化特

征等,初步将攀枝花大田地区铀矿化划分为接触

变质岩型、蚀变斜长岩型及糜棱岩型 3 种类型。
1)接触变质岩型

接触变质岩型铀矿化主要产于片麻状黑云斜

长花岗岩与富钙变质围岩接触部位,接触处多形

成角砾状岩石,地表矿化角砾岩露头规模一般长

约 20 ~ 30 m,宽约 5 ~ 6 m,个别地段宽度可达

10 ~ 20 m。 角砾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暗色的

角砾及浅色的胶结物,二者各自比例不固定,即使

同一地点不同地方也存在较大差异。 暗色角砾主

要为富钙的变质围岩,以斜长角闪岩类为主,暗色

角砾粒径大小不一,小者一般 5 ~ 6 cm,大者可达

1 ~ 2 m,暗色角砾通常棱角分明,很少呈浑圆状,
暗色角砾的可拼接性也因地而异,有的地方暗色

角砾显示具有较好的拼接性,有的地段则较凌乱,
可拼接性较差(图 2(a))。 浅色胶结物主要为片

麻状黑云斜长花岗岩,主要由黑云母、石英、斜长

石组成,且上述各组成含量较稳定,总体以中细粒

为主(图 2(b)),局部可见呈“囊状”的伟晶状岩

石。 浅色胶结物中的黑云母具有定向排列特征,
形成片麻状构造。 暗色角砾被浅色花岗岩细脉切

割的现象较普遍(图 2(a),(b))。 角砾岩中的铀

矿化总体呈“星点状”分布,铀异常的范围长约

10 ~ 30 cm,最长可达 40 ~ 50 cm,宽与长相当或稍

短。 铀异常主要分布于浅色胶结物与暗色角砾接

触部位(图 2(b))。 花岗岩胶结物中铀矿化则很

少,铀矿化发育处往往伴随有钠交代现象。 铀矿

物基本都为晶质铀矿,产于接触变质作用及混染

交代作用所形成的接触变质岩及混染岩带内,以
接触变质带内为主,该带内广泛发育接触变质作

用所形成的钙铁辉石、透辉石、阳起石及透闪石等

典型接触变质矿物,有些晶质铀矿被钙铁辉石、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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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石等矿物包裹,形成典型的接触变质岩型铀矿 化(图 2(c))。

图 2　 攀枝花大田地区接触变质岩型铀矿化

Fig. 2　 Contact metamorphic 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Datian area, Panzhihua

　 　 2)蚀变斜长岩型

包括Ⅱ号矿化带铀矿化透镜体露头及富铀滚

石两个方面,该类型铀矿化具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含矿围岩特殊;二是铀赋存状态特殊。 铀矿

化透镜体露头呈雁列式展布,与外围岩石接触界

限清晰、截然,铀矿化透镜体与围岩在岩性特征上

也明显不同,含矿透镜体坚硬致密,主要以强烈钠

黝帘石化的斜长石为主,见少量石英,基本不含暗

色矿物。 其中斜长石多为短柱状,聚片双晶发育,
半自形-自形为主,粒度一般为 0. 5 cm 左右,中细

粒为主,矿物间呈镶嵌结构。 铀矿化透镜体露头

可见次生铀矿物发育,个别部位可见晶质铀矿,伽
马能谱测量值最高可达 7 000×10-6,取样化学分

析结果显示 U 含量为 0. 96% ,Th 含量为 0. 05% 。
围岩风化强烈,主要由石英、斜长石和少量黑云母

组成,并因风化而疏松,识别原岩较为困难,推测

原岩可能为风化的花岗岩或混合岩的浅色体。 岩

石无钠交代现象,并包裹较多的暗色岩石团块,推
测为捕虏体或混合岩的古成体。 透镜体中铀主要

呈独特的“铀钛矿物聚集体”形式存在,主要由

“金红石+铀钛混合物+钛铀矿+晶质铀矿+锆石”
等矿物组成,且具有由“金红石(Ti)→铀钛混合

物(Ti>U)→钛铀矿(Ti<U)→晶质铀矿(U)”的演

化特征,该现象目前仅发现于康滇地轴。 根据铀

矿物与透镜体的关系及铀矿物稀土元素示踪等综

合判断,铀矿化具有岩浆成因属性,推测在深部高

温(>700 ℃)高压(>1. 5×109 Pa)的环境中形成[4]。
富铀滚石主要发现于大田铀矿化区Ⅰ、Ⅱ号

铀矿化带之间的水沟下游,富铀滚石散落长度超

过 200 m,已发现的富铀滚石块度大小不一,小者

仅 2 ~ 3 cm,大者超过 10 cm,多呈磨圆-次棱角

状。 富铀滚石基本由铀矿物组成,很少见富铀围

岩,黑色的铀矿物为原生的晶质铀矿,而浅色的主

要为次生铀矿物,主要为硅钙铀矿,受次生铀矿物

影响,富铀滚石多呈鲜土黄色(图 3(a)),个别受

表面镁铁质氧化薄膜的影响而显黑色。 滚石几乎

全部由晶质铀矿及次生铀矿物组成,化学分析结

果显示铀含量高达 50% 以上。 富铀滚石中的铀

主要以晶质铀矿形式存在,且以巨粒的晶质铀矿

为主(图 3(a),(b)),大者可达 1 cm 左右。 粒度

较大的晶质铀矿微裂纹发育,在微裂纹中可见呈

脉状的沥青铀矿(图 3(b))。 因遭受长期的表生

作用影响,次生铀矿十分发育,主要有硅钙铀矿、
硅铅铀矿等。

图 3　 大田地区富铀滚石岩石及铀矿物特征

Fig. 3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rich rolling stone rocks and uranium minerals in Dati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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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糜棱岩型

糜棱岩型铀矿化主要分布于黄泥田岩体边缘

的糜棱岩化带中(即Ⅲ号铀矿化带),局部可见黑

灰色钾长石呈眼球状定向排列,眼球状方向与区

域片理方向一致,总体呈东西向。 矿化糜棱岩主

要由钾长石及石英组成,矿物定向排列现象极为

强烈。 经 γ 辐射仪测量发现,铀异常值一般为地

表本底值的 3 倍左右,最高可超过 300 × 10-6

(图 5(c))。 由于矿化强度总体不高,地表基本

看不到原生铀矿化存在,仅在局部见少量次生铀

矿物。 地表控制铀矿化长度百余米,总体呈近东

西向展布。

3　 控制因素分析

初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铀矿化类型主要的控

制因素也不同。
3. 1　 接触变质岩型铀矿化控制因素分析

接触变质岩型铀矿化均产出于花岗岩与富钙

变质围岩接触部位(见图 2 及图 4),花岗岩在侵

位过程中发生了分异作用,在岩体边缘与刚性暗

色富钙围岩接触的某些部位形成了 P、Ti、Na、Cl、
F 等挥发组分的高度聚集,随着岩浆分异作用的

不断增强,内压不断增大,当压力超过岩层静压力

后就形成了角砾岩。
在深部封闭的环境中,花岗岩与富钙变质围

岩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变质和混染交代作用,作用

的结果形成了钙铁辉石-透辉石及阳起石-透闪石

等典型接触变质矿物。 同时,因热作用导致变质

围岩中的暗色矿物发生分解,且花岗岩体分异出

的 Na 交代了富钙围岩中斜长石为主的富 Ca 矿

物,从而形成了混染交代作用。 在接触变质及混

染交代作用中,被 Na 替换出的 Ca 与 Ti、P 等形成

榍石、磷灰石,导致 U 与 Ti、Na、P 等组成的络合

物发生分解,从而形成了 U 的结晶,形成铀矿化。
无论是接触变质作用还是混染交代作用均需要一

个较长的阶段,有利于晶质铀矿的生长,从而形成

大颗粒的晶质铀矿。

图 4　 大田地区铀矿化岩心特征

Fig. 4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core in Datian area

　 　 由上可知,该类型铀矿化在整体上受花岗岩

体与变质围岩接触界面控制,进一步细化可分为

“聚、运、沉淀”3 个方面。 聚是指花岗岩的分异作

用,分异的结果使 U、Ti、P、Na 等成矿组分趋向于

在岩体的边缘聚集,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铀的富集;
运是指络合迁移方式,可与 U 形成络合物的主要

是 Ti、P、Na 等,特别是 U 可与 Ti、Na 形成复杂的

络合物并进行迁移[4-5];沉淀是花岗岩与富钙变质

围岩之间发生的接触变质作用和混染交代作用,
该作用过程中导致络合物发生分解,促使铀沉淀,
并在接触部位的接触变质岩中形成铀矿化。

3. 2　 蚀变斜长岩型铀矿化控制因素分析

蚀变斜长岩型铀矿化的赋矿围岩主要为蚀变

斜长岩,且铀与斜长岩具有同源、同时形成的特

征,因此,该类型的铀矿化主要受斜长岩控制,其
中斜长岩中的 Ti 是 U 迁移富集的关键[4]。
3. 3　 糜棱岩型铀矿化控制因素分析

糜棱岩型铀矿化产于黄泥田岩体边缘,因该

岩体边缘广泛发育眼球状构造,故以往一直将其

看作是眼球状混合岩。 近年来通过野外地质调查

及室内综合研究证实为花岗岩体,主要证据如下:
1)经野外地质调查,在该岩体中心部位发现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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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核部(图 5(a)),且该岩体从中心到边缘具

有由未变形粗粒钾长花岗岩—粗粒眼球状钾长花

岗岩—细粒眼球状钾长花岗岩—糜棱岩的变化规

律(图 5),该现象否定其为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的

混合岩的可能性;2)野外及室内综合研究发现,
组成眼球的为钾长石单矿物而不是多种矿物组成

的聚斑晶,因此该眼球为矿物变形而不是混合岩

化所致[6];3)采自眼球状花岗岩样品中的锆石具

有典型的岩浆锆石特征而无变质锆石特征;4)岩

体与变质围岩接触部位可见二者明显呈侵入接触

关系。
铀矿化主要产于岩体最外缘的糜棱岩带中

(图 5(c)),虽然该矿化带中铀的存在形式尚未查

明,但从矿化表现形式看,铀矿化强烈处并未见明

显的构造及热液蚀变现象,排除了热液铀成矿的

可能性,由此推断,铀矿化主要与岩体边缘的糜棱

岩有关,受控于岩体边缘的糜棱岩化带。

图 5　 大田地区黄泥田岩体演化特征

Fig. 5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nitian rock mass in Datian area

4　 讨　 论

4. 1　 铀矿化时间及期次

攀枝花大田地区铀矿化是康滇地轴最为复杂

的地区,这种复杂性既表现在矿化形式多样性方

面,也体现在成矿多期次性上。 王凤岗①等系统

研究了该地区铀矿化年龄,研究结果显示,蚀变斜

长岩透镜体中铀矿物 LA-ICPMS 原位 U-Pb 年龄

为 889 Ma,富铀滚石中晶质铀矿 LA-ICPMS 原位

U-Pb 年龄为 887 Ma,二者在产出位置及赋矿围岩

都具有很好的可对比性,二者共同形成了该地区

最早一期铀矿化,在成因上与蚀变斜长岩关系紧

密,属蚀变斜长岩型铀矿化。 Ⅲ号铀矿化带中黄

泥田岩体矿化糜棱岩及粗粒眼球状花岗岩 SIMS
锆石 U-Pb 同位素年龄分别为 813 Ma 和 840 Ma,
且均具有岩浆岩锆石特征,可代表岩体及矿化糜

棱岩形成年龄,目前暂未获取铀矿物年龄,但根据

铀矿化与岩体之间的关系推断,铀矿化年龄应与

岩体年龄应该接近,糜棱岩型铀矿化形成该地区

的第二期铀矿化。 地表及深部钻孔矿化岩心中接

触变质岩中晶质铀矿 LA-ICPMS 原位 U-Pb 年龄

测试结果主要集中于 746 Ma ~ 751 Ma 之间,代表

了该地区最晚一期铀成矿作用,同时也是最主要

的找矿目标类型。 由此可见,大田地区铀矿化可

初步划分为 3 个期次,最早一期铀矿化形成于

889 Ma ~ 880 Ma, 第二期铀矿化形成时间约

813 M ~840 Ma,第三期铀矿化形成于 746 Ma ~
751 Ma,分别对应于蚀变斜长岩型、糜棱岩型及接

触变质岩型铀矿化。
4. 2　 接触变质作用、混染交代作用、角砾岩化及

铀矿化之间的联系

典型的接触变质作用形成于基性-酸性岩体

与碳酸盐接触部位,而攀枝花大田地区富钙围岩

主要为斜长角闪岩类,因此接触变质作用发生的

强度和范围均较为有限,接触变质作用形成的规

模通常集中于花岗岩体与变质围岩接触部位数厘

米到数十厘米范围内,铀矿化即产出在接触变质

岩范围内。 因受岩浆侵位过程中热作用影响,除
形成接触变质岩外,还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混染交

代作用,主要表现为围岩中暗色矿物分解及浅色

花岗质熔体不同程度地混入到围岩中,形成既不

同花岗岩也不同于正常围岩的复杂岩石,并形成

一系列复杂的地质现象,如特殊的岩石结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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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矿物共存,某些矿物的超常富集等,同时伴随

着强烈的交代现象,主要有黄铁矿化、钠黝帘石

化、绿泥石化、硅化等。
接触变质作用、混染交代作用、铀矿化等通常

都与角砾岩化相联系,前文对角砾岩的形成已有

论述,主要与花岗岩体分异出的挥发分有关,而挥

发分则是铀重要的矿化剂,与铀形成络合物进行

迁移并在岩体边缘聚集,铀络合物因接触变质作

用而分解,从而在接触变质岩内形成了铀矿化。
4. 3　 成因初探

攀枝花大田地区铀矿化成因目前还存在较大

争议,因某些铀矿化在表观上与混合岩十分相似,
因此很容易认为铀矿化与混合岩化有关,但一些

关键的地质现象明显与混合岩化不符:一是变质

作用时间与铀矿化时间不对应,徐争启等测得大

田地区变质作用时间为 840 Ma ~ 900 Ma[2],柏勇

等通过基性岩脉年龄限定该地区混合岩化时间早

于 780 Ma[7],且铀矿化具有多期性,变质作用与

铀矿化时代不对应,特别是主要找矿目标类型的

铀成矿时代(约 750 Ma)与变质作用时间间隔很

大。 二是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发现,混合岩化作用

并不普遍,仅在局部发育,且混合岩的岩石中无明

显的铀异常甚至铀含量增高现象,结合混合岩形

成机理,混合岩化作用过程中铀经历了一个“由
分散到分散”的过程,不利于铀的聚集也不能够

提供足够的铀源。 三是主要找矿目标类型铀矿化

主要产在暗色岩石中,如为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

铀矿化必然会产于浅色体中而不是暗色岩石中。
因该地区具有多期、多类型的成矿特征,因此

很难运用一种成因模式去解释该地区所有的铀矿

化,但该地区所有铀矿化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铀

矿化都与熔体有关,结晶分异及部分熔融是熔体

中铀矿化形成最主要的两个方面[8-9],熔体分异作

用会促使铀趋向于在岩体的边缘、接触带及捕虏

体中富集[10-11]。 攀枝花大田地区Ⅰ号、Ⅱ号矿化

角砾岩及钻孔中揭示的铀矿化都产于弱片麻状黑

云斜长花岗岩体边缘与变质围岩接触带附近,弱
片麻状黑云斜长花岗岩分异作用导致 U、Ti、P、Na
等组分在岩体边缘富集,并因接触变质作用导致

铀矿物形成。 Ⅲ号铀矿化带在成因上与黄泥田岩

体分异有关,黄泥田岩体由中心到边缘具有“未
变形粗粒钾长花岗岩—粗粒眼球状钾长花岗岩—
细粒眼球状花岗岩—糜棱岩”的演化过程,铀矿

化随岩体演化在边缘富集,并因侵位深致使在侵

位过程中因与围岩发生作用而导致边缘发生糜棱

岩化。 蚀变斜长岩中的铀矿化无论是富矿围岩还

是铀的存在形式均极为罕见,目前仅见于攀枝花

大田地区,具有特殊的成因,钠长石化则为斜长岩

熔体演化到最晚期自交代作用形成,推测为铀矿

化也在此过程中形成。
不同产出环境、成因类型、物理-化学条件下

的铀矿床,其铀矿物的主量元素、稀土元素可以用

来表征铀矿床的成因[12-15],王凤岗系统研究了大

田地区铀矿物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铀矿物稀土配

分曲线与纳米比亚罗辛等典型岩浆成因矿床一

致,∑ REE-(U / Th)图解显示,铀矿物形成与高

温(>450 ℃)岩浆作用有关,进一步验证了岩浆

作用有关的观点。

5　 找矿方向

根据目前研究,攀枝花大田地区今后找矿方

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接触变质岩型铀矿化

该类型是最主要的找矿目标类型,找矿方向

宜从两个方面开展:即外围和深部。 大田地区Ⅰ、
Ⅱ号铀矿化带实为花岗岩体与变质围岩的接触

带,该带在西部未封闭,且在Ⅱ号铀矿化带西部延

长方向地表发现了至少 2 处矿化角砾岩露头,总
规模与Ⅰ号铀矿化带规模相当,显示在西侧仍具

有找矿潜力。 此外,通过氡气面积测量,在 F3 断

裂东侧也发现了明显的放射性异常显示,值得开

展进一步的工作。 目前深部找矿工作难度较大,
一是矿化不连续,二是控制铀矿化的花岗岩与变

质围岩接触界面产状较陡,钻孔部署近则控制矿

化深度浅,钻孔部署远则不容易控制铀矿化,因此

深部找矿应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通过有效的物

探方法查明花岗岩体与变质围岩接触界面在深部

延展情况,为钻探工程部署提供依据;二是钻孔施

工过程中不宜部署直钻,倾斜施工钻探工程找矿

效果会更好。
2)糜棱岩型铀矿化

该类型铀矿化主要分布于Ⅲ号铀矿化带,该
带目前无论是研究程度还是深部控制程度均最

低,需进一步加强地质调查、物化探工作及深部钻

探查证工作,因铀矿化主要受黄泥田岩体边缘糜

棱岩带控制,故浅表找矿工作重点应围绕黄泥田

岩体边缘与变质围岩接触界面的糜棱岩带为重

点,深部找矿工作应通过有效的物探方法掌握黄

泥田岩体与变质围岩接触界面在深部延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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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钻探进行查证。
此外,黄泥田岩体被更晚期的大田石英闪长

岩分割为两个部分,规模较大的部分为黄泥田岩

体,该部分控制了Ⅲ号铀矿化带产出,规模较小的

部分位于矿区北部中坝地区,控制了该地区一些

铀异常,但受岩体规模所限,总体找矿潜力有限。
3)Ⅱ号铀矿化带中的铀矿化蚀变斜长岩透

镜体该类型铀矿化较为特殊,目前仅发现于攀枝

花大田地区,经地表工程揭露,在深部仍存在铀矿

化的透镜体,目前应以地表露头为线索就矿找矿。

6　 结　 论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钻探工程揭露及室内综

合研究,初步形成如下结论:
1)攀枝花大田地区具有Ⅰ号、Ⅱ号及Ⅲ号共

三个铀矿化带,目前发现的铀矿体主要集中于

Ⅰ号铀矿化带中,铀矿体不连续,主要以透镜状

为主。
2)研究区的铀矿化可分为接触变质岩型,蚀

变斜长岩型和糜棱岩型 3 种,其中接触变质岩型

铀矿化受控于弱片麻状斜长花岗岩分异作用及其

与富钙变质围岩之间的发生的接触变质作用和混

染交代作用,蚀变斜长岩中的铀矿化受控于蚀变

斜长岩,糜棱岩中的铀矿化受控于黄泥田岩体边

缘的糜棱岩带。
3)根据不同的铀矿化类型和控制因素,今后

找矿方向应集中于Ⅰ号、Ⅱ号铀矿化带西部及黄

泥田岩体边缘(包括中坝地区),在深部找矿重点

应集中于岩体与变质围岩接触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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