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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铀成矿多源信息分析
与成矿预测

张恩1’2，段明3，卢辉雄1’2，冯博1，曹秋义1’2，杨彦超1
(1．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02；2．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3．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天津300170)

摘要：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位于大兴安岭铀成矿省中南段，构造岩浆活动强烈，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限于植被

发育、覆盖厚等因素制约，单一勘查手段难以满足当前深部找矿的需求。在成矿条件及控矿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综

合航放、航磁、地球化学、遥感等多源信息，构建了火山岩型铀矿综合找矿模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

功能，提取了多源找矿信息，采用证据权重法开展铀矿定量预测，优选了与成矿密切相关的16个证据层。其中上

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为主要赋矿地层：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潜火山岩与成矿关系密切；NE—NNE向断裂控矿作用显

著，铀矿化多发育在断裂密集带及交切带；航放参数异常(U高场、F高值晕、U／K高值晕、Hu低值晕)、化探异常

(Mo、Ag、Pb、w、sn)及遥感蚀变异常(铁染异常、羟基异常)对铀矿化指示作用明显。依据证据权重法确定的后验

概率圈定成矿远景区18处，覆盖了区内多数铀矿床(点)，表明预测结果较为可靠，其中7处成矿远景区内尚未发

现铀矿床(点)，其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找矿线索丰富，找矿前景较好，对进一步找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卿糖翳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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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找矿难度的日益加大，单一勘查手段已很

难满足现今找矿工作的需要，综合使用各种有效的

找矿方法，获取多源地学信息．并通过信息集成技

术，获取深层次的隐蔽信息，已成为当前成矿预测研

究的发展趋势[1]。面临现今多源、多尺度、多量纲

的海量地学信息．传统预测方法难以适应从定性到

定量预测的要求。随着GIS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非线

性方法的引进，多源成矿信息提取及定量评价技术

日趋成熟，使得找矿预测更为精准、有效[2圳。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基于GIS平台应用证据权重法、神经

网络法、特征分析法等定量评价方法开展不同尺度、

不同矿种的成矿预测，均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

果‘5。16]。

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处于扎兰屯铀成矿远景带

中南段[1718I，区内发现有百余处铀矿(化)点，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该区铀矿工作程度较低，以往成矿

预测研究多基于中小比例尺定性分析，受当时基础

地质工作程度低、物化探资料匮乏等因素限

制[19-201，预测依据不够系统全面，未能客观、准确地

反映该区成矿远景面貌。受覆盖厚、地表风化强烈

等因素制约，与成矿关系密切的断裂构造形迹不明

显，各类找矿线索不明显，铀成矿条件、控矿因素及

找矿标志等研究不够系统与深人。近年来，随着中

大比例尺区调、航磁、航放、化探等工作的快速实

施[21叫]．各项研究成果也为新一轮的成矿预测奠定

了基础。

笔者综合地质、矿产、物化遥等资料，在成矿条

件及控矿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航磁、航放、遥感

等数据对断裂进行推断与解释．对矿致异常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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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挖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成矿地质背景和找矿

信息，依托GIS平台对多源找矿信息进行优化综合，

应用证据权重法开展铀矿定量预测，对该区找矿具

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1 区域地质矿产背景

研究区位于天山一兴蒙造山系大兴安岭弧盆

系，处于古亚洲洋构造域与中生代滨西太平洋构造

域叠加部位，是我国中生代火山岩最为发育的区域

之一[17。18|。前中生代基底主要由太古宙变质岩，古

生代浅变质岩、酸性火山岩及碎屑岩组成。盖层主

要由中生代中期陆相中酸性火山岩和中生代晚期一

新生代裂陷一玄武岩组成。岩浆活动频繁，华力西

晚期一燕山早期侵入岩最为发育，以中酸性为主。

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中酸性潜火山岩分布较为广

泛，与铀成矿关系密切。NE．NNE向断裂最为发育，

其次为NW向、近EW向、近sN向，交切呈网格状。

NE—NNE向深大断裂控制着含铀沉积建造、含铀古

火山岩及侵入岩、中生代火山岩带的喷发及分布。

深大断裂交切复合部位控制着火山盆地、火山机构

和潜火山岩体的展布。铀矿化异常点密集分布，产

出小型铀矿床1处，铀矿点8处，铀矿化点105

处[17。18I。铀成矿类型为火山热液型，铀矿化受NE．

NNE向区域断裂、火山构造、酸性火山岩、潜火山

岩、岩体接触带、低序级断裂及层问裂隙带和热液蚀

变等复合控制。铀成矿时代为中生代中晚期。

2铀成矿多源信息分析

在成矿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

航放、航磁、化探、遥感等成矿有利信息进行分析，建

立铀矿综合找矿模型(表1)。

1)赋矿地层：铀矿化主要赋存于上侏罗统满克

表1 区域铀矿多源找矿信息统计

Table 1 Multi-source prospecting informations for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region

注：“一”表不无数据。

头鄂博组酸性火山岩，其次为白音高老组、玛尼吐组

中酸性火山岩(图1)，少数赋存于二叠系哲斯组、林

西组、大石寨组等地层。上侏罗统中酸性火山岩铀

含量较高，一般为(6～10)×10～，具多旋回、多韵律、

多岩相等特征，存在多个构造界面及岩相组合界面，

易于矿液迁移及赋存。

2)潜火山岩：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花岗斑岩、

流纹斑岩、石英斑岩、正长斑岩等潜火山岩受火山构

造和断裂控制，与铀成矿关系密切。铀矿化多赋存

于潜火山岩及其内外接触带，一方面其铀含量较高，

一般为(6．3～7．2)×10“[17‘18|，能为成矿提供丰富的

铀源：一方面其接触带附近由于受应力作用影响。易

于产生断裂和裂隙带，为热液循环和铀矿沉淀提供

了良好的通道和空间。

3)控矿构造：根据1：5万航磁及ETM影像信息

推断、解释，区域断裂呈近等间距分布，NW向断裂

相间约40～60 km，NE向断裂相间约30～50 km(图

2)。NE．NNE向区域断裂为主要导矿构造，控制着

燕山期火山一构造活动格局及铀矿化带的展布，以

五十家子一乌兰浩特断裂最为显著。大中型近

EW、NW向断裂为区域铀矿化定位构造．区域断裂

旁侧的次级断裂及密集裂隙带则为赋矿构造，多组

中小型断裂交汇部位赋矿最为有利。

4)航放异常：航放异常是寻找铀矿最直接有利

的信息。由于K、u、Th化学性质稳定性存在较大差

异，成矿作用过程多伴随着K、u、Th的重新分

配[25。26]。依据铀矿(化)点集中区K、u、Th含量特

征，在航放数据连片处理的基础上，选用多种参数模

型(表2)，突显了铀矿化有关的异常信息。航放u

高场、AU高值晕、U／K比值高值晕、F高值晕及协
低值晕与铀矿化关系密切，其总体呈NE向展布，受

NE向、NW向区域断裂和火山岩浆岩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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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音高老组；2一玛尼吐组；3一满克头鄂博组；4一铀矿床、矿点、矿化点；5一研究区

--Baiyingaolao fi)rmation；2一Ma巾u rormation；3--Manketou Obo formation；4一lJ ranium deposit and

occurrences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poinl；5一sLu(1y area

图1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主要赋矿地层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main ore-bearing strata in Linxi-Ulanhot area

l一区域断裂；2一一般断裂；3一铀矿床、矿点、矿化点；4一研究区

1一IegiI)11al fault；2一general fault；3一uraniuHl deposit and uranium oeeulTenees and uranimn mineralized site；4一study area

图2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断裂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faults in Linxi-Ulanhot area

表2航放参数数学模型及地质意义

Table 2 Mathematical model of airborne radioactive parameter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万方数据



5期 张恩等：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铀成矿多源信息分析与成矿预测

5)航磁信息：铀矿(化)点多处于磁场梯度变

化带上．显示出区域深大断裂控制铀成矿的特征：部

分处于狭窄带状和不规则小片状磁场显著减弱或相

对减弱区，反映了中小型断裂破碎带及潜火山岩对

铀成矿的控制特征。

6)化探异常：区内铀与多金属矿关系密切，铀

矿化多伴生Mo、Pb、Zn、Ag、Cu、W、Sn等元素化探异

常[17。18，27嘲]。1：20万上述化探异常总体呈NE向展

布(图3)，局部呈NW向、近EW向展布，集中分布

于林西一甘珠尔庙、宝泰山一科右中旗、突泉一乌兰

浩特等地带，与航放异常集中区大致相似．多处于燕

山期花岗岩及其接触带、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潜火

山岩、上侏罗统中酸性火山岩及二叠系碎屑岩夹酸

性火山岩，受断裂及火山岩浆岩带控制作用明显。

Mo化探异常多分布于火山盆地内部。w、cu化探异

常多分布于隆起带及周边。

1一Cu异常；2一Pb异常；3一zn异常；4一Mo异常；5一Ag异常；6一w异常；7一Sn异常；8一铀矿床、矿点、矿化点；9一研究区

1一Cu anomaly；2一Pb anomaly；3一zn anomaly；4一Mo anomaly；5一Ag anomaly；6一W anomaly；7一Sn anomaly；

8——uranium deposit and uranium occurrences and uranium mineraHzed site；9——study area

图3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化探异常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geochemical anomalies in Linxi-Ulanhot area

7)遥感蚀变：区内铀矿化多伴生黄铁矿化、赤

铁矿化、褐铁矿化、水云母化、绿泥石化等热液蚀变。

ETM数据提取羟基、铁染异常结果显示，由于植被、

残坡积物覆盖率较高，蚀变信息总体较弱，多为点

状、斑状。蚀变异常总体沿断裂构造、火山机构或岩

体接触带展布．断裂密集分布部位蚀变规模及强度

显著提高。区内铀矿床(点)多位于或邻近遥感蚀

变异常。

3多源信息成矿预测

3．1证据权重法

证据权法是加拿大数学地质学家Agterberg提

出的一种地质学统计方法，是以贝叶斯统计分析模

式为基础，通过对成矿密切相关的地质学信息的叠

加复合分析，来进行矿产成矿远景预测[2。10I。其数

学原理及计算步骤如下。

1)前验概率：首先将研究区划分成面积相等的

丁个单元，其中有矿单元数为D，则任一单元中矿床

(点)出现的概率为：

P先验=D／T， (1)

先验几率为：

D先验=P先验／(1一P先验)。 (2)

2)证据权重：任一证据因子权重值定义为：

町_lnl型P(B／D-)]， (3)

町乩[岩若]。 ㈩

式中：时、町分别为证据因子J存在区和不存在区

的权重值，原始数据缺失区域的权重值为0；B、B一分

别为因子存在区和不存在区的单元数；D、D一分别为

含矿和不含矿的单元数。

证据因子与矿床(点)的相关程度为：

C=町一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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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0，表明有利于成矿；C=0，表明对找矿无指

示意义；C<0，表明不有利于成矿。c值是选取证据

因子的重要依据。

3)后验概率：后验概率的大小与成矿概率的大

小相对应。

对于任一单元．j}为有矿的后验几率为：

l。n。。+÷噼

0后验=e““，；。；J=1，2，3，⋯，n。 (6)

任一单元k为有矿单元的后验概率为：

P后验=0后验／(1+0后验)。 (7)

3．2成矿信息提取

以1：20万地质图、1：20万化探异常图、1：5万

航放及航磁数据、ETM遥感数据及最新的矿产数据

库等资料为基础，在数据处理、解释、解译及信息提

取的基础上，分别建立点、线、面矢量属性层。

线性信息有利度分析主要是进行密度、角度、对

称度等计算[2]。面状有利信息选取主要从其必要

性和有效性两方面考虑口刊，必要性体现在其是否

覆盖大量矿床(点)，有效性体现在其矿产当量

(Ⅳ)、单位矿产当量(肘)和矿床出现率(F)的大小。

矿产当量是由池顺都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

出，是将不同规模的矿产地折算成相当于矿(化)点

规模的矿产地的个数[4]。

N=N1K1+Ⅳ2K2+Ⅳ3K3， (8)

M=N／S， (9)

F=Ⅳ／Ⅳ。。。， (10)

其中：s为图层面积；Ⅳ。、Ⅳ2、Ⅳ，及K。、K、K，分别为

图层覆盖小型矿床、矿点、矿化点的数量及权系数；

Ⅳ8。为全区矿产当量的总和，即全区小型矿床、矿

点、矿化点数量与权系数乘积的总合。矿产当量概

念提出初期，多数学者根据区域大、中、小型矿床与

矿点储量之间的关系[4]，在计算矿产当量时．取权

系数K(大型矿床)=125、K(中型矿床)=25、K(小

型矿床)=5、K(矿点)=1。近几年一批学者认为基

于储量的系数设置片面，夸大了大、中型矿床的指示

作用，弱化了小型矿床、矿点甚至矿化点的指示作

用[6刮，经多次对比试验，确定了K(大型矿床)=40、

K(中型矿床)=20、K(小型矿床)=10、K(矿点)=5、

K(矿化点)=1，其在铀及多金属预测中取得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本次沿用陈金声、吴现兴等学者关于

铀矿权系数划分的方案，预测采用K，=10，K2=5，墨

=1。因全区Ⅳ，、M、Ⅳ3分别为1、8、105，故N。。=

155。

研究区面积为87 013 km2．单位矿产当量为

0．0018／卜／km2。理论上。任一证据层单位矿产当量>

0．0018个／km2时，即为有利证据层。

1)赋矿地层：区内96处矿床、矿(化)点处于满

克头鄂博组、白音高老组和玛尼吐组(表3)，其余星

散分布。满克头鄂博组单位矿产当量最大，矿床出

现率达72．26％，为有利证据层。白音高老组和玛尼

吐组覆盖有多处矿(化)点，由于出露面积大，单位

矿产当量较小；二叠系哲斯组、林西组、大石寨组等

地层覆盖矿点较少，成矿指示作用不明显。

2)潜火山岩：考虑到潜火山岩热液活动有一定

影响范围，将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中酸性潜火山岩

外边界线分别以0．5～3．0 km为半径形成缓冲区。

当半径为2．0km时，C值最大，覆盖有49处矿床、矿

(化)点(表4)，为有利证据层。

表3地层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le 3 Beneficial degree of rock formations

万方数据



5期 张恩等：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铀成矿多源信息分析与成矿预测

3)控矿构造：据矿床(点)到断裂距离统计显

示，矿床(点)均位于断裂缓冲区1．8 km范围内。将

断裂以0．1～1．8 km为半径形成缓冲区，当缓冲半径

为450 m时，c值最大，覆盖76处矿床、矿(化)点，

为有利证据层。当断裂密度区间大于0．15时，分布

有69处矿床(点)，单位矿产当量为0．087个／km2，

为成矿有利区间。

4)航放异常：航放数据区覆盖铀矿点5处、矿

化点86处。叠加统计显示，航放u高场、AU高值

晕、F参数高值晕、U／K高值晕、Hu低值晕5个航放

参数c值均较大(表5)，均为找矿有利信息。

5)航磁信息：航磁△丁化极等值图分级图层与

矿床(点)叠加分析显示，矿床(点)主要分布于一200

～175 nT值域范围内，一100～75 nT区域C值最大，

覆盖矿(化)点76个．单位矿产当量为0．0158个／

km2，矿床出现率为86．49％，为找矿有利区间。

6)化探异常：1：20万Mo、Pb、zn、Ag、Cu、W、Sn

化探异常与铀矿床(点)叠加分析显示(表6)，Cu、

zn元素化探异常覆盖矿(化)点较少，找矿指示意义

较小；其余元素化探异常均覆盖较多铀矿床、矿

(化)点，C值均较大，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

7)遥感蚀变异常：热液蚀变是判断地质构造环

境和成矿作用优劣的主要依据，是找矿重要标志。

铁染蚀变及羟基蚀变分别覆盖矿床、矿(化)点48

处、46处，单位矿产当量分别为0．04"个／km2、0．173

个／km2，对找矿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表5航放特征参数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le 5 Beneficial degree of airborne radioactiv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3．3证据图层构置

研究区按2 km×2 km单元格进行划分，共计

21 912个单元格，先验概率为0．004 1。证据层经条

件独立性检验显示，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

下，航放u高场与△u高值晕两个证据层相关性较

高，其余证据层基本满足条件独立性。因此，对AU

高值晕证据层进行了剔除。运用证据权重法对本次

预测选用的地质、航放、航磁、遥感、化探等方面的

16个证据层成矿有利度进行计算(表7)。

计算结果显示，与前人研究成果对比[5吲．研究

区断裂缓冲区、断裂等密度、潜火山岩缓冲区、磁场

有利区、Mo化探异常、航放u高场、F参数高值晕、

U／K高值晕、肌低值晕、铁染蚀变异常、羟基蚀变
异常等证据层的选取多与前人相一致。仅证据层值

域范围选取不一。而Ag、Pb、W、Sn化探异常证据

层的选取与前人不一，显示出研究区的特殊性，研究

区铀矿多伴生Ag、Pb、w、sn化探异常。研究区断

裂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显示出火山岩型铀矿断裂

控矿的普遍特征：满克头鄂博组与成矿关系较为密

切，显示出酸性火山岩控矿的特征：航放参数示矿性

较为显著，显示出航放资料探寻铀矿的优势性；Mo

化探异常与成矿关系密切，与区域铀钼矿共生规律

性相一致；潜火山岩边界2 km缓冲区、航磁有利区

(一100～75 nT)、遥感蚀变异常及Ag、Pb、w、sn化探

异常c值相对较小，对找矿指示意义相对较小。

3．4预测结果及评价

原则上，后验概率大于先验概率(0．004 1)的区

域即为成矿有利区。在对后验概率与其对应累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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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后验概率求拐点的

方法[5刊，确定后验概率的临界值为0．007 3，结合后

验概率值大小和已知矿床(点)分布特征，将远景区

分为三级：以后验概率值≥0．8圈定I级远景区；以

0．4≤后验概率值<o．8圈定Ⅱ级远景区；以0．007 3<

后验概率值<0．4圈定Ⅲ级远景区。

本次共圈定成矿远景区18处，总体呈NE．NNE

向展布．主要分布于五十家子北一宝泰山北断裂

(F，)与大板一扎鲁特旗断裂(F，)夹持部位，集中分

布于五十家子一乌兰浩特(F，)断裂两侧，与区域构

造和火山岩喷发带展布相一致。预测结果显示，区

内91．23％的矿床、矿(化)点位于成矿远景区内(图

4)，表明预测准确度及可信度较高，预测方法有效。

五十家子东部及南部、林西南部、宝泰山一科右

中旗、突泉一乌兰浩特等地带存在多处远景区，规模

大且后验概率值高，存在多处铀矿点、矿化点及异常

点，与前人预测成矿远景区相一致。本次新圈定成

矿远景区7处(图4)，林东盆地中部(I区)及西部

1一区域断裂、一般断裂；2一铀矿床、矿点、矿化点；3一火山盆地边界；4一一级远景区；5一二级远景区；6一三级远景区；7一成矿远景区及编

号：8一研究区

1--regional fault、general fault；2--uranium deposit、uranium occurrences、uranium mineralized site；3--volcanic basin and numbering；4一first pro—

spective areas；5--second prospective areas；6一third prospective areas；7--prospective areas and numbering；8一study orea

图4林西一乌兰浩特地区铀成矿远景预测

Fig．4 Prospective map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Linxi-Ulanho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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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区)、浩尔吐盆地北东部(Ⅲ区)、格尔楚鲁盆地

东部及扎鲁特旗盆地西部(1V区)存在多处远景区，

规模较大、后验概率值较高，均处于五十家子一乌兰

浩特(F，)、大板一扎鲁特旗(F，)区域断裂夹挟地

带，位于已知矿化带延伸部位，NE、NW及EW向断

裂交切复合，火山机构发育．满克头鄂博组及晚侏罗

世一早白垩世潜火山岩分布广泛。航放及化探异常

线索丰富，铁染蚀变分布较为密集，尚未发现铀矿，

找矿潜力较大。大板盆地北部(V区)、天山盆地西

部及南部(Ⅵ区)、宝石盆地中部(Ⅶ区)等地带，成

矿地质条件及找矿线索与已知矿床(点)相似，具有

一定的找矿前景。

4结论

1)在铀成矿条件分析及控矿因素解剖的基础

上，结合物、化、遥异常信息，建立了铀矿综合找矿模

型。研究区铀成矿主要受断裂、晚侏罗世一早白垩

世潜火山岩、满克头鄂博组火山岩复合控制。航放

特征参数(u高场、F参数高值晕、U／K高值晕、协
低值晕)、航磁异常、遥感铁染及羟基蚀变和Mo、

Ag、Pb等元素化探异常为找矿有利信息。

2)通过GIS平台，优选构置了16个证据层，采

用证据权重法开展成矿预测，圈定成矿远景区18

处，多数铀矿床、矿(化)点位于成矿远景区内，表明

预测结果较为可靠。其中林东、格尔楚鲁、扎鲁特旗

等盆地内存在7处成矿远景区．尚未发现铀矿床

(点)，远景区多位于已知矿化带延伸部位，成矿地

质条件优越，找矿线索丰富，具备较好的找矿潜力。

3)应用证据权重法进行铀成矿预测，对不同尺

度、多源地学信息进行高效提取、优选和综合，预测

结果更为精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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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uranium metallogenic information

and metallogenic prognosis in Linxi-Ulanhot area

ZHANG Enl”，DUAN Min93，LU Hui．Xion91一，FENG B01，CAO Qiu．Yil一，YANG Yan—Cha01

(1．Airborne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of Nuclear Industry，Shijiazhuang 050002，China；2．Faculty of Earth Sciences，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uchang 330170，China；3．Tia蟛n Center ofChina Geological Survey，Tianjin 330017，China)

Abstract：Located in the south—central part of Da Hinggan Mountains uranium metallogenic province，Linxi—Ulanhot area is character—

ized by strong tectonic magmatic activity and favor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uraniunl mineralization．Limited by such factors as vege—

tation development and thick cover，it is difficult for the single exploration method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current deep prospect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re-forming conditions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the authors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volcanic—type urani—

am ore comprehensive prospecting model by integrating such pieces of multivariate information as airborne radioactivity，acromagnetic

survey，geochemishy and remote sensing．Using spatial analysis function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the authors ex—

tracted the multivariate prospecting information，carried out quantitative prognosis for uranium ore by evidence weighting method，and

selected 16 evidence layers closely related to mineralization．Among them，the Upper Jurassic Manketouebo Formation is the main ore—

bearing strata，the Lat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 subvolcanic rock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re formation，the ore—controlling effect of

NE—NNE trending fracture is significant，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mostly developed in the fault—dense zone and the intersection

zone．Such anomalies as airborne radioactive anomalies(U high field，F high value halo，U／K high value halo，Hu low value halo)，

geochemical anomalies(Mo，Ag，Pb，w，Sn)and remote sensing alterations(Iron alteration，hydroxy alteration)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ndication of volcanic uranium mineralization．According to the posterior probability determined by the evidence weight method，

1 8 prospective areas were delineated，covering most uranium deposits(ore spots)in the area，indicating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reliable．In seven of them，uranium deposits(ore spots)were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All these places have excellent metallogenic geo—

logical conditions，rich prospecting clues and good prospecting prospects，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specting．

Key words：uranium mineralization；multivariate information；metallogenic prediction；Linxi—Ulanho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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