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质构造背景

1.1 区域构造位置

东北隆起区是松辽盆地的一级构造单元 （图 1），

共划分为海伦隆起带（IV1）、绥棱背斜带（IV2）、绥化凹

陷（IV3）、庆安隆起带（IV4）和呼兰隆起带（IV5）5 个二

级构造单元，面积约为 32 520 km2，呈北北东向展布，

其西邻中央拗陷区（III）和北部倾没区（II），东与小兴

安岭山脉相连. 在盆地发展过程中，构造活动相对比

较强烈，在克山-依龙地区（II4）地层抬升隆起遭受剥蚀

较大，形成了有利于含铀含氧水渗入的构造天窗. 盆地

边缘长期处于区域性单斜构造状态，是层间氧化带砂

岩型铀矿成矿的有利地带.
1.2 基底特征

钻井资料及盆地边缘的地质资料表明，基底岩性

主要由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浅变质岩及晚印支期花

岗岩构成［1］，埋深一般为 500～3000 m，其顶面呈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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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西倾向的斜坡. 基底断裂十分发育，为北东和北西

向，主要有孙吴-双辽、富裕-明水、海伦-登娄库等基

底大断裂，多为高角度正断层，对该区的构造格局、沉
积物的分布起着控制主导作用.
1.3 盖层特征

研究区内的盆地盖层由中新生界组成 （图 2），自

下而上依次发育有：上侏罗统火石岭组，下白垩统沙河

子组、营城子组、登娄库组，上白垩统泉头组、青山口

组、姚家组、嫩江组、四方台组、明水组，第三系依安组、
泰康组及第四系，累计厚度可达 4000 m，各地层具体

发育特征如下［2］.
（1）火石岭组（K1h）：岩性主要为凝灰质角砾岩、凝

灰岩、安山岩、玄武岩及凝灰质砾岩等. 底部角度不整

合于基底岩系之上.
（2）沙河子组（K1sh）：广泛分布于各断陷内，主要

为一套水体相对较深的半深湖—湖沼相沉积. 岩性以

灰黑色、深灰色泥岩为主，夹有灰白色砂岩、粉砂岩及

少量凝灰岩. 与下伏地层呈局部不整合接触.
（3）营城组（K1y）：为火山-陆源碎屑含煤沉积建

造，下部岩性以安山质玄武岩、火山角砾岩、凝灰砂

岩及灰色砂岩、砂砾岩、灰黑色泥岩夹煤层为主；上

部以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及砂岩、粉砂岩和黑色

泥岩为主，含可采煤层. 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或平行不

整合接触.
（4）登娄库组（K1d）：是断拗转化过渡时期沉积的

一套地层，下部以灰白色、杂色砂砾岩为主，夹灰绿、紫
红色泥岩及少量凝灰岩；上部为灰绿、灰褐色泥岩与杂

色砂砾岩互层. 与下伏营城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5）泉头组（K2q）：是松辽盆地拗陷期早期阶段的

沉积，以河流相为主，向盆地边缘粒度变粗. 按岩性可

将该组分为 4 段，泉一段以紫灰、灰白色砂砾岩与暗紫

红色泥岩互层为主，局部夹少量凝灰岩；泉二段以紫

红、褐红色泥岩为主，夹紫灰色、灰白色砂岩；泉三段以

灰绿、紫灰色粉、细砂岩与紫红色泥岩互层为主；泉四

段为灰绿、灰白色粉、细砂岩与紫红、棕红色泥岩互层，

顶部常为灰绿色泥岩. 与下伏登娄库组呈整合—平行

不整合接触.
（6）青山口组（K2qn）：该时期是松辽盆地沉积范围

比较大的一个时期，下部以深湖—半深湖相泥岩、页岩

为主，夹油页岩；上部为黑色、深灰色泥岩夹灰色、灰绿

色钙质粉砂岩和多层介形虫层. 本组向盆地边部粗碎

屑增多，与下伏地层泉头组呈整合—平行不整合接触.
（7）姚家组（K2y）：以紫红色、棕红色、灰绿色泥岩

与灰白色砂岩互层为主. 与下伏青山口组呈整合—不

整合接触.
（8）嫩江组（K2n）：是盆地内分布范围最广的地层.

下部岩性主要为黑色、灰黑色泥岩、页岩，夹油页岩;上
部为灰绿、深灰、棕色泥岩与粉砂岩、细砂岩互层. 与下

伏姚家组呈整合接触.
（9）四方台组（K2s）：属盆地萎缩期的沉积，其分布

范围大大缩小，且沉积中心也已向盆地西移，主要分布

于研究区西部，研究区东部只有局部出露，以河流相为

主. 其下部岩性为砖红色含细砾的砂泥岩夹棕灰色砂

岩和泥质粉砂岩；中部为灰色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

砂岩与砖红色、紫红色泥岩互层；上部以红色、紫红色

泥岩为主，夹少量灰白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与下伏

嫩江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10）明水组（K2m）：比四方台组分布范围更为局

限，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西部，东部普遍缺失. 岩性主

要为灰绿、灰黑色泥岩与灰、灰绿色砂岩、泥质砂岩交

互组成. 与下伏四方台组呈整合—平行不整合接触.
（11）依安组：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上部为黄绿

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与灰色泥岩互层，向上粉砂岩增

多，局部地区夹有褐煤层，厚约 190 m；下部以暗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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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黑色腐泥质泥岩为主，有时夹有红色泥岩，厚 60～
110 m. 与下伏明水组为不整合接触.

（12）泰康组：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下部为灰

白色疏松砂砾岩、泥质砂岩与灰色泥岩互层，厚度

60～80 m；上部为灰黄色砂质泥岩夹灰白色泥质粉砂

岩或粉砂岩，厚度 10～30 m. 与下伏依安组角度不整合

接触.
（13）第四系：在盆地内非常发育，厚度可在 10～

100 m 之间，主要为风成堆积和河湖相沉积. 岩性多为

黄土状亚黏土、黑色淤泥质亚黏土、亚黏土、砂土及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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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层. 与下伏第三系呈平行不整合—角度不整合接触.
1.4 构造演化特征

东北隆起区沉积盖层经历早期断陷、中期拗陷、晚
期反转 3 期构造演化［3］. 受后期反转构造影响，在古近

系沉积前地层遭受大规模剥蚀. 主体构造于四方台组

沉积前形成雏形，定型于古近系沉积前.
基底古隆起不均衡活动控制沉积盖层的构造、沉

积格局. 泉头组沉积之前，盆地为由断陷期向拗陷期演

化过渡阶段，地层断裂发育得相对较少，多数是区域持

续拉张形成的张性断块构造控凹边界断裂向上持续发

展的结果，形成了早期基底断裂. 青山口组沉积之前，

受基底断裂活动的控制，形成了拗陷期伸展断裂. 断裂

以小型正断裂形成堑垒构造带为主，向下多消失在登

娄库组地层顶（或底）面上，或与下部大断裂相连.
姚家组沉积之前，处于盆地大规模抬升后的初期

沉降阶段，形成相对密集的断裂系统. 断层活动频繁，

部分上断至 T1 层 （姚家组顶部）. 此时期断裂向浅部

可断穿姚家组底部反射层，在青山口组地层内消失，而

向深部可断穿青山口组甚至泉头组，而长期继承性断

层可断穿下部各套地层. 所以，可确定此类断裂是在姚

家组沉积时期继续受原区域应力场作用形成的，且部

分断裂继承深部断裂而发育. 嫩一、二组沉积之前，断

裂相对不发育，此期断裂断穿姚家组地层并向上进入

嫩江组底部终止，向下可断穿下部层位，因此可断定它

们在区域应力场的作用下形成于嫩江组一、二段沉积

时期.
嫩江组沉积以后至现今时期，随着全盆地大规模

的构造运动，断层的活动较强，使浅层断裂与深部断裂

相接，主干断裂断距增大，是深部油气向上逸出还原气

体（CH4、H2S）的良好通道，在适宜地点形成氧化-还原

障，可造成铀的沉淀富集.

2 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分析

2.1 铀源条件

松辽盆地东北隆起区的蚀源补给区小兴安岭褶皱

隆起带中，酸性及中酸性花岗岩类极其发育. 以印支晚

期的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和正长花岗岩分布最广，

铀含量也较高，平均值达 2.13×10-6～2.37×10-6，是区内

的最主要富铀岩体. 地面测得其铀含量平均达 7.02×
10-6，钍含量达 11.93×10-6～43.68×10-6. 区内古生界火山

岩系及沉积地层出露面积虽然不大，但地面调查结果

认为其具有良好的含铀性，铀含量达 3.64×10-6～4.37×
10-6. 另外上侏罗统帽儿山组凝灰熔岩和下白垩统宝

密河组凝灰质砂岩、砾岩的铀含量都明显较高，达

2.6×10-6～6.9×10-6，钍含量达 4.2×10-6～22.29×10-6. 航空

伽玛能谱测量显示，蚀源补给区铀含量特征是在

1.75×10-6～2.25×10-6 的背景上分布着 2.5×10-6～3.0×10-6

的铀高场，局部最高达 4.5×10-6，铀钍比值为 0.2～0.35.
总之，该区地质体铀含量较高，并长期处于隆起风化剥

蚀状态，能为盆地沉积提供较丰富的铀［4］.
2.2 构造条件

东北隆起区在盆地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区域性

单斜构造，向南西方向倾斜，倾角一般 6～10. 其东北边

缘紧靠小兴安岭蚀源区，这样的斜坡带是层间氧化带

砂岩型铀矿成矿的有利地带. 在中新生代构造运动过

程中，在铀矿勘查目的层泉头组以上地层内，主要形成

了 3 个不整合面，即晚白垩世嫩江组末、晚白垩世明水

组末和渐新世依安组末. 与此同时，在挤压应力体制下

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叠加构造样式———反转构造.
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断裂型反转构造，即下部为正

断层，上部为逆断层，如任民镇断层；另一种为背斜型

反转构造，即下部为断陷式（向斜）构造，上部为背斜构

造或隆起带，如海伦隆起带、绥棱背斜带、庆安隆起带、
呼兰隆起带等，易于形成剥蚀天窗，使得大气降水可以

在剥蚀天窗处及单斜岩层的出露处毫无阻挡地渗入，

源源不断地补给承压含水层. 这些大气降水饱含氧气，

在渗入和流动过程中可形成局部的层间氧化带. 大气

降水在地表氧化还原环境中把蚀源区的铀带入地下，

在氧化-还原带富集成矿［5］.
2.3 岩相古地理条件

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的形成与盆地的岩相古地

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求砂岩层具有高还原性、高
渗透性和分布的高稳定性. 分布宽广、产状舒缓、厚度

较大、渗透性好且富含还原物质（有机质、黄铁矿等）的

沉积砂岩层，往往是形成大型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

的基础，大型冲积扇前缘的河湖交互相带是有利的岩

相带.
松辽盆地白垩系主要为一套内陆河流-湖泊相沉

积，自下而上共分 8 个组 22 个段，其中属大型沉积拗

陷阶段的上白垩统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

三—五段可能是最有希望的赋矿层位，它们构成一个

由粗—细—粗的复合沉积旋回及泉头-青山口、姚家-
嫩江组两个亚旋回. 生油岩的主要相带是深湖、浅湖和

沼泽相，而铀矿化主要与河流相、冲积扇前缘的冲泛平

原相或部分三角洲相关系密切.
2.3.1 泉头组的岩相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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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头组是盆地由断陷转变为拗陷时期和干热气候

条件下沉积的，早期受隆拗格局的影响，沉积有继承登

娄库组的特点，属充填式沉积，以填平补齐为主. 中期

以后形成统一的拗陷，地层在北安—富源一线以东直

覆于基底之上，形成的岩石以红色为主，少部分为灰色

和浅灰色，厚层砂岩与泥岩互层，并组合成大幅度的正

旋回层. 湖相发育于大庆-安达一带，向小兴安岭褶皱

隆起方向，依次有半环状分布的滨浅湖、冲泛平原相

（或称河流相）沉积，以河流相沉积为主. 冲积扇体发育

于区内北部克山一带，东部庆安-海伦一带均纳入克

山沉积体系，发育着半环状分布的冲泛平原相沉积.
2.3.2 青山口组的岩相古地理

青山口组是盆地大型拗陷发育全盛时期和温湿气

候条件下的沉积. 青一段湖面大，在泉头组顶部发育了

大面积厚层的灰黑色泥岩；青二、三段湖面缩小，形成

了快速湖侵缓慢湖退总背景下的一套反旋回沉积. 湖

相沉积主要在大庆—青岗—呼兰一线的西南，岩性以

暗色泥岩为主，偶夹粉砂岩. 其他相带则由于物源的易

位而产生改变，同时发育北部和东部两个沉积体系.
北部沉积体系在讷河、北安一带，从北往南到湖相

区的体系结构依次是冲洪积扇相、冲泛平原相（也称河

流相）、三角洲相. 冲洪积扇相岩性由红、灰绿色泥岩与

灰白色砂砾岩、砾岩组成，直覆于基底风化壳上，冲泛

平原相以红色、杂色、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含砾砂岩、
砂岩呈不等厚互层. 三角洲相则以粉砂岩与暗色泥岩

为主.
东部沉积体系在铁力-哈尔滨一带，宽广的斜坡

上形成了以水上冲积扇-漫湖相为特征的沉积，发育

灰白色粗碎屑岩和灰色粉砂岩、泥岩互层及平原淤积

的红色泥岩.
2.3.3 姚家组的岩相古地理

姚家组是区内又一个红色地层和砂岩较发育的层

段，为大型沉积拗陷发育中期水体最浅时和干热气候

条件下的产物，与青山口组沉积的继承性较好，但早期

由于湖体抬升、剥蚀，致使北部的局部地段缺少青山口

组顶部地层. 姚家组底部的层段在部分区域也缺失. 中

后期湖侵超覆，姚家组上部地层直覆于青山口组之上.
完整的地层厚度为 210 m，沉积相带发育齐全，但三角

洲相更为多见.
湖相区主要在大庆北、青岗至富源、哈尔滨的西南

范围. 岩性以灰、灰黑色泥岩、粉砂岩及含钙质砂岩互

层为特征.
北部沉积体系中冲积扇相在依安—克山以北发

育，砂岩厚度大，层位相对较少；往南至湖相区则为一

套冲泛平原相或互相叠覆的河口砂坝沉积.
东部沉积体系承袭了青山口组二、三段的特征，铁

力-望奎物源伸入盆地，发育了一套水上冲积扇-漫湖

沉积系列，湖区广阔，使红色泥岩覆盖面积扩大.
岩性组合中，姚一段砂岩较发育，姚二、三段为砂

泥岩互层或大段泥岩.
2.3.4 嫩江组的岩相古地理

嫩江组是大型沉积拗陷发育的中晚期第二次更大

规模沉降的产物，气候温湿，与姚家组为连续沉积，形

成一个粗—细—粗的沉积旋回. 与姚家组相比，嫩一、
二段湖区急剧扩大，致使现今盆地范围尚不见边缘沉

积，仅北安南局部地段有少量河流相产物. 岩性以灰黑

色泥岩为主，底部间夹砂岩. 嫩三—五段湖区缩小，发

育三角洲相和以河流相为主的沉积，岩性为灰黑色泥

岩与砂岩的夹层或浅棕红色泥岩与砂岩互层. 此时期

湖相区是在以大庆为中心，以三兴-明水-兰西为边界

的广阔区域，物源中心有五大连池、北安和富源等地.
北部沉积体系仍发育完好，冲积扇主要发育于嫩江、五
大连池一带，冲泛平原相则广布于依安、拜泉、绥化、哈
尔滨等区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松辽盆地在晚白垩世时期沉

积环境稳定，泉头组—嫩江组的冲积扇相—冲泛平原

相—湖相沉积相带发育完善，各期相带在空间展布上

往往形成多层冲积扇叠合区或在其前缘发育多层有利

的冲泛平原相带区. 区块内由于受物源和北部、东部两

个沉积体系的影响，各相带呈半环状分布. 其中的冲泛

平原相或河湖交互相带在三兴-拜泉-绥棱-庆安一带

继承叠合发育，构成一个宽 80～100 km 的极有利于成

矿的相带分布区. 盆地的缓慢升降运动与湖侵湖退的

交替，使相带中各期岩层常形成泥—砂—泥岩的互层

韵律结构，为层间承压水准备了良好的地层和岩性条

件. 据资料介绍，青山口组和姚家组渗透砂岩占地层厚

度 50%～60%，砂岩以厚层块状为主，砂岩单层厚度在

5～10 m，砂岩粒度以细粒和中粒为主. 干旱—温湿的气

候条件和氧化-还原环境的变迁，又使这些原岩在更

大范围内产生红—灰—红色调变化的多旋回性：温湿

湖侵还原环境下形成的灰色冲积扇-冲泛平原相或冲

积扇-滞流沉积，由于富含植物碎屑，往往地层和岩石

的含铀性增高，形成层间铀源；红色（或褐黄色）岩层与

灰色岩层的相互交替，在本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

下，经含氧水作用，极易形成层间氧化带. 所有这些，均

为区内铀的后生富集成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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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文地质条件

松辽盆地由山脉所围限（西为大兴安岭，北为小兴

安岭，东为张广才岭）呈周边高，内部为高平原及低平

原组成的低洼陆相盆地. 水系都由盆地周边向中心汇

聚，是一个负向以渗入型为主的自流水盆地. 渗入水盆

地是形成层间氧化带型水成后生铀矿床的必要条件.
东北隆起区呈高平原景观，为一由北东向南西缓

倾斜的宽阔斜坡区. 地表多常年流水，大都由北东向南

西径流，具有层间承压水，区内补-径-排机制完善，具

有较好的渗入型水动力条件，分区十分清楚.
补给区为小兴安岭褶皱隆起带西坡. 小兴安岭海

拔一般小于 1000 m，通常是 450 m 左右，局部高达

690.9 m 和 1429 m，属典型的低山丘陵浅切割地貌景

观. 本区面积广阔，以现代分水岭为界，西南坡向盆地

汇水的面积达 10000 km2 以上. 在这里，70%以上的面

积为各期花岗岩类所分布，特别是印支晚期二长花岗

岩、碱长花岗岩及正长花岗岩最为发育. 航测资料反映

本区为富铀、偏钍、贫钾的高比值区. 铀含量一般为

2.5×10-6～3.5×10-6，并有大片铀含量高于 3.5×10-6 的高

场分布. 本区岩石风化壳发育，基岩风化裂隙水和构造

裂隙水发育，靠接受大气降水渗入补给，以泉或以侧向

地下水径流形式排泄，补给盆地地表水和地下水. 水质

为 HCO3-Na·Mg 类型的低矿化度淡水，水交替强烈，局

部见有 SO4·HCO3-Na 型水. 含氧水和含硫酸根、碳酸

根水的发育及花岗岩、火山岩风化壳与断裂的广布，为

岩石中的铀转入溶液并经构造裂隙下渗、迁移创造了

条件.
径流区为北安-海伦-庆安一带的宽阔高平原区，

是由北东向南西缓倾斜的斜坡带, 是比较稳定的径流

区，也是铀成矿有利相带分布区，位于盆地边缘，紧靠

蚀源补给区，海拔标高 200～300 m. 区内主要有上白垩

统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等多层含水层和

隔水层. 青二、青三段和姚家组以砂岩为主，发育在河

湖过渡地带，为弱还原—氧化环境下的沉积产物，是主

要的含水层，发育碎屑岩孔隙裂隙层间承压水，是油气

的主要储集层，也是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赋存的有

利层位. 砂岩层富含还原剂是关键成矿因素，有机质、
黄铁矿的存在，有利于厌氧微生物活动，产生 H2S，形

成还原地球化学障. 青一段、嫩一段和嫩二段以暗色泥

岩为主（黑色页岩等），是在一种强还原—还原环境下

的沉积产物，具有显著的高有机碳、还原硫、二价铁（黄

铁矿） 和低的三价铁等特征. 青二和青三段也基本相

似，岩石中的有机碳与还原硫、二价铁呈正相关关系，

而与三价铁呈负相关，是主要生油层，又是区域性隔水

层. 这种岩石的还原能力强，决定了外生条件下后生成

矿的富集能力也强，利于成矿. 由于构造运动的多旋回

性造成的沉积物的多旋回性的反复变化，在剖面上形

成多个生油层和储油层交替出现，形成多套生储盖组

合 （即多套泥—砂—泥沉积结构层）. 嫩二段沉积面积

更大，形成十分稳定厚度达 250 m（含嫩一段）的泥岩

层，构成了封闭全盆地的区域性大盖层. 它的存在对整

个盆地的油气生成、演化、运移和聚集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也是铀成矿的有利空间条件，对层间氧化带砂岩

型铀矿的后生富集成矿有重要影响.
从滨北地区姚家组-青山口组等水位线图 （图 3）

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区内等水位线由北部北安一带的

大于 280 m，往南到南部绥化一带降为 140 m，表明有

一定的水力坡度，有明显的水头差存在. 这种北高南低

及东高西低的地势差异造成含氧含铀地下水在盆地边

缘进入上述透水含水层中，沿斜坡构造缓慢运移，有岩

层产状舒缓的长距离径流区. 区域地下水总的流向是

由北东往南西方向径流，基本与地表主径流方向一致，

大致到通肯河中下游与呼兰河交汇处一带逐渐拐弯向

南南东方向径流排泄入松花江. 水质由 HCO3-Na·Ca
型水逐渐过渡到 Cl·HCO3-Na 型水，后者矿化度达 3～
1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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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区为东北隆起区西南角即通肯河与呼兰河

交汇处及其西南一带（即低平原区），海拔标高 130～
150 m. 北部地表水沿讷谟尔河和乌裕尔河由东向西

流入嫩江再流入松花江，南部通肯河与呼兰河往南西

流，交汇后向南流入松花江. 区内地下水流向与地表水

流向基本一致，总体由北东向南西径流，到明水一带再

转向南东，沿大断裂溢出或形成地表湖沼，一部分靠蒸

发排泄，一部分排泄流入松花江. 现代排泄区与上白垩

统的湖相沉积区基本一致. 该区水质为 Cl·HCO3-Na
型和 Cl-Na 型水，矿化度为 3～5 g/L，往南哈尔滨一带

可达 10～50 g/L.
国内外研究成果披露，在渗入型盆地中，铀矿化取

决于径流区与排泄区之间局部排泄源发育位置，铀矿

床常定位于局部排泄源靠近补给区的一侧. 在该区块

盆地斜坡径流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基底局部突起（可

能主要由花岗岩侵入体存在引起）及构造窗等较多. 这

些都能造成地下层间承压水的局部滞流和排出，形成

局部减压带，这些地段对铀成矿极为有利.
2.5 古气候条件

据有关资料介绍，松辽盆地白垩纪总的植被景观

是以针叶林和草原草丛植被为主，反映了一种湿润、半
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环境，但其中有几次较明显的温度、
湿度变化事件，先后出现过几次湿热升温和干旱-半

干旱事件，湿热升温导致了常绿阔叶林的繁盛，干旱-
半干旱气候导致了草原草丛的出现. 登娄库组沉积时

期，气候以干旱、半干旱为主；泉头组沉积时期，气候干

热；从青山口组到嫩江组沉积时期，为温暖潮湿气候，

雨水充沛，湖盆逐渐扩大，湖水逐渐加深，动植物繁茂，

形成以还原环境为主、有机质丰富的砂泥岩含油建造，

有机质是铀后生富集成矿的所必须的还原剂. 这种气

候环境也有利于蚀源区铀的淋滤、迁移和在盆地中的

沉淀聚集而形成富铀层.
自晚白垩世嫩江期以后，气候多次变得干旱炎热，

沉积原岩多以红色色调为主. 新构造运动时期，气候虽

然呈现温湿与干旱交替变化，但仍具有向干旱转化的

趋势. 对松辽盆地的近代气候，据前人从中国气象卫星

影像图上介绍可知，在我国北方存在着一条宽大的近

东西向展布的粉红色—白色色调异常影像带，它西起

新疆塔里木盆地，中经内蒙古二连地区，往东可一直延

伸到三江盆地西缘，这主要反映了北方干旱地区的分

布及戈壁沙漠与荒漠景观的发育情况. 松辽盆地处于

该影像带的东段，灰白色调的沙漠-荒漠景观遍布于

盆地的南部与中部，气候与塔里木盆地及二连地区相

似. 兰西、明水一带的盐碱地，拜泉一带呈现的内陆河

等，均表明盆地范围内具有以干旱、半干旱为主的气候

条件，仅仅由于小兴安岭山区小气候的复杂多变才造

成人们曾有寒冷潮湿之说的假象. 前人调查资料也反

映，盆地东部年降水量虽然稍大些，但年蒸发量仍然是

降水量的 2 倍，这充分说明盆地内仍以半干旱大陆性

气候条件为主.
这种在主沉积期后有较长时间的干旱或半干旱的

炎热古气候条件，是影响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形成

的重要因素. 因为这种古气候条件易于造成蚀源区铀

源层（体）的强烈剥蚀和氧化，土壤缺少有机质使铀可

能最大限度地转入含氧地下水中运移，而不被有机质

所吸附，并能在渗透性好的砂岩层中发育层间氧化带

和铀后生富集.

3 结论

松辽盆地东北隆起区边缘的小兴安岭及基底出露

区富铀花岗岩极为发育，研究区内活化铀增高明显，铀

源丰富. 盆地上白垩统主沉积层为统一的拗陷湖盆沉

积，规模大，沉积厚度大，富含有机质，为活化铀的迁

移、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构造上看，东北隆起区宽

阔的斜坡区有利于含铀地下水迁移. 另外，区内有利铀

成矿的三角洲、河流相砂体发育，沉积相带分异相对较

好，泥岩—砂岩—泥岩结构层发育，规模大，具有区域

性含水、透水层和隔水层. 松辽盆地具有以渗入型为主

的自流水盆地特征，补-径-排机制完善，水动力条件

也比较好，具有形成大、中型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的基

本条件，铀矿勘探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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