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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西北缘中新生代构造演化及铀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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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柴达木盆地在中、新生代以来构造演化共经历了大约两次从断陷-坳陷-挤压隆升的完整大型构造演化阶

段。铀矿成矿受构造条件、沉积相、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氧化作用等因素综合控制，盆地内稳定的构造斜坡带

对铀成矿最为有利，沉积体系中辫状河三角洲是最有利的成矿部位，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砂体、三角洲前缘砂体是

最有利的容矿砂体。盆地中铀的来源主要有基底铀源、沉积盖层铀源及蚀源区铀源三部分，其中中侏罗统的含煤碎

屑岩建造，可作为后生成矿的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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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型铀矿床系指产于砂岩、砂砾岩等碎屑岩

中的外生后成铀矿床，产于中间地块或陆块上的造

山带山间盆地以及大中型自流盆地的海陆交互相或

陆相沉积系统中，其中以三角洲相和河流相沉积最

为重要[1]。近年来，能源盆地中煤铀、油铀等多矿种

共同勘探开发受到愈来愈多的聚焦和瞩目[2-3]，尤其

通过对煤田、油田钻孔资料和测井资料的二次开发

开展砂岩型铀矿调查已成为新的勘查方向[4-15]。柴达

木盆地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内陆含煤、含油气盆地，盆

地西北缘现已发现多处规模不等的砂岩型铀矿点及

矿化异常点[16-18]，该地区已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砂岩

型铀矿找矿地区之一。本文运用盆地动力学等理论

探讨了构造演化与铀成矿的关系，通过区域成矿地

质条件分析，结合铀矿化信息，认为柴达木盆地铀成

矿类型较多，最有成矿远景的有沉积成岩叠加后生

改造型（包括层间氧化带和含铀煤型）和渗入-渗出

（复成因）型，前者主要含矿层位为中侏罗统大煤沟

组，后者主要含矿层位为上新统狮子沟组和上油沙

山组，盆地内最有成矿远景的为盆地北缘。

通过对柴达木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找矿实践发

现，虽然一些比较好的铀矿找矿线索在冷湖、花土

沟、北大滩及鱼卡等地被陆续发现，且前人已进行了

一定的研究[16]，但由于该盆地西北缘构造复杂，对柴

达木盆地西北缘中新生代盖层成矿条件与成矿潜力

未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铀矿找矿目的层不明确，对

区域铀矿化类型、成矿有关物源分析、找矿标志及成

矿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程度不够深入，未建立区域

找矿模型，因此对盆地西北缘砂岩型铀矿类型和找

矿方向进行探讨变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柴西北

缘中新生代地质构造运动、铀成矿控制因素、找矿标

志、物源及铀源等方面的分析，厘定柴西北缘铀矿成

矿条件、成矿潜力及找矿目的层，最终确立研究区中

新生代沉积构造演化和铀源基本特征。

1区域地质概况
柴达木盆地位于我国西北部的东段，大地构造

位置位于秦祁昆造山带内，北邻中朝-塔里板块，南

达羌塘板块，南东与扬子板块相呼应（图1a）。各大

板块之间以深大断裂带为界，柴达木盆地夹持于阿

尔金断裂带、昆南断裂带和祁连山东麓断裂带构成

的三角形范围内，面积约26万km2。盆地基底为加

里东阶段早寒武纪变质结晶岩系，具有由显生宇褶

皱基底和元古宇结晶基底构成的复杂基底构造，基

底顶面主要发育元古代、古生代浅变质岩、火成岩体

及深变质岩[19]。盆地发育有较厚的中、新生代地层，

且其中主要发育新生代地层。沉积地层自上而下分

别为第四系七个泉组，新生界新近系狮子沟组、上油

砂山组、下油砂山组，新生界古近系上干柴沟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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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柴沟组、路乐河组，中生界白垩系犬牙沟群和侏罗

系采石岭组、大煤沟组、小煤沟组（表1）。

2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及其与铀成
矿关系
印支、燕山及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在柴达木盆地

十分活跃，根据构造作用方式、沉积作用、变质作用、

岩浆活动及同位素年龄资料，结合青海油田相关资

料，柴达木盆地构造演化在中新生代从早到晚可划

分早-中侏罗世伸展断陷阶段、晚侏罗世-白垩纪挤

压隆升阶段、古近纪弱断陷阶段、新近纪坳陷阶段、

上新世晚期-第四纪挤压反转阶段等5个演化阶段[21]

（图2）。

柴达木盆地为晚印支运动在元古代结晶基底上

受断裂控制的断陷盆地，盆地海相沉积阶段结束于

晚印支运动，后期陆相盆地开始发育。柴达木盆地

从印支运动后期到欧亚大陆与冈底斯地块拼接之前

阶段，盆地北缘的阿尔金山南缘和祁连山前古构造

带在早侏罗世发生剧烈构造活动，盆地进入伸展构

造演化阶段，近南北向构造应力加强，分割性较强、

规模较小的一系列差异断陷盆地群开始形成，为后

期铀矿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铀源基底。下侏罗统零星

分布于阿尔金山与祁连山的交汇处及柴北缘西段等

一些较为局限的区域，在欧龙布鲁克分区发育最

好。柴西北缘地区在早-中侏罗世伸展断陷阶段沉

积了一套湖泊-沼泽-河流相含煤碎屑岩建造，利于

发育砂岩型铀矿目的层及层间氧化带。

（1）晚侏罗世-白垩纪挤压隆升阶段

羌塘地块与冈底斯地块在中晚侏罗世碰撞会聚

导致中特提斯洋逐渐闭合，柴达木盆地范围逐步扩

展，沉积中心位于西北部，复杂构造运动使该地区挤

压坳陷型盆地开始演化：盆地由冲积扇沉积体系向

大型湖泊或曲流河方向发展，湖水深度逐步由深变

浅[22]。沉积物类型为棕红色粗碎屑岩，沉积物粒度变

细。该时期古氧化带发育，有利于产生后生氧化作

用，奠定了层间氧化带发育的基础，对后期铀元素富

集产生一定的影响。德令哈、鱼卡地区发现的古氧

化带发育相应的铀矿化，大都在晚侏罗世-白垩纪挤

压隆升阶段形成[12]。其中古氧化带型铀矿化典型代

表为北大滩铀矿点。

（2）古近纪弱伸展弱断陷阶段

青藏高原在古近纪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

陆内俯冲及北移，其整体在该时期处于近南北向的

持续挤压构造背景，盆地整体上处于收缩变形汇聚

状态。柴达木盆地有两个沉积中心，一个位于茫崖

以西，一个位于一里坪一带，由于受不同断裂的影

响，盆地西北部地区断裂走滑引起其向东伸展、逃

逸。盆地在古新世渐新世早期为裂陷前的早期充填

沉积阶段，由棕红色砂泥岩组成，为后期上部铀矿层

位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基底与部分铀源。古近纪主要

的断陷期是渐新统晚期，断层切割侏罗系，整体覆盖

侏罗系，反应其伸展背景，其沉降中心是一里坪和柴

西茫崖-英雄岭凹陷。

（3）新近纪早-中期坳陷阶段

随着青藏高原在中新世陆内俯冲构造运动加

剧，柴达木盆地受挤压作用增强，向东逃逸受阻加

剧，拉分走滑逐渐转变为构造挤压作用，断陷作用减

弱，盆地转入坳陷演化阶段，盆地沉积范围较前一阶

段扩大，中新世为主要含铀层位，发育细

粒灰色砂泥岩，一里坪与茫崖坳陷连为

一体，盆地沉积中心位于英雄岭构造带

与俄博梁构造带之间，该时期形成的构

造破碎带为后期铀元素的运移及富集提

供了良好的场所。

（4）新近纪晚期-第四纪挤压反转阶段

青藏高原在喜马拉雅晚期由于陆内

俯冲作用进一步加剧而总体抬升，盆地

受到阿尔金走滑运动和盆地内区域应力

场的影响，祁连山及青南高寒山区开始

向盆地内部推覆、逆冲，且构造运动强度

逐渐增大及受塔里木地块抵挡，各构造

图1 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简图（a）（据参考文献[20]修改），柴达木盆地

基底断裂构造图（b）（据青海油田，2004修改）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ibetan plateau ,nearby area and

tectonic map of basement fracture in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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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逐渐向东扩展，形成大量的断裂、褶皱，整个盆地

现今的盆岭相间的构造格局基本形成[23]。晚更新世

末构造运动使地层形成一系列近NW向构造洼地，构

造反转运动发育叠瓦式断块，上盘由于遭受构造强

烈剥蚀作用，含矿目的层出露地表，近现代层间氧化

带由于地层沉积构造运动条件开始发育。鱼卡-绿

梁山前发现有层间氧化带，该带的上下两翼均见有

铀异常点或矿化带。上新世晚期-第四纪是目的层

发生铀矿化的叠加改造和层间氧化阶段[21]。

综上所述，受区域地质构造背景的影响，柴达木

盆地在中、新生代以来共经历了大约两次从断陷-坳

陷-挤压隆升的完整大型构造演化阶段。前一阶段，

侏罗世早期形成一套以含煤碎屑岩建造特征为主的

砂岩铀矿成矿目的层，构造地质运动在侏罗世晚期-

白垩纪发生反转，古氧化成矿作用的基本形成；后一

阶段，经过古近纪始新世-渐新世伸展-新近纪上新

世发生坳陷等地质作用，含矿目的层下降被掩埋；盆

地在上新世-第四纪的挤压反转作用下进入新的层

间氧化叠加改造时期。

3铀源分析
柴达木盆地铀源以多源性为特点，可分为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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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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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统

中新统

渐新统

始新统
古新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上统

中统

下统

狮子沟组

上油砂山
组

下油砂山
组

上干柴沟
组

下干柴沟

组

路乐河组

犬牙沟群

红水沟组

采石岭组

大煤沟组

小煤沟组

湖西山组

八宝山群

古浪堤组

隆务河群

盆地东缘山区
厚/m

380

大于

138

1 451

589

＜100

170

450

3 073

1 717

1 505

建造

碎屑岩、粘土
岩和化学岩建

造

杂色中粗碎屑

岩建造

陆相红色碎屑
岩建造

杂色砂砾岩
建造

杂色砂砾岩
建造

灰色细碎屑岩
建造夹煤层和
菱铁矿层

暗色含煤碎屑
岩建造

火山岩夹海相
碎屑岩建造

碎屑岩-碳酸
盐岩建造

碎屑岩-火山
岩-碳酸盐岩
建造

盆地北缘山区
厚/m

1 840

986

1 237

1 167

616

664

337

1 451

565

73

923

247

不详

100

693

建造

碎屑岩、粘土
岩和化学岩
建造

杂色粗碎屑
岩建造
黄色中细碎
屑岩建造
杂色河流-三
角洲相碎屑
岩建造

杂色河流-三
角洲相碎屑
岩建造

红色河流-三
角洲相碎屑
岩建造

杂色碎屑岩
建造

陆相红色碎
屑岩建造

陆相红色碎
屑岩建造

杂色碎屑岩
建造

杂色碎屑岩
夹煤层建造

暗色含煤碎
屑岩建造

火山岩夹陆
相碎屑岩建
造

山麓洪积相
建造

砾岩、砂岩为
主的碎屑岩
建造

北部地区
厚/m

大于

452

1 176

1 331

1 184

785

835

822

未揭

露

248

276

218

1 390

2 087

建造

碎屑岩、粘土岩
和化学岩建造

杂色碎屑岩和
膏岩建造

黄色中细碎屑
岩建造

杂色中粗碎屑
岩建造

灰色半咸水-
咸水湖相碎屑
岩建造

红色河流-三
角洲相碎屑岩
建造

杂色碎屑岩建
造

花岗岩

陆相红色碎屑
岩建造

杂色碎屑岩建
造

灰色含煤碎屑
岩建造

暗色含煤碎屑
岩建造

暗色轻微变质
的碎屑岩建造

中、东部地区
厚/m

2 809

1 221

1 798

2 482

848

1 966

267未
见底

未揭露

建造

碎屑岩、粘土岩
和化学岩建造

灰色细碎屑岩
建造

灰色中细碎屑
岩建造

灰色中细碎屑
岩建造

灰色半咸水-咸
水湖相碎屑岩

建造
红色河流-三角
洲相碎屑岩建

造

红色中粗碎屑
岩建造

西部地区
厚/m

大于

261

673

822

1 243

1 011

1 043

花岗岩

未揭露

建造

碎屑岩、粘土
岩和化学岩
建造

杂色碎屑岩
和膏岩建造
灰色粗碎屑
岩建造

黄色中粗碎
屑岩建造

杂色山麓洪
积-湖泊相碎
屑岩建造

灰色中细碎
屑岩建造

表1 柴达木盆地盖层（中新生代）地层特征表（据青海油田）

Table 1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meso-cenozoic caprock in Qaidam Basin（after Qinghai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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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源、内部铀源及中转铀源。外部铀源主要指基底

蚀源区铀源，为后生成矿提供一定的铀源，分布较广

泛。内部铀源相对来说对铀成矿的贡献非常重要；

中生代地层沉积时，由于气候温暖潮湿，地层中富含

大量的腐殖质、煤层和炭质，吸附铀能力较强，盆地

盖层中的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及新近系，铀丰度

值相对较高，特别是中侏罗统的含煤碎屑岩建造，可

作为后生成矿的铀源。中转铀源一般指盆地内部先

期形成的铀矿床及矿化异常点带，可作为后期再生

富集和二次叠加铀成矿的重要中转铀源。

在柴达木盆地西北缘地区，铀源对铀元素的富

集矿化非常重要。该盆地为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盆

地中铀元素的来源及影响因素主要与以下三种铀源

有关：（1）基底铀源；（2）沉积盖层铀源；（3）蚀源

区铀源。

3.1 基底铀源

柴达木盆地具元古代结晶基底和古生代褶

皱基底二元基底结构，结晶基底构建了盆地稳定

的构造格架，蕴含着较丰富的铀源。火成岩体、

元古代中深变质岩和古生代浅变质岩分布于基

底顶面[10]；基底蚀源区岩性主要为中酸性、酸性

火山岩，岩石中铀含量高，为盆地提供了丰富的

铀源，在后期的风化剥蚀过程中随地下水搬运至

盆地内富集成矿。

中生代之前结晶、褶皱基底演化阶段较长，柴达

木地区在元古代总体地质过程为由活动到稳定发展

阶段。元古代在柴北缘开始断续出露，柴北缘北带

为具有古元古代基底的古老陆块残块-欧龙布鲁克

陆块[24]。中元古界零星分布，青白口系缺失，在构造

应力作用下使沉积地层回升，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

高级变质岩系[25]，基本构成了柴达木地块的原始含铀

元素丰富的结晶基底，形成活动陆缘火山-陆缘碎屑

岩建造[26]。地块从晚奥陶世开始分裂，地层可分性及

连续性较差[27]，由于构造变动强烈，阿尔金断裂及赛

什腾山-达肯大板-宗务山山前断裂产生，伴有岩浆

侵入活动，发育有中性-中酸性火山岩，因其铀元素

丰富成为后期成矿重要铀源。后期柴达木盆地总体

处于弧后部位，经历弧后拉张-弧后造山地质构造运

动事件[28]，晚奥陶世古洋壳俯冲殆尽，裂陷槽逐渐封

闭，形成柴北断褶带。该地质演化阶段在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富铀元素的地层结晶基底，奠定了盆地较

成熟铀成矿结晶基底基础。

结晶基底由前加里东期石英闪长岩、闪长岩、花

岗岩和斜长花岗岩等岩浆岩及元古宇混合岩化区域

热流动力变质岩组成。元古宇变质岩可分上、下两

部分。下部由一套中深变质岩系组成，属角闪岩相，

混合岩化作用十分强烈；上部为一套浅变质的白云

岩、大理岩、绿泥片岩、石英岩夹千枚岩、绢云片岩等，

属千枚岩相，是在滨海至浅海环境下形成的碳酸盐

岩建造和碎屑岩建造。该构造层含铀量高达（3.5～

19.0）×10-6（表2）。褶皱基底主要由古生界组成，按时

间先后可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印支期三个构造

层。加里东期构造层属海陆交互相沉积，岩性为火

山岩夹碳酸盐岩、浅变质碎屑岩、花岗岩、闪长岩

等。其中滩涧山群（O3tj）及酸性侵入岩分布面积广，

图2 柴达木盆地中新生代构造演化示意图

（据参考文献[21]修改）

Fig.2 Sketch map of the Mesozoic and Cen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Qaidam Basin

基底类型

褶皱基底

结晶基底
结晶基底

结晶基底

系（群）

赛什腾群
滩涧山群
青白口群
党河群

达肯达板
群

地层代号

S2ss

O3tj

Pt3qb

Pt2dh

Pt1dk

地面伽玛能谱测量eU

/（×10-6）
区间值

1.2～2.9

---

---

---

2.1～8.4

平均值
2.3

---

---

---

4.3

个数
11

---

---

---

30

化学分析值/（×10-6）

区间值
---

12.0～26.0

10.0～15.0

3.5～19.0

---

平均值
---

18

12.3

15.6

---

表2 柴达木盆地主要基底铀含量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n the content of main base

uranium in Qaidam Basin

注：数据来自283地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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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铀量高，达（12.0～26.0）×10-6（表2），是盆地非常重

要的铀源层。海西期构造层由晚古生代形成的一套

海陆过渡相火山岩、碎屑岩及花岗闪长岩、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石英闪长岩等组成。区域无显著变质

特征，上、中石炭统板岩、变质砂岩等铀元素含量普

遍较高。区内中元古代斜长花岗岩、印支期花岗岩

和华力西期斜长花岗岩等各时代侵入岩铀元素含量

也较高[29]。基底铀源在构造运动过程中源源不断的

为较浅地层提供铀源，是该地区重要铀源。

3.2 沉积盖层铀源

盆地原始铀预富集情况对沉积盖层的铀含量具

有重要影响，而区域铀成矿在一定程度上受铀的预

富集影响[30]。高含铀量和高迁移率是评价铀源条件

优差的关键因素之一，沉积盖层存在铀的富集。由

于中生代盆地地层整体抬升而被较均匀剥蚀，导致

与侏罗系平行或小角度不整合[31]，反映出侏罗系被暴

露、掀斜于地表，接收含铀流体进入目的层形成层间

氧化带，进而形成铀元素的富集而成矿[14]。

柴达木盆地含矿层本身铀含量较高，能为盆地

成矿提供大量铀源。盆地中新生代沉积盖层中侏罗

系粉砂岩及泥岩，新近系砂岩、粉砂岩及泥岩铀元素

含量相对较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部分上油砂山组

及狮子沟组灰色、灰绿色泥质粉砂岩铀元素特别高，

铀含量在（2.3～2.8）×10-6之间，局部甚至为（5～7）×

10-6；中-下侏罗统粉砂岩及泥岩铀元素含量也较高，

其中劣质煤层及含炭质岩石中铀含量介于（6～20）×

10-6之间[14]。因此，新近系和侏罗系是区内砂岩型铀

成矿及找矿较为有利的铀源层体。

3.3 蚀源区铀源

盆地西北缘被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等夹持

（图1b），分布有大量的中酸性花岗岩体、变质岩体及

火山岩体等，三大山脉在中新生代处在一个较复杂

的构造演化阶段，其隆升剥蚀等地质现象经常发生，

由于风化剥蚀及水流作用碎屑物质得以源源不断地

向盆地内输送，为盆地西北部提供重要物源物质；另

一方面周围山区原始岩体铀元素含量较高，前人对

周边岩体进行地面伽玛能谱测量结果显示其具有较

高的含铀性，如乌兰凹陷西北缘阿木内可山南缘的

砂体，一般伽玛强度62～68 γ，局部277 γ[14]。地下水

及地表水系比较发育，不断从盆地周缘向盆地内部

汇聚，铀的活化迁移现象频繁。柴达木盆地属渗入

型自流水盆地，能将多种母岩中丰富的铀元素带入

到盆地内，扮演了运移铀源的角色，为盆地提供了良

好的外部铀源条件。

4铀成矿控制因素及成矿预测分析
4.1 成矿控制因素分析

柴达木盆地西北缘砂岩型铀矿受构造条件、沉

积相、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氧化作用等因素综

合控制[32]。盆地铀矿受构造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1）盆地西北缘含矿砂体的展布受斜坡带控

制；（2）XI号及昆北断裂等为盆地西北缘主要的构造

减压区（图1），较好的构成地下水的排泄系统，有利

于铀元素富集成矿；（3）弱伸展的构造环境有利于含

铀矿层沉积体系发育，该环境有利于地下水的长期

渗入。盆地铀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层控性及岩系专

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容矿层位及岩

系特征：盆地铀矿化主要发生在新近系上油砂山组

和第四系七个泉组中，绿灰色碎屑岩为典型容矿建

造；（2）铀矿化类型对砂体结构及岩性有一定要求，七

个泉组岩性结构主要有2种形式，其中层间氧化带型

铀矿化形成于以泥岩（粉砂岩）-砂岩-泥岩（粉砂岩）

自下而上的岩性组合中（图3）；（3）综合砂体特征对

铀元素成矿具有一定制约作用：从盆地西北缘含矿

层砂体厚度统计看来，砂岩型铀矿化主要与砂体厚

度适中的层位密切相关[32-33]。盆地西北缘铀矿化受

正常三角洲沉积、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和冲积扇沉积

体系控制。温湿的古气候有利于形成富含黄铁矿及

有机质等高还原容量的砂体，干旱炎热的古气候条

件在后生改造成矿期有利于加快铀元素的活化迁移

速率。地层氧化作用分为潜水及层间氧化作用两

种，潜水氧化作用是铀矿床的主要成矿要素之一，主

要表现为几乎所有岩石大都被氧化成紫红色、红褐

色。潜水氧化带规模越大，潜水氧化型铀矿越容易

形成；层间氧化作用是盆地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重

要成矿因素，灰色砂岩被氧化为黄色、黄褐色等。氧

化作用越强，含氧含铀水渗入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层

间氧化带型铀矿成矿。

4.2 找矿标志分析

盆地内稳定的构造斜坡带对铀成矿最为有利，

构造变形较强烈区域下部变缓部位有利于层间氧化

带型铀矿化的形成。铀含矿地层层位结构一般有着

细粒级以上的砂岩岩石粒径及泥-砂-泥的岩性组合

序列，含砂率＞45%，单层砂体厚度介于15～30 m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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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岩石中CaCO3含量＜1%，富含硫化物、有机质等

还原剂。沉积体系中辫状河三角洲是最有利的成矿

沉积部位，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砂体、三角洲前缘砂

体是最有利的容矿砂体，为发育较成熟的渗入型承

压盆地，补-径-排水动力系统完善，含矿层中地下水

的含氧性、承压性及渗透性较好，层间氧化作用标志

明显地段利于成矿。

5结论
（1）柴达木盆地在中、新生代以来构造演化共经

历了大约两次从断陷-坳陷-挤压隆升的完整大型构

造演化阶段，构造运动在晚侏罗世-白垩纪发生

反转。

（2）柴达木盆地西北缘砂岩型铀矿受构造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综合控制，盆地内稳定的构造

斜坡带对铀成矿最为有利。

（3）柴达木盆地中铀元素来源及富集主要与以

下三种铀源有关：基底铀源、沉积盖层铀源及蚀源区

铀源，三者对盆地铀富集成矿贡献都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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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zoic-cen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and uranium source analysis in
northwestern Qaidam basin

ZHANG Chao1,2, WANG Shan-bo1,2, YU Reng-an1,2, CHENG Yin-hang1,2,

FENG Ping3, YU Hang3

( 1.Tianjin Cen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Tianjin 300170, China; 2.North China Center for Geoscience Innovation Tianjin

300170, China; 3.The nuclear industry geological survey 283 brigade in Sichuan provi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Mesozoic and Cenozoic, the Qaidam Basin has undergone about two complete large- scale

tectonic evolution stages characterized by fault depression to compressive uplift. The tectonic movement reversed

in late Jurassic-Cretaceous.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ectonic conditions,

sedimentary facies, stratigraphic lithology,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so on.The stable structural slope zone

in the basin is most favorable for uranium mineralization.Braided river delta is the most favorable place for ore-

forming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sedimentary system. Delta plain distributary channel sand bodies and delta front

sand bodies are the most favorable ore- hosting sand bodies.The uranium sources in the basin includes deep

uranium source, sedimentary cover uranium source and erosion uranium. The coal-bearing clastic rock formation

of middle Jurassic canprovide uranium provenance for the post-mineralization.

Key words：northwestern Qaidam; Mesozoic-cen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uranium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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