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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牛岭铀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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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270研究所南昌330200)

摘要：赣南牛岭矿床是一个花岗岩外带型铀矿床，矿化产于马岭岩体南西外接触带上泥盆统三门滩组砂岩中，

北东向再里断裂、野坑山断裂和岩体接触带构造共同构成矿区的构造格架，花岗岩体“超覆”于上泥盆统地层之上。

野外调查表明，野坑山断裂走向为NNE-NE，倾角70。～87。，构造面平整，见水平擦痕，构造带由胶结松散的构造角

砾岩组成，具有矿后新构造特征。根据牛岭矿床层控成矿特点和野坑山断裂左行平移性质，认为野坑山断裂东盘

与西盘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条件和剥蚀程度，是牛岭矿床深入找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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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是地壳中最广泛的构造形态之一，经常可

见受各种断裂控制的矿床和矿体，对断裂控矿作用

的研究一直是矿床学家关注的热点。然而，地壳中

有成矿断裂，也有破矿、错矿断裂，而对破矿、错矿的

研究却一直未引起矿床学家的关注。实际上，特别

是晚近时期以来的活动断裂，对矿床、矿体的错移和

保存以及未来生态环境的改变都具有重要影响[1]。

赣南牛岭矿床是一个花岗岩外带中的层控铀矿

床[2]，矿化产于马岭岩体南西外接触带上泥盆统三

门滩组砂岩中，包括8501、8502、8503、8504、8505矿

带，层控明显，北东向再里断裂、野坑山断裂和岩体

接触带构造共同构成了矿区的构造格局，铀矿勘查

长期局限在野坑山断裂西部。2013年7月，笔者与

项目组同志一起对野坑山断裂进行了专题调研，发

现野坑山断裂具有一系列新构造活动的踪迹，是错

移矿体构造，故对牛岭地区的铀矿勘查方向进行新

的思考，提出新的找矿方向。

1矿床发现史

1956年，三。九队地面伽玛普查发现了该矿

床。1958～1960年，三。九队十八队(六。八队三

队)先后两次进行详查和浅部揭露。1966～1968

年，六O八队十队运用钻、坑探以及化探等方法进行

了深部揭露评价，获得一定的远景储量。1979～

1982年，华东地质勘探局二六四大队对该区进行详

查揭露，1982年12月提交了《牛岭矿床勘探基地落

实报告》嘲。

2009年以来，核工业270研究所对牛岭地区开

展了新一轮铀矿勘查工作，通过地面地质调查和物

化探测量，认为该地区铀成矿条件良好，具有扩大牛

岭矿床找矿空间的可能。2010年，在8505地段开

始了钻探验证，ZKl—1和zKl—3在NE向野坑山断

裂(F。)下盘上泥盘统三门滩组砂岩中揭露到了深部

铀矿体，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并认为铀矿化主要

受F，及其旁侧的次级裂隙密集带和构造破碎带控

制，矿体产状较陡，与F。平行分布。

2011～2013年，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部署了铀矿

普查项目，核工业270研究所组织实施，系统收集、整

理区内地质和物化遥资料，深入研究铀成矿地质特

征，开展地质调查、地质图修测、综合物化探测量和钻

探揭露工作，大致查明区内地质构造环境、铀矿化特

征和控矿因素，大致控制铀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

大致查明矿石物质组分特征和矿石质量，初步查明矿

床水文地质条件，进行矿床开采可行性评价的概率研

究，落实可供详查的矿产地1处，提交铀资源量[4]。

四年的铀矿勘查取得一系列找矿成果：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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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5地段ZK8—1孔揭露到累计视厚度达23．30

m、单样段最高品位达o．807％且与煌斑岩脉有关

的工业铀矿体；二是在8502、8503、8505地段发现了

新的受层位控制的矿体。但目前勘查工作没有取得

重大突破，找矿思路基本没有跳出前人的找矿框架。

2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马岭岩体南西外接触带上泥盆统三门

滩组地层中，由8501、8502、8503、8504、8505五个地

段组成。NE—NNE向再里断裂(F。)、野坑山断裂

(F。)以及岩体接触带构造共同构成该矿床的构造格

局，花岗岩体“超覆”于上泥盆统地层之上(图1)。

2．1 地层

该矿床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上统三门滩组(D。s)

碎屑岩，大致呈半环状分布于矿床东、南及西部。三

门滩组(D。s)为一套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建造，可分

为下、中、上3个岩段(D。s1、D。s2、D。53)，六个岩组

(D3 s1、D3 s2～、D3 s 2。2、D3 s3～、D3 s3～、D3 s3‘3)(表1)。

下、中段(D。s1_D。s2)：为以陆相为主的干旱气

候条件下沉积的红色碎屑岩建造，主要岩性为紫红

色砾岩、砂岩、粉砂岩及泥岩。

上段(D。s3)：为温湿气候条件下滨海湖相沉积

的一套以浅色为主的碎屑岩，岩性为灰色、灰绿色的

中粗一中细粒石英砂岩，长石砂岩、石英粉砂岩、泥质

砂岩，沉积厚度120～270 m。根据其沉积韵律，可

细分为三个韵律层(D。s3～、D。s3’2、D。s}3)。矿体主

要赋存在D。53。2和D。s3≈的层间破碎带中。D3 s3。1底

部为一套紫红色粗砂岩、砂砾岩，向上渐变为灰色、

灰绿色细砂岩和粉砂岩，一般厚25 m(8503地段达

75 m)；D。s3屯底部为灰白色中粗粒石英砂岩，局部夹

砂砾岩，中上部为中细粒含黄铁矿长石石英砂岩、泥

质粉砂岩，其中常含有机碳，厚20～30 m；D。s3。3底

部为灰白色中粗粒石英砂岩，中上部为中细粒、细粒

含黄铁矿长石石英砂岩，由于受花岗岩侵入影响，岩

石普遍发生硅化和石英重结晶现象，此韵律层沉积

厚度变化较大，在8501地段的深部常缺失，而至

8503地段厚度达95 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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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牛岭矿床铀矿地质图(据文献[4]修改)

Fig．1 Ge0109ical sketch map of Nu订ing uranium deposit

1一泥盆系上统中棚组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2一泥盆系上统三门滩组下段紫红色砾岩；3一粉砂质泥岩，局部砾岩；4一中

粒中细粒石英砂岩夹灰绿、紫红色粉砂岩；5一细粒黑云母花岗岩；6一中粒花岗岩；7一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8一辉绿岩；9一接触

带构造；10一断层；11一工业矿体投影范围；12一剖面线；13一AMT测量测面及编号

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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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牛岭矿床地层

7I’abIe 1 Stratigraphy of NinJing deposit

地层单位
代号 厚度(m) 岩性特征 备注

统 组 段

灰白、灰色硅化中粗粒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夹薄层泥质粉
D3 s3—3 95 主要含矿层

砂岩及含砾砂岩。

灰白色中细、细粒石英砂岩夹泥质粉砂岩，中粗粒砂岩及含砾砂岩。
上段 D3 s3—2 75 主要含矿层

上部为巨厚层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局部夹含炭泥质粉砂岩)。

上
—— 灰、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与泥质粉砂岩、石英粉砂岩互层，夹紫红色
二二 D3534 120

泥 门 细砂岩、粉砂岩。

盆 滩
统 组 灰紫色泥质粉砂岩、石英粉砂岩及泥岩，夹紫红色、褐红色中细粒石

D352—2 80 英砂岩、黄褐色细砂岩。中部褐红、紫红色粉砂岩、细砂岩与灰白、

中段 黄褐色中粒、中细粒石英砂岩互层，局部夹含砾砂岩。

紫红、灰紫色细粒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夹土黄、紫红色中细粒石
D352。 10

英砂岩，底部局部为灰白、紫红色含砾粗砂岩。

下段 D3 s1’1 >48 紫红色砾岩层，夹含炭泥岩及粉砂岩。

牛岭矿床勘探资料显示，铀矿化大多产在三门

滩组上段(D。s3)(表2)，前人已探明的150个工业

铀矿体，有122个铀矿体产在三门滩组上段(占

81％)，而1023个铀矿化和异常中有826个赋存在

该上段。

表2牛岭矿床铀矿化统计

Table 2 Statisti鹳of uranium mineralizatio璐in Nuiling de—

posjt

研究表明，三门滩组上段(D。53)地层有如下特

点：

(1)地层纵向变化较大。在8501地段具有厚度

薄、粒级细、泥质成分含量高、紫红色夹层多的特点；

8502地段厚度相对稳定、韵律性较为完好，但其东

部岩性常相变为石英砂岩并出现泥质灰岩、白云质

灰岩夹层；8503地段厚度增大、粒级变粗、泥质粉砂

岩少见，巨厚层中粗粒石英砂岩较发育。

(2)D3J3～、D。s3’3灰色、灰绿色含长石石英砂岩

中，普遍含有星散状成岩黄铁矿。测定的氧化一还

原电位差(△Eh)为60～75 mv，表明具有较强的还

原能力。

(3)D。s3是一套韵律性沉积地层，是古气候由

干旱向温湿环境转化条件下沉积的粒级粗、细相间，

颜色由紫到灰的碎屑岩系。

2．2岩浆岩

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馆1)：呈岩基产

出，分布于矿床中部和北部，与泥盆纪地层呈侵入接

触。该岩体“超覆”于砂岩之上，形成“超覆”接触带

构造，其“超覆”部分的厚度一般100～150 m，最厚

240 m以上。岩石呈碎裂状，水云母化、绿泥石化普

遍发育，局部见电气石化及自云母化现象。岩石化

学成份表现为铝过饱和，K2 O含量偏高，Na。0偏

低，铀含量平均为11．6×10～。

中粒花岗岩(悖2)和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垤3)：

呈小岩株状产出，零星分布于矿床中部和北部，形态

不规则，与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7：。)和泥盆

纪地层均为侵入接触，个别地段与泥盆纪地层呈断

层接触。

矿床内出露脉岩有石英斑岩、石英闪长玢岩、煌

斑岩及辉绿岩，规模一般长数十米～数百米，宽数十

厘米到数米，脉岩被破碎蚀变时有利铀矿化。

2．3构造

2．3．1 北北东向断裂

此组断裂构造在矿床内最为发育，如再里(F2)、

野坑山(F。)断裂等，其走向为8。～45。，有时呈近南

北向，其活动历史可能较长，但新构造期活动踪迹明

显，并切割了接触带构造。断裂倾向北西，倾角较

大。构造表现为硅化破碎、片理化、糜棱岩化，具张

扭或平移断层性质。

2．3．2接触带构造(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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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构造是矿床内一种较特殊的破裂构造，呈弧

形或半环状展布于矿床北西部、中部及东南部泥盆

系与花岗岩接触带。该构造延伸长5～6 km，一般

宽3～5 m，最宽25～30 m。构造面具舒缓波状倾

向于花岗岩一侧，倾角25。～50。。花岗岩“超覆”于

泥盆系之上，接触带发育破碎和蚀变，使泥盆系砂岩

产生与地层产状近于平行的层间构造带，为成矿提

供了有利条件。构造带内充填有微晶石英脉、白色

梳状石英脉、硅质胶结的角砾岩、黑色或红色硅质脉

并伴有黄铁矿化和铀矿化，局部地段尚有石英斑岩、

煌斑岩脉充填。根据构造内充填物相互关系，认为

其活动期次较多。由于受北东向断裂的切错破坏，

因而在矿床内呈不连续的舌状体产出。其产状分别

为：8501地段为20。～40。么40～50。，8502地段为91。

么25。，8503地段为20。～40。么35。～45。。剖面上构造

带厚度不等，陡缓也有一定变化。

2．3．3层问构造

为接触带构造在上泥盆统地层中的派生产物，

是矿床内重要容矿构造，表现为成群出现的层问破

碎带和层状碎裂岩带，产状与地层及接触带构造近

于一致。构造规模较小，单条走向一般不超过200

m，厚度3～5 m。其发育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①

接触带构造规模、产状的陡缓及其与地层产状的吻

合程度。当接触带构造规模大、产状缓及与地层产

状一致时，层间构造规模大，密集程度高，发育深度

大，反之则差；②D。s各韵律层中，当韵律层发育完

好，岩性刚柔相间时，则层间构造发育。否则，岩性

单一，特别是仅有厚层石英砂岩时，层间构造发育微

弱。鉴于矿床内各地段岩性组合不一和接触带构造

发育程度不等，导致了层间构造发育的差异性：8501

地段由于D。s3地层较薄且深部缺失D。s}3，岩性以

泥质粉砂岩、细砂岩为主，接触带构造倾角稍陡，与

地层产状吻合程度一般，则该地段层间破碎带主要

发育于靠近接触带构造的中浅部；8502地段D。s3

厚度稳定，韵律性完好，接触带构造规模大且产状与

地层近一致，故层间构造纵横延展稳定、密集程度较

高；8503地段由于D。s3厚度大，韵律性差(以硅化

中粗粒石英砂岩为主)，接触带构造产状与地层产状

吻合程度低，故层问构造发育稀散，并有远离接触带

构造的趋势。

层间构造带内以碎裂岩为主，角砾岩不发育。

带内蚀变有硅化、黄铁矿化及红化。此组构造与铀

矿化关系密切，工业铀矿体主要产于其中。

2．3．4北西向断裂

走向310。～345。，倾向北东，倾角67。～76。。分

布于矿床北部，一般延伸长140～420 m，最长达

1100 m，多有辉绿岩脉充填。此组构造早期表现为

张性，晚期为扭性，切割北东向构造和石英斑岩脉。

3铀矿化特征

3．1矿带及矿体

矿床铀矿化主要赋存在花岗岩外接触带泥盆系

上统砂岩中，受层间破碎带控制。其次赋存在接触

带构造破碎带中，少数矿化赋存在花岗岩或中基性

脉岩中。矿化受构造控制，岩石破碎强烈，矿体产状

与层间构造、接触带构造基本一致。矿体形态以似

层状为主，其次为透镜状或脉状。含矿岩性主要为

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其次为含砾中粗粒长石石英

砂岩，少数为粉砂岩。

3．1．1矿体展布

据统计，约94％的矿体分布于外接触带D。s3

层间构造及接触带构造中，仅有6％左右的矿体分

布于内接触带花岗岩中(表3，图2)。矿体埋深o～

250 m，矿化赋存标高220～545 m，但360～460 m

标高范围内最为集中。矿体除8503地段有三分之

一矿体分布在距接触带>120 m的区间外，其余大

多赋存在距接触带构造o～80 m范围内。其中

8501地段以细粒砂岩为主，8502地段以中一细粒砂

岩为主，而8503地段则以中细及中粗粒砂岩为主。

岩石普遍见有褪色现象，并具有灰黑色硅化、赤铁矿

化、粉末状黄铁矿化及黑绿色绿泥石化等蚀变。

由表3可知，8501地段是矿床内矿体赋存标高

最高，埋深最浅，遭受风化剥蚀最强的地段；8502地

段矿体分布最集中，距接触带构造最近；8503地段

矿体分布垂幅最大，埋藏最深，相互离散强烈，离接

触带最远。

表3牛岭矿床矿体展布特征

Table 3 Distributi帆Of 0I争bOdies in Nuiling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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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团z回。回。回s口s困·口s
图2牛岭矿床8501地段。号勘探线剖面图

Fig．2 Profile of exploration line O for the section 8501 in Niuling deposit

1一灰白色、灰色中粗粒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2一灰白色中细粒石英砂岩、粉砂岩；3一灰、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与泥质粉砂

岩、石英粉砂岩互层；4一灰紫色泥质粉砂岩、石英粉砂岩及泥岩；5一蚀变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6一氧化带界线；7一接触带构造；

8一矿体及编号

3．1．2矿体形态、规模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表4)，沿倾向长度

略大于走向长度。沿走向及倾向长度一般30～80

m，最长可达125 m，厚一般O．8～1．35 m，平均厚

1．26 m，其中有51．7％矿体厚度<1m，品位一般

o．060％～O．150％，最高达o．519％。矿体产状走

向3。o。～10。，倾向北东(或南东)，倾角30。～50。。

三个地段共圈定工业矿体150个，但规模一般较小。

以8501地段矿化最好，不仅矿体数量多，而且规模

大。如13号矿体，矿体产于D。s3’3细一粉砂岩中，矿

体沿走向及倾向长均为100 m左右，平均厚1．38

m，平均品位o．147％。

矿床放射性平衡情况除地表偏镭以及部分地段

受构造破碎影响平衡系数变化较大外，工业品级样

品平均平衡系数为o．90～1．00，整个矿床基本处于

平衡状态。矿床钍含量低，平均O．003％。钾含量

也较低，平均2．87％。

3．2 矿石

矿床内矿石矿物组分较简单。金属矿物有沥青

铀矿、黄铁矿、赤铁矿、黄铜矿、方铅矿及闪锌矿等。

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碳酸盐矿物(方解

石、铁白云石)及叶腊石等。

矿石中铀的存在形式有独立铀矿物和吸附状态

两种。铀矿物除沥青铀矿外，还有铀的次生矿物铀

表4牛岭矿床矿体规模特征

Table 4 Scale Of Ore—bodies in Nuiling depo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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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钙铀云母、铁铀云母、硅钙铀矿、脂铅铀矿等。吸

附状态铀其主要吸附剂有绢云母、白云母、叶腊石、

胶状黄铁矿、水针铁矿及绿泥石等。

沥青铀矿是主要工业铀矿物，其产出形式有细

脉状、微脉状、细分散浸染状，通常充填于微晶石英

脉壁或方解石细脉与微晶石英脉交接处，或交代胶

状黄铁矿。经北京铀矿地质研究院测定，沥青铀矿

同位素年龄为70Ma[3]。

矿石中铀矿物与黄铁矿关系密切，常见沥青铀

矿穿切破碎黄铁矿或沉淀于黄铁矿边缘(图3)。

图3 铀矿物电子探针背散射电子图像

Fig．3 E1ectron probe backscattering electron image of

uranium minerals

图中：亮白色(测点4)为沥青铀矿(Ptc)，Fes为黄铁矿，

Q为石英；样品取自三门滩组长石石英砂岩矿石

矿石类型可分为沥青铀矿一赤铁矿型、沥青铀

矿一细晶石英型及沥青铀矿一方解石(白云石)型。

3．3 围岩蚀变

矿床内围岩蚀变较为强烈，分为成矿前、成矿期

和成矿后三期。

成矿前蚀变主要有钠钙长石化、硅化、绢云母

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

成矿期蚀变有红化(水针铁矿化)、绢云母化、硅

化、绿泥石化、叶腊石化和碳酸盐化。

成矿后蚀变有碳酸盐化、硅化、绿泥石化、褐铁

矿化。

4 野坑山断裂对矿床的错移改造

野坑山断裂(F，)南起坳背，经野坑山，至石湾里

继续向北东延伸，全长>6 km，大致呈北北东一北东

走向，是马岭岩体南部一条重要断层。断层倾向北

西西或北西，倾角较陡，一般70。～87。。在地表和钻

孔中均见到明显的构造形迹，且构造形迹呈现出明

显的新构造活动特征。

(1)水系遇断层拐湾，形成直角状水系(图4)。

图4水系遇F，断层而拐弯，形成直角状水系

Fig．4 Rectangular river

Nww向水系遇F1后变成NNE向，并沿F，走向继续延

伸，右侧是F。陡砍。(由南向北拍摄)

(2)见断层陡崖(图5)。

图5野坑山断层(F1)陡坎

Fig．5 Scarp of Yekengshan fault

(3)断层带表现为低阻带，断层带是含水带。

布设在工作区北部的ZL07AMT及氡气测量

剖面，测线方位90。，测点间距25 m，测线长度700

m。反演电阻率断面图(图6)表明，电阻率变化规

律较明显，东西两侧为花岗岩的电性特征，在测线平

距250～450 m为低阻带，为F。断层带反映。该断

层倾向西，产状约80。，切割深度大于600 m，为区内

主干断裂。低阻意味着富水，而新构造常具有富水

控水的特征，故此断层具有含水新构造的特征。

从氡浓度曲线(图6)可以看出，在F。断层破碎

带(尤其上盘)有明显的氡高值或氡异常，其原因是

构造破碎强烈，构造岩孔隙度较大，形成了氡气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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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牛岭地区氡浓度及ZL07号线AMT测量断面图

Fig．6 Radon concentration curve(a)and AMT meas—

uring section of 1ine ZL07(b)

的良好通道。

(4)断层带露头宽1～15 m，表现为构造破碎

带、构造透镜体、断层泥。构造破碎带胶结疏松，露

头见大量硅质碎块(图7)，常见泥盆系砂岩角砾、花

岗岩角砾}昆杂，局部见煌斑岩团块。

图7野坑山断层(F。)破碎带

Fig．7 Fracture zone of Yekengshan fault

(5)钻孔中表现为硅化带上部出现破碎带，该破

碎带胶结松散，岩心采取率低甚至无岩心采取，钻机

过程中有涌水现象。

2012年在8505地段施工的ZK9—1钻孔，从上

至下岩性如下：

0．oO～105．30 m为浅灰绿色中粗粒黑云母花

岗岩(马岭岩体)；

105．30～170．00 m为上泥盆统三门滩组砂岩，

层理轴心夹角25。；

170．00～185．10 m无岩心，推测为F。断层破

碎带位置；

185．10～187．30 m硅化带，碎裂状；

187．30～194．30 m构造破碎带，元硅化现象；

194．30～225．04 m硅化带，碎裂状；

225．04～374．82 m为三门滩组砂岩及粗粒花

岗岩。

F。断层破碎带下盘的硅化带是新构造活动之

前形成的，但在F。平移活动过程中，此硅化带也产

生了破碎，形成了硅化破碎带。硅化与破碎分属F。

先后两次活动的产物。地面调查表明，该硅化带分

布较局限，仅在8505地段局部有出露，且具有弱铀

矿化现象。

(6)构造面较平整，见水平擦痕(图8)，且在不

同断层露头上均可见，呈现左行平移的断层特征。

图8野坑山断层(F，)近水平擦痕

Fig．8 Nea卜horizontal striations of Yekengshan fault

黑色箭头代表本盘运动方向。(由东向西拍摄)

综上可见，F，断层具有一系列新构造活动的踪

迹，是一新构造期形成或复活的左行平移断层，平移

距离达1．5 km，断层两侧剥蚀程度相近。虽然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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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为，F。断层是牛岭铀矿床的导矿构造嘲，但笔

者认为，F。更重要的意义，是对牛岭矿床形成后的

改造，特别是空间位置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F。

西盘发育的三门滩组砂岩和铀矿化，在F。东盘应重

复出现。

5 找矿方向

牛岭地区上泥盆统三门滩组(D。s)是一套海陆

交互相的浅色碎屑岩建造，对铀矿化具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表现在：①含铀量平均达9．2×10一，最高

达15×10～，是牛岭矿床内重要含矿地层。②三门

滩组上段(D。s3)含星散状黄铁矿，据氧化一还原电

位差测定资料：硅化的中粗粒石英砂岩△Eh一10～

30 mv，紫红色粉砂岩△Eh<35 mv，中、细粒含长石

石英砂岩△Eh一60～75 mv。可见，富含黄铁矿的

中、细粒含长石石英砂岩具有较强的还原能力，是铀

还原沉淀的重要因素。③据统计，矿石的有效孔隙

率介于1．5％～2．7％，矿化强度与有效孔隙率相关

系数为：r—O．4022。三门滩组上段中长石石英砂岩

有效孔隙率为1．4％～1．7％，而紫红色粉砂岩有效

孔隙率<1％。可见，D。s3有效孔隙率接近矿石有

效孔隙率，是铀矿化富集的有利条件，下一步找矿方

向仍要关注层控矿床类型。

野坑山断裂(F，)旁侧出现的硅化角砾岩带是早

期形成的，分布很局限，局部有放射性异常。但是，

断层破碎带是F，的主要构造形式，地表现为胶结松

散的构造角砾岩，在ZK9—1钻孔中表现为170．00～

185．10 m无岩心，在F。露头上产状较陡立，构造面

平整，见水平擦痕，故认为F。破碎带是矿后形成的

新构造，且具左行平移断层性质。F。断层西盘上泥

盆统三门滩组砂岩中，产有牛岭矿床8501、8502、

8503、8504等矿带，F。东侧(大小竹一带)的花岗岩

下伏的三门滩组砂岩，与F。西侧的花岗岩下伏的三

门滩组砂岩，应具有相似的成矿条件和剥蚀程度，是

牛岭矿床进一步扩大找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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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订etallogen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Nuiling uranium deposit in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ZHANG Wan—liang，QUE Zu—shuang，WANG Bo—yu，HUA Jin，ZHANG Ying

(270 RPs∞r如砌砸￡甜跆o，CⅣNC，n阮挖c妇咒g 330200，吼i挖岔)

Abstract：Nuiling deposit，a granite type uranium deposit， is occured in the sandstone of Sanmentan

Formation of upper Devonian in the outer contact zone of southwest Maling granite mass in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his mining area，the Zaili fault，Yekengshan fault and contact structure of contact

zone of the granite mass constitute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he area． The granite mass oVerlaps in the

upper Devonian strata． The field ge0109ical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Yekengshan fault has NNE—NE

strike，westward tilt，with angles of 70。～87。， and the structure plane is flat， the near-horizontal stria—

tions are obvious， the fault fracture zone is composed of loose pressure breccias with neotectonic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miner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1eft 1ateral of Yekengshan fault and the stratabound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Niuling deposit，we believe that the eastern wall of Yekengshan fault should

have mineral—formation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denudation degree similar with those of the western waU，

so the eastern wall of Yekengshan fault is a future favourable ore—prospecting direction for the Nuiling de—

posit．

Key words：outer contact zone of M：aling granite mass； Yekengshan fault； neotectonic activity； ore—

prospecting direction；Nuiling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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