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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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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发育于 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中侏罗统直罗组辫状河相杂砂岩体内的砂岩型铀矿
,

有一系列

较为特殊的与放射性铀成矿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成矿地质现象
�

绿色化蚀变带
、

漂白退色化带
、

二次胶

结钙化砂岩团块及钙化砂岩断续层 与
“

钙化木
”
后生蚀变现象 � 在与铀矿化和与油气的关系认识上存在

一定分歧
。

初步分析了它们的形成
、

成因及与铀成矿的关系及其找矿意义
。

关键词
�

特殊呈矿现象
�
成矿作用

�
东胜砂岩型铀矿 � 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
�
� �� �

�

�� 文献标识码
�

�

� 引言

� � 世纪 �� 年代后期
,

在鄂尔多斯 盆地东北缘

探 明较大规模的东胜砂岩型铀矿
,

构成 中国煤
、

油气和放射性 铀矿集一体的最大能源盆地之一
。

在华北克拉通盆地发现砂岩型铀矿
,

标志着 中国

地浸砂岩型铀矿找矿勘查取得新 突破
。

对 于东胜

砂岩型铀 矿的产 出与形成 机制 等与 国 内外 同类

矿床对 比存在不同
,

特别在成矿 区范围内出现分

布广泛
,

与砂岩型铀 矿化 时空分布存在较密切关

系的绿色蚀变带
、

漂 白化砂岩层 带及钙化砂岩等

呈矿现象
,

对砂 岩型铀 的成矿贡献有直接或间接

的作用
,

笔者试图探讨以上几种呈矿现象
,

以深

化对矿床的研究认识
。

� 区域地质与砂岩型铀矿成矿背景

�
�

� 哪尔多斯盆地北部区域地质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边缘属河套地堑
,

是在北部

阴山断褶带深大断裂
、

火山活动强烈的陆内造山作

用影响下
,

对鄂尔多斯盆地起着翘起
、

伸展作用的

结果
。

地貌为黄河冲积平原
,

南北两侧发育近东西

向正断层
,

沉积盖层为下白要统
、

第三系和第四系
,

总厚超过 � � � � �
,

新构造运动表现强烈的凹陷
,

至

今仍在下沉
。

鄂尔多斯盆地北端伊盟隆起
,

自北而南由乌兰

格尔基岩凸起带
、

伊北挠褶带及伊南斜坡组成
。

基

岩凸起带由 � 个基岩凸起组成
,

呈东西长垣状延伸
,

长期处于隆起状态
,

构造平缓
,

具断阶特征
,

或直

接出露地表
,

或由白要系不整合其上
,

曾是东胜侏

罗系含铀砂体的直接陆源风化剥蚀物源区
。

伊北挠

褶带主要由 � 个鼻状挠褶带组成
,

东胜铀矿发育区

受罕台川一泊尔江海子
、

乌审旗一盐池鼻状挠褶带

和伊金霍洛旗鼻隆控制
。

鼻状挠褶带北东向延伸展

布
,

北端翘起与基岩凸起带南侧局部相接部位
,

发

育白要系油砂岩带川
,

该鼻状挠褶构造可能是鄂尔

多斯盆地北部上古生界油气运移通道
,

与铀矿化关

系密切的绿色化蚀变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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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胜砂岩型铀矿蚀源区地质与矿产

鄂尔多斯盆地发育在一完整的克拉通地块之

上
,

盆地北侧直接毗邻的是乌拉山和大青山
,

古老

基底宕系跨过河套断陷构造
,

出露在乌兰格尔凸起

带内 属中亚造 山带东部内蒙一兴安区段的一部分
,

由太
。‘「代一早元古代乌拉山群

、

色尔腾山群和二道

凹群占陆核构成
,

发育长英质片岩
、

片麻岩
、

混合

花岗岩及大理岩等高级结晶岩系
,

叠加大量的华力

西期一印支期和燕山期偏碱性花岗岩类
,

并在华力

西期兴蒙造山带的影响下
,

阴山断褶带处于火山作

用强烈的隆升地段
,

并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起着翘

起伸展的作用 �� �图 � �
。

该带中伟晶岩型
、

花岗岩

型
、

变质岩型铀
一

牡矿化带
、

矿点及矿化点分布广泛
。

世界闻名的白云鄂博超大型稀土矿床产于研究区域

北部
。

还产出数量及储量可观的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床
,

如
,

包头哈达门沟大型金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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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哪尔多斯盆地与阴山褶皱带大地构造关系示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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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地质与砂岩型铀矿床地质

�� � 矿区地质

研究区 盆地北部地质构造表现出的地貌特征

为
,

以东胜隆起为分水岭
,

北侧局布出露的基底部

分构成伊盟隆起带中的乌兰格尔凸起带
,

成为近代

以来水成铀矿重要的季节性水的补给源
。

乌兰格尔

凸起带以南是杭锦旗一公卡汉断阶斜坡
,

与乌兰格

尔基底凸起带上覆中生代一起组成单斜地层
,

北东

高
,

西南低
,

倾 向 � � �
�

一 � � �
� ,

倾角 �
。

� �
� 。

该单斜

地层组成罕台川一泊尔江海子和盐店一马场壕鼻状

挠褶带
,

由地层依次不整合于三叠系
、

侏罗系之上

的白翌系组成
,

鼻状挠褶构造北东抬升向南西倾伏
,

为天然气向北逸散提供了通道
。

�� � 东胜砂岩型铀矿含矿建造特征

山侏罗统直罗组是东胜地区砂岩型铀矿含矿与

赋矿层位
,

为主要的找矿 目的层
。

另外
,

在下伏中

侏罗统延安组及上覆白至系寻找可浸砂岩铀矿
,

已

发现重要线索
。

延安组是灰色煤系地层
,

白垄系不

整合或超覆于直罗组上
。

区内地层呈单斜产出
,

��

缓倾
,

倾角 �
“

� ��
。

直罗组为一套杂色碎屑岩系
,

据

岩性和颜色可划分为上
、

下两个岩性段
。

上岩段安

定组为红色细碎屑岩段
,

岩性以紫红
、

灰紫色泥质

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为主
,

夹中细粒砂岩
、

细砂岩

薄层
,

厚 �� � � � �
,

岩相环境属洪泛层
。

下岩段可

划分为两个亚段
,

上亚段以灰绿色中粒
、

中细粒杂

砂岩为主
,

夹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厚 �� � ��

�
,

以曲流河沉积为特征
� 下亚段为灰

、

浅灰
、

灰白

色含砾中粗粒一中粒及中细粒杂砂岩
,

常夹钙质杂

砂岩或砂屑灰岩
,

厚 �� 一 �� �
,

以辫状河沉积为特

征
,

是本区主要的赋矿层
。

在上述各砂岩层 中均可见与砂岩型铀矿有关的

后生蚀变现象
�

绿色化蚀变
,

漂白退色化
,

团块状
、

断续层状钙化砂岩及
“

钙化木
” 。

在直罗组下岩段七

里镇砂岩中圈出规模较宏大的绿色 �含蓝灰色 � 蚀

变带
,

沿盆地东北部呈弧形展布
。

�
�

� 东胜砂岩型铀矿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

砂岩型铀矿化主要出现在中侏罗统直罗组下段

砂体中
,

矿石铀品位较高
, � � ��

一 ’

� � � �� 一‘
,

个别

达 � � ��
一 ’

左右
。

将直罗组含矿层氧化带
、

成岩
一

后

生蚀变绿色层及矿层 中铀及容矿岩石主要组分对比

见 表 �
。

铀 的 含 量 与 硫 化 氢
、

碱 质 的 加 人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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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
值代表的氧化还原条件有密切关系

。

铁质

高本身有利砂岩的含铀性
,

而将 ��
�十转化为 ��

’�

的

氧化还原过渡带是铀成矿有利的物理化学条件
。

砂

体中圈定了以板状
、

似层状为主
,

卷状为次要的铀

矿体
。

显然
,

与近代地表水的定向流径成矿认识相

悖
。

板状
、

似层状矿体形态可能与油气以鼻状挠褶

带为运移通道
,

当与下渗含铀氧化地表水及地下潜

水汇聚
,

由富含有机质及还原硫的天然气液同含铀

氧化下渗水混合
,

于氧化
一

还原化学过渡带上矿质富

集沉淀 自然形成板状矿体
。

东胜砂岩型铀矿还具有以下特征
�

� 未受矿化

表 � 东胜砂岩型铀矿目的层含铀性及相关组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岩岩段段 后生蚀变变 样 品数数 岩性特征征 ��� ���  !� �� ��� �� ��� � ���� � � �� � � � � ���

分分分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 一 ��� �� 一�����

上上段段 氧化带带 ��� 紫红粉砂岩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下段段 绿色带带 ��� 绿色杂砂岩岩 �
�

��� �
�

����  
�

���� �
�

� ��� �
�

� ��� �
。

� ���

灰灰灰色带带 ��� 灰色铀矿石石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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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
qQ乙\丘旨次影响的直 罗组 青灰色杂砂岩 U 的丰度 为 2

.
64 x

10 一‘ ,

接近上地壳丰度
。

延安组深灰色杂砂岩 U 的

丰度为 1
.
92 X 10一

‘;

º 强氧化紫红色杂砂岩 U 含量

6. 53 X 10
一‘

~
6.

96
X

10

一‘ ,

绿色化杂砂岩中 U 含量

4
.
7o X 10 一‘

~
9

.

9 4 X l o
一 6 ,

高于地层丰度 1
.
5~ 3

.
5

倍
,

反映出赋矿岩系中铀等成矿物质在氧化
、

还原

过程中均有不同富集作用
,

或原岩铀背景较高
,

氧

化及还原作用并未将铀大量转移
;
» 地表钙质胶结

砂岩层 U 含量 1
.
80 X 10 , ~ 3

.
54 X 10

一 ‘ ,

表明地下

水渗流作用将部分铀萃取带出闭
,

同时与地下水中

钙质发生沉淀交换
;
¼ 对东胜铀矿层灰色富铀矿石

、

矿化异常砂岩和绿色化蚀变砂岩的稀土元素分析
,

稀土模式图中 (图 2) 显示样品稀土曲线与钾化花岗

岩与成熟度高的古老变质基底岩系大致平行
,

但样

品稀土总量大大高出
,

且按富铀矿石
、

铀异常砂岩
、

绿色化砂岩顺序稀土模式曲线位置依次降低
,

可见

铀与偏碱性变质基底岩系和偏碱性花岗岩的密切关

系
。

铀矿化主要赋存于中侏罗统直罗组辫状河砂体

中
,

矿体多呈不规则板状
。

处于氧化
一

还原过渡带上

的砂体发育
,

成岩‘后生
一

低温热液矿化蚀变作用期

次频繁
、

蚀变矿物组合较复杂
。

主要金属矿化为
:
黄

铁矿化
一

白铁矿化
、

赤铁矿
一

磁铁矿化
、

偶见黄铜矿
-

闪锌矿
一

方铅矿化
,

出现的铀矿化矿物为铀石
、

沥青

铀矿等
。

与之相关的蚀变有
:
绿泥石化

、

绿色黑云

La Ce Nd Sm Eu Yb Lu

图 2 东胜砂岩型铀矿矿石
、

矿化砂岩稀土配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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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化
、

泥晶方解石和亮晶方解石化及高岭石化等
,

均

作为后生蚀变物二次胶结砂屑
,

或不同程度交代各

种砂屑
。

成矿作用具有多期多阶段特征
,

成岩期的标志

性 矿物是
:
由于微生物降解为有机质的同时

,

对

50 二一 还原于胶结基质中沉淀形成草墓状黄铁矿
,

褐

铁矿脱水转变为赤铁矿
、

磁铁矿
; 后生蚀变矿物较

复杂
,

微细粒黄铁矿散布胶结物中
,

显微片状黄铁

矿充填交代碳屑中
,

作为二次胶结砂屑的亮晶方解

石及显微叶片状高岭石
,

以及被还原的绿色黑云母
;

低温热液矿化蚀变矿物更加丰富
,

不规则微粒状 白

铁矿
,

二次胶结砂屑的细粒黄铁矿聚晶及显微细脉

状黄铁矿集合体
,

显微叶片状
、

花瓣状绿泥石
。

它

们或交代胶结物成分
,

或部分交代砂屑
,

或充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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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屑
‘

卜
,

或沿微裂隙分布
,

或几种矿物混合聚合分

布
「

4 铀成矿与油气特殊的呈矿现象

东胜铀矿 区的绿色化蚀变带发育较普遍
、

漂白

退色化区及钙化岩层带
,

在铀矿区及其外围有较广

泛出露
,

或产 出在铀矿层上
、

下盘
,

或围限铀矿化

周围
,

与铀的矿化在时间
、

空间存在间接与直接关

系
.、

_

卜述与铀成矿相伴随的矿化现象
,

称之为成矿

现象
。

对此存在较大争论
。

4

.

1 绿色蚀变带与成矿关系

鄂尔多斯北部中直罗组下岩段发现一条规模较

大的绿色化 (含蓝灰色 ) 蚀变带
,

沿盆地东北部呈

弧形展布
,

与罕台川一泊尔江海子和盐店一马场壕

鼻状挠褶弱变形带大致吻合
。

经岩石显微镜鉴定
,

该

绿色蚀变带是绿泥石化及绿色黑云母化引起
,

伴随

黄铁矿化
。

绿色蚀变带实质是绿泥石化
、

绿色黑云

母化蚀变带
。

其特征表现为
:
¹ 呈鲜绿色

、

异常蓝

一绿色
,

新鲜纯净
,

不同于经搬运的沉积砂屑
; 该

绿泥石种类多样
,

颜色
、

集合方式
、

形态不规则完

整
,

叶片大小不一
,

多色性显弱
,

丁万烈 (20 03) 电

子探针分析确定与镜下鉴定吻合[1]
,

为叶绿泥石亚

种 ; º 野外宏观砂岩层的较大厚度范围内
,

绿色化

由下至上逐渐递减
,

反映来 自目的层下部还原性气

液的逸散作用
;
» 可见来 自上部的地表氧化水对绿

色层的氧化作用
,

出现褐色氧化地段与绿色还原地

段的不规则界限 ; ¼ 交代
、

充填砂岩各组分或结构

孔隙
、

裂隙等薄弱地段
,

其中沿微裂隙交代沉积砂

屑
,

沿胶结物孔隙交代充填明显
,

甚至在岩石局部

地段形成二次交代胶结产物
;
½ 绿泥石选择性交代

褐色黑云母
,

显微交代成因绿泥石集合体内常有岩

石砂屑与泥质胶结物残留
,

并常常与黄铁矿化共生
;

¾ 绿色黑云母化应是褐色黑云母在还原性有机气液

作用下
,

有机气液 CH
。、

H S

一

等对黑云母 中 F
e3+ 的

还原形成 F
e2+ 为主的绿色黑云母 ; ¿ 绿色化蚀变物

中共生的矿化蚀变矿物有
:
绿泥石

、

黄铁矿
、

绿色

黑云母
、

方解石
、

高岭石及蒙脱石等
,

多产出砂岩

胶结物地段或交代砂屑
。

据核工业 20 8 大队对东胜砂岩型铀矿化区钻孔

岩心酸解烃含量测定 (表 2)
,

目的层中铀的矿化富

集强度与烃类的含量呈正消长关系
,

且酸解烃以富

含 C H
‘

为特征
,

显示煤成气特点
。

这与大多数学者

研究认为的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深盆气的气源岩为上

古生界含煤岩系
,

有机质含量高
,

有机母质为腐质

型
,

以产气为主
,

产油次之的分析结果一致
。

裹 2 东胜宫铀矿体
、

铀矿化体
、

绿色化蚀变砂岩及含矿砂体酸解经类含, ( L / k g )

T ab
.
2 A n alyt ie resu lt s of h yd roear bo n o f ho st r oek ser ies in 氏

ngsheng area (L/kg)

样样品矿化类型型 样品数数 CH --- C ZH ... C 3H 吕吕

富富铀矿体 (> 。
.
05 % ))) 555 5 69

.
4 333 9 9

。

4
1 999

4
8

.

4
333

铀铀矿化体 (0
.05 % ~ 0

.0 49 % ))) l333 256
.
2111 42

.
4000 15

.7111

绿绿色化蚀变砂岩岩 444 164
.
8333 30

.
5777 13

.3111

含含矿砂体 (< 0
.005 % ))) l999 206

.6000 35
.
2111 15

.
5777

变变化趋势势 酸解烃由含矿岩系向富矿石增大大

注 核工业 208 队分析资料
。

另据 20 8 大队水文地质资料
,

东胜地区地表水为

H C O
一

N
a

·

C
a 型水

,

p H 值为 6
.
8~ 7

.
2

,

E h 值> +

4OSV
」

在地下 90~ 15o m 深处为 C I
·

H C O

3 一

N
a

·

K

型水
,

p H 值为 7
.
09~ 9

.
22

,

E h 值为+ 246m V
; 深

150 m 以下为C I
一

N
a 型水

,

p H 值> 8
.
9 ,

E h 值< 一

39 0m V
。

反映从地表向地下按水质类型地下水分带

为
: H C O 3型水带~ H C O

3和 Cl 型过渡水带一Cl 型

水带
;pH 值由酸性~ 中性~ 碱性

;E h 值由氧化~ 氧

化还原过渡~ 还原
。

铀矿化产于过渡带的偏碱性卤水

还原带一测
。

这与深层水与浅成水相遇
,

引起成矿流

体组成
、

物理化学环境变化有重要积极作用
。

4

.

2 漂白退色化砂岩带及与成矿关系

东胜砂岩型铀矿 区延安组顶部煤
一

5 上部普遍

出现砂岩层的漂白退色化
,

漂白色砂岩新鲜洁白如

霜雪
,

主要出露在东胜铀矿区外围东南黄天绵图和

西北罕台川一带
。

野外现场的观测
,

漂白退色化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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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随煤层厚度变化漂白化砂岩层厚度变化呈同步增

减 ; 缺少煤层地段漂白退色化砂岩亦缺失或厚度大

幅度递减 ; 局部多有漂白退色化与氧化褐色砂岩的

过渡 ; 在漂白色砂岩层内部不同程度保留有未被彻

底漂白退色化的褐色砂岩残留
; 亦可形成中心褐色

砂岩
,

外圈漂白色砂岩的同心晕圈现象
。

据该现象

与下伏煤层的密切关系
,

且煤层中蕴藏较丰富的煤

层气
,

含有大量的 C H
;
和少量 CO

、

C O

Z ,

以吸附
、

游离和溶解状态储存在煤层中
,

游离煤层气约占煤

层气总量的 5% 一12 %
,

可在适合深度环境和物理

化学条件下
,

足以还原氧化砂岩变为漂白色
。

根据上述观测现象可推测
:
¹ 绿色化砂岩层 自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沐\一才一考石~~~~~

红红红红红

因
1
目
2
回
3
回
4
回
5

巨口
6
区二
:
区二〕

。

口
9
曰
10

图 3 那尔多斯盆地深盆气与现今生烃中心

(据孙粉锦)

F ig.3 D istribution of deep basin gas and

generation gas in O rdos basin

1.深盆气;2
.
气水过渡带;3

.
地名;4

.
断层;5

.
凸起背斜及向斜

,

6. 构造单元分界口
·

铀矿床沼
·

中强生烃中心 6~ 10 亿 m
3
/k m
Z;

9
.
低强度生烃中心 2~ 6 亿m

3/k m Z;10
.
生气中心运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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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而
__
上
.
逐渐稳定减弱

,

直至消失
,

可认为绿色化是

来 自下部深盆有机烃类气液作用
,

且与近代地表氧

化水混合氧化还原化学反应的产物
;
º 砂岩的绿色

化蚀变与砂岩的漂白退色化空间上不一致
,

组成不

同
,

预示它们的成因和形成时间与机制的不同
;
»

杂砂 岩的绿色化蚀变以绿泥石和绿色黑 云母化为

主
,

伴随黄铁矿化
、

方解石化
、

高岭石化
、

有机碳

质等共生矿物
,

该后生蚀变黄铁矿电子探针能谱分

析含铀明显
,

推测上升气
一

液组分对铀成矿有积极作

用 ; 通)已知燕山中晚期
,

陕北榆林西一杭锦旗南出

现的热事件
,

形成大面积高强度生气中心闭
。

而伊蒙

隆起早 二叠世后处于较稳定状态
,

作为盆地北部物

源区
,

北高南低的古构造和北薄南厚
、

北粗南细的

古沉积特点
,

加之研究区北东一南西展布的鼻状挠

褶带
,

是该区油气流体运移的指向溢散通道 (图 3)
。

研究区绿色化沿盆地东北部呈弧形展布
,

与上述油

气源及构造方向吻合一致
;
½ 该杂砂岩的绿色化蚀

变矿物中气液包裹体组分与油气有密切关系 (杜乐

天
,

欧光习
,

2 0 0 3 内部资料 )
,

在东胜富铀矿石 中

(U 含量 119 X 10
一 6

一5 287 X lo
一 6

) 二次胶结的方解

石中发现液烃
、

气液烃及气烃流体包裹体
,

在 U V

激发下显示荧光
,

表明油气运移流径东胜鼻状挠褶

带
,

石油和天然气参与了绿色化蚀变和铀的成矿作

用 ; 回深盆油气流径区域
,

在与较强烈氧化地表水

汇合处
,

发生的氧化还原化学反应
,

致使铀成矿区

一带发生普遍的绿色化蚀变
,

并于其北部翘起端和

基底凸起交接处
,

形成著名的白至系油砂岩带
,

证

明天然气于此溢出[l]
。

4

.

3 钙化层
、

钙化木与成矿关系分析

东胜砂岩型铀矿区钙化层包括
:
直罗组砂岩层

中的钙质砂岩团块
,

局部分布有强烈碳酸盐化 的
“

钙化木
” ; 安定组粉砂岩与中一细砂岩互层 中的钙

化砂针层
。

关于它们的成因及形成机制
,

多有分歧
。

由
一

于在砂岩型铀矿中发现较强烈的泥晶
、

亮晶方解

石化后生蚀变
,

大量作为砂屑的二次胶结蚀变物
,

部

分强烈交代长石
、

石英及黑云母砂屑
,

因此
,

两者

具有同一成因关系
。

该碳酸盐后生蚀变物在直罗组不同层位上均有

不同发育
。

直罗组上部砂岩层位碳酸盐钙化层呈不

连续的钙化层砂岩
,

呈瓦片状集中分布
,

有时可见

钙化层与砂岩层理低角度相交
,

主要与富含钙质地

表水下 渗钙质沉淀有关
。

直罗组中
、

下部层位钙化

多表现为团块状钙质二次胶结砂岩
。 “

钙化木
”

假化

石钙化形式
,

更是多见于砂岩铀矿层位之中
,

十分

纯净的
“

钙化木
”

呈压扁的树干表皮状
,

内部结晶

的方解石呈充填状
,

所见大量的
“

钙化木
”

中心均

未见年轮残留
,

压扁的
“

树皮状
”

外表
,

实际上受

挤压构造变形所致
。 “

钙化木
”

发育地段
,

亦是铀矿

化异常地段
,

并且
“

钙化木
”

发育地段恰是构造变

形之处
,

不但大大增加 了砂岩扩容空间
,

利于含钙

质下渗地表水和上升油气流体的流通混合
,

还在氧

化
一

还原化学反应作用中
,

沉淀出结晶的泥晶及亮晶

方解石
。

5 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得出以下推断性认识
:

(1)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东胜地区与砂岩型铀矿

成矿作用相关的几种呈矿现象是油气
、

煤
、

铀多种

能源成藏
、

成矿同期
、

近同期形成演化的综合产物
。

它们或作为成矿作用的直接矿化蚀变产物
,

或是矿

化减弱的间接指示
,

还可作为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

式
,

尤其作为找矿的重要标志
。

应该更深人研究它

们的时空分布规律
,

以更好的揭示几种能源类型相

互成藏成矿规律
,

更好地为寻找能源矿产服务
。

( 2) 绿色化蚀变可作为深盆油气运移通道或溢

散方向上
,

与来 自地表近地表氧化流体强烈反应的

找铀及天然气标志
,

同时也是本区砂岩型铀矿的重

要呈矿现象
,

可作为寻找砂岩型铀矿的直接标志
。

(3 ) 砂岩的漂白退色化可作为研究区新构造运

动隆升标志
,

同时也是识别砂岩型铀矿矿化减弱一

尖灭的边界
。

( 4) 碳酸盐钙化后生蚀变是本区油气流体上升

与含钙氧化地表水混合交换化学反应的直接产物
,

可作为进一步研究油气
、

煤
、

铀多能源同盆共存和

成藏
一

成矿偶合关系的重要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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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启 事

《西北地质》自 1993年以来实行版面费收取制度
,

财会业务受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全面管理
。

今年 以

来
,

不少作者将论文发表版面费未按要求汇寄
,

而直接汇给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或编辑部
,

结果造成了款

项不能按时到达帐户
,

甚至退汇
。

因此
,

现特别提示
,

请作者通过银行严格按以下地址汇寄论文发表版面

费
。

单 位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帐 号
: 37000 21509088 10 1429

银 行
:
工商银行南关支行

汇款时请在汇款单附言注明版面费
,

否则款项较难进帐或查阅
。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

发票的收款单位

将按汇款单上的单位开出
,

没有单位的
,

按作者姓名开出
。

发票收款单位有要求的
,

请在款项汇出后即刻

通知编辑部或在附言中说明
。

由于发票由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财务处统一开出
,

因而发票开出
,

概不退换
。

个别偏远地区特殊情况确实无银行者
,

可通过邮局严格按此地址汇款
。

邮编
: 710054

,

西安市友谊东

路 1“ 号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财务处
。

切勿汇往研究所或编辑部
,

否则
,

款项出错
,

责任 自负
。

《西北地质》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