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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子地区位于 NNE 向诸广 ) 新兴铀成矿带与近 EW 向大东山 ) 漳州大断裂复合部位,

是华南早、晚两期铀成矿热液活动叠加区、放射性高场区,既有/ 硅化带大脉0型铀矿产出, 又有/ 交

点0型铀矿存在,找矿前景良好。文章在论述下庄矿田铀成矿地质环境、铀成矿特征及铀矿定位条

件基础上,分析了湖子地区铀成矿条件与找矿前景, 指出该区今后铀矿找矿方向是: ¹ 6009 号硅

化断裂带, 在其北段找硅化带大脉型铀矿, 在其南段找/交点0型铀矿; º 新桥 ) 下庄硅化断裂带和

6009 号带之间成矿部位,寻找硅化带型和/ 交点0型铀矿; » NW向、近 EW向辉绿岩脉与 NNE 向、

NE 向构造交汇部位(交点) , 寻找/交点0型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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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铀成矿地质环境

下庄矿田位于贵东岩体东部。贵东岩体是南岭

纬向构造带中印支- 燕山期多阶段形成的复式岩

体,岩体长轴为 EW 向, 面积 1 009 km2。矿田范围

内岩浆活动具有多期次特点, 主侵入体、补充侵入

体、中基性岩脉发育。其主体为燕山第一期主侵入

花岗岩, 岩基状, 岩体分相性好, 各相带岩性为渐变

关系:中心相分布于矿田南部,出露面积小,岩性为

粗粒(巨)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过渡相岩石分

布广泛,岩性为中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边缘相仅

见于矿田东缘, 主要岩性为细粒黑云母、二云母花岗

岩。其补体岩石主要有燕山第三期第一补充侵入的

小岩体,见于矿田西部与西北部,岩株状,为中细粒、

细粒含微斜长石石英少斑二云母花岗岩;燕山第三

期第二补充侵入的帽峰岩体发育于矿田北东部, 呈

岩株或岩脉,岩性为细粒、不等粒白云母花岗岩。各

期次花岗岩体从早到晚变化特征为: ¹ 从黑云母花

岗岩演化到二云母花岗岩,最后为浅色白云母花岗

岩,颜色从深到浅; º 结构上从粗粒巨斑状y中粗粒

长斑状 y中粒小斑状 y中细粒小斑状y细粒; » 硅、

碱等浅色组分增高, 铁、镁等暗色组分减少; ¼从早

到晚铀含量增加,钍降低, 钍铀比值减少。矿田内中

基性岩脉成群成组分布,沿 EW 向深大断裂形成近

EW向辉绿岩脉组, 从北往南依次有 5 组, 沿部分

NNE向扭张裂隙充填煌斑岩、闪长玢岩, 沿 SN 向

断裂充填辉绿玢岩等。据最新资料(余达淦, 2007) ,

贵东岩体印支期花岗岩成岩年龄 200~ 230 M a, 燕

山期主体花岗岩成岩年龄 158 Ma,浅色等粒二云母

花岗岩成岩年龄 112~ 116 M a , 花岗斑岩、细晶岩

脉成岩年龄 88~ 95 Ma, 基性脉岩群第一阶段成岩

年龄( 139 ? 2. 6) ~ ( 141. 4 ? 2. 6) M a, 第二阶段成岩

年龄( 106. 4 ? 12. 2) ~ ( 110. 4 ? 3. 2) M a, 第三阶段

成岩年龄( 92. 7 ? 1. 8) M a。

下庄矿田受大东山 ) 贵东 EW 向岩带与粤北

山字型构造东翼弧之黄陂断裂马屎山断裂、油山 )
下庄新华夏系断裂带交汇复合部位控制,区内断裂

构造十分发育, EW 向、NEE 向、NNE 向 3 组深大

断裂交错发育, 具活动的长期性和继承性, 3 组断裂

相互交汇构成棋盘格子状断裂系控制矿田内铀矿床

的分布。矿田东部、东北部、北部外接触带见有寒武

系下亚群牛角河群灰绿、深灰色砂岩、板岩与浅变质



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互层;矿田西南部、南部外

接触带见泥盆系中统桂头组砂岩夹页岩、粉砂岩;矿

田东南部外接触带见上白垩统南雄群砾岩、砂砾岩、

粉砂岩(图 1)。

图 1 下庄矿田地质简图

Fig. 1 Geolo gica l sketch of X iazhuang o re field

1.上白垩统 2.泥盆系 3.寒武系 4.英安斑岩 5. 细粒白云母花岗

岩 6.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 7. 燕山期花岗岩 8.印支期花岗闪长

岩 9.中生代辉长岩 10.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 11.辉绿岩带 12.断

裂带及编号 13.硅化带及编号 14.地层不整合线 15.湖子地区

2  铀成矿特征及铀矿定位条件

2. 1  铀成矿特征

经过 50多年的勘查,下庄地区的铀矿找矿工作

取得了重大成果,已查明一大批铀矿床(点) , 构成了

著名的/下庄花岗岩型铀矿田0, 铀成矿严格受断裂

构造控制。按照以含矿主岩为主兼顾构造和矿体形

态的原则,下庄铀矿田分为硅化带型、/交点0型、碎

裂蚀变岩型、变质岩型等 4种铀矿类型。硅化带型

铀矿可分为 2个亚型:大脉型和群脉型,硅化带大脉

型铀矿化主要分布于矿田北部, 占矿田探明铀资源

的 46. 6%,铀矿体严格受硅化断裂带控制, 含铀脉

体主由微晶石英构成,共生矿物主要有沥青铀矿、各

色微晶石英、黄铁矿、赤铁矿、萤石、方解石等, 组成

沥青铀矿- 微晶石英(硅化带)型矿石, 矿石构造有

胶结角砾构造、镶边角砾构造、网脉状构造等, 如

330矿床;硅化带群脉型铀矿化主要分布于岩体东

缘内带,占矿田探明铀资源的 9. 1% ,矿体展布受裂

隙带控制, 含铀脉体主要由微细的硅质或微晶石英

脉体群构成, 沿裂隙密集成带展布, 如 337 矿床。

/交点0型矿化主要产于矿田南部, 占矿田探明铀资

源的 40% ,矿体严格受构造与辉绿岩脉复合轨迹控

制,矿体呈板柱状,长度小,延深大, 深度是长度的几

倍至十几倍,矿石品位较富,主要为沥青铀矿- 紫黑

色萤石、黑色微晶石英型和沥青铀矿- 方解石型矿

石,矿石主为角砾状、脉状、镶边环状构造,沥青铀矿

主要呈充填形式分布, 如 336矿床等。碎裂蚀变岩

型铀矿占矿田探明铀资源的 4. 3% , 矿体受蚀变碎

裂岩带、破碎带控制, 含矿主岩多为强烈破碎粘土

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白云母化、黑云母化的碎裂

花岗岩和碱交代的碎裂石英正长岩, 岩石中常见有

微晶石英、萤石、黄铁矿、沥青铀矿等细小脉体,而且

有蚀变、碎裂石英正长岩富集矿体, 如竹筒尖矿床

等。变质岩型铀矿占矿田探明铀资源的 4. 3%, 矿

体产于花岗岩体外接触带, 受寒武- 震旦系浅变质

岩层间破碎带或切层断裂的控制, 岩石有角岩化等

重结晶现象, 赋矿岩石铀背景值偏高, 通常含有碳

质、黄铁矿等,矿体呈透镜状产出,如 332矿床等。

湖子地区位于下庄矿田中北部(西至新桥 ) 下

庄断裂带, 东至 6009 号硅化断裂带, 北至 330矿床

86号矿带, 南至张光营辉绿岩组) , 区内有 6009、

202、湖子、湖子南、湖子北等多个矿床(点) ,已初步

查明湖子地区既有硅化带大脉型铀矿产出,又有/交
点0型铀矿存在,具良好的铀成矿地质环境。

2. 2  铀矿定位条件

贵东岩体东部(下庄矿田)是个多期多阶段形成

的复式岩体,岩浆分异演化充分, 自变质作用强, 铀

成矿具备/五中心0(晚期岩浆活动中心、中基性岩浆

上涌中心、铀活化中心、晚期断裂活动中心、晚期热

液活动中心)、/五高0(钾高、伽玛场高、水中铀高、晶

质铀矿高、非结构铀高)和/三低0(岩石副矿物含量

低、暗色组分低、钍含量低)的特点。/活化区、补体、
三带、三次富铀热液0是下庄矿田重要的定位条件。

矿田内复式花岗岩体的过渡相中粒斑状黑云母花岗

岩因受动力变质、自变质和蚀变作用形成活化区,经

多次岩浆热液和大气降水从中浸取活化铀,成为矿

田铀成矿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一、二补体的中细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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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花岗岩、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和石英正长岩控制

着群脉、大脉和碎裂蚀变岩型铀矿床(点) ,空间上大

部分矿体分布在第二补体内外接触带; EW 向复杂

构造带(断裂挤压带、潜火山岩活动带、中基性脉体

侵入带)直接控制第一、二次富铀热液活动与成矿,

从北往南形成雷打山、大帽峰、石土岭、阿婆吉等 4

组 EW 向构造成矿带, 是/脉型0矿床的导矿、储矿

构造; NEE向断裂带在黄陂与马屎山断裂带夹持区

内与同序次、低级别、呈等间距分布的 6条硅化断裂

带相交接,形成棋盘格状圈围构造,成为重要的赋矿

构造; NNE 向硅化断裂带是第三次富铀热液的导

矿、赋矿构造,其形成时间与第三次富铀热液活动相

吻合,在矿田内形成 8组 NNE 向铀成矿带。

下庄矿田 4种铀矿类型的定位条件不尽相同。

( 1)硅化带型矿床定位于燕山第三阶段第二补

充侵入体细粒白云母花岗岩、EW 向复杂构造带和

NNE向硅化断裂带的复合部位。矿田东部的第二

补体呈 SN 走向, 西侧向 NWW 突出, 东侧向 SE 突

出与主体过渡相呈波浪状接触界面, 受后期构造影

响形成多个凹凸拐弯地段, 当这些地段与 EW 向、

NNE向或 NEE向断裂复合时就成为硅化带大脉型

或群脉型矿床的成矿优选部位,如希望、大帽峰硅化

带大脉型铀矿床和石土岭、竹筒尖硅化带群脉型铀

矿床。该类矿床产于硅化花岗岩中, 燕山晚期由富

铀、硅热液形成的硅化大脉或微细脉沿裂隙密集分

布,在硅化脉的复合部位出现辉绿岩脉并与主构造

带重接、斜接时,铀矿体规模较大、品位增高, 形成沥

青铀矿- 微晶石英型铀矿化。

( 2) /交点0型矿床定位于 NNE 向硅化断裂带

与近 EW 向辉绿岩带交接复合部位。矿体产于花

岗岩体过渡相中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严格受/交

点0复合轨迹控制。下庄矿田内有 8 组 NNE 向硅

化带,其中在新桥 ) 下庄、102 ) 石角围、张光营 ) 仙
人嶂成矿带与矿田南部近 EW 向的明珠湖 ) 石多

下、鲁溪 ) 仙人嶂辉绿岩带相交部位形成铀矿床,断

裂带上、下盘次级裂陷带发育的/交点0处形成矿体
群,主带产状变异、张开或圈围的/交点0矿体最佳,

均为富铀矿体。

( 3)碎裂蚀变岩型矿床受蚀变碎裂岩带控制,赋

矿岩石为强绿泥石化、白云母化碎裂石英正长岩、蚀

变碎裂花岗岩和碱交代碎裂正长岩。如:竹筒尖矿

床位于下庄矿田西部、黄陂断裂下盘,矿化围岩有中

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细粒白

云母花岗岩和少量石英正长岩, 矿床产于 NNE 向

龟尾山断裂带、大帽峰 EW 向断裂带与花岗岩补体

相交接复合部位,矿体产于 NE向碎裂蚀变岩带中,

富矿体主要产在碎裂蚀变石英正长岩中。

( 4)变质岩型矿床定位于震旦- 寒武系下统浅

变质砂岩、页岩中铀含量高- 偏高场、EW向断裂构

造带、NNE向硅化断裂带相交的部位。如: 新桥东

矿床、竹山下矿床东部、坪田矿床等都是在雷打山、

鲁溪 ) 仙人嶂 EW 向断裂构造带与 NNE 向新桥 )
下庄、坪田硅化断裂带复合的部位, 矿体产于浅变质

含碳石英砂岩中, 受层间破碎带控制, 矿体规模较

小,品位较低。

3  铀成矿条件及找矿前景

3. 1  铀成矿条件
( 1)岩性条件。区内分布的岩浆岩主要为燕山

早期第一阶段中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细粒白云

母花岗岩、中基性脉岩、碱交代岩等,其中辉绿岩、辉

绿玢岩、碱交代岩(正长岩或花岗正长岩)、细粒白云

母花岗岩是湖子地区铀成矿的有利围岩。 ¹ 辉绿

岩、辉绿玢岩: 呈近 EW 向岩脉, 横贯全区, 湖子地

区 20线 ) 114线间的 F9 和 F 10断裂、近 EW 向的辉

绿玢岩脉、辉绿岩脉中有富铀矿体产出,在 6009号

带或 NE 向构造带与辉绿岩、辉绿玢岩交汇部位见

到较好的铀矿化;蚀变碎裂辉绿岩、辉绿玢岩是区内

铀成矿的主要围岩之一; º 碱交代岩(正长岩或花岗

正长岩) :近来在钻孔中多处见到正长岩或花岗正长

岩,研究认为这些正长岩或花岗正长岩为碱交代作

用形成, 对铀成矿十分有利, 近来在 ZK108-1 孔、

ZK114-2孔所见的铀矿体受蚀变碱交代岩控制; »

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呈岩株、岩枝产出, 区内出露虽

少,但对铀成矿较为有利, 在湖子地区东北部已见到

产于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中的铀矿化。

( 2)控矿构造条件。湖子地区断裂发育, 主要由

EW向、NEE向、NNE 向和 NW 向 4组。 ¹ EW 向

断裂带:是下庄矿田形成时间较早的一组由韧性剪

切带、挤压带和中基性岩组成的复杂构造带, 从北往

南依次有水口 ) 竹山下、黄陂 ) 张光营、下庄 ) 石多
下、鲁溪 ) 仙人嶂、中心段等 5组近 EW向辉绿岩带

(脉) , 近 EW向分布的辉绿岩带脉对铀成矿起到重

要的控制作用, 一般在辉绿岩带 (脉) 与 NNE 向、

NE向构造交汇部位见有较好的铀矿体, 湖子地区

铀成矿与鲁溪 ) 仙人嶂辉绿岩带(脉)有非常密切关

13第 23卷  第 1期 邱列等:下庄矿田湖子地区铀矿找矿方向探讨



系; º NEE 向断裂构造带: 区内北部的黄陂断裂带

和南缘的马屎山断裂带构成具断陷性质的夹持区,

两带之间分布有同序次低级别相互平行的 86 号、

108号、14号、31 号硅化蚀变碎裂岩带, 近等距分

布,具(左行)压扭性质, 为铀成矿的主要储矿构造;

» NNE 向硅化断裂带:下庄矿田内从西往东呈近等

间距分布有明珠湖、新桥 ) 下庄、102 ) 石角围、仙人
嶂、太平庵、坪田等 6 组 NN E 向硅化断裂带, 新

桥 ) 下庄和 6009 号 NNE 向硅化断裂带是湖子地

区最主要的控矿构造带; ¼NW 向构造: 矿田内受

NW向构造控制的铀矿体以 333、336 矿床最为显

著,为/交点0型铀矿, 矿体受 NW 向构造与同方向

辉绿岩脉联合控制, 呈阶梯状产出。湖子地区的

NW向构造主要有 120 号糜棱岩带、746号和 749

号硅化带等,均发现有铀矿化或铀矿体产出。

( 3)物化探条件。据资料,贵东岩体放射性强度

背景值为 6~ 8. 75 nc/ kg # h,铀、钍平均值分别为

7. 2 @ 10
- 6
和 31. 8 @ 10

- 6
, 明显高于外带沉积岩的

铀、钍平均值( 2. 2 @ 10- 6和 10. 9 @ 10- 6 ) , 总体上贵

东花岗岩体东部钾高、铀高、钍低, 西部钍高、铀低、

钾低;湖子地区处于铀高场、钾高场、钍低场区(表

1)。新桥 ) 下庄硅化断裂带上分布有下庄矿田内规

模最大最完整的航空伽玛异常晕, 位于下庄断裂上

盘,从矿田南部往北一直延伸至湖子地区中部,预示

下庄断裂带仍有较大的找矿空间。6009 号带的放

射性强度综合晕范围大、强度高,综合晕形态反映了

不同构造方向与不同铀矿化类型特征, 预示 6009带

仍有较好的找矿前景。86辉绿岩组带上晕的形态

规模与已知矿体产出规律吻合, 显示其平行带(隐

伏)仍有较大的找矿空间。

表 1 研究区不同区域铀、钍、钾平均值

T able 1 Average U , Th, K content o f different

areas in the study district

地区 U( 10- 6 ) Th ( 10- 6) K( % ) C( nc/ kg # h)

贵东岩体 7. 2 31 2. 2 7. 53

下庄矿田 8. 0 28. 4 2. 5 7. 98

湖子地区 18. 0 25. 0 4. 1 7. 74

  ( 4)围岩蚀变条件。湖子地区围岩蚀变十分发

育,主要有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赤铁矿化、褐

铁矿化、黄铁矿化、萤石化、碳酸盐化、高岭土化等,

其中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赤铁矿化、萤石化与

铀矿化关系密切,主要发育在断裂带及其围岩中,区

内 6009号带及围岩中与铀矿化关系密切的围岩蚀

变范围大、强度大,从 6009号带北段到南段形成一

个规模较大的矿化蚀变带, 17线 ) 112线间 6009号

带往深部围岩蚀变作用变强, 铀矿变富且向 S侧伏,

预示 6009号带南段深部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3. 2  找矿前景

下庄矿田是工作多年的老区,具备优越的铀成

矿地质条件,经过 50多年的铀矿勘查工作,铀矿化

类型不断增加, 矿田范围从北部发展到东部、南部再

向西部扩大到黄陂断裂下盘,勘查区面积从 40 km
2

扩大至 407 km2。据5下庄矿田大型基地铀矿资源

勘查规划研究6成果资料, 湖子地区位于下庄矿田中

北部的 NNE向诸广 ) 新兴铀成矿带与与近 EW 向

大东山 ) 漳州大断裂复合部位,是华南早、晚两期铀

成矿热液活动叠加区,为放射性强度高场区, 既有硅

化带型铀矿化产出,也有/交点0型铀矿化存在,综合

分析湖子地区构造地质基本特征及铀矿化特征, 认

为湖子地区构造活动强烈、多期次岩浆侵入且分异

演化充分、成矿岩体出露面积大、物化探异常多、富

铀热液活动强烈、围岩蚀变强烈、铀成矿作用明显,

具优越的铀成矿地质条件,预测潜在铀资源总量达

@ @ @ @吨,显示良好的找矿潜力。

4  找矿方向

( 1) 6009号硅化断裂带。6009号硅化断裂带宽

2. 50~ 21. 50 m,湖子地区内长约 2. 5 km ,产状 10b

~ 18bN65b~ 75b,由糜棱岩、糜棱岩化破碎岩、硅化

碎裂岩、碎裂(硅化)花岗岩组成; 1957~ 1960 年在

地表和浅部经 46条探槽及 6个坑道( 3层)揭露,圈

出工业铀矿体 18 个; 近几年的普查工作表明, 在

6009号带及其上下盘次级裂陷构造中控制有较好

的工业铀矿体。从目前的揭露情况看,无论是浅表

还是深部, 都显示出较好的找矿前景, 6009 号硅化

断裂带是湖子地区最重要的控矿构造, 应加强该带

的揭露工作,不断扩大铀资源储量。 ¹在 6009号硅

化断裂带北段积极寻找硅化带大脉型铀矿:近几年

来在 6009号带北段施工了几个钻孔,已控制了 3个

较好的工业铀矿体,铀矿体呈板状赋存于 6009号带

上盘次级构造裂陷带中, 单个矿体延伸宽 135~ 205

m,长约 40~ 80 m, 产状 15b~ 20b N53b~ 60b, 地表

和浅部见有次生铀矿物钙铀云母、铜铀云母, 矿石类

型为热液石英- 萤石- 沥青铀矿型, 金属矿物有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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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铀矿、赤铁矿、黄铁矿和少量的黄铜矿、方铅矿、辉

钼矿等, 脉石矿物有紫黑色萤石、红黑色玉髓、梳状

石英、白色石英,少量绢云母、绿泥石高岭土等,含矿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赤铁矿化、绿泥石化、萤石化

等。属硅化带大脉型铀矿。º 在 6009号硅化断裂

带南段寻找/交点0型铀矿:近几年来在 6009号带南

段已控制了 2 个工业铀矿体, 矿体呈板状赋存于

6009号带上盘次级构造裂陷带中, 单个矿体宽约

160 m,长约 100 m ,产状 5b~ 10bN78b, 铀矿石类型

为方解石- 沥青铀矿型, 金属矿物有沥青铀矿、赤铁

矿、褐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灰色石英、方解石, 少量绿

泥石、萤石等,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赤铁

矿化、萤石化等。属/交点0型铀矿。
( 2)新桥 ) 下庄硅化断裂带和 6009号硅化断裂

带之间的成矿部位。新桥 ) 下庄硅化断裂带是矿田

重要的控矿构造,规模较大,长> 20 km, 产状 15b~

40bN55b~ 75b, 断裂带主要由白色石英岩、微晶石英
岩、糜棱岩、构造角砾岩、硅化碎裂岩、碎裂(硅化)花

岗岩等组成,断裂带南段为下庄硅化断裂带, 左行错

移辉绿岩, 控制 336 矿床( /交点0型铀矿, 铀矿化控

制深度已达 400 多 m, 深部仍有较好较富矿体存

在) ; 断裂带北段为新桥石英断裂带,控制 332矿床

(硅化带大脉型铀矿, 铀矿化控制深度已达 400 多

m,深部仍有较好较的找矿空间)。湖子地区处于新

桥 ) 下庄硅化断裂带中段, 尽管该断裂带在区内地

表出露断断续续,走向与倾向变化较大,但以往的地

质找矿成果显示在湖子南、湖子、湖子北等地段有该

断裂带及铀矿化的信息显示, 7417, 7418, 7419, 7420

硅化带(地表局部见铀矿化)等是该断裂带的表现形

式。经近年来的铀矿山开采, 区内隐伏的新桥 ) 下

庄硅化断裂带对 330矿床矿体向 SW 侧伏、深部变

富的控制作用越来越清晰。由此可见, 新桥 ) 下庄

硅化断裂带是湖子地区重要的找矿部位。前人对该

带在区内的铀成矿作用重视程度不够, 投入的工作

量不足,通过本次研究认为,必须重新认识新桥 ) 下

庄硅化断裂带对湖子地区的控矿作用, 积极寻找硅

化带型和/交点0型铀矿,不断扩大该区的找矿新领

域。

( 3)辉绿岩脉与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下庄矿

田受 NW 向断裂构造控制特别明并且铀矿较富的

矿体在 333、336矿床,为/交点0型铀矿, 这些铀矿体

受 NW向断裂构造与同方向辉绿岩脉联合控制, 铀

矿体呈阶梯状产出, 矿体大而富。调查发现, 区内

NW向 120号糜棱岩带、746 号和 749 号硅化带等

均发现有铀矿化或铀矿体产出。区内近 EW 向辉

绿岩脉主要有 g741、g743、g17、g747(交点编号)等,

辉绿岩脉对铀成矿起重要的控制作用, 在辉绿岩脉

与 NNE向、NE 向构造的交汇部位(交点)铀矿化较

好,区内找类似 333、336矿床的富铀矿体仍有较大

远景。因此,在区内应在 NW 向、近 EW 向辉绿岩

脉与 NNE 向、NE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注意寻找/交
点0型铀矿,为该区找矿发掘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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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o- thermal tung sten deposits came into being after int rusion of ore- bearing Yanshanian

granite in the Wumushan ar ea. T hese m ineralized vein bodies are usually dist ributed w ithin f ractur es of

regional fault w ith medium or low dip angle near surface and high angle bellow or their alternat ing occar-

r ences. T he preminero genic and syn-miner ogenic f ractures are def ined by measurement and stat ist ics of

the o re-bearig fr actures. T he NE fractures host ore thus the o re-searching direct ion is po inted out .

Key Words:  Wumushan tungsten deposit ; f racture; Leigongwu fo rmat ion; Zhejiang province

(上接第 15页)

Abstract:  Huzi area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 ion o f NNE Zhuguang-Xinx ing U or e belt and EW Dadong-

shan-Zhangzhou deep-seated fault and overprinted w ith the early and late hydro lhermal o re f luids. In the

high radioact ive f ield area occur both of the big silicif ication vein type and the intersect ion type U deposits

and the area is potent ial for fur ther explorat ion. T his paper analyses metalogenic condit ion and o re po ten-

t ial o f Huzi area based on geolo gical set t ing , characterist ics and locat ing condit ion of the U or e deposit s

and points out the further ore- sear ching dir ection: ¹ No. 6009 silicif ied f ractural zone w hose north part is

favo rable for the big silicif icat ion type U ore deposit and whose south part for the intersection type; º the

ar ea betw een Xinqiao-Xiazhuang silicif ied f ralural zone and N o. 6009 silicified f ractural zone w here is favo-

r ale fo r silicified zone type and inter sect ion type; » intersect ion of NW and near EW diabase dykes and NE

stracture w here is favorable for inter sect ion type.

Key Words:  explor at ion of granite-ho sted uranium ore deposit ; uranium ore- forming condit ion; uranium

ore-searching direct ion; Huzi area in Xiazhuang or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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