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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胜铀矿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部，是我国新近发现的大型砂岩型铀矿床。铀矿体位于中侏罗

统直罗组下段的辫状河道沉积砂体中，受灰色砂岩与灰绿色砂岩的接触带控制。灰绿色砂岩的化学成分中硅酸盐

矿物二价铁含量高是该类型砂岩呈现绿色的重要原因。在矿物组成上，灰绿色砂岩主要表现为粘土矿物总量高，

特别是绿泥石含量高。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的证据表明，东胜铀矿区存在后生还原作用。灰绿色砂岩是控

矿的古氧化岩石遭受还原性流体改造的产物，后生还原作用掩盖了古氧化蚀变带，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矿作

用。东胜地区后生还原作用在时间上和成因上与河套断陷盆地的产生和形成具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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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铀矿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部，是我国新近发现的大型砂岩型铀矿床。东胜铀矿床在成矿特

征上与中国先前探明的位于伊犁盆地、吐哈盆地中的砂岩型铀矿床具有明显区别（林双幸，1997；向伟东

等，2002）。东胜铀矿床矿体产于中侏罗统直罗组下段的辫状河道沉积砂体中，铀矿体的定位富集受灰色

砂岩与灰绿色砂岩的接触带控制，主要位于接触带附近的灰色砂岩中，少数矿体分布于灰绿色砂岩中（图

1）。直罗组下段砂岩以灰色、灰白色为主，浅部或近地表多呈灰绿色，地表含矿岩系由于近代强烈氧化，

则呈灰黄或浅黄褐色。 

1  灰绿色蚀变砂岩的矿物地球化学特征 

钻孔岩心观察发现灰绿色砂岩胶结较致密，基本上不含黄铁矿及炭屑，粘土化作用强；灰色砂岩则较

疏松，常含较多的有机质碎屑及黄铁矿。化学分析结果亦证实了上述认识（图 2）。含矿的直罗组下段砂岩

主要为岩屑质长石砂岩。 
显微镜鉴定表明，灰绿色砂岩在矿物成分上与灰色砂岩无明显差异，只是绿泥石含量稍高（<1%），

为黑云母的蚀变产物，鉴定为叶绿泥石。但大部分黑云母呈褐色、未遭受蚀变，仅部分变为绿色黑云母，

干涉色明显降低（灰色砂岩中绿色黑云母很少）。灰绿色砂岩中常含一些绿帘石（主要是蚀变产物），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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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较多绿色水云母，含少量黄铁矿晶粒，碳酸盐

化通常较强，未见明显氧化残余。扫描电镜研究结

果表明，在灰绿色主砂岩的碎屑颗粒表面分布大量

针叶状的绿泥石矿物(Xiang et al., 2005)。 
东胜铀矿床不同地球化学类型样品中 Fe2+与

ΔFe2+变化特征如图 3 所示。Fe2+值为砂岩样品中含

氧化亚铁、碳酸铁、硅酸铁等的矿物中二价铁的含

量，其值不包含硫化物中的二价铁含量。ΔFe2+值

为经过 S 含量校正后的修正值，其值包含硫化物中

的二价铁含量。在各类型样品中，灰绿色砂岩的

Fe2+值最高，平均达 2.04%，这部分二价铁主要来

源于各种硅酸盐矿物。铁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染色

剂之一，当三价铁含量高时，岩石则呈现各种色调

的红色，如紫红、砖红、灰紫等；而当岩石中二价

铁的含量较高时，则呈不同深浅的绿色，如浅绿、

暗绿、灰绿等色。东胜铀矿床灰绿色砂岩硅酸岩矿

物中二价铁含量高是该类型砂岩呈灰绿色或绿色

的重要原因。 
东胜地区砂岩样品的镜下鉴定结果表明，灰绿

色砂岩中绿色黑云母较多（褐色黑云母中 Fe3+含量

高，而绿色黑云母 Fe2+含量高）。粘土矿物是一种

层状硅酸岩矿物，层间常吸附较多的阳离子，灰绿

色砂岩中可能有较多的 Fe2+进入粘土矿物格架中。

野外样品观察发现，灰绿色砂岩样品标本上其颜色

分布是不均匀的，即砂岩填隙物的颜色更绿，而灰

绿色砂岩的填隙物主要为粘土矿物。 
粘土矿物 X-射线衍射数据表明，灰绿色砂岩

中的粘土矿物总量最高，平均达 30.82%，灰白色矿化异常砂岩和矿石的粘土矿物总量含量相近，分别为

20.84%和 20.96%；灰绿色砂岩粘土矿物组成中的绿泥石含量明显高于矿石和灰白色砂岩中绿泥石的含量

（图 4），其值平均达 11.6%。在矿物组成上，灰绿色砂岩主要表现为粘土矿物总量高，特别是绿泥石含量

高，这可能是灰绿色砂岩呈现绿色调的重要原因。 

2  灰绿色蚀变砂岩成因探讨 

目前的研究表明（Xiang et al., 2005），灰绿色蚀变砂岩可能是控矿的古氧化岩石遭受还原性流体改造

的产物，在先前的氧化改造过程中，河道砂岩中所含的还原性物质如植物碎屑、硫化物等被氧化破坏而消

失，随后的后生还原作用掩盖了古氧化蚀变带，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矿作用。野外露头和岩心观察亦

表明，东胜铀矿区存在后生还原作用，灰绿色砂岩中存在古氧化蚀变残留和古氧化斑点。东胜地区后生还

原作用在时间上和成因上与河套断陷盆地的产生和形成具有密切联系。河套断陷盆地从始新世开始产生

（张抗，1989），并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形成之前该区为剥蚀隆起区和地下水的补给区，断陷盆地的产生

完全改变了东胜北部地区的地下水动力环境，使渗入地下水活动终止，并开始了渗出地下水的活动和深部

油气向盆地北缘的迁移，后生还原作用也随之开始。东胜梁北侧下白垩统在地表和浅部有大量油渍和油气

显示。 

 
图 1  东胜铀矿床 ZKA0-7 钻孔综合柱状图 

1－砾岩；2－砾质砂岩；3－粗砂岩；4－中砂岩；5－细砂岩；6－
粉砂岩；7－泥岩；8－黄铁矿；9－灰色；10－灰绿色；11－棕红

色；12－泥砾；13－植物碎屑；14－铀矿化位置；15－蚀变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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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1）东胜铀矿床定位于中侏罗统直罗组下段的辫状河道沉积砂体中，铀矿体受灰色砂岩与灰绿色砂

岩的接触带控制。 
（2）直罗组下段灰绿色主砂岩化学成分中硅酸盐矿物二价铁含量高是该类型砂岩呈现绿色的重要原

因。在矿物组成上，灰绿色砂岩主要表现为粘土矿物总量高，特别是绿泥石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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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胜铀矿床不同类型样品中硫与有机碳含量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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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胜铀矿床不同类型样品中 Fe2+、Fe3+与 ΔFe2+、ΔFe3+变化特征对比 

1－棕红色砂岩；2－灰绿色砂岩；3－灰色砂岩；4－铀矿石 

注：ΔFe2+、ΔFe3+值为经过 S 含量校正后 Fe2+、Fe3+的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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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胜地区存在后生还原作用，其在时间上和成因上与鄂尔多斯盆地北侧河套断陷盆地的产生和

形成有关。灰绿色主砂岩是控矿的古氧化岩石遭受还原性流体改造的产物，后生还原作用掩盖了古氧化蚀

变带，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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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胜铀矿床不同类型样品中各种粘土矿物相对含量变化特征 

1—黄褐色氧化砂岩；2—灰绿色砂岩；3—灰色砂岩；4—铀矿石 
注：S—蒙脱石；I—伊利石；K—高岭石；C—绿泥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