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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相山矿田火山岩型、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特征、成矿流体成分、成

矿条件、成矿时代、铀矿成因、控矿因素等综合对比研究，总结了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

成矿的异同，认为火山岩型与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有相似的成矿特征、相似的成矿流体成分、相似的

成矿条件、相近的成矿时代、相同的成因、相似的控矿因素等共性特征，热液型铀矿成矿具有深源

性，深源成矿流体为还原性成矿流体；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差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围岩成分

的不同，蚀变元素组合和成矿元素组合的差异性；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同属于华南中-新生

代岩浆作用、构造活动、热液铀成矿系统，铀成矿作用形成于华南中-新生代统一的深部地球动力学

大地构造背景，具有统一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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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热液铀矿主要为火山岩型、花岗岩

型和碳硅泥岩型等 3种类型，火山岩型铀矿床

是指在成因上、时间上和空间上与火山岩密

切相关的热液铀矿床［1］，可产于火山盆地及

其基地围岩中；花岗岩型铀矿床是指与花岗

岩体有紧密空间关系和成因关系的热液铀矿

床［1］，可产于花岗岩体内、外带和上叠盆地

中。华南地区发育有大量火山岩型和花岗岩

型铀矿（图 1）。

华南火山岩型铀矿田包括相山矿田、盛源

矿田、大洲矿田、仁差矿田、白面石矿田、河草

坑矿田等，华南花岗岩型铀矿田包括诸广山复

式岩体南部矿田、鹿井矿田、下庄矿田、河源矿

田、桃山矿田、苗儿山矿田、大湾矿田等。相山

矿田、诸广地区是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

液铀矿的典型代表。目前，华南火山岩型、花

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地质特征、形成构造背景

等方面已有大量研究［2-8］，但关于这两种类型

的共性特征及统一形成机制研究较少。

笔者以相山矿田火山岩型、诸广地区花岗

岩型铀矿为例，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华南火山

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共性特征与成矿机

制，为热液铀矿成矿理论研究，火山岩型、花岗

岩型铀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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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南花岗岩型与火山岩型铀矿区域分布图

Fig.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ranite rock type and volcanic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South China
1—白垩纪-古近纪红盆；2—晚白垩世红盆；3—白垩纪火山岩；4—侏罗纪火山岩；5—白垩纪花岗岩；6—侏罗纪花岗岩；7—

三叠纪花岗岩；8—二叠纪花岗岩；9—断裂构造；10—花岗岩型铀矿田；11—火山岩型铀矿田。

1 区域地质背景

1.1 相山矿田

相山矿田已发现铀矿床 25个，铀矿化普遍

伴生有钍、钼、铅、锌、银、铜、金等多金属矿化，

铀矿床主要分布在相山火山盆地北部和西部

地区。

相山矿田位于北东向赣杭铀成矿带的西

南段，中-新生代形成的总体呈北东向的赣杭

火山岩成矿带与北北东向展布的大王山-于山

花岗岩成矿带的交汇部，北东向抚州-永丰深

断裂与北北东向宜黄-安远深断裂及北西向断

裂带交汇部。相山火山盆地总体为三层结构，

基底主要为中元古界变质岩，部分为下石炭

统、上三叠统砂砾岩；基底之上为火山盆地下

白垩统火山岩；盆地北西侧火山岩之上为上白

垩统红层覆盖。盆地火山岩主要包括流纹英

安岩、碎斑流纹岩，还发育有花岗斑岩、英安斑

岩、霏细斑岩、石英二长斑岩，及煌斑岩脉、辉

绿岩脉等。流纹英安岩、碎斑流纹岩为相山矿

田西部铀矿床铀矿主要围岩，花岗斑岩为相山

矿田北部铀矿床铀矿主要围岩。外带基底变

质岩、地层也赋矿。相山矿田构造格架由基底

构造体系、盖层火山构造体系和盖层断裂构造

体系复合构成。基底构造体系主要由北东向、

北西向、东西向、南北向 4组构造组成。盖层火

山构造体系由火山机构和火山断陷构造构成。

盖层断裂构造体系划分为早期压扭性、成矿期

张扭性和晚期压性断裂构造，火山构造体系为

叠加于火山机构（组间界面、基底界面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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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构造。

1.2 诸广地区

诸广地区铀矿床分布于诸广山复式岩体

南部和北部（诸广南部矿田和鹿井矿田）。诸

广山复式岩体南部矿田内已发现棉花坑、书楼

丘、澜河、东坑、城口、塘湾、中村东、中村西等

18个铀矿床，诸广山复式岩体北部鹿井矿田内

已发现鹿井、黄蜂岭、高昔、沙坝子、牛尾岭等

10多个铀矿床。

诸广地区位于桃山 -诸广铀成矿带西南

段，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华南板块之华夏地块的

中西部，武夷-云开-台湾造山系中的罗霄-云
开弧盆系内部的罗霄岩浆弧；区域上处于闽赣

后加里东隆起与湘桂粤北海西-印支凹陷的结

合部，南北向万祥-诸广、东西向九峰-大余和

北东向万长山构造岩浆活动带的交汇部位。

区域地层发育比较齐全，除志留系、新近系和

大部分地区下泥盆统缺失外，从上元古界至第

四系均有出露，其中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

石炭系分布较为广泛。该区属于南岭东西向

骑田岭-九峰山花岗岩带的一部分，为岩浆多

期多阶段活动的巨型复式岩体，为从加里东期

到燕山晚期岩浆侵入活动的产物，且以中酸性

岩浆活动为主，同时也发育基性岩浆活动。复

式岩体主体岩浆岩岩性有黑云母花岗岩、二云

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云辉二长岩等，基性岩

岩性有辉绿岩、煌斑岩、拉辉煌斑岩、辉绿玢

岩、闪长玢岩等。诸广山复式岩体初始形成于

加里东期，印支期-燕山早期侵入活动达到高

峰，构成岩体之主体。燕山晚期主要为少量酸

性岩脉和广泛分布的基性岩脉。岩浆岩可划

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燕山早期和燕

山晚期等 5期。印支期和燕山期花岗岩与铀矿

化关系最为密切，空间上铀矿主要与这两期花

岗岩有关。花岗岩为诸广地区铀矿主要围岩。

外带基底变质岩、地层也赋矿。

诸广地区铀矿床主要分布在近南北向修

水-桂东（万洋山-诸广山）地幔坳陷区及近东

西向南岭复杂地幔构造区与北北东-近南北向

南昌-赣州地幔隆起区的过渡地带。这些过渡

带往往是深大断裂的发育带，也是地幔流体相

对发育和活动的地带。这一特殊的大地构造

位置，既是地壳结构的“变异区（带）”，又是铀

及 其 他 元 素 活 化 迁 移 的 地 球 化 学“ 变 异 区

（带）”，为花岗岩体形成、演化与构造的发生与

发展，铀元素的活化迁移与成矿作用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岩体内断裂构造具有多向性、规模大、活

动频繁、性质多变和等间距分布的特点。主要

断裂构造有南北向、北西向和北东东向 3组。

北东向的南雄、塘洞、牛澜、热水断裂、黄坳断

裂和北东东向城口断裂，控制了南雄、百顺断

陷带和长江、城口复合断陷区、丰州断陷以及

桂 东 断 陷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也 控 制 了 铀 矿 的

分布。

2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共性

特征

2.1 相似的成矿特征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有相同铀

矿化类型、相同的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相似

的矿石矿物组合和矿体特征。

2.1.1 铀矿化类型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矿矿化类型有

碱性铀矿化、酸性铀矿化两种类型［7，9］，其中酸

性铀矿化划分为萤石型、硅化型［10］。诸广地区

花岗岩型热液铀矿矿化类型有碱性铀矿化、酸

性铀矿化两种类型［11］，其中酸性铀矿化划分为

红色微晶石英脉型和灰色微晶石英脉型两种

类型［12］。由此可见，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

铀矿具有相同矿化类型，均可划分为碱性铀矿

化、酸性铀矿化两种类型。

2.1.2 蚀变类型及蚀变矿物组合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矿铀矿化蚀变

可划分为碱性和酸性蚀变两种类型。碱性蚀

变矿物组合为钠长石、赤铁矿、绿泥石、碳酸

盐；酸性蚀变矿物组合中萤石型酸性铀矿化蚀

变组合为水云母、萤石、绿泥石、黄铁矿，硅化

型酸性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为微晶石英、水云

母、黄铁矿［13-18］。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矿

铀矿化蚀变可划分为碱性和酸性两种类型。

碱性蚀变矿物组合为钠长石、赤铁矿、绿泥石、

碳酸盐；酸性蚀变矿物组合中红色微晶石英脉

型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为红色微晶石英、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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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绿泥石、赤铁矿，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

蚀变矿物组合为灰色微晶石英、水云母、绿泥

石、萤石、黄铁矿［19-20］。
2.1.3 矿石矿物组合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矿主要矿石矿

物组合为沥青铀矿、钛铀矿、铀石、铀钍石、方

钍石［9-10］，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矿主要矿

石 矿 物 组 合 为 沥 青 铀 矿 、铀 石 、铀 钍 石 、方

钍石［21］。
2.1.4 矿体特征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矿矿体主要为

脉状、细脉状、群脉状［5，22］。诸广地区花岗岩型

热液铀矿矿体主要为大脉状、细脉状、群脉

状［21］。两种类型热液铀矿矿体特征相似，均受

断裂构造、裂隙构造控制。

2.2 相似成矿流体成分

相山矿田灰绿色酸性铀矿化成矿流体气

相组分主要为 CO2、H2O、N2和 CH4［5，18，23］。诸

广地区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成矿流体气

相组分主要为 O2、H2O和 CO2，灰色微晶石英脉

型铀矿化成矿流体气相组分主要为 H2、CH4和
CO2［24-25］。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成矿流体

气相组分含 O2，是由于深源还原性成矿流体在

近地表混合了部分氧化性大气降水所致；灰色

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成矿流体气相组分富含

H2、CH4等还原性气体，说明深源成矿流体为还

原性成矿流体。由此可见，火山岩型、花岗岩

型热液铀矿具有相似成矿流体成分，深源成矿

流体为还原性成矿流体。

2.3 相似的成矿条件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相似的成矿

条件表现在相似的成矿温度、盐度和相同的氧

化还原条件。

2.3.1 成矿温度、盐度

相山矿田红色碱性铀矿化成矿温度为 240～
295 ℃，盐度为 6.1%～16.4% NaCleqv；灰绿色酸性

铀矿化成矿温度为 167～356 ℃，盐度为 2.15%～

14.67% NaCleqv［5，18，23］。诸广地区红色微晶石英

脉型铀矿化成矿温度为 163～359 ℃，盐度为

2.07%～11.95% NaCleqv；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

化成矿温度为 148～386 ℃，盐度为 0.67%～

10.74% NaCleqv［24-25］。火山岩型、花岗岩型铀矿铀

成矿流体均为中低温、中低盐度流体。

2.3.2 氧化还原条件

通过不同矿化类型铀矿物稀土、微量元素

地球化学研究，相山矿田灰绿色酸性铀矿化、

诸广地区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均形成于

还原条件，蚀变矿物组合中含黄铁矿；相山矿

田红色碱性铀矿化、诸广地区红色微晶石英脉

型铀矿化均形成于氧化条件，蚀变矿物组合中

含赤铁矿［26］。
研究表明，Eu、Ce还原条件下主要以 Eu2+、

Ce3+形式存在，氧化环境下主要以 Eu3+、Ce4+存
在，介质环境的氧化还原条件差异导致 Eu、Ce
的富集或亏损［27］。相山矿田碱性和酸性铀矿

化矿石中铀矿物 U-δEu、U-δCe关系研究表明

（图 2），早期红色碱性铀矿化 Eu负异常较大、

Ce正异常较大，晚期灰绿色酸性铀矿化 Eu负
异常较小、Ce正异常较小，反映早期碱性铀矿

化成矿条件为氧化条件，氧逸度较高；而晚期

酸性铀矿化成矿条件为还原条件，氧逸度较

低。诸广地区棉花坑矿床红色微晶石英脉型

铀矿化和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矿石中沥

青铀矿 U-δEu、U-δCe关系研究表明（图 3），早

期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 Eu负异常较大、Ce
正异常较大，晚期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 Eu
负异常较小、Ce正异常较小，反映早期红色微

晶石英脉型铀矿化成矿条件为氧化条件，氧逸

度较高；而晚期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成矿

条件为还原条件，氧逸度较低。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形成具有相

似的氧化、还原条件。相山矿田、诸广地区铀

成矿氧化还原条件研究表明，热液型铀矿并非

只能形成于强还原环境中，也可形成于氧化环

境中。深部还原环境更有利于铀的富集沉淀，

形成富大铀矿。铀成矿氧化条件是因为深源

还原性成矿流体上升到地壳表层混合了部分

氧化性大气降水所致。相山矿田的云际矿床

主要发育红色赤铁矿化蚀变，指示相对氧化的

环境，矿床品位较低、规模较小；邹家山矿床发

育黄铁矿化蚀变，指示相对还原的环境，矿床

品位高、规模大，形成富大铀矿。

图 2 相山矿田铀矿物 U-δEu（a）和 U-δCe（b）图解

Fig. 2 Relation between U-δEu（a）and U-δCe（b）of uranium mineral in Xiangshan ore field

图 3 诸广地区沥青铀矿 U-δEu（a）和 U-δCe（b）图解

Fig. 3 Relation between U-δEu（a）and U-δCe（b）of pitchblende in Zhuguang area

2.4 相近的成矿时代

相山矿田热液铀矿可划分为 3个成矿阶段：

121 Ma、99～97.5 Ma、79.6～66.4 Ma［7，10，28-29］。诸

广地区热液铀矿可划分为 6个成矿阶段：127 Ma、
91.13 Ma、85～80 Ma、75.46～62 Ma、54～51.86 Ma、
47 Ma，主成矿阶段为 127 Ma、85～80 Ma、75.46～
62 Ma［30］。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

有相近的成矿时代，成矿作用具有对应性。

2.5 相同的成因

He-Ar、H-O同位素研究表明，相山矿田、

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具有深源性，且均主要来

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在地壳表层混合

了部分大气降水。

2.5.1 He、Ar同位素特征

在 3He-4He、40Ar/36Ar-Rc/Ra同位素演化图

解中（图 4），相山矿田主要矿床红色碱性铀矿

化、灰绿色酸性铀矿化的方解石、萤石、黄铁矿

成矿流体数据点部分在地壳范围，部分高于地

壳范围，但又低于地幔，处于地壳与地幔过渡

带，靠近地壳范围。说明相山矿田铀成矿流体

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混合了部

分大气降水［31-32］。相山矿田铀成矿流体具有

深源性特征，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

从诸广地区 3He-4He、40Ar/36Ar-Rc/Ra图解可

见（图 5），诸广地区主要铀矿床萤石、黄铁矿成矿

流体数据点主要投在地壳与地幔过渡带，部分投

在地壳范围内。表明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主要

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成矿流体中有大

气降水的混合。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具有深源

性特征，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2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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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Relation between U-δEu（a）and U-δCe（b）of uranium mineral in Xiangshan or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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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lation between U-δEu（a）and U-δCe（b）of pitchblende in Zhugu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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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Ma［30］。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

有相近的成矿时代，成矿作用具有对应性。

2.5 相同的成因

He-Ar、H-O同位素研究表明，相山矿田、

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具有深源性，且均主要来

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在地壳表层混合

了部分大气降水。

2.5.1 He、Ar同位素特征

在 3He-4He、40Ar/36Ar-Rc/Ra同位素演化图

解中（图 4），相山矿田主要矿床红色碱性铀矿

化、灰绿色酸性铀矿化的方解石、萤石、黄铁矿

成矿流体数据点部分在地壳范围，部分高于地

壳范围，但又低于地幔，处于地壳与地幔过渡

带，靠近地壳范围。说明相山矿田铀成矿流体

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混合了部

分大气降水［31-32］。相山矿田铀成矿流体具有

深源性特征，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

从诸广地区 3He-4He、40Ar/36Ar-Rc/Ra图解可

见（图 5），诸广地区主要铀矿床萤石、黄铁矿成矿

流体数据点主要投在地壳与地幔过渡带，部分投

在地壳范围内。表明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主要

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成矿流体中有大

气降水的混合。诸广地区铀成矿流体具有深源

性特征，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2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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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相山矿田流体包裹体的 He同位素组成（a）和 40Ar/36Ar-Rc/Ra（b）图解（底图据文献［35］）
Fig. 4 He isotope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s（a）and 40Ar/36Ar-Rc/Ra（b）diagram in Xiangshan ore field（base map

after reference［35］）

图 5 诸广地区流体包裹体的 He同位素组成（a）和 40Ar/36Ar-Rc/Ra（b）图解（底图据文献［35］）
Fig. 5 He isotope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s（a）and 40Ar/36Ar-Rc/Ra（b）diagram in Zhuguang area（base map after

reference［35］）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流体具有

相似的He-Ar同位素特征，热液型铀矿成矿流体

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铀成矿流体

具有深源性特征，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

2.5.2 H、O 同位素特征

对相山矿田铀矿石中脉石矿物石英的H、O
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成矿早期石英的 δ18O石英

值为 9.7‰～15.3‰，对应的同位素达到平衡时

的成矿流体的 δ18OH2 O 值为 8.2‰～9.1‰，成矿

流体的 δDH2 O 值为－86.3‰～－79.5‰，指示该

成矿阶段成矿流体主要来自于岩浆水。在主

成矿期，δ18O石英值为 6.5‰～13.1‰，平均值为

10.7‰，对应的成矿流体的 δ18OH2 O 值为－2.3‰～

6.5‰，δDH2 O 值为－64.8‰～87.5‰。矿后期石

英中 H、O同位素明显偏负，指示有大量的大气

降水混入（图 6a）。因此相山矿田铀成矿早期

以岩浆水为主，主成矿阶段直到成矿后阶段，

大气降水混入逐渐增多。

诸广地区铀矿石中石英的 H、O同位素分

析表明，成矿期及成矿前后各阶段的 H、O同位

素组成范围基本一致。矿前期石英中的 δ18OH2 O

值 为 0.4‰～14.3‰，δDH2 O 值 为 －104.4‰～

13.1‰。成矿期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石中石

英 脉 的 δ18OH2 O 值 为 －1.2‰～11.4‰，δDH2 O

为－139.2‰～11.2‰，灰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

石中石英脉的 δ18O值为 1.5‰～8.8‰，δDH2 O值

为 －138.3‰～14.1‰。 矿 后 期 石 英 脉 中 的

δ18OH2 O 值 和 δDH2 O 值 分 别 为 －9.5‰～12.3‰
和－84.2‰～13.3‰。石英的 H、O同位素投图

显示（图 6b），其点落于原生岩浆水附近，处于

原生岩浆水与雨水线之间，显示铀成矿流体来

源具有深源性，在上升至近地表时与大气降水

混合。成矿期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石中石

英脉的 δ18OH2 O值较灰色微晶石英脉型更接近

大气降水线，且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石中石

英脉的流体包裹体比灰色微晶石英脉型更加

富集 O同位素，表明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

阶段成矿流体中混有更多的大气降水。

综上所述，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

矿流体具深源性，在地壳表层混合了部分大气降水。

图 6 相山矿田（a）、诸广地区（b）流体包裹体H-O同位素组成图解（底图据文献［36］）
Fig. 6 H-O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s in Xiangshan ore field（a）and Zhuguang area（b）（base map after

reference［36］）

2.6 相似的控矿因素

热液型铀矿控矿因素主要有断裂构造、火

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界面或花岗岩侵入

界面、晚期岩脉等。相山矿田铀矿关键控矿因

素为断裂构造、火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

界面、晚期岩脉［37-38］。诸广地区铀矿控矿主要

受断裂构造、花岗岩侵入界面、晚期岩脉控制。

故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有相似的控

矿因素。

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共性特征

由下列因素决定：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

铀矿是华南中-新生代地幔隆升引发的大规模富

铀岩浆作用、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幔源基性岩浆

活动和流体成矿作用的产物，同属于华南中-新
生代岩浆作用、构造活动、热液铀成矿系统。火

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形成于华南中-新生

代统一的深部地球动力学背景，铀成矿与区域构

造活动相耦合，具有统一的成矿机制。

3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差异

性特征

3.1 围岩的不同

火山岩型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火山岩，花

岗岩型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花岗岩，也可为变

质岩、沉积岩等其他围岩，深源成因热液型铀

矿对赋矿围岩没有选择性。

相山矿田热液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火山

岩（流纹岩、英安岩和花岗斑岩），外带基底变

质岩、地层也赋矿。诸广地区热液铀矿赋矿围

岩主要为花岗岩，外带基底变质岩、地层也

赋矿。

3.2 蚀变元素组合与成矿元素组合差异性

通过铀矿化蚀变岩石元素相关性分析获

得了相山矿田火山岩型和诸广地区花岗岩型

热液铀矿蚀变元素组合、成矿元素组合。

蚀变元素组合：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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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8.3‰～14.1‰。 矿 后 期 石 英 脉 中 的

δ18OH2 O 值 和 δDH2 O 值 分 别 为 －9.5‰～12.3‰
和－84.2‰～13.3‰。石英的 H、O同位素投图

显示（图 6b），其点落于原生岩浆水附近，处于

原生岩浆水与雨水线之间，显示铀成矿流体来

源具有深源性，在上升至近地表时与大气降水

混合。成矿期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石中石

英脉的 δ18OH2 O值较灰色微晶石英脉型更接近

大气降水线，且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石中石

英脉的流体包裹体比灰色微晶石英脉型更加

富集 O同位素，表明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

阶段成矿流体中混有更多的大气降水。

综上所述，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

矿流体具深源性，在地壳表层混合了部分大气降水。

图 6 相山矿田（a）、诸广地区（b）流体包裹体H-O同位素组成图解（底图据文献［36］）
Fig. 6 H-O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s in Xiangshan ore field（a）and Zhuguang area（b）（base map after

reference［36］）

2.6 相似的控矿因素

热液型铀矿控矿因素主要有断裂构造、火

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界面或花岗岩侵入

界面、晚期岩脉等。相山矿田铀矿关键控矿因

素为断裂构造、火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

界面、晚期岩脉［37-38］。诸广地区铀矿控矿主要

受断裂构造、花岗岩侵入界面、晚期岩脉控制。

故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具有相似的控

矿因素。

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共性特征

由下列因素决定：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

铀矿是华南中-新生代地幔隆升引发的大规模富

铀岩浆作用、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幔源基性岩浆

活动和流体成矿作用的产物，同属于华南中-新
生代岩浆作用、构造活动、热液铀成矿系统。火

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形成于华南中-新生

代统一的深部地球动力学背景，铀成矿与区域构

造活动相耦合，具有统一的成矿机制。

3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差异

性特征

3.1 围岩的不同

火山岩型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火山岩，花

岗岩型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花岗岩，也可为变

质岩、沉积岩等其他围岩，深源成因热液型铀

矿对赋矿围岩没有选择性。

相山矿田热液铀矿赋矿围岩主要为火山

岩（流纹岩、英安岩和花岗斑岩），外带基底变

质岩、地层也赋矿。诸广地区热液铀矿赋矿围

岩主要为花岗岩，外带基底变质岩、地层也

赋矿。

3.2 蚀变元素组合与成矿元素组合差异性

通过铀矿化蚀变岩石元素相关性分析获

得了相山矿田火山岩型和诸广地区花岗岩型

热液铀矿蚀变元素组合、成矿元素组合。

蚀变元素组合：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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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蚀 变 元 素 组 合 为 CaO、MgO、MnO、Al2O3、
P2O5、K2O、Y、HREE、Rb、Sb、Th、Tl、Ni、Mo、Cr、
Hf，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矿蚀变元素组合

为 CaO、K2O、Al2O3、Rb、Tl、Th、Nb、Ta、Zr、Hf、
Zn、Sb、Be。

成矿元素组合：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

矿成矿元素组合为 P2O5、Be、Sc、Mo、Sb、Pb、Th、
Y、HREE、Sr、Cd、Tl，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

矿成矿元素组合为 W、Pb、Bi、Cd、Sb、Mo、Cu、
Be、V、Zn、Ba、Co、Ni、Cr。

火山岩和花岗岩型热液铀矿蚀变元素组合、

成矿元素组合具有一定差异性。该差异性是由

于围岩成分不同所造成。深源成矿流体与不同

成分围岩发生交代作用，发生成矿流体与围岩成

分的交换，造成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

矿元素组合、蚀变元素组合的差异。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

液铀矿成矿特征、成矿流体成分、成矿条件、成

矿时代、铀矿成因、控矿因素等共性特征及差

异性特征对比见表 1。
表 1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特征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成矿特征

矿化类型

蚀变矿物
组合

矿石矿物
组合

成矿时代

矿体特征

围岩岩性

控矿因素

成矿元素
组合

蚀变元素
组合

成矿流体
成分

成矿温度

氧化还原
条件

成矿流体
来源

火山岩型

碱性铀矿化、酸性铀矿化 （萤石型、硅化型）

碱性铀矿化：钠长石、赤铁矿、绿泥石、碳酸盐；
酸性铀矿化：萤石型-水云母、萤石、绿泥石、
黄铁矿），硅化型酸性铀矿化-微晶石英、水云母、

黄铁矿

沥青铀矿、钛铀矿、铀石、铀钍石、方钍石

121 Ma、99～97.5 Ma、79.6～66.4 Ma
脉状、细脉状、群脉状

火山岩 （流纹岩、英安岩和花岗斑岩），基底
变质岩、地层

断裂构造、火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界
面、晚期岩脉

P2O5、Be、Sc、Mo、Sb、Pb、Th、Y、HREE、Sr、Cd、Tl
CaO、MgO、MnO、Al2O3、P2O5、K2O、Y、HREE、Rb、Sb、Th、Tl、Ni、Mo、Cr、Hf
灰色酸性铀矿化 CO2、H2O，少量 N2和 CH4

红色碱性铀矿化

灰绿色酸性铀矿化

红色碱性铀矿化

灰绿色酸性铀矿化

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混合了部
分大气降水

240～295 ℃
6.1%～16.4% NaCleqv

167～356 ℃
2.15%～14.67% NaCleqv

氧化

还原

花岗岩型

碱性铀矿化、酸性铀矿化 （微晶石英脉型）

碱性铀矿化：钠长石、赤铁矿、绿泥石、碳酸盐；
酸性铀矿化：红色微晶石英脉型-微晶石英、水云母、绿泥
石、赤铁矿，灰色微晶石英脉型-微晶石英、水云母、绿泥

石、萤石、黄铁矿

沥青铀矿，铀石、铀钍石、方钍石

主成矿阶段 127 Ma、85～80 Ma、75.46～62 Ma
大脉状、细脉状、群脉状

花岗岩，基底变质岩、地层

断裂构造、花岗岩侵入界面、晚期岩脉

W、Pb、Bi、Cd、Sb、Mo、Cu、Be、V、Zn、Ba、Co、Ni、
Cr

CaO、K2O、Al2O3、Rb、Tl、Th、Nb、Ta、Zr、Hf、Zn、Sb、Be
红色微晶石英脉型

灰色微晶石英脉型

红色微晶石英脉型

灰色微晶石英脉型

红色微晶石英脉型

灰色微晶石英脉型

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混合了部分大气降水

O2、H2O、CO2
H2、CH4、CO2
163～359 ℃

2.07%～11.95% NaCleqv
148～386 ℃

0.67%～10.74% NaCleqv
氧化

还原

4 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形成

机制

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作

用形成于中-新生代统一的深部地球动力学大

地构造背景，具有统一的形成机制，铀成矿为

大陆热点作用的产物［5］。华南中-新生代大规

模岩浆作用（火山作用和侵入作用）、构造活

动、铀成矿作用等构成复杂的岩浆-热液演化

系统。该岩浆-热液演化系统从早期到晚期，

地球深部热作用呈逐渐消减、脉动式活动的演

化过程。岩浆作用由强变弱，从早期大规模酸

性岩浆活动到晚期小规模酸性、基性岩脉岩浆

活动；岩浆作用演变为流体作用，从早期大规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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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酸性岩浆活动，到晚期小规模酸性、基性岩

脉岩浆活动，再到最后的铀成矿流体作用；脉

动式活动使岩浆作用、流体作用具有多期多阶

段特点，形成多期多阶段岩浆岩、多期多阶段

铀矿化。

华南热液型铀矿田空间上受富铀岩浆活

动中心（富铀火山盆地和花岗岩体）和红盆控

盆深源断裂构造联合控制。

燕山早期—早白垩世，华南地幔上隆引起

地壳热隆伸展［2，4］，地幔热隆使地壳发生大规

模部分熔融，地壳部分熔融作用形成大规模花

岗质岩浆。富铀地壳部分熔融形成富铀岩浆

活动中心，富铀花岗质岩浆上升侵入形成富铀

花岗岩体，喷发形成富铀火山岩盆地，相山火

山盆地和诸广山复式岩体形成。热液型铀矿

田空间分布受富铀岩浆活动中心相山火山盆

地和诸广山复式岩体控制。

燕山晚期—喜山期，华南地幔热隆使地壳

发生强烈拉张作用，源于地幔的红盆控盆深源

断裂构造体系形成并进一步发育，引发晚期幔

源基性岩浆和壳源酸性岩浆形成，沿深源断裂

构造侵位形成晚期基性岩脉和酸性岩脉，相山

火山盆地和诸广山复式岩体晚期酸性、基性岩

脉形成；与此同时形成源于地幔的成矿流体，

幔源成矿流体交代富铀地壳，形成富铀成矿流

体，铀主要来源于富铀地壳，富铀成矿流体沿

深源断裂构造上升到地壳表层沉淀富集成矿，

相山矿田、诸广地区热液型铀矿形成。热液型

铀矿田空间分布受红盆控盆深源断裂构造

控制。

华南热液型铀矿体空间定位受断裂构造、

火山岩组间界面、火山岩基底界面、花岗岩侵

入界面、晚期岩脉等控制。沿深源断裂构造上

升的铀成矿流体沿富铀火山岩盆地侵位形成

火山岩型铀矿，断裂构造、火山岩组间界面、火

山岩基底界面、晚期岩脉等控制相山矿田热液

铀矿床（矿体）空间定位；铀成矿流体沿花岗岩

体侵位形成花岗岩型铀矿，断裂构造、花岗岩

侵入界面、晚期岩脉等控制诸广地区热液型铀

矿床（矿体）空间定位。

铀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

地幔，具有深源成因。深源成因铀成矿流体为

还原性成矿流体，铀可在还原条件下迁移。流

体包裹体成分主要为 CO2、H2和 CH4，其中 CO2
含量最高，CO2在铀的迁移和沉淀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成矿流体中铀可能主要以铀酰碳

酸盐络合物［UO2（CO3）2］2-、［UO2（CO3）3］4-和
［UF2（CO3）3］4-等形式存在，在深部高温高压下

铀能以铀酰碳酸盐络离子形式与 HS-、S2-等还

原剂一起在还原环境下迁移。铀成矿流体单

一的铀酰碳酸盐络合物存在形式，无法解释热

液型铀矿共伴生金属元素、脉石矿物类型多样

性特征，故认为成矿流体中铀可以呈无机配合

物、有机配合物、有机无机杂化配合物形式迁

移，在近地表成矿流体因降温、减压铀沉淀富

集成矿，形成类型多样的铀矿物及其他多金属

矿物、脉石矿物［7］。
热液型铀矿成矿流体铀的沉淀富集控制

因素为温度、压力、pH值等条件，而非氧化还原

条件。富铀还原性成矿流体沿深源断裂构造

上升到地壳表层，与大气降水混合，降温、减压

及 pH值等条件的改变使铀发生沉淀富集。还

原性成矿流体向浅部的迁移，温度、压力的不

断降低，富∑CO2和 U的成矿流体在温度降低，

或压力骤降时，流体中的∑CO2气体大量逸出，

发生∑CO2去气和流体沸腾作用，pH值发生显

著变化，导致流体中的 CO32-的活度急剧降低，

铀酰碳酸盐络合物、有机无机复杂配合物等发

生分解、沉淀，生成沥青铀矿、铀石、钛铀矿等

铀矿物，黄铁矿等金属矿物，方解石、萤石等脉

石矿物。与表生铀矿不同，氧化还原条件不是

热液型铀矿迁移沉淀的决定性因素。热液型

铀矿并非只能形成于强还原环境中，也可形成

于氧化环境中。深部还原环境更有利于沥青

铀矿富集沉淀，形成富大铀矿。由于地壳表层

大气降水的混合作用，深源还原性成矿流体混

合了较多的氧化地表水，在氧化条件下形成沥

青铀矿、铀石、钛铀矿等铀矿物及赤铁矿、方解

石等共生矿物；深源还原性成矿流体混合了较

少的氧化地表水，成矿流体保持还原性，在还

原条件下形成沥青铀矿、铀石、钛铀矿等铀矿

物及黄铁矿、萤石等共生矿物。热液型铀矿并

非只能形成于强还原环境中，也可形成于氧化

环境中，深部还原条件更有利于铀的沉淀富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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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形成富大铀矿。

相山矿田火山岩型和诸广地区花岗岩型

热液铀矿具有统一的形成机制，即经历富铀岩

浆活动中心（火山岩盆地和复式岩体）形成阶

段、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及早期铀矿化形成

阶段、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及晚期铀矿化形

成阶段、差异隆升-剥蚀阶段等 4个成矿阶段。

1）相山矿田火山岩型热液铀矿形成机制

中生代地幔上隆使富铀地壳发生部分熔

融形成中生代富铀岩浆岩（相山火山盆地）；地

幔上隆造成地壳强烈伸展拉张，形成深源断裂

构造、断陷红盆，晚期酸性、基性岩脉形成，深

源成矿流体沿深源断裂构造上升成矿。相山

矿田为中生代富铀岩浆活动中心相山火山盆

地和北东向典型红盆深源断裂构造体系复合

控矿，深源断裂之次级断裂构造、火山构造、晚

期岩脉等控制铀矿床（矿体）空间定位。不同

成分深源还原性成矿流体沿深源断裂构造上

升到地壳表层混合了部分氧化性大气降水，形

成不同氧化还原条件铀矿化。相山矿田火山

岩型热液铀矿形成机制总结如下。

早白垩世早期富铀岩浆活动中心火山岩盆

地形成阶段：早白垩世早期地幔强烈上隆，相山

地区富铀地壳发生大规模部分熔融作用形成中

酸性岩浆岩，岩浆岩溢流、喷发形成相山火山盆

地主体岩浆岩流纹英安岩、碎斑流纹岩、环形花

岗斑岩，相山火山盆地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形成，

火山岩年龄为 140.7～132.4 Ma［30］。
早白垩世中期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及

碱性铀矿化形成阶段：相山火山盆地形成之

后，壳幔上隆作用使抚州-永丰深断裂发生左

行走滑作用，区域断陷红盆形成。相山火山盆

地北部形成近东西-北西西向右旋压扭性的破

碎带，整个相山火山盆地内形成北北东向左旋

压扭性破碎带和北西-北北西向、近南北向的

张-张扭性裂隙带，相山火山盆地深源断裂构

造体系形成。深部地幔流体沿深断裂上升，交

代富铀地壳萃取铀等成矿物质形成铀成矿流

体，上升到地层表层，与大气降水混合，由于降

温降压及 pH值变化，在深源断裂之次级构造、

裂隙带以及断裂带与火山构造、斑岩体内外接

触带、爆发角砾岩筒复合等成矿有利部位沉

淀、富集成矿，形成铀矿化。早期铀成矿流体

为碱性成矿流体，由于混合了较多的大气降

水，铀成矿流体呈氧化性，铀矿化蚀变岩石呈

红色，碱性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为钠长石、赤

铁矿、绿泥石、碳酸盐。碱性铀矿化主要分布

于相山火山盆地北部，成矿年龄为 121 Ma［10］。
早期碱性铀矿化之后，相山矿田还形成铅、锌、

银、铜矿化和金矿化等多金属矿化［10，39-40］，多
金属成矿年龄为 112.8～107.4 Ma［10］。相山火

山盆地主体岩浆岩形成后，沿断裂构造侵入充

填了晚期脉状花岗斑岩、煌斑岩及辉绿岩脉，

年龄为 129.5～82.92 Ma［30，41］。晚期脉状酸性、

基性岩脉与不同矿化类型、不同期次铀矿化时

空关系密切。

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红盆断裂构造活

动及酸性铀矿化形成阶段：早白垩世晚期—晚

白垩世早期，壳幔上隆作用进一步加强，断陷

盆地进一步扩张，在晚白垩世中后期演变为坳

陷盆地，深源断裂深切地壳。相山火山盆地内

断裂破碎带复活，早期形成的近东西-北西西

向断裂呈现左旋张扭走滑，北北东向断裂破碎

带为右旋压扭，同时形成了部分北东东走向的

张扭性断裂破碎带。深部来源的还原性铀成

矿流体上升到地壳表层，与大气降水混合，由

于降温降压及 pH值变化，在有利部位沉淀、富

集成矿，形成两期酸性铀矿化（萤石型年龄为

99～97.5 Ma，硅化型年龄为79.6～66.4 Ma［10］）。由

于大气降水混合较少，该阶段成矿流体保留了

还原性，酸性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中萤石型蚀

变矿物组合为水云母、萤石、绿泥石、黄铁矿，

硅化型蚀变矿物组合为微晶石英、水云母、黄

铁矿。还原条件形成的酸性铀矿化更富更大，

深部还原环境更有利于沥青铀矿富集沉淀，形

成富大铀矿。酸性铀矿化主要分布于相山火

山盆地西部。

古近纪火山盆地差异隆升-剥蚀阶段：古

近纪以来，区域构造以近南北向区域挤压作用

为主。相山矿田各类含矿构造重新活动，发育

断层泥，对早期的矿体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

使相山矿田矿体强烈破碎（矿体叠加构造糜棱

岩化）。同时，相山火山盆地发生差异隆升-剥
蚀作用，火山盆地东部、北部地区普遍隆升，强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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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剥蚀，基底界面附近（碱性铀矿化）矿体剥蚀

出露，组间界面（酸性铀矿化）矿体被剥蚀掉，

如北部岗上英、横涧、沙洲等矿床；而西部剥蚀

程度较低，组间界面（酸性铀矿化）矿体没有出

露，基底界面附近（碱性铀矿化）矿体埋深较

大，保存完好，如邹家山、居隆庵、石洞、河元

背、牛头山等矿床。

2）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形成机制

燕山早期（侏罗纪）地幔上隆使富铀地壳

发生部分熔融形成不同期次富铀岩浆岩（诸广

山复式岩体）；地幔上隆造成地壳强烈伸展拉

张，形成深源断裂构造、断陷红盆，晚期酸性、

基性岩脉形成，深源成矿流体沿深源断裂构造

上升成矿。诸广地区铀矿田为中生代富铀岩

浆活动中心诸广山复式岩体和北东向红盆控

盆深源断裂构造体系复合控矿，深源断裂之次

级断裂构造、花岗岩侵入界面、晚期岩脉等控

制铀矿床（矿体）空间定位。不同成分深源还

原性成矿流体沿深源断裂构造上升到地壳表

层混合了部分氧化性大气降水，形成不同氧化

还原条件铀矿化。诸广地区花岗岩型热液铀

矿形成机制总结如下。

燕山早期（侏罗纪）富铀岩浆活动中心复

式岩体形成阶段：由于深部地幔作用，富铀地

壳发生部分熔融，形成不同期次花岗岩。侏罗

纪深部地幔强烈隆升，形成中生代富铀活动中

心，诸广地区加里东-燕山早期多期次花岗岩

侵入，形成以印支期-燕山早期为主体的中生

代富铀花岗岩体，即诸广山复式岩体。岩浆岩

年龄为 448～143.1 Ma［30］。
早白垩世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早期铀矿

化形成阶段：诸广山复式岩体形成之后，壳幔上

隆作用形成北东向深断裂构造体系，形成区域断

陷带（南雄断陷红盆、百顺断陷带、长江复合断陷

带、城口断陷带和丰州断陷红盆），区域断陷红盆

形成。诸广地区形成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南

北向等张-张扭性深源断裂构造体系。深部来源

还原性铀成矿流体上升到地壳表层，与大气降水

混合，由于降温降压及 pH值变化，在深源断裂之

次级构造、裂隙带以及不同期次花岗岩侵入界面、

晚期岩脉等成矿有利部位沉淀、富集成矿。诸广

地区早期铀矿化主要为碱性铀矿化，由于成矿流

体混合了较多的大气降水，呈氧化性，铀矿化蚀

变岩石呈红色，碱性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为钠（钾）

长石、赤铁矿、绿泥石、碳酸盐。诸广地区早期碱

性铀矿化分布较少，铀矿化年龄为 127 Ma［30］。诸

广山复式岩体形成后，沿断裂构造侵入充填了晚

期煌斑岩脉、辉绿岩脉和花岗岩脉、花岗斑岩脉。

晚期基性岩脉划分为5个侵入阶段，年龄为142.6～
86.8 Ma［30］。晚期基性岩脉与不同矿化类型、不同期

次铀矿化时空关系密切。早期铀矿化（127 Ma）与
年龄为142.6～139 Ma基性岩脉侵入时间相近［30］，
铀矿化略晚于基性岩脉形成。

晚白垩世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晚期铀

矿化形成阶段：晚白垩世由于地幔强烈上隆作

用，深源断裂、断陷作用进一步加强，早期形成

的深源断裂构造体系进一步复活。深部来源

的还原性铀成矿流体上升到地壳表层，与大气

降水混合，由于降温降压及 pH值变化，在有利

部位沉淀、富集成矿，形成两期酸性铀矿化：红

色微晶石英脉型、灰色微晶石英脉型。诸广地

区铀矿主要为酸性铀矿化。由于大气降水混

合程度不同，红色微晶石英脉型铀矿化形成于

氧化条件，铀矿化蚀变矿物组合为红色微晶石

英、水云母、绿泥石、赤铁矿；灰色微晶石英脉

型铀矿化形成于还原条件，铀矿化蚀变矿物组

合为灰色微晶石英、水云母、绿泥石、萤石、黄

铁矿。还原条件形成的酸性灰色微晶石英脉

型铀矿化更富更大，深部还原环境更有利于沥

青铀矿富集沉淀，形成富大铀矿。晚期铀矿化

与深源岩浆活动密切相关，铀矿略晚于基性岩

脉形成。诸广地区晚期铀矿化具有多阶段性，

年龄为 127～47 Ma［30］。主要成矿阶段红色微

晶石英脉型铀矿化年龄为 85～80 Ma，灰色微

晶石英脉型铀矿化年龄为 75.46～62 Ma［30］。晚

期铀矿化（85～80 Ma）与年龄为 92.2～86.8 Ma基
性岩脉侵入时间相近［30］，铀矿化略晚于基性岩

脉形成。

始新世差异隆升-剥蚀阶段：始新世以来，

早期区域构造仍以拉张裂陷为主，晚期诸广山

复式岩体及断陷带挤压发生差异隆升，抬升剥

蚀作用造成部分矿体剥蚀出露，矿体部分被剥

蚀掉；而多数矿体没有出露地表，为隐伏矿体。

·· 11



铀 矿 地 质 第 39 卷

5 结论

1）通过总结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

铀矿成矿异同，认为这两种类型热液铀矿具有

相似的成矿特征、相似的成矿流体成分、相似

的成矿条件、相近的成矿时代、相同的成因、相

似的控矿因素等共性特征。火山岩型、花岗岩

型热液铀矿差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围岩成分

的不同，蚀变元素组合和成矿元素组合的差

异性。

2）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成矿

流体主要来源于地壳，部分来源于地幔，铀成

矿流体具有深源特征，在地壳表层混合了部分

大气降水。热液型铀矿铀成矿具有深源性，深

源成矿流体为还原性成矿流体。

3）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同属

于中-新生代岩浆作用、构造活动、热液铀成矿

系统，铀成矿作用形成于华南中-新生代统一

的深部地球动力学大地构造背景，具有统一的

形成机制。

4）华南火山岩型、花岗岩型热液铀矿经历

富铀岩浆活动中心（火山盆地和复式花岗岩

体）形成阶段、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及早期

铀矿化形成阶段、红盆深源断裂构造活动及晚

期铀矿化形成阶段、差异隆升-剥蚀阶段等 4个
成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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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in South China

LIN Jinrong1，LI Ziying1，HU Zhihua1，LAN Qing2，
WANG Yongjian1，TAO Yi3，LIU Zhengguo1

（1.CNNC Key Laboratory of Uranium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Beijing 100029，China；2.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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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n 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fluid composition,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metallogenic epoch, uranium genesis, ore control factors of Xiangshan volcanic rock
type and Zhuguang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were summarize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were similar in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fluid composition, and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metallogenic epoch, ore controlling factors,
genesi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the product of hydrothermal uranium mineralization with deep
source and ore-forming fluid of reductiv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is wall rock composition, the difference of altered element association and ore-
forming element association. It was believed that volcanic rock type and granite type hydrothermal uranium
deposits belong to the Mesozoic-Cenozoic magmatism, tectonic activity and hydrothermal uranium
mineralization system in South China. Uranium mineralization was formed in the unified deep geodynamic
geotectonic background of the Mesozoic- Cenozoic in South China, with a unified formation mechanism.
Keywords：volcanic rock type uranium deposit； granite type uranium deposit； common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deep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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