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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直罗组与洛河组砂岩型铀矿
成矿地质特征及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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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鄂尔多斯盆地砂岩型铀矿资源丰富，根据矿床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产出在盆地边缘浅部斜坡带和产出在盆

地内部两种类型。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塔然高勒铀矿床位于盆地边缘，含铀岩系为中侏罗统直罗组，直罗组下段属

于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矿体埋藏较浅，产出在直罗组下段下亚段灰色砂岩与灰绿色砂岩过渡部位，偏向

于灰色砂岩一侧，空间展布似层状，黄铁矿、炭屑、酸解烃含量高，还原流体来源包括古生界天然气（油）、延安组煤

层，铀矿物主要为铀石，少量含钛铀矿物、沥青铀矿。盆地西南部镇原地区含铀岩系为下白垩统洛河组，属于风成沉

积体系，矿体埋藏较深，产出在洛河组红色、黄色细砂岩与浅灰色细砂岩接触部位，更偏向于浅灰色细砂岩一侧，矿

体呈层状，似层状和透镜状，未见炭屑，黄铁矿、酸解烃仅在矿段位置局部富集，磷灰石含量丰富且与铀矿共生关系

紧密，还原流体来源为上三叠统延长组，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和含钛铀矿物。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直罗组

和西南部洛河组砂岩型铀成矿地质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制约鄂尔多斯盆地两个重要含铀岩系砂岩型铀矿富

集和矿体空间定位的主要控制因素，并初步建立了两个含铀岩系的控矿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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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的含能源矿产

盆地，东北部盆地边缘分布有皂火壕、纳岭沟、大营、

罕台庙等砂岩型铀矿床，南部分布有双龙、店头、国

家湾等砂岩型铀矿床，已发现的铀矿床含矿层位主

要为中侏罗统直罗组，埋深一般小于700 m，近年来，

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铀矿勘查工作证实，盆地西

南洛河组中同样具有工业意义的铀矿体，该砂岩型

铀矿床位于盆地内部，含矿砂体埋深 800 m以深，隶

属于风成沉积体系，是一种新类型的砂岩型铀矿

床[1]，西南部地区不仅找矿潜力巨大，而且科研价值

较高。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盆地东北部中侏罗统直

罗组与西南部下白垩统洛河组铀矿化特征存在许多

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两种类型铀矿床对比

研究，可以为分析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和西南部铀

矿床成矿条件及成因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并对今

后寻找类似铀矿床提供参考意义。

1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陆块西部，是我国中生

代典型的大型内陆沉积盆地之一，蕴藏有丰富的石

油、天然气、煤炭、铀矿、油页岩等多种能源矿产，盆地

东北部杭锦旗地区、西南部泾川地区是近几年的铀

矿勘查与研究的热点区域。

泾川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研究区隶

属庆阳市，地处陕北斜坡南部、天环坳陷南端及渭北

隆起交界处[2]，东北侧毗邻著名的长庆油气田。区域

构造较为发育，以北西向、近南北向断裂构造为主。

中新生代盖层发育有上三叠统延长群、侏罗系、下白

垩统、渐新统、上新统和第四系，下白垩统自下而上

包括宜君组、洛河组、环河-华池组、罗汉洞组和泾川

组，沉积相和沉积岩类型多样（图1），其中主要的含矿

层位为洛河组，目的层沉积类型主要为风成沉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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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层倾角较缓，多发育交错层理和斜层理，以浅灰

色、浅灰绿色、黄色、红色细砂岩为主，其次为中砂岩、

粗砂岩、含砾粗砂岩，泥岩、粉砂岩较少见，仅发育薄

层夹层，横向上不连续，不属于稳定的隔水层[3,4]。

杭锦旗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隶属鄂

尔多斯市，西邻大营特大型铀矿床, 东近纳岭沟大型

铀矿床, 地处盆地北缘伊盟隆起的中北部（图1）。中

侏罗统直罗组具有适宜的还原介质条件和还原流体

运移通道[5-10]，是该区主要的找矿目的层，目的层沉积

类型主要为辫状河及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岩性

主要包括灰色、灰绿色中粗砂岩、红色粉砂岩、泥岩，

直罗组与上覆白垩系下统志丹群（K1zh）不整合接触，

与下伏延安组（J1-2y）平行不整合接触。自中侏罗世

晚期后，该区构造形态由北西向南东倾斜渐变为由

北东向南西倾斜的缓单斜构造，基本不发育断层和

褶皱。

2洛河组铀矿化特征

2.1 矿体空间展布特征

铀矿体主要赋存在洛河组下部浅灰色细砂岩、

砂砾岩中，少量富集于红色细砂岩中，垂向上位于红

色细砂岩或黄色细砂岩与浅灰色细砂岩接触位置的

下部，更偏向于浅灰色细砂岩一侧，矿体呈层状，似

层状和透镜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矿化层一般 1

～2层，部分钻孔中相邻两层矿体中间夹红色细砂岩

条带（图2）。

2.2沉积体系类型及特征

洛河组沉积时期气候炎热干旱，砂体交错层理

或斜层理发育（图3a-c），局部发育波状层理，主要为

砾质辫状河沉积、风成河流交互沉积和风成沉积等，

其中研究区偏西侧为冲积扇-砾质辫状河道沉积，东

侧为风成沙漠沉积，风成沉积体系下碎屑物石英含

量较高，颗粒磨圆度较圆，分

选性好（图 3d），结构疏松，孔

隙发育，横向连通性良好，矿

体主要位于孔渗性较好的沙

丘亚相中，少量位于辫状河

道中。

2.3岩石矿物学及还原介质

特征

洛河组砂体主要为红色、

浅黄色、灰色、浅灰绿色中-

细粒长石岩屑砂岩或岩屑长

石砂岩，少量岩屑石英砂岩

和石英砂岩，未见炭屑，除矿

段外，黄铁矿、钛铁矿含量相

对少见，并且金属矿物粒径

较小，在显微镜下黄铁矿以

他形粒状、胶状、胶结物状为

主，莓球状黄铁矿含量较少，

其中胶状黄铁矿与沥青铀矿

的伴生关系最为常见，钛铁

矿氧化蚀变程度差异较大，

自中心向外侧呈现钛铁矿-

锐钛矿-沥青铀矿的环带结

构，黄铁矿与钛铁矿、锐钛矿

多伴生产出。

洛河组风成砂岩的内部

图1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纲要图及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1 Structural outline map of Ordos Basin and location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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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介质十分缺乏，目前的岩石学和有机地球化学

证据均显示，目的层灰色砂层的空间展布与断裂构

造及次生油气藏关系密切，砂岩内富含沿裂隙贯入的

深层含烃流体[11]，洛河组下部砂岩中可见到明显的油

浸、油斑或油迹，显微镜下见荧

光[1]（图4a，b，c），砂岩胶结物中

发育大量的油气包裹体[12]，经

检测含矿砂岩及下部围岩中吸

附气主要有甲烷、乙烯、丙烷、

丙烯、丁烷和二氧化碳，非矿段

烃类气体含量较低[13]，反映出

烃类气体与砂岩型铀矿空间

赋存位置一致，还原机理为深

层烃类流体沿结构裂缝、粒度

较粗部位或层理灌入红色砂

岩（图 4d，e，f），引起了含矿目

的层中的氧化-还原分区和铀

矿的沉淀[11]，初步推断还原性

流体来源于上三叠统延长

组[1]。

2.4 铀矿物类型及主要赋存

状态

铀矿物类型主要为沥青铀

矿、含钛铀矿物，基本未见铀

石，沥青铀矿中UO2平均含量

为 81.5%，SiO2 平均含量为

1.92%，铀矿物与黄铁矿、磷灰

石、绿泥石伴生关系最紧密，

与他形、半自形黄铁矿相关性

不强（图5a），多分布在胶状黄

铁矿裂隙中或周边（图5b），蚀

变钛铁矿周边（图5c），或被短

柱状磷灰石（图5d，e）、针叶状

绿泥石吸附（图 5f）。通过野

外现场伽玛检测，结合实验室

分析结果，发现该区灰色砂岩

中含矿性整体强于红色砂岩。

3直罗组铀矿化特征

3.1 矿体空间展布特征

铀矿体主要分布在直罗组下

部灰绿色、灰色中、粗砂岩中，

垂向上位于灰白色砂岩与灰绿色、灰色砂岩接触位

置的上部，更加远离灰白色砂岩一侧，矿体主要呈层

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矿化层一般1层，部分钻孔

中为2层（图6）。

图2 镇原地区洛河组-环河华池组砂体联井剖面图

Fig.2 The profile of sand body from Luohe formation to Huanhe Huachi

Formation in Zhenyuan area

图3 镇原地区洛河组砂岩宏观、微观特征

Fig.3 Macro and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Luohe Formation

sandstone in Zhenyuan area

a.洛河组砂岩露头的大型交错层理；b-c.洛河组砂岩岩心中发育交错层理；

d.洛河组砂岩镜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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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镇原地区洛河组砂岩中烃类流体作用痕迹

Fig.4 Traces of hydrocarbon fluid migration in the sandstone of Luohe formation in Zhenyuan area

a.黄色中砂岩中油浸现象；b.蓝色荧光下显微照片；c.紫色荧光下显微照片；d.还原流体岩沿结构裂缝上移；e.红色细砂岩中灰

色砂质团块；f.还原流体沿层理运移，红色砂岩中夹灰色砂质条带

3.2沉积体系类型及特征

根据沉积环境与古气候特点，将直罗组划分为

上段及下段，其中上段为一套红色碎屑岩建造，以洪

泛沉积为主，砂体不发育，呈“泥包砂”结构，横向连通

性差，为曲流河-曲流河三角洲沉积，直罗组下段为

灰色、灰绿色碎屑岩建造，辫状河砂体发育，可进一

步划分为下亚段的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及上

亚段的辫状河-曲流河过渡沉积，下亚段砂体呈“砂

包泥”结构，渗透性强，横向连通性好。

3.3 岩石矿物学及还原介质特征

直罗组下段含矿砂岩主要是灰色、灰绿色中粗

粒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砂岩[6]，以泥质胶结为主，局

部钙质胶结，少量菱铁矿胶结。还原介质类型多样，

以碳屑、黄铁矿、钛铁矿为主（图7a，b，c），此外，高岭

图5 洛河组砂岩中铀矿物赋存特征

Fig.5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 minerals in the sandstone of Luohe formation

a.他形粒状黄铁矿，反射光；b.铀矿物与胶状黄铁矿伴生，BSE；c.铀矿物与蚀变钛铁矿伴生，BSE；d.磷灰石吸附铀矿物，BSE；

e.磷灰石吸附铀矿物，BSE；f.铀矿物与绿泥石伴生，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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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杭锦旗地区直罗组砂岩中有机质及烃类流体作用痕迹

Fig.7 Types of organic matter and traces of hydrocarbon fluid migration in the sandstone of Zhiluo formation in

Hangjinqi area

a.直罗组底部煤层；b.灰色钙质中砂岩内炭屑与黄铁矿伴生；c.灰色中砂岩中炭屑与黄铁矿伴生；d.红色泥质粉砂岩中夹黄褐

色细砂岩条带、灰绿色细砂岩条带、灰白色细砂岩团块；e.红色粉砂质泥岩中夹砂质团块，其由外向内依次为黄褐色细砂岩、灰

绿色中砂岩、灰白色粗砂岩；f：灰绿色细砂岩中红色氧化残留；g：延安组顶部煤层与直罗组底部灰白色中、粗砂岩交界处

图6 杭锦旗地区NW-SE向钻孔联井剖面图

Fig.6 NW-SE cross-hole section in Hangjinq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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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蒙脱石等适宜吸附铀矿物的粘土矿物含量丰富。

黄铁矿类型多样，包括莓球状、自形、他形、胶状，其中

以胶状黄铁矿最为常见，并且与铀矿伴生关系最为

紧密，其次为莓球状黄铁矿。钛铁矿呈碎屑颗粒状，

氧化蚀变现象较严重，从中心向外侧多呈现钛铁矿-

锐钛矿-铀石的环带结构。

钻孔岩心中可见红色泥质粉砂岩中夹黄褐色细

砂岩、灰绿色细砂岩、灰白色细砂岩条带或团块，红

色粉砂质泥岩中由外向中心部位依次夹黄褐色细砂

岩、灰绿色中砂岩、灰白色粗砂岩团块，灰绿色细砂

岩中的红色氧化残留现象（图 7d，e，f）。陈宏斌等

（2006）对东胜铀矿床直罗组中不同颜色岩石进行紫

外荧光强度分析发现，绿色岩石较高，灰绿色次之，

紫红色和蓝绿色较低，岩石在320～360 nm激发波长

时出现荧光强度峰值，与轻质油、天然气的荧光特征

相似，说明绿色岩石中含有较高的烃类物质，其发生

过以天然气为主的油气聚集[14]，研究区有关烃类流体

的来源仍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下古生界奥陶系碳

酸盐岩和上古生界煤系地层的贡献仍有待进一步明

确，但长期以来多数学者认可，盆地中心古生界天然

气（油）沿断裂向北部大规模的运移造成了该区烃类

流体的富集和灰绿色砂岩的形成[15-17]。虽然古生界

烃类流体增强了直罗组地层的还原能力，但目前并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它们在砂岩型铀矿形成过程中

起到了唯一的主导作用，我们通过对含矿砂岩与不

含矿砂岩中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发现萜、甾类化合物

含量及特征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前人研究发现，研究

区直罗组铀成矿作用总是与上覆的薄煤层或者煤线

相伴而生[5]，铀储层酸解烃类主要是CH4，与来自煤层

的煤层气主成分一致[18]，我们前期通过对典型参数的

统计，发现研究区铀矿体厚度与延安组煤层的厚度、

直罗组炭屑层数正相关性明显[19]，钻孔岩心中可见含

沥青质的镜煤，显微镜下观察到炭屑等有机质周边

吸附了铀石[6]，野外露头中延安组与直罗组交界处可

见大量的球状黄铁矿，并且高岭土化明显，黄铁矿与

高岭石的形成与延安组煤层密切相关，而黄铁矿与

高岭石在含矿目的层含量丰富，并且与铀石伴生紧

密，具有成因联系。宏观与微观现象均反映出直罗

组下段砂岩除了遭受了深部油气还原作用外，还受

到延安组煤层产生的烃类流体作用，并且下伏延安

组煤层、直罗组底部炭屑由于距离近，分布范围较

广，既能充当铀酰离子的吸附剂，又可以作为有利的

还原剂在铀成矿过程中可能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

用[19]（图7g）。

3.4 铀矿物类型及主要赋存状态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浅部含铀岩系中铀矿物最

主要的类型为铀石, 其次为含钛铀矿物、沥青铀矿

等。 UO2 平均含量为 64.69%，SiO2 平均含量为

18.89%，铀矿物颗粒细小（0.001～0.03 mm），与黄铁

矿、炭屑（有机质）、高岭石等伴生关系最为常见，少见

与绿泥石的伴生现象。铀石多吸附在莓球状、黄铁

矿裂隙中、胶状黄铁矿边缘（图8a，b，c），或分布在炭

屑等有机质边缘（图8d，e，f），或被粘土矿物吸附。

同样根据野外伽玛检测，结合实验室分析，浅灰

色砂岩中含矿性整体强于灰白色砂岩，又强于灰绿色

砂岩，这是由于灰色砂岩中植物炭屑、黄铁矿最为发

育，灰白色砂岩中高岭石发育，而灰绿色砂岩中植物

炭屑、高岭石较少，并且黄铁矿以成岩期的自形粒状

黄铁矿居多，相较另外两者不利于铀矿的沉淀富集。

4直罗组与洛河组关键控矿要素
对比

从沉积体系、粘土矿物、古气候、还原介质（有机

质、黄铁矿、钛铁矿）、特征矿物等几个方面对鄂尔多

斯盆地东北部和西南部砂岩型铀矿关键控矿要素的

异同进行对比（表 1），初步建立了盆地北部直罗组

（图 9a）、南部洛河组（图 9b）砂岩型铀矿床控矿机理

模型。

沉积体系：直罗组下段下亚段为辫状河-辫状河

三角洲沉积体系，砂体疏松、孔隙度大、渗透率高，上

段曲流河沉积，下部延安组泥岩，具备“泥-砂-泥”的

地层结构特征。洛河组下段为风成沉积体系，砂体

同样疏松、渗透性好，上部环河华池组湖相沉积，洛

河组底部大套钙质砂岩，下伏安定组粉砂岩或泥灰

岩发育，同样具备“泥-砂-钙”或者“泥-砂-泥”的地

层结构，均属于有利于矿体赋存的良好铀储层。

粘土矿物：直罗组下段粘土矿物总量较高，以蒙

皂石+伊/蒙混层+绿泥石为主, 下亚段含矿砂岩中的

黏土矿物以高岭石+伊/蒙混层+蒙皂石为主，其中高

岭石含量相对直罗组上段和直罗组下段上亚段具有

明显的升高，反映出砂体自下而上具有酸性-碱性的

过渡变化特征，蒙皂石、伊蒙混层和高岭石对铀矿物

具有较好的吸附性，是含铀岩系中重要的吸附介质。

洛河组下部以伊/蒙混层+高岭石+绿泥石+伊利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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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但因其主体为风成砂岩，粘土矿物总量较低，不

是铀矿富集的主要控制因素。

古气候特征：直罗组下段为亚热带-暖温带半湿

润-半干旱气候，洛河组沉积早期为亚热带干旱—半

干旱气候为主，局部出现短暂的湿热气候[1]，均是古

气候演化的转折区和古气候分带之间的过渡区，对

于砂岩型铀矿的预富集和形成具有有利的控制作

用[20-21]。

有机质含量：直罗组下段砂岩中碳屑、酸解烃含

量较高，矿段位置含量最高，矿化段次之，无矿段最

低[10,18,22]，还原流体来源包括古生界天然气（油）和延

安组煤层[18-19,23-24]。洛河组砂岩中未见炭屑，仅含矿

砂岩及围岩部位有机质含量较高，初步推测还原烃

类来源为上三叠统延长组湖相页岩[1]。虽然有机质

类型、来源和含量有所不同，但在矿段都有所富集，

外部还原流体同样都是铀成矿的主控因素之一。

成矿

区域

盆地

东北部

盆地

西南部

层位

直罗组

上段

直罗组

下段

洛河组

上段

洛河组

下段

上亚段

下亚段

围岩

含矿

砂岩

沉积体系

曲流河

辫状河-曲流河
过渡

辫状河--辫状河
三角洲

风成为主，少量
河流相、湖相沉

积

风成

粘土矿物特征

红色砂岩以蒙皂石+伊/
蒙混层为主, 灰绿色砂
岩以蒙皂石+伊/蒙混

层+绿泥石为主

蒙皂石+伊/蒙混层+绿
泥石

高岭石+伊蒙混层+绿

泥石+蒙脱石

伊/蒙混层+伊利石

伊/蒙混层+高岭石+绿

泥石+伊利石

气候特征

亚热带半干旱

气候

亚热带-暖温带
半湿润-半干旱

气候

亚热带干旱—

半干旱气候

亚热带干旱—
半干旱气候为
主，局部出现短
暂的湿热气候

有机质
含量

低

较低

较高

低

较低

黄铁矿、
钛铁矿含量

低

较高

高

低

较低

磷灰石
含量

低

低

低

低

高

岩石
颜色

原生

沉积色

后生

蚀变色

原生

沉积色

后生

蚀变色

铀矿物
类型

铀石为主

沥青铀矿、
含钛铀矿
物为主

富铀
层位

否

否

是

否

是

表1 直罗组和洛河组砂岩型铀矿主要控矿因素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or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between Zhiluo

Formation and Luohe Formation

图8 直罗组砂岩中铀矿物赋存特征

Fig.8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 minerals in the sandstone of Zhiluo formation

a.铀石与莓球状黄铁矿伴生，BSE；b.铀石胶状黄铁矿微裂隙富集，BSE；c.铀石与黑云母析出的黄铁矿伴生，BSE；d.植物炭屑

与其中的粒状黄铁矿，反射光；e：铀石与炭屑、黄铁矿伴生，BSE；f：铀石与黄铁矿、植物胞腔、有机质共生，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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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钛铁矿含量：黄铁矿即是良好的还原介

质又是吸附介质，蚀变钛铁矿可能主要起到吸附铀

矿物的作用[25-26]。直罗组下段砂岩中黄铁矿、钛铁矿

含量较高，矿段附近最高，且类型多样，与铀矿伴生

关系紧密。而洛河组砂岩中金属矿物含量较少，且

颗粒细小，但在矿段位置同样具有局部富集的现象。

磷灰石含量：直罗组砂岩中基本未见磷灰石，P元素

没有明显的富集现象，不是浅部砂岩型铀矿的共生

矿物类型，而在洛河组砂岩中磷灰石含量较高，P、Ca

与U元素含量在空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铀矿物吸

附在短柱状磷灰石周缘，是研究区洛河组内最重要

的铀矿伴生矿物之一。

砂体成因：直罗组下段沉积时期处于半湿润-半

干旱气候转折期，上段沉积时期处于半干旱气候，因

此直罗组上段以原生红色沉积物为主，下部以原生

灰色沉积物为主，叠加了后期含氧含铀流体和还原

流体的改造作用[27]。直罗组下段底部呈现灰白色蚀

变砂岩，向上过渡为灰色、浅灰色蚀变砂岩，下段上

部为灰绿色蚀变砂岩，受控于断层分布、煤层范围、

沉积相变等因素，蚀变强度有所差异，红色砂岩在其

中零星分布，呈团块状残留。洛河组沉积时期以原

生红色、黄色砂岩为主，间杂原生灰色河流相、滨湖

相砂岩、粉砂岩，洛河组下部砂岩遭受了还原流体的

改造，生成了灰色、浅黄色蚀变砂岩[28]。

铀矿物类型不同：直罗组砂岩中铀矿物以铀石

为主, 少量含钛铀矿物、沥青铀矿等，而洛河组砂岩

中铀矿物以沥青铀矿、含钛铀矿物为主，基本未见

铀石。

5 结论

（1）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含铀岩系为中侏罗统

直罗组，属于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具有

“泥-砂-泥”地层结构，丰富的有机质（炭屑、酸解

烃）、黄铁矿、钛铁矿、蒙皂石、高岭石等还原介质或吸

附介质，还原流体来源包括古生界天然气（油）和延

安组煤层。铀矿物主要为铀石，少量含钛铀矿物、沥

图9 直罗组与洛河组砂岩型铀矿床控矿机理模型（图a据焦养泉等，2018修改）[5]

Fig.9 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model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Zhiluo Formation and Luo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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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铀矿。

（2）西南部含铀岩系为下白垩统洛河组，属于风

成沉积体系，同样具备“泥-砂-泥”或“泥-砂-钙”的

地层结构，未见炭屑，黄铁矿、钛铁矿含量仅在矿段

富集少量富集，粘土矿物总量不高，与铀矿物相关性

不如东北部河流沉积体系矿床中明显，初步推测还

原流体来源为上三叠统延长组。铀矿物主要为沥青

铀矿和含钛铀矿物。

（3）盆地西南部洛河组砂岩中磷灰石与铀成矿

关系密切，这种伴生关系在以往河流沉积体系下少

见，因此在该盆地砂岩型铀矿中特别是以风成沉积

体系为特色的铀成矿中磷起到的作用值得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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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between Zhiluo

Formation and Luohe Formation in Ordos Basin

ZHU Qiang1, 2, 3，WU Yue4*，WEN Si-bo1, 2, 3，WANG Yu4，LI Guang-yao1, 2, 3，

Si Qing-hong1, 2, 3，Zhao Hua-lei1, 2, 3

(1. 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Uranium Geolog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3. North China Center of Geoscience Innovation, Tianjin 300170, China;

4. Department of Exploration，PetroChina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Xi’an 710018，China)

Abstract:Ordos basin is rich in sandstone type uranium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posit positions of

the ore body, they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type of uranium is exist in the shallow slope belt at the

edge of the basin, and the other type is exist in the inner part of the basin. The Tarangol uranium deposit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Ordos Basin is located at the edge of the basin, uranium bearing rock seriesis Zhiluo

formation of Middle Jurassic, the lower member of Zhiluo formation is braided fluvial-braided fluvial delta

sedimentary system, the orebody is buried shallowly, and it exists in the transitional part of gray sandstone and

grayish-green sandstone in the lower sub-member of the Zhiluo formation, which is biased towards the side of the

gray sandstone,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stratiform, the content of pyrite, carbon chips and acidolysis

hydrocarbon is high, the sources of reducing fluids include Paleozoic natural gas (oil) and coal seams of the

Yan'an Formation,. The primary type of uranium minerals is coffinite and the second type is titanium bearing

uranium mineral and pitchblende. The Zhenyuan uranium deposit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Ordos basin is

located inside the basin, uranium bearing rock seriesis the Luohe formation of lower Cretaceous, Luohe formation

is eolian sedimentary system, the ore body is deeply buried, and it is exist at the contact part of the red or yellow

fine sandstones and light gray fine sandstones, which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light gray fine sandstone side, the

spatial shape of the ore body is stratiform, approximate stratiform and lenticular, without carbon dust, pyrite and

acidolysis hydrocarbon are only locally enriched near the ore body, apatite is abundant and closely related to

uranium minerals, the source of reducing fluid is Yanchang formation of Upper Triassic, uranium minerals are

mainly pitchblende and titanium bearing uranium mineral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sandstone 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between Zhiluo formation and Luohe formation in

Ordos basin,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enrichment of the two important uranium bearing rock

series and the spatial positioning of the ore body are proposed, and the 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models of

uranium-bearing rock series are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key words: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Zhiluo Formation; Luohe

Formatio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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