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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潜在储铀层”指煤田等勘探钻孔测井资料中自然伽马值显示高于 ５０γ（或 ３ ５ＰＡ ／ ｋｇ 或 １５０ａｐｉ或 １２ ６ 纳库（ｎ

·Ｃ）／ ｋｇ·小时）所对应的砂岩、砾岩层，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盆地深部特殊的铀矿化信息。据此，为探讨滇西首

个“煤铀兼探”优选靶区即户撒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条件与找矿方向，本文从煤田“潜在储铀层”提供的深部铀矿

化信息入手，在系统分析盆地构造、古气候、铀源、水文地质、岩性岩相五项成矿要素后，结合前人区域研究成果，认

为户撒盆地具有一定的成矿条件与找矿潜力。“潜在储铀层”放射性特征与沉积学特征统计分析指示盆地找矿主攻

层位应为芒棒组一、二段，找矿主攻相带应为陡坡带扇三角洲相和缓坡带冲积扇相。上述认识已得到钻探成果的初

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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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铀兼探”为国内近年来新兴的砂岩型铀矿
找矿思路，其与常规找矿方法的主要区别及其工作

方法核心为力图充分实现煤田等钻孔测井资料的

二次开发利用，并最终通过钻探验证分析，为铀矿

预普查提供勘查建议。其科学依据在于研究证明

测井曲线自然伽马的幅值与岩石化学分析确定的

铀含量成正相关关系，即自然伽马异常越大，铀的

含量越高。所以，利用煤田等自然伽马测井伽马异

常，可以寻找砂岩型铀矿［１］。近期北方一系列找矿

成果的获得［２４］，彰显出该新思路的科学合理性。

“潜在储铀层”就是在该思路指导下提出的新概念，

指煤田等勘探钻孔测井资料中自然伽马值显示高

于 ５０γ（或 ３ ５ ＰＡ ／ ｋｇ 或 １５０ ａｐｉ 或 １２ ６ 纳库（ｎ·
Ｃ）／ ｋｇ·小时）所对应的砂岩、砾岩层［５］，是测井曲

线中存在的违反自然伽马幅值与沉积岩颗粒大小

成反比规律的特殊岩层段，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盆地深部特殊的铀矿化信息，也许正是砂岩型铀矿

存在的标志。

滇西发育大量新生代小型山间盆地，已探明 ８
个中、小型矿床，是中国重要的砂岩型铀矿成矿带

之一［６］。滇西成矿带中的户撒盆地勘查程度较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前人完成了盆地的地表铀矿
调查，并未获得找矿发现［７］。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国地
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启动云南“煤铀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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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工作，在首个优选靶区，即户撒盆地，前人 １９８２
年煤田钻孔测井资料中，筛选出多层潜在储铀层，

暗示盆地可能具有较好的成矿条件与找矿潜力。

鉴于此，本文对盆地构造、古气候、铀源、水文地质、

岩性岩相等成矿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最新勘

探成果，综合“煤铀兼探”找矿新思路与常规找矿预

测分析方法，以期对盆地成矿条件进行初步评估。

并在此基础之上，利用潜在储铀层放射性特征与沉

积学特征统计分析，对盆地下一步找矿方向进行初

步探讨。

１　 地质背景
户撒盆地位于陇川县城西北，距陇川县城

５６ｋｍ，距盈江县城 ５９ｋｍ，地理坐标为 Ｅ ９７°４９′ Ｅ
９７°５８′；Ｎ ２４°２４′ Ｎ ２４° ３１′。长 ２２ｋｍ，平均宽约
３ｋｍ，面积约 ６０ｋｍ２。盆地基底主要为燕山期混合花
岗岩（γｍ），岩性为浅灰、灰色花岗岩、花岗斑岩、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等，少量为新元古界高黎贡山群

（Ｐｔ３Ｇｌ）灰色、浅灰色片岩、片麻岩等。盖层由新近
系芒棒组（Ｎ２ｍ）及第四系（Ｑ）组成（图 １）①

芒棒组是滇西主要赋矿层位，该盆地芒棒组可

分为 ５ 段，第一段：灰绿、紫红、褐黄等杂色砂砾岩，
局部为粗砂岩，一般厚 ２０ ～ ５０ｍ，平均厚 ４２ ０３ｍ，属
冲积扇相。第二段：深灰、灰褐、灰黑色粉砂岩、细

砂岩为主，一般厚 ５０ ～ ７５ｍ，平均厚 ５９ ２８ｍ。第三
段：灰色、灰绿色粉砂岩、细砂岩为主，一般厚 １１０ ～
１３０ｍ，平均 １１９ ０６ｍ，与二段同属辫状河三角洲、扇
三角洲相。第四段：灰色、浅灰色、土黄色泥岩、砂

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为主，一般厚 ６０ ～ ８０ｍ，平均
７０ｍ，属湖泊相。第五段：灰色砂质泥岩、泥质粉砂
岩、粉砂岩为主，厚度 ＞ １６０ ５１ｍ，属辫状河三角洲、
扇三角洲相③（图 ２）。

２　 盆地深部铀矿化信息
户撒盆地施工的 ３７ 个钻孔中，其中 ３６ 个孔有

测井资料（测井仪器名称：组合测井仪，型号：ＴＹＦＺ
４，编号：０２４），通过筛查发现含潜在储铀层（＞ ５０γ）
钻孔 ２３ 口，占总孔数的 ６０ ５％，其中有 １０ 口钻孔
中含多层潜在储铀层（图 ３井 ４５）；２３ 口钻孔中统
计出潜在储铀层 ４０ 层，主要赋存在芒棒组一至三
段。其中一段含 １６ 层，占 ４０％；二段含 １４ 层，占
３５％；三段含 １０ 层，占 ２５％。潜在储铀层的岩性主

图 １　 滇西户撒盆地地质简图（ａ据②，ｂ据①修改）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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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户撒盆地新近系芒棒组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ｏｇｅｎｅ Ｍａｎｇｂ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要为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粗砂岩、细砂岩、含炭细

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多以粗碎屑砂砾岩为

主。自然伽马曲线为单峰状，伽马值最小为 ５１γ，最
大为 ３４５γ，大于 １００γ 者多集中在芒棒组一段。层
厚最薄为 ０ ６ｍ，最厚为 ５ｍ。埋深最浅为 １７ ～ １９ｍ，
最深为 ３８２ ４ ～ ３８４ｍ（图 ３）［５］。盆地一定数量的高
伽马、高厚度的潜在储铀层的存在，暗示盆地成矿

条件较好，深部极可能存在铀矿化层。

３　 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
３ １　 构造要素

研究区处于腾冲地体之上，腾冲地体原属冈瓦

那大陆的一部分，早古生代早期可能位于冈瓦纳大

陆北缘岩浆弧位置［８］。晚古生代（泥盆纪—石炭

纪）地体自冈瓦纳大陆北缘分裂、北移。晚三叠

世—晚白垩世，腾冲地体与保山块体沿现怒江断裂

３８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３）

图 ３　 户撒盆地潜在储铀层测井曲线特征
Ｆｉｇ ３　 Ｗｅｌｌ ｌｏｇ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带发生碰撞［９］。新近纪，腾冲地体受印度板块向东

俯冲影响，深部地幔物质上涌，壳幔成穹状隆起，地

壳拉薄（厚 ３５ ～ ４２ｋｍ），壳表张裂［１０］。在该时期伸

展构造背景之下，户撒盆地经历了填平补齐—初始

湖泛—最大湖侵阶段，形成了有利的赋矿层系（图

２）。上新世末—更新世，滇西“三江”地区发生剧烈
抬升运动［１１］，构造活动转变为挤压隆升，致使湖盆

萎缩消亡，地层掀斜，并近于地表或暴露地表接受

风化、剥蚀改造，地表含氧水利于渗入，铀矿化发育

加速。

３ ２　 古气候要素
根据孢粉组合特征，大量橙木、桦、冬青、枫香

和松柏等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针叶林木本树
种分布于新近纪盆地丘陵山地起伏区，表明新近纪
为温暖潮湿的古气候①。因此，新近系芒棒组煤层

发育，利于有机质、黄铁矿等还原吸附介质的形成。

但从上新世至第四纪豆科植物的增多，指示了滇西

地区上新世时气候已有向干旱方向发展的趋势，也

说明该区气候具有从凉变暖的演变趋势［１２］。在后

期干旱、半干旱气候条件下，承压的含铀含氧地下

水容易渗入到主砂岩层中，并使砂岩层中的铀氧

化、随地下水运动方向迁移，前期形成的有机质、黄

铁矿等在氧化还原界面附近将其还原吸附，利于形

成砂岩型铀矿［１３］。

３ ３　 铀源要素
地壳的平均铀质量分数为 ２ ５ × １０６。铀在各

类岩石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平均铀质量分数也各有

不同。铀在酸性花岗岩、酸性火山岩中比在其他火

成岩中丰富，其中花岗岩平均铀质量分数为 ４ ０ ×
１０６，Ｔｈ ／ Ｕ为 ４ ９。因此，岩石现测铀的质量分数大
于 ４ ０ × １０６时，表明铀源条件较为有利，为铀成矿
提供丰富铀源的重要保障［１４］。户撒盆地蚀源区燕

山期花岗岩大面积出露，笔者采集的 １９ 件花岗岩、
花岗斑岩等样品中铀的质量分数经云南省核工业

２０９ 地质队测试分析结果为（４ １２ ～ １５ ２）× １０６（表
１），与伊利盆地中酸性火山岩中铀的质量分数
（（４ ０ ～ １４ ０）× １０６）相当［１５］，表明户撒盆地蚀源

区花岗岩具有良好的铀源条件。

３ ４　 水文地质要素
据前人水文地质资料分析研究表明①，户撒盆地

４８



２０１７ 年（３） 滇西户撒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与找矿方向浅析

表 １　 户撒盆地花岗岩铀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样品号 岩性 Ｕ（１０６） Ｔｈ（１０６） Ｔｈ ／ Ｕ

ＨＳＥ０１ 花岗岩 ８ ２５ ６４ ９ ７ ９

ＨＳＥ０２ 花岗岩 ５ ７８ ３９ ４ ６ ８

ＨＳＥ０３ 花岗岩 ６ ３２ ７７ ５ １２ ３

ＨＳＥ０４ 花岗岩 ９ ７ ６４ ７ ６ ７

ＨＳＥ０５ 花岗岩 １１ ７ ７８ ５ ６ ７

ＨＳＥ０６ 花岗岩 ７ ４８ ７１ ２ ９ ５

ＨＳＥ０７ 花岗斑岩 １１ ９ ７０ １ ５ ９

ＨＳＥ０８ 花岗岩 ６ ５９ ５７ ２ ８ ７

ＨＳＥ０９ 花岗岩 ４ １２ ３０ ８ ７ ５

ＨＳＥ１０ 花岗岩 ９ ９４ ７１ ９ ７ ２

ＨＳＥ１１ 花岗岩 ７ ８２ ６５ ２ ８ ３

ＨＳＷ０１ 花岗岩 ８ １５ ８０ ９ ８

ＨＳＷ０２ 花岗岩 ４ ７３ ６１ １ １２ ９

ＨＳＷ０３ 花岗岩 １５ ２ ７０ ４ ６

ＨＳＷ０４ 花岗斑岩 ５ ７１ ７８ ４ １３ ７

ＨＳＷ０５ 花岗岩 １３ １ ６９ ５ ３

ＨＳＷ０６ 花岗岩 ６ ２７ ５６ ８ ９ １

ＨＳＷ０７ 花岗岩 ５ ０９ ３５ ６ ７ ０

ＨＳＷ０８ 黑云二长花岗岩 ４ ４４ ２２ ５ ５ １

地为正向渗入型盆地，发育比较完善的补、径、排系

统。补给区主要是盆地周边蚀源区，区内分布高黎

贡山群变质岩、燕山期花岗岩，广泛发育弱裂隙含

水层。该层地表风化裂隙比较发育，接受降雨补

给，通过风化裂隙直接补给给全新统和芒棒组含水

层；径流区主要为盆地缓坡带与南东部陡坡带，由

盆缘至盆地中心之间由略具地形起伏的新近系及

第四系组成。其中，富含碎屑岩类、松散岩类孔隙

水，以潜水、承压水形式由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径

流。可分为芒棒组一段杂色砂砾岩夹粗砂岩，芒棒

组二、三段粉砂、细砂岩夹砂砾岩，芒棒组第五段泥

质岩夹粉、细砂岩及全新统含砾砂质粘土层共 ４ 个
含水层及芒棒组第四段泥质岩一个隔水层；排泄区

主要为中部凹陷带，富含新近系芒棒组顶部、第四

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以井、泉、沼泽形式排泄

注入盆地中部户撒河。

３ ５　 岩性岩相要素
新近系芒棒组主要为一套含煤碎屑岩沉积，发

育冲积扇、辫状河三角洲、扇三角洲、湖泊 ４ 种沉积
相，以缓坡带辫状河三角洲相、陡坡带扇三角洲相

最为发育，可见辫状河道砂体广泛分布于冲积扇、

辫状河三角洲、扇三角洲沉积体系③（图 ４）。从北
部紧邻的龙川江产铀盆地沉积学研究来看［１６，１７］，龙

川江盆地两侧均发育冲积扇与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其西部斜坡带冲积扇、扇三角洲砂体是砂岩铀矿赋

存的主要场所；户撒盆地同样发育冲积扇、扇三角

洲、辫状河三角洲砂体，具有与北部龙川江盆地极

为相似的岩性岩相条件。

３ ６　 前人区域研究成果
孙泽轩等［６］根据盆地沉积演化、火山活动、地

貌景观等因素的不同，将滇西地区划分出 ２ 种类型
的新生代盆地，包括北部的腾冲盆地、梁河盆地、龙

川江盆地等赋矿盆地，与南部的盈江盆地、陇川盆

地、瑞丽盆地、户撒盆地、遮放盆地等未见矿盆地。

并指出铀矿成矿最有利的是北部腾冲地区找矿目

的层上覆地层发育了区域性隔水层、存在火山活

动、深切割低山—丘陵—河谷阶地地貌的新生代盆

地。依照以上标准，研究区户撒盆地虽发育区域性

隔水层（芒棒组三段），但缺乏火山活动与深切割的

地貌，因而并非最有利找矿区域。

综合以上研究认为，户撒盆地尽管不处于滇西

最有利的找矿区域，但拥有丰富的深部铀矿化信息

显示，且在构造、古气候、铀源、水文地质、岩性岩相

等方面具备良好的成矿条件，因此，推测盆地具一

定的找矿潜力。

４　 盆地找矿方向探讨
４ １　 找矿主攻层位

本次研究筛查的 ４０ 层潜在储铀层中，有 １６ 层
赋存于芒棒组一段中，自然伽马平均值为 １０２γ，平
均厚度为 １ ９ｍ；１４ 层赋存于芒棒组二段中，自然伽
马平均值为 １１６γ，平均厚度为 ２ ０ｍ；另有 １０ 层赋
存于芒棒组三段中，自然伽马平均值为 ８６γ，平均厚
度为 ２ ６ｍ（表 ２）。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芒棒组一、
二段中潜在储铀层自然伽马平均值高（均大于

１００γ），厚度较大，埋深均在 ３００ｍ内，应为盆地找矿
主攻层位，其次为芒棒组第三段。

４ ２　 找矿主攻相带
由户撒盆地不同沉积相带中前人施工煤田钻

孔“潜在储铀层”的钻遇率来看（图 ４），缓坡带冲积
扇相带中共施工钻孔 ６ 口，其中含潜在储铀层钻孔
５ 口，异常钻孔率为 ８３ ３％；辫状河三角洲相带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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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钻孔 ２６ 口，其中含潜在储铀层钻孔 １４ 口，异常钻
孔率为 ５３ ８％；扇三角洲相带共施工钻孔 ４ 口，其
中含潜在储铀层钻孔 ４ 口，异常钻孔率为 １００％（表
３）。由异常钻孔率高低可以看出，冲积扇和扇三角
洲相带明显高于辫状河三角洲相带，指示前两个相

带中可能更易钻遇铀矿化，应为找矿主攻相带。

５　 钻探成果验证

依据“煤铀兼探”技术方法规范，在 ６ 口典型含
“潜在储铀层”煤田钻孔的附近部署新钻孔，进行验

证。其中 ２ 口（井 Ｙ２２１、Ｙ２３３）部署在冲积扇相带，
２ 口（井 Ｙ１８１、Ｙ２６３）在辫状河三角洲相带，２ 口（井
Ｙ４５、Ｙ８５）在扇三角洲相带（图 ４）。新钻孔采用重
庆地质仪器厂生产的 ＪＧＳ３ 综合测井仪器和上海申
核电子仪器厂生产的 ＦＤ３０１９ 探管，严格按相关操
作规范进行测井编录。钻探成果显示，６口钻孔中有

图 ４　 户撒盆地芒棒组沉积相带展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ｂ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表 ２　 芒棒组一段 ～三段各潜在储铀层放射性特征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ｂ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ｓａ Ｂａ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层位 潜在储铀层数量（层）
伽马异常值

范围（γ）

伽马异常

平均值（γ）

伽马异常

厚度范围（ｍ）

伽马异常

平均厚度（ｍ）

埋深范围

（ｍ）

芒棒组一段 １６ ５１ ～ １７７ １０２ １ １ ～ ３ ５ １ ９ ２１ ～ ２９７

芒棒组二段 １４ ５４ ～ ３４５ １１６ ０ ５ ～ ４ ０ ２ ０ ３３ ～ ２１３

芒棒组三段 １０ ６１ ～ １１２ ８６ ０ ６ ～ ４ ２ ２ ６ １７ ～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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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口发现铀矿化，共含 ３ 层矿化层，２ 层位于芒棒组
一段，另 １ 层位于芒棒组二段，且铀矿化孔仅分布于
冲积扇（井 Ｙ２３３）扇中土黄色细砾岩、含砾细砂岩
和扇三角洲（井 Ｙ４５）水下分流河道浅灰白色含砾
粗砂岩夹细砾岩、细砂岩中。以上勘探成果证实盆

地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且初步验证了找矿方向的

正确性。但新、老钻孔测井自然伽玛异常层位与异

常幅值相差较大，推测与煤田测井仪器不同且未经

标定，以及测井方法不同等方面有关。

表 ３　 不同沉积相带中异常钻孔率与见矿率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沉积相带
异常钻孔率（％）

（前人煤田钻孔）

见矿率（％）

（验证孔）

冲积扇 ８３ ３（５ ／ ６） ５０（１ ／ ２）

辫状河三角洲 ５３ ８（１４ ／ ２６） ０（０ ／ ２）

扇三角洲 １００（４ ／ ４） ５０（１ ／ ２）

６　 结论
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与钻探实践验证，本

文得出以下结论：

（１）户撒盆地具备一定的成矿条件与找矿潜
力。一方面，从“煤铀兼探”新思路认识来看，煤田

测井资料中潜在储铀层伽马异常厚度与峰值的高

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的

优劣。滇西户撒盆地一定数量的高伽马、高厚度的

潜在储铀层的存在，暗示盆地成矿条件较好。另一

方面，从常规找矿预测分析来看，尽管盆地不处于

滇西最有利的找矿区域，但新近纪—第四纪，户撒

盆地经历了构造与气候的双重反转，利于铀矿化发

育。且盆地铀源丰富，发育比较完善的补、径、排系

统与有利的岩性岩相，与潜在储铀层提供的深部铀

矿化信息共同表明盆地具备一定的成矿条件与找

矿潜力。最终，在 ６ 口验证孔中的 ２ 口发现铀矿化
显示初步证实了上述认识。

（２）户撒盆地找矿主攻层位与相带初步确定。
芒棒组一、二段中潜在储铀层自然伽马平均值高，

厚度较大，埋深均在 ３００ｍ 内，应为盆地找矿主攻层
位。盆地主攻沉积相带应首选陡坡带扇三角洲与

缓坡带冲积扇相带。勘探成果显示，２ 口铀矿化孔
中见 ３ 层矿化，其中 ２ 层矿化位于芒棒组一段，另 １

层矿化位于芒棒组二段，铀矿化孔仅分布于冲积扇

和扇三角洲相带，从而初步验证了找矿方向的正

确性。

（３）新思路、新方法值得深入探索实践。滇西
户撒盆地 ６ 口验证钻探中仅 ２ 口钻孔获得铀矿化显
示，且新老钻孔测井自然伽马异常层位与异常幅值

相差较大，表明 “煤铀兼探”找矿新思路虽在南、北

方不同类型砂岩铀矿勘查中具一定的适用性，但目

前来看煤田测井资料仅能“定性”的反应铀矿化信

息，尚不能“定量”。该思路在指导异常钻孔筛查与

验证孔部署等工作环节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

步完善。本文探索提出的结合“潜在储铀层”提供

的深部铀矿化信息进行成矿条件分析与综合其放

射性特征与沉积学特征统计分析指导铀矿找矿的

新方法，一定程度上从概率统计上弥补了上述不

足，且被证实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值得今后深入探

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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