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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前人研究成果分析表明，鄂尔多斯盆地石油主要富集于三叠系延长组和侏罗系地层，天然气主要为

下古生界气藏，煤主要赋存于石炭系至侏罗系诸多地层。收集到的地质、测井资料和岩芯分析资料表明铀赋存于

盆地奥陶系、石炭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及白垩系地层，铀在盆地深部和浅部地层赋存特征不同，深部地层的高自

然伽马异常与铀丰度相关性显著。断裂构造存在证据和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鄂尔多斯盆地断裂构造发育，且对铀

元素分布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盆地历经的构造运动和沉积环境变迁决定了多种矿产的赋存特征，盆地中

油、气、煤对铀富集分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盆地内有机质丰度与铀异常关系密切。

关键词：鄂尔多斯盆地；铀富集；影响因素；断裂；有机质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我国大陆中西部，是一个稳

定沉降、拗陷迁移、扭动明显的多旋回沉积型，由不

同时代、不同类型沉积盆地叠合而成的克拉通类含

油气盆地（图１）。构造单元可划分为伊盟隆起、渭

北隆起、西缘前陆冲断带、天环拗陷、伊陕斜坡及晋

西挠褶带，面积约为２５×１０４ｋｍ２（杨俊杰，２００２；何

自新，２００３）。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陆上油气勘探最早的盆

地，油气勘探始于１９０７年。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盆地的铀矿勘探工作从寻找“硬岩”中的热液铀

矿床为主转向以中新生代盆地可地浸砂岩型后生水

成铀矿为主，已取得了铀矿勘查阶段性成果。

王金平（１９９８）、戴金星（１９９９）、杨俊杰（２００２）、

张景廉（１９９８）等均曾著文阐述了鄂尔多斯盆油、气、

煤以及浅部铀的单一矿产赋存特征。关于盆地深部

铀异常特征研究成果较少，同时也缺乏对深部和浅

部的综合分析研究，有关铀迁移和聚集中断裂体系

及油、气、煤的作用研究成果也比较少。本文为此做

了初步研究。

１　盆地中油、气、煤和铀的空间分布特征

１．１　油、气、煤的赋存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主要赋存于三叠系延长组

和侏罗系延安组及直罗组。三叠系油藏为湖泊三角

图１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分区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１—盆地边界；２—构造单元界限

１—Ｂａｓｉｎｂｏｒｄｅｒ；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ｂｏｒｄｅｒ

洲油藏，主要位于盆地东部、南部；侏罗系油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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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地貌披覆河道砂油藏，主要位于盆地西部、西北

部。

盆地天然气藏主要包括上、下古生界天然气藏。

下古生界天然气主要位于中央古隆起东部缓坡奥陶

系古岩溶阶地区，奥陶系风化壳中天然气是以来自

于上古生界煤成气为主、上古生界石炭系海相烃源

岩生成的油型气为辅的混合气（戴金星等，１９９９）；上

古生界天然气藏基本具备深盆气藏特征（张金亮等，

２００２），以二叠系山西组和下石盒子气层为主，主要

分布于盆地中东部、偏北部，分布最集中区域是盆地

中部地区，跨越了两个高强度生气中心，富集于与气

源岩邻接的致密储层中。

盆地自下而上有石炭—二叠系、三叠系和侏罗

系３套含煤岩系（王双明，１９９６）。石炭—二叠系煤

岩系形成于晚古生代，以太原组和山西组为主要含

煤层段，煤系和煤层在全盆地均有分布；三叠系含煤

岩系形成于华北大型内陆拗陷盆地，以瓦窑堡组为

含煤层段，含煤范围仅限于黄陵、富县、延安、子长、

子洲一带；侏罗系含煤岩系以延安组为含煤层段，延

安组在全盆地均有分布（表１）。

表１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煤、铀空间分布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狅犻犾犵犪狊犮狅犪犾狌狉犪狀犻狌犿犻狀狋犺犲犗狉犱狅狊犅犪狊犻狀

１．２　铀的分布特征

（１）浅部铀的分布特征。鄂尔多斯盆地内目前

已查明的浅部（指三叠系以上浅部地层）铀矿床主要

为砂岩型铀矿床和泥岩型铀矿床。下白垩统志丹群

环河—华池组、罗汉洞组以及侏罗系直罗组、安定组

等主要为砂岩型铀矿床（狄永强，２００２；李荣西等，

２００６；冯桥等，２００６；林潼等，２００７），适于用地浸法开

采；侏罗系延安组、三叠系延长组以及白垩系部分地

区含铀地层主要为泥岩型含铀地层。

三叠系铀矿化点主要位于盆地西南部镇原—环

县—吴旗地区。侏罗系铀矿化点主要位于伊盟隆起

西南区域、宁夏东部磁窑堡—碎石井一带（构造位置

为西缘逆冲带马家滩构造小区）、天环凹陷东部环

县—吴旗—定边区域、盆地南部黄陵店头地区。白

垩系铀矿化点分布区主要包括杭锦旗—伊深２—鄂

托克前旗围成的区域、桌子山至磁窑堡以东区域，天

环向斜的西翼区域（图２）。

（２）深部铀的分布特征。鄂尔多斯盆地深部（三

叠系以下地层）铀矿化研究开展较少。本次收集到

深部大量地质、测井、岩芯资料等，综合分析认为盆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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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鄂尔多斯盆地深、浅部铀矿化点平面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ａｎｉｕｍｉｎｄｅｅｐ

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ｔｒａｔｕ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１—基底断裂；２—隐伏基底断裂；３—铀矿化

１—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２—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ｕｌｔｏｆｌｙｉｎｇｌｏｗ；

３—Ｕｒａｎｉｕ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地三叠系中下统、二叠系石盒子组和山西组、石炭系

太原组和本溪组、奥陶系马家沟组均有高自然伽马

异常存在。岩芯测试分析（表２）和自然伽马能谱测

井数据综合解释表明，这样的高自然伽马异常和铀

元素的增加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图３）。上述深部

地层的高自然伽马异常主要由铀元素增加引起，相

应异常区域存在铀异常。

２　盆地古气候、构造环境变化对铀分

布的影响

２．１　历次构造运动引起盆地沉积环境的变迁决定

了多种矿产的时空分布特征

　　纵观鄂尔多斯盆地，沉积盖层时代较全，仅缺少

志留系、泥盆系及下石炭统，平均沉积厚度为

５０００ｍ，其中，中上元古界以海相、陆相沉积和火山

喷出岩为主，厚度２００～３０００ｍ；下古生界以海相碳

图３　自然伽马异常值与铀、钍、钾含量关系（部分数据）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ｍｍａｒ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ＵＴｈＫ（ｐａｒｔｌｙｄａｔａ）

酸盐岩为主，总厚度４００～１６００ｍ；上古生界由局限

海相沉积向陆相河流沼泽沉积过渡，厚度６００～

１７００ｍ；中生界为内陆湖泊、沼泽、河流相沉积，厚度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ｍ；新生界，古气候由湿热转向干旱，由

沉降转为隆升，沉积厚度不足３００ｍ（杨俊杰，２００２；

何自新，２００３；潘爱芳，２００６；刘池洋，２００６）。

鄂尔多斯盆地从奥陶系末期以来经历的构造运

动主要有加里东运动、海西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

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相应地，盆地地质构造演化可

分为中晚元古代拗拉谷阶段、早古生代浅海台地阶

段、晚古生代滨海平原阶段、中生代内陆盆地阶段、

新生代盆地周边断陷阶段等五个阶段（杨俊杰，

２００２；狄永强，２００２）。

盆地历经的构造运动决定了相应时期的沉积特

征，进而控制并影响着盆地内煤、油、气和铀等有益

矿产的分布特征（图４）。

２．２　盆地内的断裂体系对铀富集的影响

２．２．１　盆地内的断裂体系存在证据和分布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基底是华北板块的一部分，由太

古宇陆壳与元古宇不同期变质褶皱带拼接而成。太

古宇刚性基底（伊盟古陆核），分布于银川—榆林以

北（呈东西向延伸）和陇县—黄龙—延川—山西运城

一带（呈北东向），二者之间分布元古宇褶皱变质岩

基底（呈北东向延展），大致以环县—神木一线为中

心，南北扩展约１００～１５０ｋｍ，向东可延伸至太原—

五台一带。这种基底非均质性大大加强了基底在盆

地后期演化发展中的活动性，有利于产生基底断裂

（赵文智，２００３）。

鄂尔多斯盆地航磁（赵文智等，２００３）、区域重力

（江为为等，２０００；王靖华等，２００６）、电性剖面（屈健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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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鄂尔多斯盆地深部高伽马异常层段岩芯测试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犲狆犮狅狉犲狋犲狊狋犪狀犱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犱犪狋犪狅犳犺犻犵犺犵犪犿犿犪犪犫狀狅狉犿犻狋狔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犻狀狋犺犲犗狉犱狅狊犅犪狊犻狀

样号 井段（ｍ） 层位 岩性 ＧＲ／ＡＰＩ Ｕ（×１０－６） Ｔｈ（×１０－６） Ｋ（％） Ｔｈ／Ｕ

ｚｅ１ ２００３．２０ 长６ 灰色层状砂岩 ６０ ０．０６９ １０．９０ ２．００

ｚｅ２ ２２３６．００ 长７ 砂岩 １４０ ６．３ １１．３０ １．０１ １．７９

ｚｅ３ ２２３６．５０ 长７ 碳质泥岩 ４００ ３０ １０．３０ １．４３ ０．３４

ｚｅ４ ２２３７．４０ 长７ 泥岩 ３２０ １８．６ １０．５０ １．９６ ０．５６

ｚｅ５ ２２４２．８０ 长７ 泥岩 １８０ ６．８ １３．４０ ２．３ １．９７

ｃ１ ２２２１．７０ 长２ 碳质泥岩 １５０ ５．７ １９．８０ ３．５２ ３．４７

ｚｅ６ １５２２．３０ 长３ 砂岩 ６０ ２．９ １５．２０ ２．０７ ５．２４

ｚｅ７ １７２４．３０ 长６ 泥岩 １３０ ３．６ １５．６０ ２．６８ ４．３３

ｚｅ８ １８７３．５０ 长７ 泥岩 ２８０ １６．２ １５．２０ ２．６７ ０．９４

ｚｅ９ １８７４．１０ 长７ 碳质泥岩 ３８０ ４７．９ １３．２０ １．７９ ０．２８

ｚｅ１０ １８７８．２０ 长７ 砂岩 ８０ １．４ ９．６０ １．５６ ６．８６

ｚｅ１１ １８８３．５０ 长７ 砂岩 １８０ ９．７ １５．５０ ２．５ １．６０

ｚｅ１２ １８９６．９０ 长７ 泥岩 ４６０ １０９ ８．７０ １．２２ ０．０８

ｚｅ１３ １９０６．３０ 长７ 粉砂岩 １００ ０．０７２ ９．７０ ２．０８

ｚｅ１４ １９０８．５０ 长７ 泥岩 １３０ ８．４ １３．３０ ２．０３ １．５８

ｘ１ １９４１．６０ 长７ 泥质粉砂岩 １２０ ６．８ １４．８０ ２．３５ ２．１８

ｘ２ １９４２．３０ 长８ 碳质泥岩 ２３０ １０．９ １２．６０ １．９３ １．１６

ｘ３ １９４２．８０ 长８ 泥岩 ２８０ ２０．９ １２．８０ ２．１５ ０．６１

ｘ４ １９４６．２０ 长８ 碳质泥岩 ２１０ １４．５ １３．３０ ２．２５ ０．９２

ｘ５ １９４６．８０ 长８ 碳质泥岩 ４００ ４６．１ ９．５０ １．４４ ０．２１

ｘ６ １７４７．３０ 长８ 碳质泥岩 ３００ ２２．８ ４．３０ １．０５ ０．１９

ｘ７ １９４８．３０ 长８ 碳质泥岩 ３６０ ３０．３ １０．２０ ２．３９ ０．３４

ｘ９ １９５１．９０ 长８ 砂岩 １００ ３．６ １３．５０ １．９１ ３．７５

鹏等，１９９８）、地震剖面（姚宗惠等，２００３）、地热场（任

战利，１９９９）等资料从不同角度上揭示了盆地的基底

断裂。总体而言，盆地存在３组基底构造线（图１）：

第一组为东西向，主要分布于鄂托克旗—伊金霍洛

旗以北，大致与伊盟古陆核位置对应；第二组为北东

向，主要沿环县—神木—线延展；南侧陇县黄龙延

川—带团块状磁异常亦显北东向；第三组为北西向，

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鄂托克旗以南、定边以西地区。

此外，大致在中宁—庆阳—铜川—线以南地区，北西

向与北东向两组基底构造线交织，其中北段构造线

以北西向为主，南段则北东向构造线更显著。盆地

构造形态从中心到周边越来越强烈，表现为鼻状隆

起—短轴背斜—长轴或线状背斜—掩冲推覆构造—

断块翘倾构造的逐渐过渡。

地震资料等（姚宗惠等，２００３；赵红格等，２００６；

叶发旺等，２００６；张航松等，２００６）揭示，在燕山运动

期间，受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断褶带逆冲推覆影响，盆

地西部形成了夭折的“陆内前陆盆地”，残留了天环

前缘拗陷、庆阳前缘隆起的构造特征（图５）。在此

过程中，盆地内部沿奥陶系风化壳、太原组和山西组

煤层形成逆冲断裂和滑脱变形，产生了从天池构造

向苏里格庙—乌审召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延伸的

近北东向断裂构造多发区，靠近盆地边缘两侧的断

点更为清晰、断距更大、断层组合规律明显，盆地中

心部位断层断续相连、断层分布规律性稍差。

地热场研究（任战利，１９９９）表明，盆地在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曾出现异常高地温，当时地热梯度高

达３．５～５．５℃／１００ｍ。侏罗纪末—早白垩世高地热

场与北东向基底断裂活动密切相关。

２．２．２　盆地内的断裂体系对铀分布的影响

基底断裂在沉积盖层发育期间的活动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种为“显性”活动，即基底断裂活动对沉积

盖层的厚度与变形、变位有明显控制作用；另一形式

是“隐性”活动，即虽然基底断裂活动造成的落差使

上覆沉积层变形，但变位并不明显，基底断裂小幅度

活动（如扭裂和小规模走滑）可能使上覆地层产生破

碎带。北东向基底断裂在中生代“隐性”活动，不仅

控制了晚三叠世一系列古水系流向，而且后期小规

模活动在上覆砂体中还产生微裂隙和小断层，既为

油气及深部物质运移提供通道，也改善了储集层物

性条件，同时，基底断裂分布区的异常高古地热加速

了有机质生烃演化（张景廉等，１９９８；赵文智等，

２００３）。研究表明（孙晔等，２００４；王贵玲等，２００４；李

荣西等，２００６；冯乔等，２００６；林潼等，２００７），盆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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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鄂尔多斯盆地构造和沉积特征对有益矿产的控制作用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ｆｕ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部发育大量的天然气藏圈闭，它们受构造断裂控制

明显，圈闭先于铀成矿而存在，是重要的天然气扩散

源，为铀成矿提供了还原剂，油气的多期次活动是铀

成矿的有利因素。铀矿形成之后，油气继续活动造

成的还原环境起到保矿作用。东胜地区砂岩型铀矿

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研究（王金平，１９９８；朱西

养等，２００３；夏毓亮等，２００３；柳益群等，２００６；赵宏刚

等，２００６）表明，鄂尔多斯盆地浅部铀成矿虽与氧化

还原过渡带有一定关系，但也呈现外生和深源双重

性质的重要成矿特征，铀成矿过程有深部物质和含

煤层气或油气的流体参与。盆地内断裂构造的存在

对油、气、煤的成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铀异常

的分布特征具有重要控制作用（图２）。铀矿含矿层

之下大量微裂隙与裂隙带出现是深部还原性物质上

移和富铀流体上升的有利通道，使得深部的部分铀

元素可以顺利实现二次迁移和成矿（图６）。

３　盆地中有机质对铀分布的影响

纵观鄂尔多斯盆地地层，有机质分布广泛（表

３）（何自新，２００３；刘德汉等，２００４；苗建宇等，２００５；

妥进才等，２００６；郑松等，２００７；韩宗元等，２００７）。

有机质对金属铀的迁移和聚集具有重要影响。

张祖还等（１９８４）、刘池洋等（２００５）研究表明，有机质

对铀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还原作用、吸附作用及配位

作用等。

对照表１、表３可以看出，盆地中铀矿化层段对

应的有机质丰度高，尤其是盆地的本溪组、太原组、

山西组、延长组和延安组煤系地层或烃源岩地层，这

表明鄂尔多斯盆地中铀和有机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

系。笔者认为，盆地中不同深度层段的有机质对铀

的富集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晚石炭世本溪期，盆地西部接受祁连海海侵、东

部接受华北海海侵，榆林和延安一带为泻湖沉积，泻

湖相主要为一套灰黑色铁铝土质泥岩、铝土岩、含凝

灰岩。从区域而言，本溪组为一套海相—海陆交互

相地层，可细分为两段，下段为铁铝土岩段，上段为

暗色泥岩，常为砂岩、石灰岩和煤层互层，有机质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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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构造特征图（据姚宗惠等，２００３；赵红格等，２００６，略改）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ＹａｏＺｏｎｇｈｕｉ（２００３）ａｎｄ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ｇｅ（２００６）］

１—推测断层；２—逆断层；３—天环坳陷边界

１—Ｐｒｅｓｕｍ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３—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ｉａｎＨｕａｎｄｏｗｎｗａｒｐ

度高（表３），铁铝土质泥岩和煤层对铀元素有很好

的吸附作用，凝灰岩中铀元素丰度相对高，可以提高

本溪组地层的铀元素的富集。本次收集到自然伽马

能谱测井曲线反映了本溪组的高伽马异常主要是铀

元素富集引起的，有机质的作用值得注意。

石炭纪太原期、二叠纪山西期形成海陆交互相

煤系油源岩（有机质丰度高）过程中，多期的慢速海

进和快速海退加速了对盆地台地的淋滤、促进了铀

元素溶解，该时期气候为原生还原条件，有利于铀沉

淀和富集。测井资料表明在盆地东北部太原组的煤

层底部常常有丰富的铀元素富集。

三叠系延长组和侏罗系延安组时期，盆地中生

界湖相生油岩（延长组）和煤系地层（延安组）发育，

有机质丰度高。对应地，在延长组长８、长７地层中

常见到铀异常。由于延安组是一个从海进到海退的

过程，环境呈氧化性，不利于铀的沉淀和富集。测井

资料表明侏罗系煤层和铀的共存关系没有石炭系本

溪组和太原组的煤、铀关系那样紧密，铀矿化与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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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鄂尔多斯盆地有机质丰度测试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狋犲狊狋犱犪狋犪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犗狉犱狅狊犅犪狊犻狀

取样地层 样品类别 有机质类型
有机碳平

均含量（％）

氯仿沥青平

均含量Ａ（％）

直罗组

延安组

延长组

山西组

太原组

本溪组

马家沟组

寒武系∈

泥岩 腐殖型 １．３２ ０．０８

碳质泥岩 腐殖型 １２．１５ ０．６１

泥质粉砂岩 腐殖型 ２．６５ ０．１８

劣质煤 腐殖型 ３１．２４ １．１１

暗色泥岩 腐殖Ⅲ型 １．７６ ０．０１５８

长３、２、１ 腐殖Ⅲ型 １．０～２．５ ０．８～０．１

长６、８ 腐泥腐殖型 ０．８～４．２ －

长７ 腐殖腐泥型 ５．８１ －

煤层 腐殖Ⅲ型 ７３．６ ０．８

泥岩 腐殖Ⅲ型 ２．２５ ０．０３７

煤层 腐殖Ⅲ型 ７４．７ ０．６１

泥岩 腐殖Ⅲ型 ３．３３ ０．１２

生物灰岩 腐泥腐殖Ⅱ型 １．４１ ０．０８

煤层 腐殖Ⅲ型 ７０．８ ０．７７

泥岩 腐殖Ⅲ型 ２．５４ ０．０６５

碳酸盐岩 腐泥混合型 ０．１５ －

含沥青灰岩 腐泥混合型 ０．７６ ０．８３

碳酸盐岩 腐殖Ⅰ型 ０．１８ －

图６　鄂尔多斯盆地断裂体系对铀分布富集

分布影响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ｕｒａｎｉｕ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铀矿化带；２—油气富集带；３—微裂隙与裂缝带；

４—油气上升方向；５—深部物质运移方向

１—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ｕｒａｎｉｕ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３—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４—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ｉｌ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ｕｐｗａｒｄ；５—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ｅｐ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质关系密切。这个时期，深部上古生界进入生气阶

段，天然气作为铀的还原剂，可能对奥陶系顶部铀的

富集起到促进作用。

尽管直罗组和白垩系地层中常见的铀矿化成因

复杂，但有机质的影响值得重视。相关机理需要进

一步研究。

４　结语

鄂尔多斯盆地石油主要富集于三叠系延长组和

侏罗系地层，天然气主要为下古生界气藏，煤主要赋

存于石炭系至侏罗系诸多地层。研究表明，盆地中

铀赋存于奥陶系、石炭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及白

垩系地层，铀在浅部常以砂岩型和泥岩型矿化带形

式赋存，而在深部常与煤层或炭质泥岩共存。研究

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历经的构造运动和沉积环境变

迁决定了煤、油、气和铀等多种矿产的时空分布特

征；盆地断裂构造发育，断裂构造对油、气、煤的成矿

具有控制作用，对铀的时空分布特征产生了重要影

响。研究表明，盆地中油、气、煤对铀富集分布具有

促进作用；有机质对铀的分布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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