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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为铀矿地质专业铀矿床学教学参考书。
全书共十六章。第一章概述内生铀矿床成矿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
进展；第二至第四章阐述铀成矿过程中铀源和铀的活化转移、迁移形
式、成矿物理化学参数及沉淀富集机制等研究方法；第五至第八章阐
述铀矿床定位、围岩蚀变、矿体分布规律和矿石物质成分的研究方
法；第九至第十五章综述各类型内生铀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第十六
章阐述内生铀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地质专业矿床学参考书，亦可供科研、生产
单位的地质技术人员参阅。
本书由陈祖伊主审，经铀矿地质教材委员会矿床课程组于1988
年1月由罗朝文主持召开的审稿会审定，同意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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