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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矿产资源及其地质特征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均处于初始阶段，许多矿床未得到

详细勘查。近年来，老挝政府为加速国家经济建设步伐，大力加强地质工作，并积极吸引外资，进行合作勘

查，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地质勘查机构赴老挝工作，推进了老挝的地质勘查工作。现将老挝的矿产资源及其

地质特征阐述如下（图１）。

图１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要矿产资源分布略图

铁矿资源：比较丰富，产出在中北部印支华力西褶皱带上，主要集中在川圹万荣一带；甘蒙西南部和桑

怒东北部亦有零星分布。铁矿床类型以矽卡岩型为主，其次为热液型，成矿作用与燕山期花岗岩类侵入作用

有关，矿体呈似层状或透镜状产于岩体接触带上，矿石以磁铁矿或磁铁矿赤铁矿型为主，品位中上。由于铁

矿多处于高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地质工作程度很差。近年来，泰国、越南、中国、日本等资本引入，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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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勘查工作，据估计，老挝铁矿资源量可达３～５亿吨。目前老挝最大的铁矿床是珀勒格（Ｐｈａｌｅｋ）矽卡岩

型铁矿床，位于川圹的西南６０ｋｍ，产出在燕山期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小侵入岩体与中泥盆统灰岩、页岩接触

带上。接触带走向近ＥＷ 向，长约１５ｋｍ，其蚀变与矿化面积达６０ｋｍ２以上。矿体呈透镜状，部分在地表出

露，有８个主矿体，宽３０～２５０ｍ，长３００～１５００ｍ，还有数十个较小的次要矿体。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少量赤铁矿，矿石平均品位 ＴＦｅ＞６２％，估算资源量达２亿多吨。另一个较大型铁矿是普诺安（Ｐｈｏｕ

Ｎｈｕａｎ）铁矿，位于川圹正北，产于普诺安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与下二叠统砂岩、页岩接触带上，矿体呈层状

或透镜状于山脊顶部沿围岩层面产出，南、北２个主矿体长为１５００ｍ和３０００ｍ，厚１２ｍ和５１ｍ。矿石由

磁铁矿组成，其中常含红色赤铁矿条带，品位较高，最高可达７０％，资源量可达３亿吨。在这２个大型铁矿

床周围还有若干个中、小型矽卡岩型铁矿，如福康（Ｐｈｏｕｋｈａｍ）、纳萨特（Ｎａｓａｔ）、纳努（Ｎａｎｏｕ）等，其成矿特

点与珀勒格铁矿相似，虽然矿石品位ＴＦｅ达不到６０％，但矿石中常伴有工业上可利用的铜、金等元素，甚至

可圈出独立矿体，成为铜铁或金铜铁矿床。

锡矿资源：锡矿是老挝出口的重要矿产品，其分布较广，主要在桑怒以南沿长山山脉西坡分布，特别是

在甘蒙南部地区。锡矿类型以砂矿型为主，其次有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砂矿型锡矿主要产于河谷中，分为河

谷阶地的残积砂锡矿和河道冲积层中冲洪积砂锡矿２种。前者如南巴坦（ＮａｍＰａｔｈｅｎｅ）砂锡矿，后者如拉

克索（ＬａｋＳａｏ）砂锡矿，通常残积砂锡矿规模及其经济价值比冲积砂锡矿大。南巴坦砂锡矿产于甘蒙省南

巴坦河谷及其下游相邻地区，锡石呈细小针状晶体与石英组成不规则状小囊包体产于第四纪红色粘土层中，

分布面积达２２０ｋｍ２。在含锡石红色粘土层之下为花岗岩体，可见到含有锡石、黄铁矿并具云英岩化的微晶

花岗岩侵入于黑云母角闪石花岗岩体及其围岩变质灰岩、角岩和矽卡岩中，因而认为矿床应属于含矿花岗岩

风化后富集而成的。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间该区曾开展砂锡矿详查工作，获得了矿石资源量１．１２９亿吨，矿石

平均品位０．１２％，相当于锡金属１３．３９万吨。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８年间，每年生产锡精矿４３０ｔ，品位为２８％～

３２％，全部出口到前苏联。除拉克索外，在老挝南部南欣本河（Ｎａｍ ＨｉｎＢｏｕｎ）和中部南卡丁河（ＮａｍＣａ

Ｄｉｎｈ）一带也发现了许多冲洪积砂锡矿，有的己开采，如他曲（Ｔｈａｋｈｅｋ）北部帕塞（ＰａＴｈｅｎ）至今还手工开

采砂锡矿，据说最盛时开采量大约１０００ｔ／ａ。近年在１∶２０万地质填图时，在万象以北南线河（ＮａｍＮｇｕｎ）

水库东北部发现热液型原生锡矿，矿石锡品位可达１％。在东北部会芬省会钦（ＨｏｕｅｉＣｈｅｕｎ）发现接触交代

矽卡岩型原生锡矿，矿化有一定规模，但均没有开展详细的勘查。

钾盐、岩盐和石膏等矿产资源：这是一组共生的矿产资源。它主要产于老挝万象至沙湾拿吉中新生代

盆地中（向西延至泰国）。据目前万象盆地５０多个钻孔资料表明，矿层产于下白垩统至上古新统塔贡组蒸发

岩地层中，其上被古新统－始新统班塔博组覆盖。含矿的塔贡组可能相当于古新统中下部，由乳白色、淡红

色膏盐层与砖红色、棕红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组成，通常具有３个沉积旋回。泥质层夹于膏

盐层中，厚度５０ｍ左右，富含介形虫、轮藻等化石，但岩性在横向上变化较大。膏盐层主要有３层，厚度变化

大，一般４０ｍ左右，最厚可达２５０ｍ。膏盐层底部石膏、硬石膏较富集，中上部富集岩盐，上部常含水氯镁

石、光卤石等含钾矿物，这种分带现象只有在塔贡组下部厚度较大的膏盐层中比较明显。目前在万象平原，

沙湾拿吉平原勘查了几个大矿床，如万象北、同享利（ＤｏｎｇＨｅｎｅ）、班博（ＢａｎＢｏ）、班通（ＢａｎＴｕｎｇ）等。据

估计，万象沙湾拿吉一带岩盐资源量可达８５００亿吨，石膏１２０亿吨，至于钾盐资源量各家估计悬殊较大，可

能在数十亿吨以上。近来在西北部沙丰里、芒赛等地也找到了与万象一带相当的层位，并发现上述盐类矿

床，其中以沙丰里西北部班菲（ＢａｎＰｈｏ）和芒赛附近的纳通（Ｎａｔｏｕｎｇ）规模较大。

煤炭资源：老挝煤炭资源分布较广，主要于北部的沙丰里省，中部的万象省和南部的沙拿湾省。目前工

作主要是石炭纪煤层，侏罗纪褐煤基本没有开发。前者虽然在煤层厚度及其资源量方面均比较理想，但往往

由于构造复杂给开发带来一定困难。沙丰里省煤田产于上石炭统和上三叠统中，煤层厚度１０ｃｍ至１ｍ以

上，其中以晚三叠世煤层构造较简单，有的呈近似水平产出，煤的灰分２０％～２２％，固定碳５６％～６８％，挥发

分３％～９％。万象地区煤田主要在其西北部查河（ＮａｍＴｈｏｎｇ）和尼克河（ＮａｍＬｉｋ）一带，产于上石炭统

中，煤系地层褶皱强烈，其中尼克河煤层的厚度最大可达７．５ｍ，其热量值为４８００～７５００卡／克，为优质煤。

现已在博昌（ＢｏＣｈａｎ）建矿开采，其资源量为５０００万吨，设计产能５０００ｔ／ａ。沙湾拿吉省煤田位于沙湾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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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市北部与东部，产于强烈褶皱的上石炭统中，并被中生代红层包围，以构造窗形式出现。煤田被中生代断

层切割成３个区段，以中段查克村（ＢａｎＣｈａＫａｙ）较佳，煤层厚０．８～７．７ｍ，资源量为４０００万吨。

铜矿资源：铜矿分布比较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芒赛、中部川圹和南部阿速坡至占巴塞一带。西北部芒

赛地区以热液型脉状铜矿为主，产于岩体及其围岩破碎带的角砾岩中，呈浸染状和脉状矿化，矿石矿物主要

为辉铜矿、铜蓝和孔雀石等。成矿作用明显与花岗闪长岩侵入体有关，以琅勃拉邦北西西１３５ｋｍ处接近中

国边境的蒙海（ＭｕｏｎｇＨａｉ）地区较为典型，其东南３ｋｍ的丰查（ＰｈｏｕＴｈｏｎｇ）和西南１０ｋｍ的邦纳莫（Ｂａｎ

Ｎａｍｏ）具有一定远景。此外，在蒙海丰查东南三叠纪泥岩和粉砂岩中具有低品位层控型铜矿化，如纳阵

（Ｎａｃｈａｎｇ）和塔洛（Ｔａｍｋｌｏｋ）。川圹地区铜矿比较集中，以矽卡岩型为主，矿体主要产在燕山期花岗岩类侵

入体与上石炭统或中下三叠统灰岩接触带的石榴子石矽卡岩中，矿体多呈透镜状。矿石矿物除含铜矿物外，

伴有磁铁矿、辉钼矿、方铅矿、闪锌矿以及金等，因而常以多金属矿出现。近年来，在川圹以北的圣山周围发

现了５个矽卡岩型的矿点；在川圹以南４０ｋｍ的南姆查村也发现了较有远景的此类矿床，矿化不仅局限在

接触带上，而且也在岩体中，可能属于斑岩矽卡岩型。老挝南部地区铜矿类型较单一，均赋存在中生代地层

中。矿石矿物主要为孔雀石、蓝铜矿，呈浸染状分布。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产状与围岩比较一致。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年间，日本地质队伍曾在距占巴塞市南南西３２ｋｍ的苏库马村（Ｓｏｕｋｈｏｕｍａ）地区，对侏罗纪缓倾斜的

砂岩、页岩夹安山岩地层进行勘查，并在安山岩夹层的上、下盘发现孔雀石和硅孔雀石，矿化带宽５ｋｍ，断续

延伸约１５ｋｍ，矿石铜品位为１％～２％，最高可达５％～６％，但矿体均呈长数米的小透镜体，在苏库马村南４

ｋｍ和２２ｋｍ两处矿化较集中。另外，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前苏联曾在阿速坡（Ａｔｔｏｐｅｕ）地区对三叠纪砂岩、泥

岩地层进行含矿性评价，结果在阿速坡北部的会维（ＨｏｕｅｉＶｉ）、会波（ＨｏｕｅｉＰｏ）、会坎（ＨｏｕｅｉＴａｋｄｅｉ）等地

以及阿速坡西南的塞肯（Ｓｅｋｏｎｇ）、塞帕（Ｓｅｐｉａｎ）等地发现铜矿化较为集中区，矿石铜含量最高可达２５％，伴

生的Ａｕ可达５ｇ／ｔ，Ａｇ可达１００ｇ／ｔ，是潜在的寻找铜、金矿的远景区。

金矿资源：金矿分布较广，主要有３种产出类型：产于河床中残积和冲洪积的砂矿型金矿；产在中生代

砂、页岩中沉积型层状铜矿的伴生金矿；产于破碎带或断裂中热液型金矿。其中以残积、冲洪积砂矿型矿床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工作程度较高，同时也是民间挖砂淘金的主要对象。砂矿型金矿主要集中在３处：北部

琅勃拉邦的南桑河和南康河一带；西南部与泰国接壤的巴莱萨孟坎一带；中部他曲以东的南屯河一带。上

述河流大多侵蚀了被中生代岩体侵入的前中生代变质岩地层，金可能与变质岩中的含金石英脉有关。金在

各河流流域内分布较广，但富集程度不一，局部可达１～３ｇ／ｔ，一般在１ｇ／ｔ以下，有的还与砂锡矿共生，如南

屯河一带。沉积型层状铜矿中伴生金矿主要产于老挝南部占巴塞和阿速坡一带，其地质特点在铜矿资源中

已叙述。热液型原生金矿产出形式较多，有石英脉型、方解石脉型和构造破碎带蚀变型，以石英脉型分布最

广，但蚀变岩型规模较大，如新近在琅勃拉邦北乌县发现的帕奔金矿，产于泥盆纪砂岩与二叠纪灰岩层间构

造破碎带中，矿体呈多层产出，厚度达１０ｍ，金呈浸染状分布，粒度较小，平均品位２４ｇ／ｔ。

宝石：宝石开发有较长历史，主要有星光蓝宝石、蓝宝石、锆石、尖晶石等，但多为民间开采。西北部会

晒地区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技术援助下进行了１７ｋｍ
２的蓝宝石砂矿地质勘查，采洗了１５０００

克拉并出售了９０００克拉的蓝宝石。在南部第四纪玄武岩中经风化淋滤后形成的蓝宝石和锆石砂矿，民间

开采也很盛，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在占巴塞玄武岩晶洞或裂隙中发现祖母绿，现正在开采，有一定前景。

铅锌矿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琅南塔、中部的川圹至万荣一带、东北部的孟欣、中部北汕至车邦一带、

波罗芬高原南等５处。除川圹至万荣一带（矽卡岩型、热液型）和波罗芬高原（沉积型）外，矿床类型多以热液

石英脉型为主。矿石成分比较简单，以方铅矿、闪锌矿为主，也常伴生银和辉锑矿，如川圹凡山（ＰｈｏｕＶａｎ

Ｓａｎ）附近一条铅锌矿脉含辉锑矿，银含量达５２５ｇ／ｔ。

除上述主要矿产资源外，老挝还具有很好的油气藏远景，特别是万象、沙湾拿吉等盆地的中生代—新近

纪生油层具有很大潜力，有望作为今后的勘查靶区。目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这一带油气和金矿资源放

在国家地质勘查工作的首位，并大力吸引外资。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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