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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缅甸联邦地质构造基本特征及区域成矿

缅甸联邦简称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部与中国相邻，东接泰国和老挝，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

界，西靠印度洋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面积;<=<万>?!，人口77@"万，计有7"多个民族。全国地势北高南

低，大体可分为A部分：东部为掸邦高原，平均海拔#"""!#!""?；西部为诺开山脉，平均海拔#B""?；中

部以及南部为平原地区，其中丘陵起伏，构成一海拔平均;""?的勃固山脉。在勃固山脉西侧为伊洛瓦底

江，该江全长!#7">?，流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C，其中下游的三角洲平原是缅甸的主要农作区；勃国山

脉东侧为萨尔温江，该江在缅甸境内长#;;"?，水流湍急，虽不利航行，但富水力资源。这两条缅甸最主要

河流均由北向南流入印度洋。缅甸气候属于季风型亚热带气候，但北部与南部沿海地区有所差异，前者属森

林气候，后者为雨林气候。全国每年可分为A季：暑季（A!7月）、雨季（;!#"月）和凉季（##!!月）。气温

最高@"D，最低"D，年平均温度!7D左右。降水丰沛，年平均降水量以沿海一带最大，为A"""!7"""
??，伊洛瓦底江中游最小，为7""!#"""??。缅甸以农业为其国民经济基础，盛产稻米与小麦，是大米出

口国之一。森林覆盖率约7"C，是世界柚木产量最大国家。近A"年来，由于油气田、宝玉石及有色金属矿

产的发现与开发，使国民经济发展较快。缅甸交通较发达，现有铁路近7""">?；内河航道#万多公里，以伊

洛瓦底江为干线；沿海的勃生、仰光和毛淡棉为国际良港，直通各国港口。

缅甸的地质工作早在#6世纪中叶就己开展，主要是在伊洛瓦底江西岸发现了石油，引起了人们对油田

构造研究的兴趣，并在这一带进行了初始的路线地质调查。!"世纪初，有数批英国地质工作者受英国地质

调查局及矿业公司委托在缅甸中东部地区开展地质调查，进行地质填图并对部分矿产如石油、锡矿等进行了

勘查。#6@B年缅甸独立后，成立了国家地质机构，统管全国地质工作，开展了#E#""万至#E!"万地质调查

以及有色金属、宝玉石矿产勘查评价和平原地区水文地质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世纪;"!<"年代与印

度、英国合作，对西部缅、孟、印交界的诺开山区开展了系统地质工作，B"年代与国外石油公司合作在伊洛瓦

底江中下游以及安达曼海域寻找石油、天然气，均取得较好的成果。但是由于地势、交通及国内政局不稳等

因素，缅甸的地质工作程度不一，尤其是东部的掸邦高原东段和东北部的克钦邦山区工作程度较低，有的地

方甚至是空白区。

缅甸处于印度板块与印支板块之间，在地质演化历史上既具有发育的古生代沉积建造，又有较完整的

中、新生代地层序列，然而它们之间又表现出明显的分带性，从而使缅甸在地层与构造上具有明显的分区性。

缅甸境内的前寒武系比较发育，主要产出在东部地区，但由于缺乏年代学与区域地质资料，详细划分与

对比有一定困难。目前从岩石地层学分析大体可分出!套：一是片麻岩与片岩序列，包括黑云母片麻岩、石

榴石片麻岩、石榴石矽线石片麻岩、黑云母石榴石矽线石片麻岩等，主要分布在抹谷（+’F’>）及其以北地区，

大致呈-.向展布，断续延伸至中缅边境；另一是杂砂岩、千枚岩、石英岩夹少量片岩与薄层大理岩，厚A"""
?，主要在掸邦高原北部、南部以及克耶邦等地，呈长条状分布。这!套岩石地层的接触关系还不清楚，但大

多数人认为它们不是同期异相，而是不同时期的产物，并将其分别归于中新元古宙早期和晚期。

下古生界均产出在东部掸邦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寒武系为紫红色、棕红色砂岩、粉砂岩和页岩，局部地

区下部夹火山岩，底砾岩发育，最大厚度!"""?，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近来在砂岩层中发现4GH>IIJ等

三叶虫化石群，属于晚寒武世至早奥陶世。显然，早古生代早期曾经历一段沉积间断。奥陶纪以粉砂质和泥

灰质沉积为主，特别是在掸邦南部，碳酸盐岩比北部发育，分布广，厚度大，最厚达!"""?，并富含腕足类、

三叶虫、牙形刺等生物化石。志留纪以泥质与粉砂质夹泥灰质的沉积为主，最大厚度千余米，其中部以灰色

至黑色页岩和含云母粉砂岩为特征，富含生物化石，其中下部以三叶虫组合为主，上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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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邦南部还可分出!个笔石带。下古生界基本上是连续沉积，但从志留纪笔石产出情况看，缺失晚志留世。

这很可能是受加里东运动影响而缺失上志留统。上古生界分布范围比下古生界广，其中，泥盆系以曼德勒—

眉谬一带较发育，为一套灰岩夹页岩组合，富含腕足类、瓣鳃类和头足类化石。石炭系与二叠系在南部克耶

邦、孟邦、克伦邦以及德林达伊省等地较发育，以致密块状灰岩和白云质灰岩为主，夹厚度不等的砂岩、页岩，

富含苔藓类、介形类以及珊瑚和蜓科类化石，厚度可达数千米，以往将其统称为“高原灰岩”，近年来由于工作

深入，在其上部和下部先后发现了三叠纪和泥盆纪的生物化石，因而将“高原灰岩”名称废弃，同时也表明二

叠纪与三叠纪早期的沉积作用是连续的，而在碳酸盐岩沉积中厚层灰岩层与白云岩层的交互出现，说明其沉

积环境处于振荡变化中。这个特点与中国华南地区相似。

中生界分布虽然广泛，但比较分散，其中以三叠系变化较大。通常中下三叠统是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体，厚度可达千米，而上三叠统则以泥岩、粉砂岩夹泥灰岩为主，一般厚"##$左右，并且仅局限在掸邦和西

部钦邦一带，在个别地方可见到二者之间呈不整合接触。侏罗系不十分发育，在缅甸掸邦南部，为一套砂岩、

页岩沉积夹煤层，厚约%##$，与下伏上三叠统为不整合关系。白垩系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在东部掸邦、克

伦邦和德林达伊省一带主要为红色砂岩、粉砂岩和砾岩，构成不同规模的红层盆地；在西部实皆省、钦邦和诺

开邦一带白垩系比较发育，呈&&’向断续分布，主要为纹层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沥青质灰岩夹砂岩、页

岩，在诺开地区常夹火山碎屑岩。白垩系厚!##!(##$，与下伏侏罗系关系没有见到。

新生界广布在中、西部地区，对其研究程度较高，特别是古近系。据目前已知资料，古新统在地表没有出

露，仅见于深部石油钻孔中，而始新统主要出露在西部的钦邦与诺开邦，其次在中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但岩

相分异明显。西部以砂岩、页岩为主，夹浅海相灰岩和礁灰岩，具复理石相特点（也有人认为是浊流沉积建

造），岩层呈&&’向展布，倒转褶皱、层间滑脱与逆冲现象比较普遍。其沉积特点与相邻的孟加拉国吉大港

地区可以对比（详见《矿床地质》)#"#年第!期）。在中部地区始新统为粗砂岩、砂砾岩、砂岩与泥质、粘土质

页岩互层，具有磨拉石相特点，最大厚度逾)###$，从生物组成看，其自南向北呈现出由海相向陆相的渐

变。渐新统在中部敏巫一带较发育，主要为粉砂岩与泥岩互层，厚度变化较大，一般!##$左右，与下伏始新

统呈角度不整合关系。中新统分布较广，北至克钦邦东部，南达伊洛瓦底省中部，岩性变化较大。在伊洛瓦

底江流域其岩性组成与渐新统差别不大，但微古生物组合有所不同，并且与渐新统一起构成了该区油气的主

要产层，通常将其统称为勃固系。在诺开沿海地区中新统为交错层发育的浅海相砂岩，但向孟加拉湾方向逐

渐以海相页岩和粉砂岩为主。向东，在勃固山脉以东地区，中新统为河流相沉积的砂砾岩；向北，在密支那以

北为粗粒碎屑岩，并含大量树木碎片化石。上新统和更新统广布于缅甸中西部以及东部的局部地区，以红层

和红色土壤为特征，尤其是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伊洛瓦底群，为中粗粒红色含铁砂岩，含石英卵石和硅化木化

石，最厚!###$。

缅甸岩浆活动主要发生在中生代和古近纪，而前中生代岩浆岩分布局限，研究程度较低。目前已知的前

中生代花岗岩主要有)处：一是掸邦北部的南坎至南渡一带，花岗岩岩基受&&’向断裂控制，侵入于前寒

武系千枚岩、变质砂岩中，呈长条状断续延长数十公里；另一是掸邦南部与泰国相邻的景栋—孟东一带，花岗

岩体侵入于下古生界，呈不规则岩株，一直延伸至泰国境内。上述)处花岗岩均缺少年代学数据，但据区域

对比及部分学者意见，前者侵位时间可能为加里东期，后者可能为华力西期。

中、新生代岩浆岩在缅甸分布较广，主要在中、东部，西部地区较少，可分为三叠纪—中白垩世、晚白垩世

—始新世、中新世—上新世和第四纪等*个期次。

三叠纪—中白垩世岩浆岩主要分布在掸邦+德林达伊高地西缘，侵入于上古生界中，岩体多呈小岩株状，

以黑云母花岗岩为主，其次有少量角闪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二长岩及闪长岩，从部分岩石,+-.年龄值

和侵入关系看，除一部分属于晚三叠世（印支期）侵位外，大多属于中+早白垩世，相当于中国燕山晚期，并且

其黑云母花岗岩的/、01背景值较高，局部地段产有相关类型的钨锡矿床，可与中国滇西以及马来西亚相应

的/+01花岗岩对比。

晚白垩世—始新世是缅甸十分重要的一次岩浆活动时期，其分布范围广，岩石类型多，规模比较大，并且

自东向西有!个相对集中的区带：东部在密支那之北至八莫一带，主要为基性和超基性岩体，侵入于下白垩

)!2 矿 床 地 质 )#"#年

 
 

 

 
 

 
 

 



统中，并沿着断裂带由呈!!"向转为近#!向，断续延伸数十公里；中部在克钦邦西部的葡萄至实皆省的文

多一带，岩体基本上沿着掸邦高原西部边缘呈!!"向展布，主要为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以及少量花岗岩和火

山碎屑岩等，侵入最高层位为下白垩统，被中新统和上新统覆盖，但规模与形态变化较大，从其产出关系看，

花岗岩类侵入可能晚于基性$超基性岩类；西部在钦邦的哈卡东至马圭省的德耶谬西一带，并向南延伸至诺

开邦的古亚西，几乎贯穿了整个西部地区，长达%&&’(。岩体规模较小，但岩带在空间分布上自北向南由

!!"向转为!!)向，略具向西凸出的弧形。岩体以脉状、瘤状、不规则状蛇纹岩为主，其次有少量蚀变橄

榄岩、方辉橄榄岩和辉长岩等小岩体，以及与其相伴的火山凝灰岩与火山集块岩，侵入最高层位为始新统，在

局部地区发育接触变质带。目前的年代学数据表明其年龄值多为**!+*,-，这与地质接触关系基本吻合，

大多为始新世产物。

中新世$上新世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缅甸中部地区，以中基性和中酸性火山岩为主，通常由安山玄武岩、

安山岩、凝灰岩、火山集块岩和火山角砾岩组成，与上新统呈互层状产出，个别地方偶见花岗闪长岩侵入体，

并常见火山锥和火山口等。

第四纪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中早更新世，以较大规模的基性岩浆喷发为特征，其主要岩性为橄榄玄武

岩、粗玄岩、玄武岩以及安山玄武岩等，喷发作用明显受断裂控制，主要分布在掸邦高原西部边缘，构成高原

地形景观，所以俗称其为高原玄武岩。

构造以近南北向为主体，并且依据缅甸地质演化历史及其构造活动特点自东向西可明显划分出东部的

掸邦$德林达伊褶皱带、中部的缅甸内部第三纪盆地、西部的印缅褶皱带东段与西南部的诺开海岸与滨海地

带等.个构造分区。

掸邦$德林达伊褶皱带于克钦邦东部、掸邦、克伦邦和德林达伊省等地，其东北部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该

区最老地层为前寒武系，以绿片岩相为主；下古生界为一套细碎屑岩夹火山岩，厚度在*&&&(以上，与下伏

和上覆地层均呈角度不整合关系，属于地槽型沉积产物；上古生界以碳酸盐岩为主，夹砂岩和页岩，分布较

广，与中$下三叠统呈连续沉积，并含大量生物化石，属于地台型沉积产物；上三叠统以及侏罗系和白垩系，以

碎屑岩为主，前二者局部地方属于海陆交互相沉积，而后者基本上为陆相红层沉积，但分布较局限，多产出于

断陷盆地中。显然，新生代以前其地质演化过程与中国华南地区较相似。古近纪以来，受印度板块活动影

响，区域性构造变动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其西部近#!向的掸邦边缘大断裂带对区域构造以及成矿的影响尤

其明显。该断裂起于马达斑湾以东，呈近#!方向向北延伸大约/&&&’(，并在北纬0+1北附近开始分叉为

!)和!!"向0条断裂。此外，在曼德勒北有条与掸邦边缘断裂带呈锐角交叉的大断裂，其向##"方向延

长，经克伦邦进入泰国境内，长约/+&&’(。沿着这0条断裂带附近不但有大量中$早白垩世花岗岩侵入体，

而且古近世超基性岩和基性岩也十分发育，并伴有相关的成矿作用。断裂带对该区地质构造及其成矿起了

主要控制作用。关于掸邦边缘大断裂的性质目前尚有不同认识，但它显然是一条构造单元边界断裂，与缅甸

中部的构造单元明显不同。从已知资料看，上述断裂的形成可能在中生代，也可能更早，但在古新纪后，它又

再度活跃。

缅甸内部第三纪盆地位于伊洛瓦底江流域，其中包括克钦邦西部、实皆省、曼德勒省、勃固省和伊洛瓦底

省的大部分地区。盆地东部以掸邦边缘大断裂为界，沿断裂带发育中$新生代基性和超基性岩；西部以茂叻$
甘高$敏东大断裂为界，中$新生代基性和超基性岩也较发育，因此该盆地实际上是断陷盆地。资料表明，盆

地内有.个较大的次级盆地，如敏巫（,2345）盆地、钦德温（67238923）盆地等，呈#!向或#)向，长一般*&&
!:&&’(，宽/&&!0&&’(，其中，新生界厚度可达万米以上，但在盆地内侧挤压变形较强烈，除广泛的褶皱

构造外，局部常引发一定规模的逆冲断裂活动。盆地之间为相对隆起区，如勃固（;<=5）隆起、文多（)53>7?）

隆起等，出露地层以古近系为主，有迹象表明，在中新世以前它就己经隆起，并作为盆地中碎屑沉积的源区。

从沉积和构造特征看，缅甸内部第三纪盆地在中新世以前可能是海槽。该盆地以古近系发育完整而著称，而

古近系是缅甸油气产出的主要层位。

印缅褶皱带主体在印度境内，而其东段在缅甸境内，包括了缅甸西部钦邦和诺开邦东部地区，并以茂叻

$甘高$敏东大断裂带为界与缅甸内部第三纪盆地相邻。该褶皱带基本上由古近纪复理石沉积组成，岩层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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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展布，但向北接近东喜马拉雅构造带时即发生偏转，呈""#$"#向展布。由于受阿尔卑斯型造山运动

的影响，褶皱与逆冲构造比较发育，并伴有变质作用和混杂堆积。该褶皱带在缅甸境内的特点与上述基本相

似，但是在岩层组合上有三叠纪地层出露，延长数百公里，岩层走向与区域构造线一致，处于古近纪复理石相

沉积之下。这是在该褶皱带中、西段（印度境内）很少见的。在缅甸境内变质岩层和混杂堆积也比中、西段发

育。

诺开海岸与滨海地带，在构造上应棣属于孟加拉东南部吉大港$锡莱特构造带（详见《矿床地质》%&’&年

第(期）的东南隅，分布于钦邦西部孟缅边界的海岸地区及相邻的孟加拉湾的滨海地区。在海岸地区，新近

纪的磨拉石沉积覆盖于古近纪的复理石沉积之上，中新统经常构成陡倾的悬崖。岩层断裂发育，局部有褶皱

及逆冲断层。经地震勘查，在滨海地区发现长)&*+、宽(&*+的峡谷，其构造方向以!"向为主，褶皱轴部

多为古近系，但断层发育，是目前海上油气勘查的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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