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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菲律宾地质构造及其区域成矿主要特征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太平洋西南隅的群岛上，其东朝太平洋，西接中国南海，与中国南沙群岛相邻，

南隔苏拉威西海，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望。全国面积!7879万:;!，由9#""多个大小不一的岛屿组

成，其中，面积大于#""":;!的岛屿有吕宋、棉兰老、萨马等#5个，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菲律宾群岛大

体可分为6个部分：北部吕宋岛及其附近岛屿；中部米沙鄢群岛，包括班乃岛、内格罗斯岛、宿务岛、保和岛、

莱特岛和萨马岛等；南部棉兰老岛及其附近岛屿；西部巴拉望岛及其附近岛屿。=7""万人口以马来族为主。

菲律宾是多山国家，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最高峰是棉兰老东南的阿波火山，海拔!7>6;。全境除少数

内陆平原外，仅在沿海零星分布有狭窄平原。各岛屿上的河流短促，最长的吕宋岛卡加延河仅5>":;长，

虽然水流较急，不利航行，但水力资源丰富；海岸曲折，岛屿之间均为浅海，珊瑚礁也较发育。菲律宾群岛东、

西两侧为近3+走向的深海沟，其东侧紧临萨马岛和棉兰老岛，是世界最深的海沟，深度达#"679;。菲律

宾气候属于季风型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年平均气温!9?，大部分地区平均年降水量在!"""
!5""";;之间，只有西部地区有旱季（##月!6月）和雨季（>月!#"月）之分，东部与南部地区终年多雨，

无明显旱、雨季。全境火山甚多，吕宋岛东南的马荣火山是最大活火山，有“世界完美的火山堆之称”；地震频

繁，每年至少数十次；台风多发，尤其每年$月!##月。菲律宾资源比较丰富，除黑色与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外，拥有>5<的林区，各种优质木材资源相当丰富，还有充沛的水力资源、水产资源和地热资源。菲律宾经

济虽然是以农业为主，但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以及制造业、矿业和养殖业有

较大发展，国民经济有明显改善。菲律宾交通以海上运输与公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比较有限，全国铁路总

长仅#>"":;左右，主要集中在吕宋岛。

菲律宾地处太平洋板块西缘，地质演化历史不长，最老地层是石炭系。全国地层基本上可分为前新生界

和新生界!大部分，前者分布零星，连续性差，后者发育较好，分布广泛。前新生界主要分布在菲律宾西部地

区的巴拉望（1@A@B@’）岛中北部、民都洛（)C’DEFE）岛西部和三宝颜（G@;HE@’I@）等地，在东部地区吕宋岛的

马德雷山、棉兰老（)C’D@’@E）岛中央山脉以及比科尔（JCKEA）和达沃（0@L@E）等地也有出露，其中以巴拉望岛

出露的层序较全，最老的石炭系—下二叠统为一套厚层状细碎屑岩系，夹灰岩透镜体，现大多变质为千枚岩、

板岩、页岩和片岩，未见底，厚度不详。中二叠统为砾岩、砂岩与灰岩，夹薄层凝灰岩，含牙形虫等化石，与下

伏为不整合关系。上二叠统为灰岩，含丰富纺锤虫生物化石，厚数十米，与中二叠统呈整合接触。中三叠统

分布较局限，为含放射虫的赤铁矿燧石岩，岩性横向变化较大，常过渡为绿片岩，厚度变化大，与下伏呈不整

合关系。上三叠统—下侏罗统由灰岩、页岩和砂岩组成，厚数十米，与下伏中三叠统呈角度不整合关系。中

侏罗统为砂岩、砾岩层，无生物化石，具弱变质，厚度一般为十余米。上侏罗统—白垩系分布较广，特别是在

菲律宾中、东部地区，由玄武岩、安山岩、细碧岩夹层状凝灰岩、砂岩和页岩组成，大部分地区己变质为绿片

岩，并且在上侏罗统上部和上白垩统顶部常含有蛇绿岩或蛇纹岩及超镁铁质岩。在吕宋的马德雷山和棉兰

老岛的迪望达山一带蛇绿岩可延伸至古新统中，但多以逆冲断片形式出现，与地层呈断层不整合关系。

大部分地区缺失古近系的古新统，尤其是下古新统，只有在吕宋岛、宿务（M(H&）岛和内格罗斯（+(IFEN）

岛见有出露不全的砾岩、砂岩及凝灰质砂岩。始新统发育较好，但横向变化大。在北部吕宋岛以玄武岩、安

山岩为主、夹少量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和灰岩透镜体，厚度变化较大，而在南部巴拉望、内格罗斯以及三宝颜、

迪望达山一带则以砂岩、页岩和灰岩为主。在民都洛岛见有底砾岩，而在巴拉望一带灰岩厚度较大，达数十

米，并含生物化石。渐新统除在中部班乃（1@’@L）岛、马斯巴特（)@NH@O(）岛、莱特（/(LO(）岛东部以及宿务岛

北部等地缺失或大部分缺失外，在北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中央山脉等地仍然以火山岩地层主，为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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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熔岩与凝灰岩互层，偶夹碎屑岩，其他地区下部以碎屑岩为主，上部以碳酸盐岩为主，构成一次沉积旋回，

厚数十米，与下伏始新统呈整合接触。新近系发育比较全，相对研究程度也较高，中新统在南部巴拉望至棉

兰老一带其下部以碳酸盐岩为主，上部以碎屑岩为主，构成一套海退层序；中部民都洛岛一带以粉砂岩、砂

岩、页岩、碳质页岩为主，夹灰岩透镜体和煤层，展现出海陆交互相特点；北部吕宋岛一带基本上以砾岩、砂

岩、页岩，夹玄武岩、凝灰岩和少量灰岩，厚度变化大。中新统除巴拉望地区外，其他与下伏多呈不整合接触。

上新统主要由砂岩、粉砂岩与薄层灰岩组成，从沉积特征看，其中有!个以上沉积旋回，并且在其中部常含碳

质页岩、薄煤层或煤线，底部砾岩发育，最厚可达数十米。部分地区在其底部或下部夹"!!层火山熔岩和凝

灰岩。上新统与下伏多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更新统十分发育，从岩石组合可明显分为#种：一是中$酸性火

山熔岩及其凝灰岩，厚数米至数十米，分布较广，主要于巴拉望、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二是砾岩和砂岩组合，个

别夹簿层灰岩，厚度一般仅数米，主要在中部民都洛、班乃岛一带；三是灰岩、礁灰岩，厚度变化大，分布较零

星，主要在内格罗斯岛和迪望达山。这#种岩石组合有时亦可混合搭配，构成上下层位，但这种情况不多。

全新统以第四纪冲积层为主，个别沿海地区为海湾沼泽、海滩沉积以及珊瑚礁；在内陆山区多为阶地砂砾层，

厚度变化较大；个别河谷地带可见全新世安山质和英安质熔岩流与玄武质熔岩。全新统与下伏更新统均呈

角度不整合关系。

菲律宾岩浆岩比较发育，基本上可分为蛇绿岩和花岗岩类!大类。蛇绿岩在菲律宾分布较广，常呈带状

分布，最主要有如下%个带：

（"）三描礼士（&’()’*+,）带：在吕宋岛西海岸，由北部伊罗戈（--./.,）经三描礼士山脉，跨海至卢邦

（-0)’12）群岛和民都洛岛，呈近34向展布，略向西凸出，倾向总体向东。其中，以三描礼士山最发育，由橄

榄岩、厚层状粗晶辉长岩、辉绿岩脉和燧石岩$细碧岩组成，其上被晚始新世—早渐世浊积岩整合覆盖。

（!）安蒂克（516780+）带：位于菲律宾中部地区，班乃岛西部及其附近岛屿，呈449向展布，有人认为该

带属于三描礼士带南延，因断裂构造而错断和变形。该带蛇绿岩主要分布于锡布延（37)0:’1）岛和安蒂克地

区，以橄榄岩$纯橄岩为主，其次为辉长岩。纯橄岩含小型铬铁矿。在安蒂克地区蛇绿岩呈构造断片出现，橄

榄岩$纯橄岩已强烈蛇纹石化，而有经济价值的块状硫化物铜矿常出现在燧石岩$细碧岩断片中。

（#）卡西古兰（;’,720<’1）带：于吕宋岛东海岸，帕拉南（=’*’1’1）至巴莱尔（>’*+<）一带，呈449向展布，

与吕宋东部海槽几乎平行，以块状橄榄岩大规模分布为特征，还有少量辉长岩和燧石岩$细碧岩，在逆冲断层

中橄榄岩与含块状硫化物铜矿的燧石岩$细碧岩接触，并伴有浊积岩。

（?）比科尔（>7/.*）$东棉兰老带：该带位于菲律宾群岛的东侧，包括比科尔半岛东部、萨马（3’(’）岛、迪

纳加特（@71’2’6）群岛和棉兰老岛东部沿海地区，呈近44A向展布，与太平洋海沟近于平行。该带蛇绿岩

分布断续、零散，在萨马岛南、迪纳加特岛和苏里高（30<72,.）一带较为集中，以橄榄岩与纯橄岩为主，其次为

辉长岩和辉绿岩，常呈层状或脉状产出。纯橄岩常含铬铁矿。细碧岩与橄榄岩常呈断层接触。蛇绿岩被渐

新世至上新世地层覆盖。

（B）三宝颜（&’().’12’）$苏绿（30*0）带：位于菲律宾群岛南部，由三宝颜半岛通过苏绿群岛至西南端的

巴林宾（>’*7()712）岛，呈49向展布，与苏绿海槽基本平行。该带于前侏罗纪变质基底岩层组成的大陆型地

壳东缘，蛇绿岩主要在三宝颜附近和塔威塔威岛上，以蛇纹石化橄榄岩和辉长岩为主，燧石岩$细碧岩发育良

好，但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关系不清，通常它与变质岩呈断层接触，或被第三纪沉积岩和火山岩覆盖。

（%）巴拉望（=’*’C’1）带：在西部巴拉望岛上，向南延至巴拉巴克（>’*’)’/）海峡，呈449向展布。蛇绿

岩在巴拉望岛中南部最集中，由大规模富铬橄榄岩和纯橄岩组成，巴拉巴克（>’*’)’/）岛蛇绿岩主要由燧石

岩$细碧岩组成，其中含具经济价值的块状硫化物铜矿。巴拉望蛇绿岩与前侏罗系大陆型变质基底岩层呈断

层接触，而橄榄岩又被晚渐新世至早中新世灰岩覆盖。

从上述%个主要蛇绿岩带可以看出，它们多是由洋壳逆冲到前侏罗纪变质岩系组成的大陆型地壳中，呈

不同规模断片产出，形成时期主要是在古近纪，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晚白垩世—古新世、晚渐新世—早中新世，

其次为晚始新世—早渐新世、晚上新世—早更新世，但不可排除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活动。

花岗岩类在菲律宾的分布比较局限，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闪长岩，其次为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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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正长岩及其相关的脉岩等，据接触关系及少量同位素年龄资料可分为前古近纪、古近纪和新近纪!期。

前古近纪花岗岩类零星分布在北巴拉望岛和北棉兰老岛，多沿前侏罗纪大陆基底边缘产出，岩体规模较

小，以闪长岩为主，但由于受区域变质作用影响，其中的部分岩体年代尚需作进一步厘定。

古近纪花岗岩类主要分布在吕宋岛东、西部沿海地区。在西部沿海地区，花岗岩类主要分布于晚始新世

至早渐新世蛇绿岩带中，并受前中新世向西倾斜的逆冲断裂构造控制，其中以三描礼士（"#$%#&’(）山较发

育，主要为辉石石英闪长岩和角闪石英闪长岩。在北部伊罗戈（)&*+*(）有较为特殊的奥长花岗岩。吕宋岛

东部沿海地区花岗岩类年龄值在!,!-./#，大部分侵入于受向西倾斜的逆冲断裂构造控制的火山岩带中，

其中以帕拉南至巴莱尔一带最集中，主要岩性为石英闪长岩和二长岩，其次是在棉兰老岛东部达沃（0#1#*）

及三宝颜一带，岩体侵入于白垩纪至始新世玄武岩和深海至半深海沉积岩层中，岩体规模不大，多为花岗闪

长岩，其中达沃（0#1#*）岩体年龄值最大，为,2/#。除此之外，在波利略（3*&4&&*）岛、卡坦端内斯（5#6#789:
#7’(）岛、萨马岛、班乃岛、宿务岛也有零星分布，其中，班乃岛东南古马拉斯（;94$#<#(）群岛的闪长岩年龄值

为=./#，宿务岛中部花岗闪长岩年龄值为=.>?/#。从目前的同位素年龄数据来看，菲律宾群岛中部地区

古近纪花岗岩类年龄值相对比其他地区都大。

新近纪花岗岩类与古近纪基本相同，受限于主菲律宾弧，仍然主要集中在吕宋岛与棉兰老岛，但其具体

产出特点与古近纪花岗岩类有所不同。吕宋岛新近纪花岗岩类主要集中于岛中部的中央山脉，而东、西沿海

地区几乎缺失。吕宋岛中央山脉地区岩体有一定规模，基本上呈@A向分布。在棉兰老岛新近纪花岗岩类

分布较广，在其东部达沃、南部哥打巴托（5*6#%#6*）、西部三宝颜以及中部中央山脉均有产出，但岩体规模有

限，比较分散，其中以中央山脉一带相对较为集中，主要受断裂控制，并以花岗闪长岩与花岗岩为主。除此之

外，在马林杜克（/#<4789B9’）岛、塔布拉斯（C#%&#(）岛、保和（D*E*&）岛亦有零星出露。新近纪花岗岩类岩体

往往与金属成矿作用在时空上有一定关系，如吕宋岛三描礼士山南部迪宋（04F*7）与硫化物铜矿有关的是中

新世至上新世花岗闪长岩；在棉兰老岛与铁矿有关的是新近纪闪长岩至正长斑岩。

在菲律宾，第四纪火山活动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吕宋岛中部与南部、棉兰老岛中部与西部、内格罗斯岛的

北部以及比科尔半岛。自上新世以后，火山活动逐渐增强，大约在中G晚更新世达到高潮，并以中酸性至中基

性岩喷发与溢流为主，主要岩性为安山岩、粗玄岩和英安岩。晚更新世以后，火山活动范围与强度都有所减

弱，并以中基性至基性岩溢流为主，主要岩性为玄武岩、橄榄玄武岩等，其中以棉兰老岛中部与西部最集中，

玄武岩流分布面积达万余平方公里，并有多处活动火山口。吕宋岛马荣活火山至今还时有喷发。

菲律宾由于受太平洋板块活动的影响，前新生代岩层几乎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作用和动力变

质作用，有的在强烈逆冲断裂构造作用下岩石原始面貌全非，而且岩层连续性受到极大破坏，呈零星散布，难

于对比。从全境看，其变质程度以绿片岩相为主，个别达角闪岩相，甚至榴辉岩相。现依据变质年代数据及

其相互关系大体可将变质岩分为石炭纪—三叠纪和侏罗纪—古近纪H个时期。前者可能起源于菲律宾最老

的石炭纪至晚三叠世地槽型地层。从北巴拉望、民都洛岛、班乃岛等地古生物资料，确定其变作用的时间是

在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之间。在巴拉望北变质岩包含绿泥石G绢云母G石英G钠长石片岩和绢云母G黑硬绿泥

石G赤铁矿G石英G钠长石片岩，在民都洛岛为绿泥石G绢云母G白云母G石英G钠长石G奥长石片岩和阳起石G绿泥

石G石英G钠长石G奥长石片岩。从变质岩的矿物成分看，它显然是在低温和中低压条件下形成的绿片岩相岩

石。在空间上这套变质岩系主要分布在菲律宾中西部地区的北巴拉望、卡拉棉（5#&#$#47）、民都洛、库约

（59I*）群岛、朗布隆（J*$%&*7）群岛等地，并作为最老基底岩层出现，其厚度与组分，除三宝颜地区外，与菲

律宾其他地区都难于对比，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上述地区原先可能是个微古陆块。

侏罗纪—第近纪变质岩的变质时间推断为中侏罗世以后，变质相从低温G低压到高温G高压均有，而矿物

共生序列基本上局限在绿片岩范围内，包括极高压G低温的蓝闪石片岩亚相；罕见的石榴子石G辉石的榴辉岩

出现在辉石片岩相的高温G高压区间内。角闪岩相也有出现，但比较局限。侏罗纪—第三纪变质岩在菲律宾

中部地区十分零星，主要在东、西沿海地区并构成!个带：沿菲律宾东部几乎与太平洋海沟平行的近@A向

东菲律宾变质带；沿着民都洛岛和班乃岛西部与中国南海海沟平行的AK向西菲律宾变质带；沿着苏绿群

岛与苏绿海沟平行的AL向苏绿变质带。值得注意的是，同构造橄榄岩和蛇纹岩体几乎总是与侏罗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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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纪变质岩一起产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从蛇绿岩地层中的玄武岩!燧石岩!硬砂岩去进一步研究该地

区变质岩的原岩。

菲律宾区域构造特征比较明显，全境褶皱大致有"组。

（#）$%组，包括轴向变化于$&’(%至$#)(%之间的褶皱构造，主要产出在菲律宾北中部地区，它所

涉及的范围既有基底地层的构造，如北巴拉望、卡拉棉群岛的晚古生代基底地层的褶皱构造，也有大范围的

新近纪地层的构造，如民都洛岛上新统至下更新统的构造、马林杜克岛、邦奥半岛、布里亚斯岛、比科尔半岛、

以及萨马岛北部新近系的构造。此外，棉兰老岛哥打巴托的渐新统至下更新统的构造也属于该组。

（*）$+组，包括轴向变化于$’(+至$&’(+之间的褶皱构造，主要在菲律宾的西南部地区，涉及范围有

巴拉望南半部古新统至下上新统、班乃岛、内格罗斯岛、宿务岛、保和岛以及三宝颜和苏绿群岛的渐新统至下

更新统的褶皱构造。

（"）$,组，包括轴向变化于$’(+至$’(%之间的褶皱构造，主要在吕宋岛北部、棉兰老岛东部以及其

相邻的萨马岛南部、莱特岛东部、迪纳加特（-./0102）岛等地，涉及中新统至下更新统的褶皱构造。

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上述"组褶皱系统中$+向构造体系可能是最早形成的，它代表菲律宾早期微古

陆的原始构造，而后随着地质历史演化以及板块局部运动的结果，使区域构造线发生逆时针旋转，以致,$
向和$%向褶皱构造叠加其上。

菲律宾断裂构造比较发育，主要有逆冲断裂与横断裂。前者规模较大的均沿菲律宾弧和苏绿弧边缘产

出，最长的是在东部海域中近,$向的菲律宾海沟，其次是南部$+向的苏绿海沟、西部$+向的巴拉望海沟

和西北部近,$向的南中国海海沟，而在菲律宾本土上逆冲断裂虽然比较发育，分布也较广，但规模比较有

限，如棉兰老中央山脉的逆冲断裂、三宝颜逆冲断裂、萨马岛南逆冲断裂、民都洛岛东逆冲断裂、科比尔逆冲

断裂等，长度最长数十公里。从这些逆冲断裂产状研究表明，大多数逆冲断裂的倾向是对着海沟，二者倾向

往往相反。

横断裂也较发育，其中以菲律宾断裂规模最大。它起始于吕宋岛西部林加延（3./1045/）湾，沿吕宋中央

山脉南部至波利略海峡，经邦奥半岛、马斯巴特岛和莱特岛，直至棉兰老东部的达沃海峡，全长#*))67。它

是一条横斜的左旋断裂，水平分量位移大于垂直分量。研究表明，该断裂自古新世开始一直在活动，在莱特

岛上新近系位移了867；#9::年在莱特湾发生:;"级地震，使己存在的地裂缝位移了#;#7至";&7。其

他规模较大的横断裂有棉兰老$%向横断裂，长&))67，巴拉望近,$向横断裂，长")67，班乃岛西北塔布

拉斯（<0=>0?）近,$向横断裂，长"’)67，吕宋岛北中央山脉$+向横断裂，长"))67等。这些横断裂大多

为左旋剪切性质，对该地区火山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