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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伊朗主要金属矿产资源地质特征

伊朗是中东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世界位居第四位，金属矿产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

中，铬、铁、铜、铅锌等矿产都具有一定规模，并受区域构造控制（图8）。

据目前资料统计，伊朗铬铁矿储量为!$"万吨（据)9:;’<7=6>>6?9@A2B>><’9;C，!""$），分布在南部扎格罗山脉、北部厄

尔布尔士山脉、东北部萨卜泽瓦尔以及卢特高原周围，矿床均为岩浆型原生矿，产出时期比较集中，主要为基米里中晚期，相

当于中侏罗世—晚白垩世，部分为始新世，少数为华力西晚期。铬铁矿产出完全受控于伊朗境内的板块构造带及其有关的深

断裂带，它们包括基米里早期伊朗微板块与图兰板块碰撞形成的北伊朗缝合带、基米里晚期阿拉伯板块与伊朗微板块俯冲碰

撞形成的伊朗南部扎格罗大型推覆带、基米里中期伊朗微板块活动形成的萨卜泽瓦尔缝合带以及卢特高原周围的卡维尔、纳

因D巴夫特和哈里河等E条深断裂。铬铁矿均产在上述构造带的蛇绿岩带或混杂堆积带中，但矿床差别较大，有的呈层状、似

层状，有的呈透镜状、扁豆状；矿床规模从几百吨至几十万吨不等。己有的勘查资料表明，伊朗南部的扎格罗大型推覆带中铬

铁矿成矿作用比较强烈，矿化也比较连续，矿体多呈似层状、大透镜状，矿石品位大于$FG，=’!1E／H;1比值大于E，储量一般

在8"!F"万吨，个别大于F"万吨，是伊朗最重要的铬铁矿产地。如阿米尔（%>9’）、沙赫里阿尔（2I<I’9<’）、雷扎（-;J<）、阿布

达什特（%K?<CI@）等大型铬铁矿床。其次是萨卜泽瓦尔地区，以中D小型铬铁矿床为主，矿体呈扁透镜状，规模一般为8!!千

吨，个别达万吨以上，品位为E"G!$"G，如萨鲁尔（2<’B’）、米尔马赫穆德（)9’)<I>B?）、加弗特（L<M@）等矿床。至于北伊朗

缝合带以及卢特高原周围E条深断裂中的铬铁矿，规模较小，矿体多呈扁豆状，品位变化大，以小型矿床与矿点为主，并且工作

程度普遍也较低。关于各个构造带中铬铁矿成矿差异性问题曾有不同认识，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与碰撞俯冲带的倾角有关，

南部的扎格罗一带俯冲倾角比北部及其他地区陡，因此成矿作用较强烈。但矿山工作者通过阿米尔等矿床实际资料对比，认

为矿床规模及其矿石品位与板块碰撞拼合之后在压性的蛇绿岩带或混杂堆积带部位上是否又发生深部超镁铁质岩浆侵入活

动，及其熔离分异作用有密切关系，发生了侵入活动往往可形成规模较大、品位较高的铬铁矿床。

目前资料显示，伊朗铁矿储量为8#亿吨，储量基础为!F亿吨（)9:;’<7=6>>6?9@A2B>><’9;C，!""$），分布相对集中，主要于伊

朗东南部，扎格罗大型推覆带与卢特高原交界处。铁矿主要产于前寒武系中，而其他层位很少形成有规模的铁矿床。前寒武系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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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矿床有!种产出方式：一种是沿角闪岩相变质岩系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体围岩常有磷灰石化、电气石化和水镁石化，并且具有垂直分带现

象。地表氧化带主要为褐铁矿石、赤铁矿石，向下则渐变为假象赤铁矿石带和纯磁铁矿石带，如戈尔戈哈尔（"#$%#&’(）铁矿，其储量基础可达!)亿

吨，矿石品位为*+,!+-,，但矿石中含硫较高，影响了它的利用价值。这种产出形式的矿床均被认为是属于新太古代—古元古代的火山.沉积变

质型铁矿床。另一种沿火山机构产出，矿体呈大透镜状、柱状于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中，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偶见隐爆现象。矿石以磷灰石.黄

铁矿.磁铁矿型为主，矿石品位较富，含/01（包括01!2-和012）大于*),，易选，并且矿体集中，矿床规模较大，如恰道尔马柳（3&’4#(5’$6）、乔加

赫特（3&#%&’(7）、圣恰孚恩（813&’&69）、恰赫加兹（3&’&"’:）等大型铁矿床，其储量都在;亿吨以上。此类矿床是当今伊朗铁矿开采的主要对象。

目前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产出形式的矿床应属于中—新元古代与火山喷发作用有关的矿浆型铁矿床。

伊朗铜矿资源亦比较丰富，据有关资料，铜矿石储量为<=-亿吨（5>91(’$3#??#4>7@86??’(>1A，!))!），矿石品位较富，分布比较集中，主要

于伊朗中东部地区的伊朗新生代活动带上。矿床类型有斑岩型、热液型、火山岩型和矽卡岩型，并以斑岩型为主，其成矿时间绝大部分为始新

世—渐新世，个别为晚白垩世。伊朗斑岩型铜矿主要产于早第三纪火山岩带中，赋矿的闪长斑岩、花岗闪长斑岩及花岗斑岩的侵入及其铜矿成

矿作用往往于中性.中酸性火山岩、次火山岩喷溢之后，两者之间接触关系不明显，是属于同期不同次的产物。赋矿的斑岩体规模都不大，但矿

化比较集中，矿石成分比较单一，以36为主，伴有5#、B6等，矿石品位多在;,以上，并常具有次生富集带，因此有的矿床规模较大。如萨尔

切什梅（8’(3&1A?C&）铜钼矿床，矿体长!-))?，宽;!))?，呈椭圆形，产于花岗斑长斑岩与蚀变安山接触带上，次生富集带发育。矿石36品

位;=!,，储量<D)万吨；5#品位)=)-,，储量;!=E万吨。查哈尔冈巴德（3&’&’("#9F’4）铜矿床，其含矿的闪长斑岩岩株面积为!))?G!)

?，矿石品位最高可达;-=*,，平均品位为;=+H,，铜矿储量达-))万吨。松岗（869%69）铜矿床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中，钾化强烈，36平均品位

)=H+,，资源量达*))万吨，并伴有一定数量5#矿。此外，热液型与火山岩型铜矿多产于火山岩带及其附近，矿体呈脉状、似层状，矿石品位

变化大，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个别达中型，如拉查尔（I’C&’(）铜矿、安捷尔特（B9J1(7）铜钼矿、亚玛克汉（K’?’L&’9）铜矿等。矽卡岩型铜矿目

前仅有马兹雷奇（5’:(’C&）铜金矿床一处，产于渐新世花岗闪长岩体与古生代碳酸盐岩接触带上，有<个矿体，呈透镜状，长-))!<))?，厚;)

!*)?，矿石36品位!=*,，B6品位!%／7，估算铜矿规模相当于小.中型。伊朗矽卡岩型铜矿床以及斑岩体接触带的矽卡岩化均不发育，部分

学者认为其原因可能与斑岩体侵位较高及其盖层较簿有一定关系。

据!))!年5>91(’$3#??#7>4@86??’(>1A发布的资料，伊朗铅锌矿总储量约!!))万吨，MF平均品位+,，N9平均品位;),。伊朗铅锌矿

主要产于中东部新生代活动带中，分布较广，但在矿床类型上相对单一，以层控型为主，其次为热液脉状型。层控型铅锌矿床主要产于滨海.泻

湖相沉积岩层中，其矿体多呈层状、似层状和大透镜状，矿石成分相对单一，以MF、N9为主，伴有B%，但矿体赋存的层位较多，矿床规模差异也

很大，其中有产于早第三纪灰岩与砂岩之间的安古兰（B9%6(’9）铅锌矿床，其N9品位-,，MF品位+,，储量;EE万吨，是伊朗目前已知最大铅

锌矿床。产于早白垩世砂质白云岩中的阿汉加兰（B&’9%’(’9）铅锌银矿床，以及查里斯奇（3&’(>AC&）、加达纳赫希尔（"’(4’91&A&’(）等铅锌矿床

均为中.小型。产于早.中三叠世白云岩、白云质灰岩中的库赫苏尔姆奇（O6&.1.86(?C&）铅锌矿床，N9品位达;!,，MF品位为*,，矿床规模达

中型以上。产于中晚元古代火山岩中的库什克（O6A&L）铅锌矿床规模达大型。从目前资料看，伊朗产于中生代地层中的层控型铅锌矿床比较

多，但规模不大，多为中、小型，而产于中晚元古代与早第三纪地层中的层控型铅锌矿床虽然数量不多，但规模往往较大，是目前主要开采对象。

伊朗热液脉状型铅锌矿数量较多，主要分布于卢特高原，有的可成群出现，其形成时间以早第三纪为主，但矿床规模小，最大达小型，很少被开

发。

伊朗除石油、天然气以及上述铬、铁、铜等资源外，还有丰富的焦煤、烟煤、石膏、重晶石和建筑材料等矿产资源。金属矿产铁、铬、铜以及

铅、锌、银等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并且每年都有一定的矿石及其成品出口，但是国内矿种单调，资源不配套；钨、锡、锑、铝等有色金属矿产缺口

难于弥补，不能满足国内支柱产业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近十几年来在金属矿产勘查与开发及对外贸易上，伊朗也进行

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李锦平、吴良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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