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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地质构造与区域成矿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印支半岛的东部，北邻中国，西北接老挝，西南连柬埔寨，东临南海，海岸线长

达;!:"<=。越南版图狭长，南北长$:""<=，东西最窄处仅8"<=，总面积;!>#:万<=!，人口约99""
万。山地与高原占国土面积的;／?，其中有西北部的黄连山、印支半岛最高点的番西邦峰（;$?!=）和越、老

边界蜿蜒南下的长山山脉；平原主要在北部红河三角洲和南部湄公河三角洲以及两个三角洲之间的沿海地

带。越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气温高，年平均气温在!!@以上；年平均雨量为$7""!!"""==，全年可分旱

季（$$!?月）和雨季（8!$"月）两季，季节明显。越南以农业为主，盛产稻米及其他经济作物，近年来工业发

展迅速，建成了一批工业设施以及出口加工业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交通系统，目前全国铁路线总长;!""
多千米，贯通南北；公路总长$$9万千米；沿海与内河航运四季通行，并有大型港口十余处与国外交往，从而

使国民经济迅猛增长，民生得到较大的改善，成为东南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越南地质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世纪末就有国外地质工作者在越南和长山山脉一带开展了路线调

查。!"世纪初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地质工作是由法国地质调查所承担，除进行部分区域调查外，主要是对

一些矿产资源如铁、煤、锡等进行勘查与开发。$#?8年日本入侵后，这些矿山遭受到极大掠夺与破坏。$#?8
年越南独立后建立了地质调查与研究部门，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工作，目前己完成了

全国$A!"万区域地质与矿产调查及部分地区的$A8""""!$A$""""地质调查工作；发现并勘查了铁、铬、

磷、铜、钛、铝土矿等一批矿产资源；对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的水文地质进行了勘查；对沿海的海洋地

质以及油气田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同时对“印支半岛的地质构造与成矿”的调查研究课题组织了以越南地质

学家为主体的国际间合作研究小组，经过数年野外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越南大地构造位置属于欧亚古大陆南缘，中国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交接部位，地质演化历史较长，出露

地层较全。太古界仅见于中部广南、昆嵩和广义三省交界的昆嵩地块，其下部为二辉和紫苏辉石麻粒岩，上

部为孔兹岩和大理岩，厚?"""=。古中元古界出露在老街省的红河北岸和昆嵩地块，以黑云角闪岩为主，

局部夹含铁石英岩、大理岩、石墨片岩、石英岩、堇青B矽线片岩等，厚约?"""=，其同位素年龄值为!"9"!
!;"",C。新元古界分布略广，除上述地区外还见于清化省西北部的马江流域，主要为一套浅变质岩系，下

部为片岩、石英岩夹闪岩，上部为大理岩、白云岩夹千枚岩，厚$8""!?"""=。下古生界分布也比较局限。

中寒武统—下奥陶统主要分布在红河北岸的宣光省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河江省，此外，在昆嵩地块北缘的广南

省也有零星分布，以浅海相沉积为主，并含华南型三叶虫、笔石等化石；中奥陶统—志留系分布相对集中，除

红河北岸外，主要分布在河静省与义安省交界处的大江流域以及广平省与广治省之间的长山山脉东坡，由砾

岩、砂岩、页岩和灰岩组成，最大厚度达$8""=以上，产珊瑚等化石，局部地方夹英安岩、安山岩等陆相火山

岩层。上古生界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下B中泥盆统底部通常以红色陆源碎屑岩为主，向上则过

渡为粘土质页岩、灰岩，主要分布于红河南岸、马江中游以及宣光、河静等地；上泥盆统分布局限；石炭系—下

二叠统为均质厚层灰岩，含腕足类及纺锤虫等化石，厚度$8""=左右，分布于高平、河内及广平省北部。上

二叠统不整合在上述岩层之上，以灰岩为主，含大量纺锤虫，局部夹玄武岩，厚达$"""=，分布于顺化、沱江

流域。中生界分布广泛，尤其在越南中南部，但其沉积分异较为明显。三叠系属于含煤岩系，以砾岩、砂岩、

粉砂岩、页岩、灰岩夹流纹岩、英安岩等为主，不整合在古生界之上，含属于喀尼阶的头足类、双壳类等化石

群，厚度变化大，在鸿基和沱江盆地可达?"""=。下B中侏罗统在越南北部地区为陆相地层，以砂岩、页岩为

主，产少量煤，厚$8""=，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关系；中部与南部地区为海相地层，通常夹中酸性火山

岩，厚度小。上侏罗统—上白垩统为陆相红色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或中酸性火山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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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薄层煤，厚度变化大，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关系，广布于南部大叻省与多乐省。新生界分布较广，主要分布

于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北部红河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区，其中，古近系为多色砾岩、砂岩，局部夹碱性玄武岩，构

成高原玄武岩地貌；新近系以碎屑岩为主，产褐煤以及石油、天然气，厚度变化大；第四系以松散的冲、洪积夹

滨海沉积为主，个别地方含泥炭，在南部嘉莱省和多乐省第四纪早期玄武岩发育。

越南岩浆活动比较频繁，基本上可划分!个期次：! 前寒武纪：目前除推定昆嵩地块中的紫苏花岗闪长

岩、苏长岩和辉长"苏长岩等为太古代外，比较确切的有，年龄值为#$#$"#%!&’(的早元古代镁铁质侵入

岩和英云闪长岩以及$#%"!)*’(的新元古代碱性花岗岩类，侵入于元古代沉积层中，呈小岩体产出。#
早"中古生代：规模不大，主要有早期+**"+)*’(的奥菲奥岩组合，以高钠及贫钙、碱为特征，产于马江断裂

带中。此外，在长山、昆嵩一带有年龄值在+%,’(左右、并被早泥盆世沉积覆盖的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

岩侵入体，呈中、小规模岩株产出，岩石属于钙碱系列，且-(!.。$ 晚古生代（当于中国的华力西期）：规模

不大，除在北部断裂带中见有橄榄岩、辉长苏长岩、辉长辉绿岩小岩脉、小岩枝侵入外，主要为中"酸性的花岗

闪长岩、花岗岩，呈小岩株产出，岩石属钙碱系列，富钠，年龄值为%!,")*,’(，主要分布在老街北部、义安

省西北部以及河静、广平和顺化省西部的长山山脉东坡。% 早中生代（俗称印支期）：是越南一次重要的岩

浆活动，在中部昆嵩、广义、嘉莱、归仁、富安等省较发育，其次是北部老街省南部黄连山。这期岩浆活动以花

岗岩类为主，呈不同规模岩基、岩株及岩脉侵入于古生界中，或被晚三叠世晚期含煤地层所覆盖。主要岩性

为黑云母花岗岩、二云母花岗岩、石英二长岩及少量花岗闪长岩。岩石中二氧化硅饱和、氧化铝高（/0)1%为

#%2*3左右）、碱质中度，同位素年龄值为)%)")+,’(。& 晚中生代：其中大体可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和晚白垩世—古新世)个期次。前者主要产于大型火山坳陷中，规模较小，分布局限，为与火山喷发相伴随

的铁镁质或花岗质小岩体，其同位素年龄值多为#)*"44’(。后者分布范围较广，主要集中于东南部富安、

多乐、林同、宁顺、平顺等省，北部仅零星分布，并以二云母花岗岩、浅色花岗岩侵入为主，呈中、小型岩基、岩

株产出，岩石中561)和/0)1%饱和，且.!-(，同位素年龄值多为4&"&*’(。’ 新生代：主要分布于中南

部多乐、平福、林同等省，并以超镁铁质7镁铁质岩喷发为主，其中可分)个期次：上新世—早更新世和晚更新

世—全新世。前者以拉斑玄武岩系列为主，呈层状产出，分布广泛，构成了正地形。后者以橄榄辉长苏长岩、

橄榄辉长粒玄岩等为主，受断裂控制，分布局限。

越南前寒武系出露较为分散，较难恢复其原始地质构造，但从区域对比来看，除由昆嵩地块推定的太古

界外，中7下元古界与中国华南地区基本上可以对比，因此，对其构造部位大多倾向于是处在欧亚古陆南缘，

至于对昆嵩地块处置意见则有所分歧，但大多认为是属于印支板块内的一个地体。也就是讲，越南是处于中

国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的交接部位。大约在*,,"+%%’(的加里东早期，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在现今越南

北部马江附近发生碰撞，形成一套呈-8759向展布的奥菲奥岩组合，此后，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拼合在一

起，沉积了一套与中国华南地区可以对比的中7早古生代地层与生物群。其中受加里东构造变动影响，早古

生代地层普遍遭到浅变质作用，而与下泥盆统之间有短暂的间断。晚石炭世—中三叠世越南中、北部发生了

具有裂谷性质的构造活动，受其影响，在现今红河与马江之间的沱江两岸，不但出现了呈带状分布且富含纺

锤虫的巨厚均质碳酸盐岩地层，而且致使下二叠统、上二叠统、下三叠统之间呈不整合接触，同时，在其断裂

控制下，早期有少量超镁铁质"镁铁质岩侵入，大约在%!,")*,’(发生了以中酸性为主的岩浆侵入活动。

晚三叠世早期裂谷趋于闭合，以含煤陆源沉积为特征，同时在印支期构造变动影响下，致使前三叠纪地层褶

皱，并伴有广泛的花岗岩侵入。印支运动后越南地质构造发生分异，侏罗纪北部地区基本上为陆相沉积，而

南部与中部地区仍为海相沉积，直至晚白垩世早期越南才全部隆升为陆，这期间除以盆地碎屑岩沉积为主

外，火山活动频繁，其常具有由基性至酸性的喷发韵律，但主体上以中酸性为主，并伴有相应的侵入活动，尤

其在中、南部地区较为明显，形成了近东西向火山7侵入岩带。新生代初越南仍处于印支运动以后所产生的

压应力滞留状态，形成了红河盆地、湄公盆地以及泰国湾坳陷和南中国海坳陷等弧后和边缘型构造，同时，在

越南东南部发生了与其匹配的古近纪玄武岩浆喷发，形成了独特的玄武岩高原地貌。

从地质构造演化历史看，越南在大地构造上明显地呈现了两个大的分区，通常是以马江断裂带为界将其

北归属于华南板块，其南归属于印支板块，然后在这基础上再分次一级单元。由于一些地质构造问题尚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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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因此次一级单元划分各不相同。目前大多将北部华南板块分为黄连山早古生代褶皱带、沱江古生代活动

带和红河坳陷；将南部印支板块自北向南分为印支褶皱带，昆嵩地块、西原高地和湄公盆地。

越南独特的地质构造位置，使其具有多样化的区域成矿环境和多期次的成矿作用，从而造就了大量矿产

形成，其中铁、煤、铬、铝土矿、磷、高岭石、石墨以及稀土元素、金等具有一定的储量，从而使越南成为东南亚

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越南在区域成矿上不仅矿种比较全，有铁、铬、锰、钨、锡、铜、铝土矿、高

岭石、石墨以及稀土元素、金、银等，而且在矿床类型上内生、外生、变质等类型俱全，特别是砂矿型，风化淋滤

型、沉积型以及热液型、矽卡岩型都有较大规模矿床产出，并且整个区域成矿作用与其地质构造演化具有一

致性，并在时间上可分为如下!个成矿期。

（"）前寒武纪成矿期，主要发生在北部与中部的古陆块上，以变质成矿作用为特点，其中石墨矿和铁矿

分布较广，规模也较大，其次有少量金、稀土元素和铜矿。

（#）早$中古生代成矿期，主要发生在中、北部地区，其中华南板块与印支板块活动期间所形成的裂谷、

弧后盆地和逆冲断裂等构造对成矿作用影晌较大，使成矿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其中有与沉积作用有关的

铁、磷矿；有赋存于断裂带中与超镁铁质岩有关的铬矿和铜$镍矿；绿岩中黄铁矿以及含金石英脉；逆冲断裂

带中与火山喷发活动有关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宝石矿等。这时期虽然矿化种类与类型较多，但富集规模不

大。

（%）印支成矿期：是越南重要成矿期，其中除在裂谷或坳陷带中与沉积成矿作用有关的大型煤矿外，金

属成矿作用大多与印支期强烈的岩浆活动有关，以热液型、矽卡岩型以及岩浆型矿床为主，有铁、钛、铜、镍、

铅、锌以及金等矿化，并大多产于构造$岩浆带上，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矿床。

（&）中生代成矿期：成矿作用主要与侏罗纪—白垩纪火山$侵入活动有关，主要发生在近东西向的岩浆

活动带上，形成了热液型、矽卡岩型和火山岩型的锡、钼、稀土元素、金、铅、锌、铜以及绿柱石、重晶石等矿床，

在北部黄连山和南部大叻一带较为集中。

（!）新近纪—第四纪成矿期：以外生成矿作用为主，最常见的是冲积型矿床和风化型矿床，前者主要有铬

铁矿、锡石、黑钨矿、金、红宝石、锆石等矿床；后者最主要的是风化壳上红土型铝土矿、铁帽型金矿、风化残积

高岭土矿和风化淋滤型铁矿。此外，在陆内坳陷中含煤地层发育，在大陆架的坳陷中石油和天然气远景较

大。

总之，越南在区域成矿上各个时期都具有自身特色，成矿类型也较全，矿床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受构造控

制，并且相对比较集中，尤其是在黄连山脉、红河与马江之间的沱江流域、昆嵩地块周边和南部大叻附近矿产

地相对比较密集。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