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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地质构造与区域成矿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位于中亚中部，东及东南紧邻中国，南接塔吉克斯坦，西连乌兹别克斯坦，北与哈萨

克斯坦为界，面积$<#8""=>!，东西长<""=>，南北宽?$"=>。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之

一，海拔均在8"">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地区的海拔高度在$"""!@""">，超过$／@地区的海拔高度在@

"""!?""">，其东北部属于天山山脉西段，西南部处于帕米尔A阿赖山脉中段。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山峰

为中吉边境的波贝达（4()*BC）山峰（中国称汗腾格里峰），海拔7?@<>。最大的湖泊是伊塞克（-DD=E）湖，面

积F!@F=>!，也是亚洲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中部阿伦河是贯穿全国东西的内陆河。全国年降水量为!""

!$""">>，属于大陆性气候。吉尔吉斯斯坦系统的地质工作起始于$<@"年，现己完成全国中、小比例尺

地质填图和相应的物探、化探工作，并发现$"""多处矿产地，地质工作程度在中亚地区算是较高的。

吉尔吉斯斯坦位于天山构造带上，区域构造方向呈近东西向展布，其地质演化历史较长，最早可追到中

古太古代，并且明显地分为前中生代和中新生代!个阶段，前者地质构造复杂，组成了天山山脉主体，后者相

对单一，分布于山间盆地中。吉尔吉斯斯坦前中生代通常依据近东南向的尼科利夫（.G=(:C*H）断裂和阿特

巴希A伊尼尔凯克斯基（1’)CDIEA-JE:&I*=D=GE）断裂，自北向南分为北天山、中天山和南天山等@个主要构造

带，同时又以.K向的特拉斯A弗加恩斯基（6C:CDAL*+MCJD=GE）断裂将上述各带分割成东、西!部分。现将前

中生代@个构造带的基本特征介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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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构造分区与成矿分带示意图

 
 

 

 
 
 
 
 



北天山构造带：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北至国境线附近，南以尼科利夫（!"#$%&’(）断裂为界。北天山

构造带前寒武系较发育，其中太古界—古元古界主要为角闪岩、片麻岩、混合岩夹榴辉岩以及石英岩和大理

岩，与花岗)绿岩带的产物较比相似。中下里菲系以为千枚岩、页岩和灰岩为主，夹流纹岩、英安岩及其玢岩

和凝灰岩，最大厚度达*+++,。上里菲)文德系下部为页岩、砂岩、粉砂岩和灰岩，上部为流纹岩、英安岩和

英安玢岩，最大厚度-+++,。按照沉积特征，里菲)文德系应属于克拉通后的盖层，并具有-次沉积)喷发旋

回。寒武纪—中奥陶世，各处有所差异，大部分地区以中基性火山岩广泛发育为特征，主要为辉绿岩、辉绿玢

岩、细碧岩和凝灰岩，夹砂岩、页岩、灰岩和碧玉岩，最大厚度达.+++,，不整合在前寒武系之上，从岩石组

合看它属于岛孤带产物。而在西北部则发育一套含黑色燧石扁豆体的灰岩和白云岩，于元古界之上，厚

/+++,左右，属于弧后盆地沉积。据此，人们认为早古生代北天山是处于被动大陆边缘的岛弧带地质环境。

晚奥陶世—志留纪，受晚加里东运动影响，弧后盆地闭合，岛弧带拼贴在古陆边缘，并伴随有大规模花岗岩类

侵入，岩体基本上呈近东西向分布。上古生界分布局限，仅于北天山的中东部，其中除中)早泥盆世有小规模

中酸性和中基性火山喷发外，基本上以碎屑岩沉积为主，其下部为红色杂砂岩，厚0++!1++,，上部为砾岩、

砂岩、粉砂岩，夹薄层状灰岩、凝灰岩，厚/2++!2+++,。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套岩层为裂谷环境下的产

物。二叠纪晚期，受华力西构造运动影响，北天山又发生一次偏碱性岩浆侵入作用，但其规模逊于加里东期，

而这-期岩浆活动与区域成矿作用都有密切关系。

中天山构造带：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尼科利夫（!"#$%’&3）断裂与阿特巴希)伊尼尔凯克斯基（456
7&893):;3%<9’#8#"3）断裂之间。中天山构造带，前寒武系以元古界为主，分布零星并多呈断块出现，其中，新

元古界主要为片麻岩、结晶片岩、角闪岩和大理岩；里菲)文德系下部为长石砂岩、流纹斑岩和凝灰砂岩，厚

-+++,，上部为砂岩、页岩、粉砂岩和类冰碛砾岩，夹赤铁矿和磁铁矿薄层，厚*2+!02++,。寒武纪—早志

留世以陆源碎屑岩沉积为主，下部为钙质)燧石)粘土质页岩，上部为砂岩、页岩、粉砂岩和砾岩，最厚0+++
,，岩性与厚度变化不大，但分布零星，多在南、北断裂带附近。晚古生代除中)早泥盆世和中石炭世有局部

中性火山喷溢外，主要为一套砂岩、粉砂岩、页岩和灰岩组成的浅海相沉积地层，岩性变化不大，最大厚度可

达=+++,以上，岩层多为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具有地台型沉积的特征，并大面积出露在中天山构

造带中部。二叠纪晚期的华力西构造变动将中天山古生代地层褶皱回返，形成一个典型的向斜构造，在它西

部伴随 有 小 规 模 的 花 岗 岩 类 侵 入，反 映 了 中 天 山 古 生 代 是 处 于 相 对 稳 定 的 地 质 环 境 中。尼 科 利 夫

（!"#$%’&3）断裂两侧，前寒武纪与早古生代的不同时期沉积岩、火山岩和侵入岩等对比，表明尼科利夫断裂

不比晚古生代老，可能它早已形成，而华力西期构造运动使其重新活化，形成了控制区域地质演化的主断裂，

并对区域成矿作用发生较大的影响。

南天山构造带：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南至国境线，北以阿特巴希)伊尼尔凯克斯基（4%7&893):;6

3%<9’#8#"3）断裂为界。南天山构造带被!>向的特拉斯)弗加恩斯基（?&%&8)@’AB&;8#"3）断裂分割为东、西-
部分，西部属土耳其斯坦)阿莱（?CA#’85&;)4%&3）褶皱系，东部属科克沙尔（D$#89&%）褶皱系，两者虽可对比，但

有一定差别，特别是晚古生代地质构造上。南天山构造带前寒武系不发育，主要为里菲系，由绢云母绿帘石

绿泥石阳起石片岩和硬质绿泥石片岩组成，夹薄层砂岩、灰岩和蛇纹岩透镜体，最大厚度/-++,，零星分布

于E>向的阿特巴希)伊尼尔凯克斯基断裂和!>向的特拉斯)弗加恩斯基断裂附近，其上与志留纪—中泥

盆世灰岩呈整合接触，对其时代归属问题目前仍有争论。南天山早古生代地层中，至今在吉尔吉斯坦境内尚

未发现寒武系与奥陶系，而早志留世至早二叠世地层则广泛出露，除局部地方见有厚度数百米的中志留世—

早泥盆世或中)早泥盆世中基性火山岩外，主要为碳酸盐岩沉积，由层状灰岩、暗灰色灰岩、黑色块状灰岩、生

物灰岩和白云岩组成，夹各种砂岩、粉砂岩、页岩和砾岩，呈互层状产出，每层厚度约0++!2++,。相对而

言，东部地区在岩性与厚度上不如西部地区稳定，后者在奥什)苏柳克塔一带形成大面积碳酸盐岩槽地，其中

白云岩较发育。晚二叠世的华力西晚期构造变动使南天山褶皱回返，形成了复式构造，同时伴有规模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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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活动，其早期以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和二长岩为主，晚期以花岗岩和碱性岩为主。岩体多呈岩株状

产出，与区域成矿关系十分密切。这次构造变动在东、西部有所不同，东部岩层呈!"走向，层间冲断层发

育，致使其常呈带状或断块出现，岩浆活动相对较弱，仅见晚期侵入岩；而西部岩层呈"#走向，层间推覆构

造比较发育，出现层位倒置和层间构造不整合，岩浆活动相对强烈。对!#向特拉斯$弗加恩斯基断裂的形

成时间及其性质争论较大，目前多数人认为是华力西晚期右旋压扭性断裂。

晚华力西构造运动后，北、中和南天山构造带已连成一体。

中新生代吉尔吉斯斯坦在地质演化上大体可分为%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三叠纪至早第三纪的板内或地

台阶段，其中三叠纪—侏罗纪，各地差异不大，主要为含煤建造；白垩纪—早第三纪，东西部有别，西部为海相

沉积，以中白垩世碳酸盐岩沉积和老第三纪含石膏的海相$泻湖相碳酸盐岩沉积为主；东部为陆相沉积，以早

白垩世红色陆源碎屑岩沉积为主。第二阶段为新第三纪至第四纪的造山阶段，主要为山间盆地陆源碎屑沉

积，厚度达千米，同时，受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影响，地壳隆升，有的山体沿着深断裂带垂直上升数千米，局部地

区发生第四纪碱性玄武岩喷发，反映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岩石圈整体处于剪切伸长时期。

吉尔吉斯斯坦复杂的地质演化造就了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矿产与区域构造演化有着密切关系。在区

域成矿时间上期次较多，并且差异甚大。前寒武纪的成矿作用集中在里菲$文德时期，主要是与火山$沉积作

用有关的赤铁矿$磁铁矿矿床，有一定规模。早古生代早期，北天山的岛弧带火山活动和早古生代晚期古陆

增生和花岗岩类侵入形成了钒钛磁铁矿矿床以及热液型、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等。晚古生代的成矿作用主

要发生在晚期海盆闭合、花岗岩类与偏碱性岩浆侵入时期，形成了大量与岩浆岩有关的汞、锑、钨、锡、金及多

金属等热液型、层控型和矽卡岩型矿床，分布广泛，尤其在中、南天山构造带中。晚三叠世—早白垩世成矿作

用主要与河流$湖泊相有关，以煤规模较大，还有层控型铜、铅矿床，但规模有限。古新世开始，在其断陷盆地

中具有沉积型粘土、石膏和盐类矿床以及锆石、金、锡石等砂矿床。总之，成矿期较多，但其中规模较大，分布

较广而工业价值较高的为华力西期，特别是华力西晚期，其次是加里东早期和中生代晚期。

从吉尔吉斯斯坦上述成矿作用历史演化可以看出，其区域成矿作用类型比较多样，形成矿种较多，金属

矿床除铁外，还有铜、铅、锌、金、银、钨、锡、汞、锑、铋、稀土等矿种，其矿床类型有热液型、矽卡岩型、层控型、

沉积变质型、岩浆型、斑岩型等&种，以前’种为主。热液型矿床中既有高温钨、锡矿床，又有中、低温热液

汞、锑矿床。矽卡岩型矿床与华力西期岩浆活动最密切。层控型矿床的容矿围岩大多为晚古生代和中生代

晚期碳酸盐岩。沉积变质型矿床仅赋存在里菲$文德系中。岩浆型与斑岩型比较少，前者与加里东岩浆活动

有关，后者常与华力西期岩浆活动有关。

吉尔吉斯斯坦矿床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一定规律性，以下的成矿区带十分有意义。

（(）西部能源成矿区，分布于南天山构造带西部，!#向特拉斯$弗加恩斯基断裂带西盘的三叠纪—老

第三纪断陷盆地中，蕴存有丰富的煤与褐煤资源，目前己有多座大型煤田被开发生产；在与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新第三纪—第四纪盆地中还蕴存有石油、天然气，但规模不大，部分已开发。该成矿区

是吉尔吉斯能源生产基地。

（%）德兹赫蒂姆（)*+,-./）铁矿带，分布于中天山构造带中北部，里菲$文德系组成的断块构造盆地中。

该成矿带主要由若干硅铁建造中层状磁铁矿$赤铁矿矿床组成的，矿体赋存在含钒较高的层位中。铁矿规模

较大，目前己探明(0亿吨储量的铁矿(处，(亿吨储量的铁矿数处，但尚未开发。铁矿床附近砂金矿发育。

（’）奥什（12+）$苏柳克塔（345.46-7）汞锑金成矿带，在南天山构造带西部，东自奥什，西至苏柳克塔，呈

"#走向一直延到西部边境，分布范围较广。该带主要由中志留世—早二叠世碳酸盐岩、碎屑岩和火山岩组

成的复式褶皱，岩层间推覆构造发育并遭受华力西晚期中酸性$碱性岩侵入。矿床主要产于岩体外接触带

中，呈似层状、脉状和透镜状，其主体部分以汞、汞锑和锑为主，向外依次为铅、锌矿化和钨、锡矿化。目前已

探明大型汞、锑矿床（汞矿大于(万吨，锑矿大于8万吨）9处，均已开发，另有数十处中、小型矿床。在汞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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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中或矿体外围，常伴有金、砷、钴矿化，有的构成了独立矿体。铅锌矿化分布较广，有时与汞、锑矿床空间分

布相互交错，其矿产地不少，但规模较小，以小型为主。钨、锡成矿作用以小型热液脉状矿床为主，主要分布

在南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边境附近。

（!）特拉斯（"#$#%）&阿克图兹（’()*+）成矿带，分布于北天山构造带西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

带。该带前寒武系发育，早古生代为岛弧带，加里东晚期古陆增生和华力西晚期海盆消失，整个地质演化过

程较比复杂，成矿期次比较多。虽然不同期次的成矿作用经常叠置在一起，但总体上以华力西晚期成矿作用

为主，主要形成多金属矿床。矿床多为中、小型，但伴生组分比较丰富，往往使矿床演变成为金&多金属矿床、

银&多金属矿床、稀土&多金属矿床、锡&多金属矿床等，导致矿床性质与价值发生了变化。此外，该成矿带中还

有与岛弧带火山活动有关的大型金矿床、与海盆闭合有关的岩浆型大型钒钛磁铁矿床、热液型大型砷矿床和

伟晶岩型大型铍矿床等。该成矿带，特别是东段与中段，是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成矿远景区之一。

（,）卡拉塞（-#.#/#0）&斯基拉克（/102.#(）成矿带，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东部，与中国相邻的边境地区，并

横跨中天山和南天山3个构造带。该带中，加里东晚期和华力西晚期侵入岩比较发育，当它所沿着445向

构造分布并与古生代碳酸盐岩接触时，往往形成矽卡岩型矿床，其中以矽卡岩型钨、锡矿床最为醒目，目前已

查明3处大型钨矿床和钨锡矿床及若干小型锡矿床。在钨锡矿集中区外围，还有小型锡&多金属矿床和大型

热液脉状金矿床。

（6）塞姆萨尔（/#07%#.）成矿区，位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中天山构造带的西

端。该区晚古生代碳酸盐岩地层发育，华力西晚期岩浆活动强烈，成矿条件较好。以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

为主，金属矿床主要为金矿和铅矿，其次为铅锌矿、锡&多金属矿、铜矿及锑&金矿等。在其西北部，砂金矿较

为发育。除金矿外，矿床规模多以小型为主。除个别矿床外，大部分矿床尚未开发，其外围还有许多矿点。

看来，该区仍需继续做工作。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胡雄伟、吴良士供稿）

8,6 矿 床 地 质 3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