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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缅甸区域成矿地质特征及其矿产资源（二）

铅锌矿资源 缅甸的铅锌矿主要分布在东部，从密支那至德林沙那约有9"多处产地，其中以掸邦北部

的腊戌和掸邦南部的东技一带最为集中（图#），规模也较大。铅锌矿床类型较相似，大多产于古生界，尤其

是石炭系至奥陶系的灰岩中，呈似层状或层状，矿化可断续延长数千米。矿床附近从未发现侵入岩体，围岩

蚀变较弱，而在含矿层下盘或上盘经常见有断续分布且厚度变化不大的流纹质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层，其产

状与灰岩的基本一致。矿石成分以含银方铅矿和闪锌矿为主，其次为黄铜矿、黄铁矿、重晶石等。近年来许

多学者认为，该类型矿床应属于产在碳酸盐岩中与火山作用有关的层控型矿床。该类型矿床常由于后期岩

溶作用使其塌陷和泥化而再富集，形成新的富矿体。目前己知该类型矿床以腊戍西南约9":;的<=>?>(@
矿床最为典型，其矿化带长$:;，宽$"";，在,A向断裂带侧旁，有5个富矿体，长度分别为5B";、$"";
和99";，平均厚度分别为C;、$!;和C;。在富矿体周围分布着低品位的铅矿化带，以及厚度在#;左

右的重晶石脉。矿石成分以含银方铅矿、闪锌矿和黄铁矿为主，有少量车轮矿、斜方砷铁矿、辉砷锑矿等。矿

石品位（质量分数）较高，1D为!#E，F@为#9E，GH为"85E，%I为"8"99E。该矿床在#9世纪曾由中国人

开发，用于炼银；#J#B年改由缅甸人经营，曾开采了#B万K铅锌矿，目前年开采矿石量为#万K左右。此外，

东技西北部的<=>L=(@I铅锌银矿床、腊戍西南部的,M;M=N铅矿床和东技东南部的/7H@IOP:N@锌矿床

等，其成矿特点与<=>?>(@矿床基本相似，并都具有一定远景，但目前大多数矿床仅开采浅部的氧化矿（如

,M;MLN矿床的白铅矿，/7H;IOP:N@的菱锌矿）以及由岩溶作用导致次生再富集的矿体，开采量不大，每年

产精矿数百吨。

铜矿资源 缅甸目前已知的铜矿产地有9"多处，主要分布在东部掸邦地区，近年，在中部皆实省和伊洛

瓦底省也有所发现。在掸邦，绝大多数铜矿是作为有色金属矿床的伴（共）生矿出现，其中，与古生代碳酸盐

岩中层状铅锌矿床的关系最为密切，如在,=;KH3;N)KN’，每年可获品位为9#E的铜精矿5""多吨。其次为

含铜石英脉，产于古生界，规模十分有限，但矿石都比较富。在缅甸西部，铜矿主要产于第三纪火山弧带内，

火山岩以中酸性为主，矿化与斑岩体在时空上有密切关系。如下钦德敏（GO(@?>(@）的*7@M>=铜矿产于火

山颈相的黑云母斑岩附近，后者侵位于海相砂岩、泥岩与凝灰岩互层的层位内，在斑岩体中以细脉浸染状矿

化为主，而在火山岩中则以网脉状矿化为主。矿体出露长约5""余;。矿石以浸染状和脉状为主，其次为块

状。矿石矿物主要为辉铜矿、黄铁矿和斑铜矿。围岩蚀变以明矾石化为主，分布广泛并较强烈。地表次生富

集带发育。在*7@M>=以南，还有QM(@I>=4=H@I、3=DN4=H@I和/NK&=?=H@I等产地，其地质特点与*7@MR
>=基本相似，经初步工作后估算，其铜矿资源储量约!""万K，品位平均为#E。文多（AH@KO7）地区也有相

似的矿化点，产在花岗闪长岩体附近，沿,A向断裂带分布，矿化以火山岩裂隙细脉充填为主，具有与多金

属硫化物共生的特点，通常有石英S电气石、辉钼矿、毒砂、斜方砷铁矿和黄铜矿演变序列。在缅甸北部密支

那西南和西部钦邦地区，曾发现岩浆型铜矿，铜矿化产在蛇纹石化橄榄岩中，以构造裂隙充填为主，黄铜矿、

辉铜矿常与铬铁矿相伴，矿化规模一般不大。据说，上世纪初在北部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中开采了9""K铜矿

石。新近，在西部钦邦维多利亚山,,A向#9:;处的*(@?=K地区发现了赋存在绿片岩中的铁、铜硫化物

矿化带，断续延长B:;，目前尚未对其开展工作。

钨锡矿资源 钨锡矿主要分布在缅甸东部（图#），在掸邦S克耶邦S德林达依省一带，约有#!"处产地，是

东南亚钨锡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南可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钨锡矿带相接，向北与中国华南成矿带

相连。缅甸的钨锡矿与第三纪花岗岩侵入体在时空及成因上有关，其含钨锡花岗岩带是东南亚半岛5个花

岗岩带中最西部的花岗岩带。花岗岩大多侵入于上古生界墨古（*N’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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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缅甸主要矿产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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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外接触带，个别产在岩体顶部和沉积围岩中，以岩浆热液型为主，大多呈含矿石英脉产出，有少量的含

矿伟晶岩脉、云英岩脉、细晶花岗岩脉和花岗岩脉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砂矿型矿床。含矿石英脉常成

群出现，除个别外，基本上呈近!"向展布，长一般为#$$!%$$&，产状较陡。矿石成分除锡石、白钨矿和黑

钨矿外，还有辉钼矿、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辉铋矿、毒砂、萤石等，黄玉和金仅见于砂矿型矿床中。

矿石品位较富。围岩普遍具云英岩化和黑云母’白云母化。缅甸钨锡矿自北向南有宾朗、土瓦和丹老等(个

矿集区，前者在成矿组分上以钨为主，伴有锡，后两者常以锡为主，伴有钨；其中的土瓦矿集区规模最大。

土瓦矿集区 位于德林达依省中部，紧邻安达曼海。在该地区，第三纪花岗岩侵入于墨古群中，呈近!"
向分布，自西向东可分为海岸、中央和边缘(个花岗岩带，以中央带的矿化最发育。如土瓦东北#$)&处的

*+,&-./0-.钨锡矿床，受近!"向断裂系统的控制，含矿石英脉分布于长1#$$&、宽%%$&呈!!2向分布

的花岗岩体及其接触带的墨古群中。含矿石英脉约有3$$余条，个体长#$$!4$$&，厚3&以上。矿脉中

的黑钨矿化不连续，锡石在云英岩中呈细小的晶体分布，而直径达几十厘米的大颗粒锡石很少见。目前已有

#$多条矿脉被开采完，最高产时，每年产钨锡混合精矿4$$!1$$$5，近年，每年仅产百吨左右。此外，还有

6-78)&+978/0矿床和海岸带的67/:78)矿床，其产出特点与*+,&-./0-.矿床基本相似，规模也较大。67/;
:78)矿床是缅甸钨锡矿床中唯一的石英脉呈<2走向且向南陡倾的矿床。土瓦地区由于水系发育，造就了

许多砂矿床的形成，其中规模较大的如中央花岗岩带的*+./97砂锡矿床。该矿床位于土瓦东#$)&处，邻

近地区的花岗岩中锡石’石英细脉十分发育，被认为是该砂矿的源区，目前已查明有1(个沉积旋回，每一旋

回厚约=!1$&，由底部的砾石至顶部的砂和黏土组成，砾石的直径最大可达1&以上，具有明显的水流层

理和粒度双峰式分布的特征，为河流相沉积的产物。锡石在每个沉积旋回中分布不均匀，变化于（$>$4!
(>?）)0"/@3／&(，相对而言，在粉砂中锡石最富集，而在砾石中较贫，表现出每个旋回由底到顶锡石含量有

逐惭增加的趋势；同时，由于地下水循环而产生的再沉积作用，也使砂矿上部的锡石含量明显增加。该砂矿

床已采了1?$$万&(的矿砂，相当于品位为A3B的锡石1万5，现已改为机械化生产。此外，67/:78)矿区

也有残积和冲积砂锡矿床产出，其生产规模为每年产钨锡混合精矿百吨左右。

丹老矿集区 位于德林达依省南部。在上世纪初，该区是缅甸最主要的钨锡产区，其钨、锡产量都高于

土瓦矿集区。CD7:7EF+.)矿床是该矿集区内最大的矿床，在3$世纪($年代，年输出锡精矿达#$$!%$$5。

G797/7:H/矿床是已经勘查的矿床，其含矿石英脉赋存于花岗岩侵入体的!2翼，走向!!<，向东倾钭，现

有#处在开采，其中3处在花岗岩中，1处在接触带，另一处在墨古群中。在石英脉中，黑钨矿呈囊状产出，

而锡石为浸染状分布，矿石中有辉钼矿、黄铜矿、电气石、黄铁矿和锂云母等伴生组分。在花岗岩中，石英脉

常伴有3&多厚的云英岩，其中含铋。在上世纪%$年代，该矿大约年产锡精矿%5，钨精矿1$$5。丹老矿集

区内砂矿床也十分发育，并且成因类型较多，除残积、塌积、河流沉积及湖泊沉积外，还有海滨砂矿床，分布在

德林达依东部土瓦至墨古的沿海一带，多以砂锡矿为主，规模为中’小型，部分已被开采。

宾朗矿集区 位于克耶邦西部、克钦邦北部和掸邦南部地区。花岗岩侵入体以石英’锡石’黑钨矿脉的

气成热液系统为特征。该区的I7EJD.矿床是缅甸钨锡矿石储量较大的矿床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矿床主要产于花岗岩体与上古生界的接触带附近。含钨锡石英脉厚大于1K3&，陡倾，呈近!"向横穿了

岩体和接触带的接触变质岩，有的甚至延伸至由板岩、细粒砂岩和钙质页岩组成的围岩中。矿石成分以锡

石、黑钨矿和白钨矿为主。该矿已有4#条矿脉被开采，开采的垂直深度近3$$&。在二战前曾开采了1#>(
万5矿石，相当于含"/@3(3B和含2@($>A%B的锡石黑钨矿混合精矿#AA#5，精矿内含锡石(=B、黑钨矿

(3>3B、黄铁矿$>4B和毒砂$>4B；但到上世纪A$年代，每年仅生产#$$5钨／锡精矿，品位也有所降低，平

均品位"/1>%#B、2@($KA%B。在该矿集区，与I7EJD.矿床相似的矿床还有很多，其中，L-./&7/7矿床曾

机械开采了($年，现已转入手工开采，年产仅=$5黑钨矿；其他矿床由于交通与资金关系尚未开发。

宝玉石资源 缅甸的宝玉石种类较多，品质较高，特别是红宝石、蓝宝石和玉石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缅

甸的红宝石及蓝宝石矿主要产于密支那西南部（图1）、曼德勒北部与东部，以抹谷（IH0H)）地区开发最盛。

红宝石及蓝宝石原生矿产于前寒武纪地层中，其容矿围岩主要为大理岩和高铝的硅酸盐岩，矿体呈透镜状，

少数呈似层状。从红宝石及蓝宝石矿产出条件分析，其成因与富铝岩浆岩侵入于前寒武纪沉积变质岩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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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系。目前，缅甸有部分红宝石和蓝宝石矿的生产是用平巷在大理岩中采矿，但大部分是从残积与冲积

砂矿中获得，其开采方法除少数配备有机械作业外，大多靠人工开采。通常，旱季在河道及其支流中开采冲

积型砂矿，以免水位过高淹浸矿体，而在雨季则开采残积型砂矿，以便利用水源淘洗矿砂，因此，其产量受到

一定限制。缅甸的红宝石及蓝宝石矿在上世纪!"年代每年产量已达#$万克拉。

缅甸玉石的学名应为硬玉，属于辉石类变种，目前市场上所见颜色各异的硬玉多是由不同元素混入物而

引起的，如含%&则为翠绿色，含’(则为苹果绿，含)*则为淡紫蓝色，等等。缅甸的硬玉矿主要产于密支那

西部、敏金山脉的东北隅，目前己知的较大产地有+处，其中以道茂（,-./-.）为最大。其原生矿是由硬玉0
钠长石组成，呈脉状或板状，长数十米，倾角较缓，赋存在前寒武纪结晶片岩中的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体内。在

道茂地区，其产出剖面自顶到底为：蛇纹石化橄榄岩，浅绿色绿泥片岩，硅化蛇纹岩，角闪岩，闪石0钠长岩和

含硬玉的钠长石透镜体，后者一般厚度大于$/。从剖面组成可以看出，硬玉是在高压条件下由蛇纹石化超

基性岩经区域浅变质作用形成的，相当于硬柱石0硬玉0蓝闪石相。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钠长石去硅作用

而促使硬玉生成。缅甸硬玉矿的另一种类型是砂矿，产地很多，主要有1-*23、4.(56-、4-7*89-和49-6-*
等+处，都位于原生矿产出区周边的河道中，由砂岩、页岩碎屑与含硬玉的砾石组成，上部往往有厚度不大的

冲积砂覆盖层，含硬玉的砾石直径有的可达#/以上，反映出它是在河水急流中沉积的。缅甸硬玉矿开发历

史悠久，上世纪以开采砂矿为主，近年来对原生矿也进行规模开采。以往每年的产量在$万68左右，目前有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总之，缅甸的成矿地质环境较好，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但由于历史及经济等诸多原因，以往仅对个别矿种

如钨锡矿、铅矿和石油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而对其他矿种的工作则明显不够，例如西部地区的铜矿、中部地区

的铬镍矿以及东部掸邦高原地区的锑矿等，工作程度都较低，今后均需进一步加强工作，并且完全有可能获

得满意的资源储量，特别是近年来缅甸政府执行了较为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外资，加速建设，这无疑为矿产

资源的勘查与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