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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阿富汗地质构造及其矿产资源（一）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北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西

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东部及南部毗连巴基斯坦斯兰共和国，东北隅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面积近

$9万;<!，人口!:9"万。阿富汗是多山高原国家，地势崎岖，东北部是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

向西南斜贯伸延，将全国划分为北部平原及山麓丘陵区、南部沙漠高原区和中部高山深谷区等8个自然地理

区。阿富汗的气候属于干燥大陆性气候，温差变化大，气温与降水量总体上是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每年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9!8">，西南部可达?">，#月份前后最冷，气温在"!9>；年降水量平均在8""
<<以下，其中西南部不足!""<<，而东北部仅达?""<<左右。全国大部分地区可分!个季节，9!@月为

旱季，#"月至次年?月为雨季。全国河流多源于中部山区，除喀布尔河与印度河相通外，阿姆河、哈里河和

赫尔曼河等河流均为流入沙漠和湖泊中的内陆河。全国最高峰于东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诺夏克峰，海拔

=?:9<。

阿富汗是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可耕地面积有#!""多万公顷，牧场面积达$""多万公顷，盛产小麦、

棉花、王米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各种水果。重要牧业产品有肥尾羊、牛、山羊等。阿富汗工业基础薄弱，二战

后依靠外援建立了一些现代企业，主要是利用本国资源的纺织、化肥、水泥、皮革以及农产品加工等轻工业。

#@=$年在前苏联援助下发展了采掘业，主要是开发天然气、煤和盐类矿产。阿富汗交通不便，内河航运因水

流受季节影响无法常年通行，境内无铁路，因而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公路及有限的航空航线，货物进出口靠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边境口岸转运。

# 地质构造概况

阿富汗地质演化历史较长，地层发育较全，从最古老的太古宙地层至全新世沉积均有出露，然而在漫长

地质历史演化中，构造运动频繁，并伴随着各种地质事件，使全国在地质构造格局上分划了8部分：北部为后

华力西期地台，南部为地中海型褶皱带，二者之间为近东西向狭窄的过渡带，俗称为地缝合线（A&BC)D)(&）。

!E! 地层

前寒武系 阿富汗最老地层目前得到确认的是新太古宇—古元古宇，主要出露在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努里斯坦、楠格哈尔省、喀布尔北部以及中部哈里河流域等地，主要岩性为石榴黑云片麻岩、矽线石F堇青石

黑云片麻岩、斜长片麻岩、石英黑云十字石片岩、石英岩、大理岩等。厚度近万米，未见底。通常将以片麻岩

为主的划为下亚群，而以片岩为主划为上亚群。中G新元古界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的瓦尔达克省、巴米杨省

及哈里河流域，在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也有零星分布。它为一套浅变质岩系，其中，中元古界以石英长石绿岩、

千枚状片岩及大理岩为主，厚8"""!9"""<；新元古界以千枚状片岩、粉砂岩、砾岩和辉绿岩为主，厚约!"""<。

下古生界 出露有限，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可分为以下?个地层单元：

文德G寒武系 大体相当于我国的震旦系，主要于喀布尔省和赫尔曼德省，以石英岩、大理岩为主，厚

!""!:""<；

寒武系 仅见于南帕米尔地区，以碳酸盐岩为主，含三叶虫、腕足类化石，其底部为红色碎屑岩，厚度变

化大，相当风化壳沉积；顶部常为中到基性火山岩。厚度可达!#""<；

奥陶系 相对而言比较发育，分布较广，但各处有一定差异。在查尔布省的阿尔甘达卜河流域和卢格尔

省，以暗色砂岩为主，含腕足类化石，厚9""!#"""<

###############################################################

；在南部赫拉特一带为砂岩、灰岩、白云岩夹中性火山

 
 

 

 
 

 
 

 



 
 

 

 
 

 
 

 



和湖相沉积为主，厚!""!#"""$，与下伏三叠系呈连续沉积。向南，在巴达赫尚省中部、瓦罕山脉一带，以

中侏罗统为主，不整合覆盖在三叠系之上，其下部为杂砂岩、粉砂岩，上部为钙质泥灰岩，厚!""$左右。在

西部法拉河，南部赫尔曼德以及阿尔甘达卜河流域，以中%上侏罗统为主，其下部为砂岩、粉砂岩夹灰岩透镜

体，上部为灰岩、礁灰岩夹砂岩，局部地方在上、下部之间有厚度不大的酸性至中性火山岩，其呈平行不整合

于下部地层上。在东南部帕克蒂卡省的卞塔瓦兹一带为陆相碎屑沉积。

白垩系 广泛出露于阿富汗北部和中南部。在北部地区白垩系相当于上白垩统上部层位，其下部为陆

源红色砂岩、黏土岩和砾岩，最厚达&"""$；中部为砂岩、板岩、页岩及灰岩、泥灰岩，厚&!""$以上，含麦斯

特里希特（’(()*+,-.*,(/）期化石；上部为灰岩，含麦斯特里希特期%古新世化石，厚0""!&"""$。它们之间

均呈平行不整合关系。在西部地区相当于上白垩统的坎佩尼（1($2(/,(/）阶%麦斯特里希特阶，其下部为灰

岩夹基性%酸性火山岩，厚3""!4""$；上部为灰岩和中%基性火山岩组成，厚#"""$，含有孔虫。在法拉河

流域下白垩统十分发肓，层序完全。下部以砂岩、页岩和粉砂岩为主，夹数层酸性至基性火山岩和灰岩，灰岩

中含豪特里维（5(6*7+,8,(/）期珊瑚，厚#"""!9"""$；上部为灰岩，局部夹碎屑岩和火山岩，厚9""!0"""
$，含巴列姆%阿普第（:(++7$(,/%;2*,(/）期化石。在南部阿尔甘达卜河和洛拉河流域下部为砂岩、页岩、粉砂

岩，偶夹中性%基性火山岩，上部为砾岩、粗砂岩夹灰岩薄层或透镜体，含巴列姆%森诺曼（:(++7$(,/%17/<$(%
/,(/）期化石，最厚达&"""$，属于下白垩统。据地层对比，白垩系属于浅%滨海相沉积，其间发生了多次小规

模火山喷发，南部地区发肓较全，而北部地区则以上白垩统为主。

综上所述，阿富汗中生代沉积地层与下伏晚古生界普遍存在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关系，除东南部个别地

方外，基本上以海相沉积为主，并且以三叠纪规模较大，特别是晚期几乎遍布全国，最大厚度可达!"""$以

上。在沉积作用中经常伴随有酸性%中性或中性%基性的火山喷发作用，其频率随着时间演进而逐渐增加。

新生界

古近系 在北部层序较完整，其中古新统以灰岩为主，与下伏上白垩统呈连续沉积，厚0""$左右。始

新统下部为绿色砂岩、粉砂岩，含石膏、泥灰岩和灰岩的夹层或透镜体，上部主要为粗粒陆源复理石，含大量

基性火山岩，厚0""!=""$。渐新统主要由红色砂岩和中%基性火山岩组成，底部有层底砾岩，总厚&"""!
0"""$，与始新统呈不整合接触。阿富汗中、南部地区古近系分布比较局限。在喀布尔一带古近系下部为

红色砂岩和中性火山岩，厚9""!0"""$；上部为红色砂岩、粉砂岩，含砾岩、粗砂岩和火山岩的夹层和透镜

体，厚!""!9"""$。对于这套地层有的认为是中%上古新统，有的认为应属渐新统。在东南部卡塔瓦兹一

带古近系岩性比较单一，由陆源碎屑岩组成，含灰岩的夹层或透镜体，厚度变化大，为#""!4"""$。

新近系 在北部地区中新统分布较广泛，主要为灰白色和杂色砂岩、黏土和粉砂岩，含砾岩、粗砂岩、石

膏、泥灰岩和灰岩的夹层和透镜体，厚0""!#"""$，不整合覆盖在始新统之上；上新统出露比较局限，主要

为略呈绿色、灰褐色砂岩和砾岩，含黏土和粉砂岩的夹层和透镜体，厚&&"""$，与下伏中新统呈角度不整

合关系。在南部地区中新统分布零星，主要为杂色和灰色砂岩，厚度&""!!""$，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或

沿断裂带呈堆覆体产出；上新统分布较广，通常由粗碎屑岩组成，偶见中酸性火山岩夹层，个别地方含石膏和

卤水，厚度不超过0"""$。在西部和西南部平原地区上新统基本上是由湖泊相黏土组成，厚几米至&""$。

第四系 分布较广，与下伏地层均呈不整合接触，主要由未固结的河流、湖泊、冰碛和冲积等沉积物组

成，其中常有石灰华和火山岩，尤其是在南部地区石灰华特别发肓，而火山岩大体上可分9个期次。最早的

早更新世早期火山岩为英安岩与安山岩，厚近=""$，分布较广；其次是早更新世晚期火山岩，它由凝灰岩、

熔岩和次火岩组成，属于碳酸岩杂岩体；第三次是在中更新世早期，以玄武岩和安山岩为主，厚0"!#"$，分

布局限；最后为中更新世晚期，主要为粗面玄武岩和白榴石碧玄岩，厚0"!#"$。

综上所述，阿富汗地层发育较全，各个段代地层都有出露，并且分区性明显。上前寒武系主要在东北部

及中部地区，下古生界局限在中南部，而上古生界以及中生界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国。古近系在北部发育

最全，而新近系和第四系在中南部较发育。在漫长的地质演化中，侏罗纪前，除个别地区或短暂时段外，都是

以海相沉积为主，其中石炭纪、二叠纪和三叠纪沉积厚度最大，分布范围最广，反映了特提斯对本区具有明显

的影响力。侏罗纪之后，陆相沉积渐增，尤其在古近纪以后，陆相沉积逐占主导地位，火山活动逐渐加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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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变化加大，其中古近系和新近系厚度变化在!""!!""""#之间，反映该区也受到了喜马拉雅隆升的

波及。

!$" 岩浆岩

阿富汗岩浆侵入活动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南部，即努里斯坦、帕米尔、赫尔曼德和阿尔甘达卜等地，侵

入岩种类较全，从超基性岩至花岗岩、碱性岩均有出露。侵入活动基本可划分为元古宙、石炭纪、三叠纪、侏

罗纪—白垩纪、古近纪和新近纪等%个时期：

元古宙岩浆侵入岩 元古宙岩浆岩主要在努里斯坦西南、巴德赫尚省北部、楠格哈尔省南部以及喀布尔

附近。目前从中可确认出!种不同侵位类型。一类岩体产出在结晶基底中，其产状与结晶基底近乎一致，岩

石延续了结晶基底的岩石特征，具有片麻状外貌，碎裂构造和糜棱构造发育；岩石类型相对单一，以片麻状花

岗岩为主，通常伴随有锆石、石榴子石、磷灰石、磁铁矿和黄铁矿等特征矿物，而常见的副矿物有锡石、钽铁

矿&铌铁矿、毒砂、白铅矿、方铅矿和褐帘石等。这类岩浆岩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努里斯坦一带。另一类型的岩

体产出在浅变质的火山&沉积地层中，呈整合的透镜体。岩体规模通常较小，但岩石种类较多，如闪长岩、辉

长岩以及少量斜长花岗岩，主要副矿物为磁铁矿、黄铁矿、锆石、磷灰石和榍石。元古宙岩浆岩目前掌握的年

龄值多在’("!()(*+，它们只反映岩石变质与变形的时间，而不是岩体的侵位时间。

石炭纪岩浆侵入岩 可分出!个侵入次：第一次相当于早石炭世，以基性&超基性岩为主，通常沿着主要

断裂带贯入，主要岩性为纯橄榄岩、橄榄岩和蛇纹岩。岩体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努里斯坦西北部；第二次相

当于晚石炭世，以花岗岩类为主。这次岩浆侵入活动在空间上往往与早石炭世早期火山喷发相伴随，主要分

布在巴达赫尚省法拉巴德附近。岩体规模较大，多呈岩株状产出，在岩性上除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闪长岩

外，还有斜长花岗岩。岩石多呈等粒状结构，典型副矿物有锆石、石榴子石、磷灰石、磁铁矿、褐帘石、独居石

等。斜长花岗岩同位素年龄值为’%"*+左右。

早三叠世岩浆侵入岩 对于早三叠世侵入岩在归属上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晚二叠世，但总体是相当

于中国华力西晚期，并且主要产出在阿富汗东部地区。侵入岩以花岗岩类为主。岩体多呈小岩株产出，可划

分出,个侵入次：第一次为橄榄岩、蛇纹岩、辉长岩-闪长岩，分布局限，规模很小；第二次以闪长岩、石英闪长

岩为主；第三次以花岗岩、花岗正长岩为主，第二次与第三次常形影相随；第四次为细晶岩、伟晶岩、花岗斑

岩、石英斑岩及辉绿玢岩等各类脉岩，规模大小不一，但有的伟晶岩脉常成群产出。早三叠世侵入岩与有色

金属矿化在时空上有密切关系。

晚三叠世岩浆侵入岩 相当于中国印支期侵入岩，分布较广，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法扎巴

德，向南至帕尔万省的恰里卡尔一带和恰里卡尔向西至古尔省的恰格恰兰一带，此外，在瓦罕地区和接近伊

朗边境亦有小规模产出。侵入岩在华力西造山带中多呈岩基和岩株产出，而与晚三叠世火山作用相关的多

呈火山管道的岩管、岩床、岩席和岩脉形式产出。侵入岩主要以花岗岩类为主，在岩石化学成分上轻微富集

氧化铝。岩石大体可分’个组合：一是石英斑岩、英安玢岩和安山玢岩组合；二是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和花岗

岩组合；三是花岗岩、花岗正长岩和闪长岩组合。后二者分布广、规模大。岩石中特征的副矿物有锆石、磷灰

石、磁铁矿、锂辉石、钽铁矿&铌铁矿、磷钇矿和铀钍矿等。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岩浆侵入岩 分布比较零星，规模较小，以中基性岩为主，但在不同地区其岩性组

合有所不同。在古尔省东南部地区以辉绿玢岩和辉绿辉长岩为主，伴有细碧岩和辉绿岩，主要沿构造单元的

边缘断裂构造带产出，与含铜黄铁矿化关系密切；在阿尔甘达卜河流域和赫拉特省东南为纯橄岩、橄榄岩和

蛇纹岩，受断裂带控制，有小型铬铁矿产出；在努里斯坦西部主要为二长岩&闪长岩、辉长岩及斜长花岗岩，呈

透镜体或小岩株侵入于元古宙和晚古生代地层中，与铁矿关系较密切，其同位素年龄值在."’*+左右。

晚白垩世—古近纪岩浆侵入岩 在阿富汗十分发育，分布广泛，是重要的岩浆活动期之一，大体可划分

出,个侵入次。第一侵入次发生在晚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早期，规模较小，分布局限，主要为花岗岩、正长岩

和辉长岩，呈小岩株和岩脉产出在断裂带中，岩体同位素年龄值大多在/"!0)*+，常与矽卡岩型与热液型

有色金属矿化有密切的空间关系。第二侵入次相当于始新世早期，以超基性岩为主，包括方辉橄榄岩、二辉

橄榄岩、纯橄榄岩、辉石岩和蛇纹岩。小岩体侵入于下始新统中，呈带状分布在东部帕尔万省的恰里卡尔、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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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蒂卡省的乌尔贡和霍斯特等地，向南与巴基斯坦的苏莱曼山岩带相连，与其有关为铬铁矿及石棉、滑石等

矿化。第三侵入次于始新世晚期至渐新世早期，以英安岩和安山岩等中性次火山岩为主，规模较小，岩体多

呈岩脉、岩株和岩席状，产出于西部赫拉特省西部接近伊朗边界和东部瓦罕地区的始新世—渐新世火山岩

中，常伴有锡、钨、铀、铅锌等矿化。第四侵入次发生在渐新世中晚期，规模较大，几乎遍及全国，特别是东部

地区最发育，并以花岗岩类为主，有!种产出方式：一是呈岩脉、岩席产出于含火山岩的古近系中，主要在中、

西部地区。岩体规模较小，一般小于"#$%&!，主要为细晶岩、花岗斑岩、煌斑岩、闪长’辉绿斑岩等。岩石中

副矿物主要为锆石、褐帘石、磷灰石、榍石、磁铁矿等，其同位素年龄值在()#$*+，与矽卡岩型和热液型钨、

锡、多金属矿化关系密切；另一是沿着断裂带以岩基方式产出，主要于东部帕米尔’努里斯坦一带以及喀布尔

地区。岩基规模大小不一，最大可达,""%&!以上，小的不足,%&!，但在东部地区明显呈-.’--.向展布，

而中、西部地区多呈单体出现。花岗岩基多为复式岩体，由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正长岩和闪长岩组成，

副矿物有石榴子石、磷灰石、电气石、榍石、褐帘石等，同位素年龄值为!(*+，与伟晶岩型理、玻、绝、钽、铌矿

化以及热液型钨、锡、铅锌矿化关系密切。

新近纪岩浆侵入岩 主要发生在中新世，岩性以霞石正长岩、正长斑岩、二长岩、花岗闪长岩为主，呈小

岩株或岩脉产出，分布在西北部古尔省恰格恰兰西北部，规模不大，有的与有色金属矿化有关。

第四纪岩浆侵入岩 大多与第四纪火山喷发活动相伴随，主要为流纹岩、英安岩和碳酸岩，产出在火山

机构中，其中以南部雷吉斯坦一带较为典型。碳酸岩同位素年龄为,#/!!#)*+，具铀、稀土元素和磷灰石

等矿化。

!0" 构造单元

阿富汗地质构造演化大体经历了(个构造变形期，即志留纪至石炭纪的华力西期、三叠纪至侏罗纪的基

米里期和古近纪以来的阿尔卑斯期。经过(次构造变形期后，全国呈现出东北部的华力西褶皱带、北阿富汗

后华力西地台、中阿富汗地缝合带、帕米瑞恩’努里斯坦中间地块、中阿富汗中间地块和阿尔卑斯褶皱带等构

造单元。

东北部华力西褶皱带 主体部分于巴达赫尚省西北部和塔哈尔省南部的西兴都库什地区，其西部与东

部边界为123+4’.53%+&653断裂和7+83+9+%断裂。核部为元古宇，两翼以石炭系和二叠系为主；在中、北部

地层走向近-.向，而在南部走向转为近.:向，构成呈-.向展布、向东南凸出的大型背斜构造。此外，该

褶皱带还包括了中和东北兴都库什地区的瓦罕走廊的西部和库纳尔省部分地区，前者走向近.:向，后者

呈-.向。

北阿富汗后华力西地台 分布在阿富汗北部大部分地区，主要包括巴德克斯省、法里亚布省、朱兹詹省、

巴尔赫省、萨曼甘省、昆都士省、纳赫林省等地，是阿富汗最大的构造单元，也是塔吉克’图朗高原向东南延伸

的一部分。其南以哈里河断裂为界，东部和东北部沿着123+4’.53%+&653断裂与西兴都库什和巴达赫尚省

西北部相接。地台由广泛分布的沉积盖层和一些褶皱基底组成。沉积盖层主要为水平层理的侏罗系和古新

统，厚!""!("""&；褶皱基底的岩石只在背斜核部和较深的山谷中有些出露，主要为己褶皱的古生代至三

叠纪的沉积变质岩和火山岩。盖层与基底中均有晚三叠世以后的花岗岩类侵入体。由于受基米里期和阿尔

卑斯期构造变动的影响，地台内出现若干断块和许多小型裂谷构造。

中阿富汗地缝合带 在北阿富汗后华力西地台南部，为一狭窄的构造带，横穿阿富汗中部，其东北部与

阿富汗东北部华力西褶皱带紧邻。它与其他构造单元均为海槽’断裂接触。中阿富汗地缝合带是阿富汗最

复杂的构造区域，它包括了从前寒武系至新生界不同时期的岩层以及白垩纪至古新世的侵入岩体。带内断

裂构造强烈，以至形成多级断块，包括叠瓦构造、推复断裂及新近构造变形所产生的上叠裂谷等，致使岩层和

岩体发生动力变质作用，常产出岩席或飞来峰。

帕米瑞恩’努里斯坦中间地块 位于巴尚达赫省东南部、努里斯坦地区和瓦罕走廊的西南部等地区，呈

-.向展布，其西北部以7+83+9+%断裂为界；东南部以库纳尔（;24+9）断裂为界，其中被<=>+%断裂以及古近

纪花岗岩体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北半部称南巴达赫尚断块，由太古宙和元古宙变质岩系组成，没有大的侵

入岩体，岩层近于水平，褶皱为简单的短轴穹隆，断裂、褶皱的走向近?-向。南半部称努里斯坦断块，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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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元古宙地层组成，含有少量石炭纪—三叠纪的沉积变质岩，其中花岗片麻岩十分发育，片麻理走向北东，陡

倾斜，其中常含二长岩、辉长岩岩株，两者产状基本一致。元古宙地层常被古新纪花岗岩体侵入。

中阿富汗中间地块 位于阿富汗中南部地区，是阿富汗第二大构造单元，依据其形成构造特点可划分出

赫尔曼德!阿尔甘达卜隆起、法拉赫海槽和达里（"#$%）河海槽等&个次级单元。赫尔曼德!阿尔甘达卜隆起于

阿尔甘达卜河与赫尔曼德河流域，其基底为中元古界高级变质岩系和新元古界绿片岩相的沉积变质岩系，呈

线性、和谐、等斜褶皱，走向’(；盖层主要为古生代至侏罗纪和白垩纪沉积岩层，并伴随有古近纪岩浆侵入

活动，呈’(向线性褶皱以及与褶皱走向近乎一致的断裂。法拉赫海槽北与中阿富汗地缝合带紧接，西部至

伊朗边界、东南与赫尔曼德!阿尔甘达卜隆起相邻。它是一个以贝加尔褶皱为基底的沉降带，接受了石炭纪

至早白垩世沉积。褶皱岩层的走向以’(向为主。不常见岩浆岩，仅几处见有白垩纪和古近纪侵入岩体，早

期以超基性岩和基性岩为主，晚期以中!酸性岩为主。达里（"#$%）河海槽广布在南部地区，接受了新近纪和

笫四系沉积，但在海槽边缘部偶见褶皱的白垩纪地层构造窗，在南部)#**+,-%*山有许多第四纪岩脉和火山

碳酸岩。

阿尔卑斯褶皱带 目前，己知的主要散布在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的边境地区。西部在赫拉特省纳马克

扎尔一带，阿尔卑斯构造发育于晚白垩世地堑中，其基底为二叠系—三叠系，上覆的上白垩统由灰岩、火山岩

和碎屑岩组成，呈谐和短轴褶皱，并被中新世花岗闪长岩和辉长岩的岩株和岩脉侵入。西南部至萨比里湖

区。阿尔卑斯构造主体部分在伊朗境内，阿富汗境内是其东延一小隅，仅见零星出露并己褶皱的上白垩统，

而大部分被新近系与第四系覆盖。东南部在帕克蒂亚省霍斯特!帕克蒂卡省卡特瓦兹!查布尔省拉希德堡一

带，该区为古新世海槽，走向近.’向，沉积物主要为复理石，渐新世发生褶皱形变，不整合在己褶皱的古生

代至中生代基底岩层上，其向南可与巴基斯坦苏莱曼山连接，相当于以古新世地槽型沉积为主体的苏莱曼山

复背斜核部的西侧。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西部和西南部阿尔卑斯构造形成时间早于东南部地区，前二者属于

早阿尔卑斯期，而东南部阿尔卑斯构造属于中阿尔卑斯期。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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