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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伊朗地质构造及其区域成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位于中东的最东端，总面积59:’9万;<!，除南部波斯湾与阿曼湾沿岸为平原和低地外，

约=">的国土面积属高原区，平均海拔5!""<，其中一半以上为山区，从而构成高原与山区相间的地貌景观。

伊朗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欧亚板块与阿拉伯板块之间，并以两者之间的伊朗微板块为主体。伊朗地质

演化历史较长，最早可追朔到前寒武纪，主要发生了火山沉积作用以及随后的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一套以片麻

岩、浅粒岩和混合岩为主的深变质岩系，其中，新太古界仅零星分布在西部与伊拉克交界处，中—新元古界分布

略广，于南部扎格罗（?@AB7）山脉、北部厄尔布尔士（+8&CBD）山脉以及东部卢特（.CE）高原，其同位素年龄值为#""
!55""(@。寒武纪至中三叠世是伊朗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以浅海相、泻湖相和陆相沉积为主，没有或极少有

火山喷发以及较大的褶皱构造变动，仅有平缓的升降运动，沉积作用基本是连续的，横向变化不大，但岩层厚度

较大，一般为F"""!:"""<，其中以伊朗中部的塔巴斯岩层最厚，达#"""<，属于地台型盖层沉积性质。

晚三叠世由于受基米里早期运动的影响，使原为一体的伊朗微板块与阿拉伯板块发生了分离，导致现今

伊朗南部扎格罗山脉以南的波斯湾（0%BG@HIAC8J）和阿曼湾（KC8J7J1<@I）及其沿岸地区均陷为阿拉伯板块

北缘，并连续沉积了巨厚的中生代—新生代海相含油气沉积地层，形成了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重要的油、气田

及能源生产基地。而脱离阿拉伯板块的伊朗微板块则向北漂移，并与欧亚次大陆的图兰板块发生碰撞，然后

拼贴在欧亚次大陆的南缘，形成一条相当于由现今伊朗北部的科佩特山南侧至里海南岸一带的北伊朗缝合

带，并伴有晚古生代的蛇绿岩残片。这次碰撞后伊朗微板块部分地区接受了早侏罗世海陆交互相含煤岩层

沉积，成为伊朗最主要成煤时期，而大部分地区则处于隆起状态，并因碰撞发生了裂解，形成了若干小碎片。

中侏罗世后受基米里中期构造运动的影响，这些小碎片发生了扩张、漂移、旋转、会聚、碰撞等作用，并在晚侏

罗世拼合成为独立的构造单元。在这过程中，由于伊朗微板块向南漂移，使其与图兰板块之间的萨卜泽瓦

（2C&D%B@G）地区发生扩张，形成一条近东西向、宽约5L";<的裂陷槽，沉积了巨厚的白垩纪—第三纪地层，

而在它后来闭合过程中又卷入了中、新生代洋壳残片，成为伊朗一条重要的超镁铁质岩带。晚白垩世阿拉伯

板块向北漂移，与伊朗微板块发生碰撞和俯冲，并沿着现今伊朗南部扎格罗山一带形成一条走向为*MN2+
向、由北向南的大型推覆构造带，其中包含大量洋壳残片，成为伊朗重要的蛇绿岩和混杂堆积带。在这次碰

撞影响下，伊朗中、北部地区再度沉陷于海洋之中，接受碳酸盐岩沉积，局部还伴有中酸性火山喷发与岩浆侵

入活动。与此同时，在伊朗东部地区围绕现今的卢特高原形成了卡维尔（K’O’$）、纳因—巴夫特（*’P’$）和

哈里河（Q@$）F条环形深大断裂，并伴有深部岩浆侵入活动。始新世中期，受阿尔卑斯早期构造活动影响，伊

朗中东部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中性N中酸性火山喷发与侵入活动，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伊朗中、东部地区。

岩浆活动时间可延续到早更新世，大致可划分出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等F个期次，

并且活动强度随时间演化逐渐减弱，规模愈来愈小。这次构造变动基本上奠定了伊朗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

并伴有较大规模的区域成矿作用。中晚更新世后，全区则全面隆升为高原地区。

漫长的地质演化将伊朗全国地质构造明显地划分为F个单元，即南部的扎格罗褶皱带、北部科佩特褶皱

带和中N东部伊朗新生代活动带（图5）。

扎格罗褶皱带位于伊朗南部，其基底为前寒武系，盖层以巨厚的中、新生代沉积为特点，特别是侏罗系和

白垩系，岩浆活动比较微弱，而盐丘底辟构造十分发育。它与北部伊朗新生代活动带以扎格罗蛇绿岩带为

界，两者呈由北向南的推覆构造关系。

科佩特褶皱带位于伊朗北部，其基底亦为前寒武系，但其盖层以晚古生代地层最发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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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伊朗大地构造分区略图

相地层。岩层基本上呈近东西向展布的线型构造，其南以北伊朗缝合带与伊朗新生代活动带为界。两者因

经历多次碰撞，构造关系比较复杂。

伊朗新生代活动带位于伊朗中东部地区，其基底的前寒武纪岩层分布零星，但沉积盖层分布广泛，基本

上为地台型沉积，岩浆活动很弱。其中，以古生代地层最发育，厚度较大，岩相多样；其次是中生代沉积层，并

以台地相碳酸盐岩为主，厚度不大，是重要的金属矿含矿层位，特别是在伊朗中部地区。上述沉积盖层褶皱

比较宽缓，以近东西向展布为主。始新世初期该区发生强烈中性"中酸性岩浆喷发与侵入活动，并叠置在中

生代沉积岩层之上，岩浆以钙"碱性系列为主，#$%&／#’%&多在()$(*!()$!!之间。它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受区

域断裂带控制，形成了+条主要火山岩、次火山岩带。南部的乌尔米耶—巴兹曼（,&-./0—12342-）火山岩、

次火山岩带和北部的厄尔布尔士（5678&3）火山岩、次火山岩带受9:"%5向断裂控制，卢特（;8<）火山岩、次

火山岩带受卢特高原周围+条环形断裂控制。这次岩浆活动伴有不同程度的区域金属成矿作用。

从伊朗地质演化与构造特征来看，伊朗区域成矿作用比较发育，就金属矿产而言，主要有=个成矿期：前

寒武纪成矿期；志留纪—泥盆纪成矿期；二叠纪—三叠纪成矿期；侏罗纪—早白垩世成矿期和晚侏罗世—早

第三纪成矿期，其中，晚侏罗世—早第三纪成矿期不但规模大，而且分布广，是伊朗最重要的有色金属成矿

期。伊朗金属矿床类型亦十分多样，主要有斑岩型、火山岩型、热液型、层控型和岩浆型等=种类型，是伊朗

金属矿床最主要类型，并且成矿规模都比较大，特别是斑岩型铜矿床和岩浆型铬矿床在中东地区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伊朗金属矿床的空间分布受区域断裂构造控制比较明显，多呈带状分布，具有规律性，总体上，

铜、钼、铅、锌、金、银等矿产主要分布于伊朗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中铜矿以斑岩型为主，常伴有钼

与金，其形成与早第三纪火山喷发、侵入活动有关；铅、锌矿以层控型为主，常伴有银，主要产于中生代台地相

碳酸盐岩中；铬铁矿主要于伊朗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受控于板块构造碰撞带及其蛇绿岩套或混杂堆积层，常

伴有镍、钴、铂族元素，在个别地区，镍、钴、铂也可组成独立矿床产于铬铁矿床外围。在伊朗，铜、铅、锌、富

铬、富铁等矿产都具有一定规模，它不仅在中东地区，而且在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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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