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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地质特征与区域成矿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中南亚西北部的内陆国家，其北部与中国相邻，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

为界，西部与泰国相连，西北部与缅甸连接，总面积约!9’:4万;<!，人口约=!:’!万。老挝境内山地与高原

占全国面积=／>，有川圹、会芬、甘蒙和波罗芬等四大高原，其中北部地势最高，号称“印度支那屋脊”。东部

是与越南交界的长山山脉西坡山地，西部是与泰国为界的湄公河及其沿岸平原，从而使老挝境内呈现出北高

南低和自东向西倾斜的地势。老挝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大致在!"!9"?，年平均降水

量5@""多<<。老挝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境内无铁路，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公路与水运。全

国公路总长约5=""";<。

老挝的地质工作开展较晚，5#""!5#="年间由法国的印度支那地质调查所承担了全国地质调查工作，

其中以东部地区研究比较详细。5#>"!5#:"年在联合国主持下，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地质专家曾在老挝工

作，但由于当时局势使工作终止。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接受了来自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

加利亚和越南等国的技术援助，进行了固体矿产、石油天然气、水文地质等勘查以及大地测量、钻探工程、岩

矿分析等专项工作，现已完成5A5""万全国航测地质图编制工作并正式出版，5A!"万地质图与矿产图已完

成9幅（桑怒幅、万象幅和钦欣幅），还有几幅矿产图正在进行中，完成后图幅约占国土面积!"B以上。在一

些成矿远景区进行5A>万至5A5万的地质填图，并对锑、锡、煤、钾盐、石膏、铁、蓝宝石、金等矿产开展不同程

度的勘查，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矿产资源，同时也奠定了老挝地质工作的基础。

老挝的大地构造位置基本上是属于欧亚大陆范畴，但它处于印度板块和太平洋两大板块之间。出露的

地层与其相邻的泰国、越南较为相似。前中生界主要分布于老挝北部以及与越南交界的长山山脉一带；中、

新生界主要于老挝西南部及湄公河流域。前寒武系仅在西北部与缅甸交界处，东北部和东南部与越南交界

处以及南部与柬埔寨交界处等处有小面积出露，主要为高级变质的片麻岩和片岩夹斜长角闪岩，属于火山C
沉积变质岩系，但无同位素年代学资料，通常将其归属于元古界。早古生界出露比较局限，主要在北部与东

部，其中寒武系主要为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经轻微变质后成为大理岩、绿片岩、石英岩和砾

岩组合，厚数百米；奥陶系和志留系为一套含生物化石的灰岩、砂岩和页岩地层，偶夹薄层火山岩，厚数百米，

在丰沙湾一带较发育。上古生界—中三叠统分布相对比下古生界广，主要在北部及东部，其中，泥盆系—下

石炭统为海相沉积地层，由碎屑岩、钙质板岩夹灰岩透镜体及薄层中基性火山岩组成，厚数百米；中石炭统—

中三叠统以灰岩、泥灰岩为主，夹砂岩、页岩、硅质岩及中酸性火山岩，后者在下二叠统—中三叠统中尤其发

育，主要为流纹岩、英安岩、安山岩、凝灰岩和集块岩，少量玄武岩，最大厚度达>""<左右。总之，老挝晚古

生代—中三叠世沉积具有陆缘至岛弧带沉积的特点，其总厚度可达千米以上。此外，在局部地区，如万象、沙

拿湾和丰沙里一带还具有石炭纪—二叠纪的陆相沉积，以砂岩、页岩为主，夹薄层泥灰岩与煤，厚数百米，但

分布零星。上三叠统—白垩系以陆相或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仅个别地方如桑怒（晚三叠世）和南部塞科（

早侏罗世）有海相沉积以及局部地区出现中酸性火山岩。这套陆相沉积自下而上，由以砂岩、砾岩为主向细

砂岩、粉砂岩、泥岩为主渐变，并在晚白垩世出现蒸发岩夹层，形成一套沉积韵律比较清楚的红色岩系。新生

界分布较广，主要在西南部以及湄公河流域，古近系多隐藏在盆地之下，古新统和始新统为紫红色、棕红色粉

砂质泥岩、含砂粉砂质泥岩和石英杂砂岩，夹灰白色、灰绿色膏盐层，具有一定沉积韵律，但横向变化较大，最

大厚度达>""<以上。新近系在北部许多山间盆地中以淡水沉积的页岩和砂岩为主，局部含泥灰岩或褐煤。

第四系在湄公河流域主要为侵蚀作用而形成的泛平原沉积，以河砂和砾石为主，呈薄层或间互层产出。在北

部山间盆地中，如查尔平原，往往由砾石、砂和泥砂组成河床阶地，其侵蚀面常具红土化现象。

岩浆侵入作用分布比较广，主要有元古宙、华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和新生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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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育。元古宙侵入岩主要于西北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分布零星，岩性主要为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片麻状

含电气石白云母花岗岩等，侵入于元古界中，推测相当于中国晋宁期产物。华力西期岩浆活动以喷发为主，

规模不大，并以基性与超基性岩为主，主要有!次：华力西早期，相当于晚泥盆世至早石炭世，岩性主要为苏

长岩、辉长岩，呈透镜状、囊状，分布在北部；华力西晚期，相当于中"晚二叠世，岩性以纯橄岩、斜辉橄榄岩、辉

长岩、辉长苏长岩为主，多呈透镜状产出，大小不一，具富镁贫铝的特点，主要分布在北部桑怒、琅召塔等地。

印支期岩浆侵入活动规模较大，其时限集中在!!#!!$#%&，相当于早三叠世至中三叠世，主要岩性为英云

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石英二长岩和黑云母花岗岩等，呈岩株、岩枝和岩基等产出，分布在桑怒、万象以及东部

长山山脉等地。燕山期侵入规模比印支期小，但亦以中酸性岩为主，主要为斑状花岗岩、花岗斑岩以及淡色

花岗岩，多呈小岩株产出，时限大多在’#!(##%&，相当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分布在老挝中部与南部。

新生代岩浆活动总体上规模较小，其中以更新世高原玄武岩喷发为代表，主要岩性为橄榄玄武岩、苦橄玄武

岩、玻基辉橄岩与碧玄岩等，属于碱质玄武岩类，分布在南部以及川圹、会晒等地。

老挝地质构造演化历史比较长，晚前寒武纪，西北部会晒至北宾一带（可能还包括万象地区）属于缅泰古

陆块的东部，新元古代晚期的构造变动（相当于晋宁期）使其东部边缘，相当现今的川圹、桑怒以及东北部地

区发生扩张，形成了海盆的构造雏形，并伴随小规模中酸性岩浆活动。寒武纪至志留纪中期，海盆还处于萌

生阶段，分布十分局限，环境相对稳定，以致老挝境内早古生界不十分发育。加里东晚期，构造变动使海盆得

以进一步扩张，在相当现今的沙丰里、会晒、万荣、川圹、琅勃拉邦一带成为海盆中心区，而桑怒以东的老越边

界附近为岛弧带，初步构成沟、弧、盆体系，并且在晚古生代至中三叠世大体可分为)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为早"中泥盆世至早石炭世，海盆开始扩张，使老挝的中北部以广泛的海相沉积为主，仅局部地方有小规模的

中基性火山喷发。华力西中期构造变动使中下泥盆统—下石炭统发生轻微褶皱及绿片岩相的区域变质作

用；第二阶段为中石炭世至晚二叠世，其早期海盆在继续扩张中发生了分异，在东部桑怒以东地区沉陷较深，

发育以厚层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并伴有中酸性火山喷发，而西部琅勃拉邦一带以及南部地区沉陷相对较

浅，主要以碎屑岩为主的沉积。在这阶段晚期（相当于晚二叠世早期）洋壳开始向陆壳碰撞，海盆西部发生了

以安山岩英安岩为主，夹少量玄武岩，随后大部分地区褶皱隆升，呈**+向延伸，海盆东部桑怒以东有不连

续的基性、超基性岩侵入，呈透镜状、似层状沿平行褶皱轴线方问排列；第三阶段为早三叠世至中三叠世，海

盆范围逐渐缩小（可谓残海），某些地区出现了陆相沉积，并且在中三叠世初由于洋壳自*+向,-俯冲，导

致了海盆闭合，岩层褶皱隆升，从而使老挝东北部以及长山一带所形成的褶皱带呈*-",+向，并与西部

*+",-向褶皱带反接，结合为一体，同时伴有规模较大的岩浆活动。晚三叠世至晚白垩世，老挝绝大部分地

区已隆升为陆，并以断裂构造为主，形成了若干陆内断陷盆地，接受了陆相沉积，而仅个别小范围地区在晚三

叠世，甚至在早侏罗世还处于海相或海陆相交互的环境。晚白垩世燕山期构造活动后，老挝境内完全结束了

海侵历史，并发生了较为广泛的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广布于东部与北部，同时在不均衡构造隆升过程中使

已形成的盆地继续扩大，形成了如沙湾拿吉和万象一带包括泰国中部广阔地区的大型陆内盆地，并在早第三

纪接受了一套以蒸发岩比较发育的陆相湖盆沉积。第四纪，受区域性张应力场作用的影响，在更新世出现了

分布较广的碱性玄武岩喷发，表明该区乃处于比较活动的环境。

由于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使老挝区域成矿作用不论在矿产种类上还是在矿床类型上都显示出多样性。

据统计，经过勘查或初步勘查而具有工业利用可能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铁、锡、锑、铜、铅、锌、金、银、铝土矿、钾

盐、石膏、重晶石、岩盐、蓝宝石、煤、褐煤、建筑材料以及石油天然气等，钾盐、锡、铁、蓝宝石是老挝的特色矿

产，石油天然气被大国石油公司看成是最有前景的矿产。上述矿产的矿床类型最主要为热液型、矽卡岩型、

沉积型、砂矿型和风化淋滤型，其次为岩浆型、伟晶岩型和火山岩型，并且其产出亦具有一定特色。

热液型矿床分布十分广泛，以岩浆热液石英脉型为主。石英脉多产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体及其接触

围岩中，并且与燕山期侵入岩在空间上密切关联，主要有金、锡、铜、铅、锌、银、锑、钨等矿化作用，目前已知规

模最大的矿床为中型。

矽卡岩型矿床主要在中、东部地区，与其成矿作用有关的侵入岩体多为燕山期或印支晚期的中酸性小侵

入岩体，接触围岩多为中、下三叠统或中、上石炭统灰岩或泥灰岩，以铁矿化为主，其次有少量铜、铅、锌、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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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沉积型矿床主要分布在老挝的中部与西南部，其次在南部与西北部，产出层位比较多，主要有中!下石炭

统、上石炭统—下二叠统、中!上三叠统、中!下侏罗统和上白垩统—始新统等"个层位，除产出有煤、褐煤、石

油天然气、铜、石灰岩、白云岩及其他建筑材料外，最重要的是产于上白垩统—始新统蒸发岩中的岩盐、钾盐、

石膏、硬石膏等矿产，其分布范围较广（向西延伸泰国），矿床规模较大，矿石品位较高，属于世界级大型!超大

型矿床。

砂矿型矿床分布也较广，主要在湄公河流域以及北部和南部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或断陷盆地的边缘部位，

主要为砂金、砂锡和宝石矿（包括蓝宝石、尖晶石、锆石和石榴子石），产于河流冲积层和残坡积层中，规模多

为小型，其中以砂锡和宝石矿最具有经济意义，前者的原生矿可能来自中生代中酸性侵入岩体，后者普遍被

认为来自更新世玄武岩。

风化淋滤型矿床主要在南部地区，常见有新生代玄武岩风化淋滤而成的原地或半原地红土型铝土矿，燕

山期中酸性花岗岩类风化淋滤而成的高岭石矿，以及在东部产出的晚古生代基性、超基性岩风化淋滤而成的

钴镍矿等。这些矿床都具有一定经济价值，但其产出规模还不十分清楚。

从老挝主要矿产产出特点可以看出，其区域成矿作用时间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华力西晚期（相当于晚

石炭世—早二叠世）、印支期（相当于中!早三叠世）、燕山晚期（相当于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早第三纪和第

四纪，其中以燕山晚期、早第三纪和第四纪最重要。燕山晚期成矿期集中了老挝主要铁、有色金属和稀有金

属矿产，并以热液型与矽卡岩型为主，而早第三纪和第四纪成矿期集中了老挝主要非金属岩盐、钾盐、石膏、

宝石以及部分砂金、砂锡等矿产，矿床类型主要为沉积型、砂矿型和风化淋滤型。

老挝区域成矿在空间分布上由于目前工作程度关系还不可能划分出比较细致的成矿区或成矿带，但从

己知资料可大体分出如下矿产地集中区。

（#）西南部集中区：包括巴莱、万象、北汕、沙湾拿吉以及湄公河流域，广泛出露新生界，主要产出沉积型

岩盐、钾盐、石膏等矿产，并有少量砂矿型和风化淋滤型的金、锡等矿产。这一带也是石油天然气开发的远景

区，它向西一直可延至泰国中部。

（$）中部集中区：于万荣、川圹、琅勃拉邦一带，属于印支褶皱带组成部分，处于%&向构造与%’向构造

交汇处及其偏西部位，岩浆活动强烈，以热液型、矽卡岩型矿床为主，其次为风化淋滤型和伟晶岩型等，除锡、

铜、铅锌银矿化外，还有大型铁矿床，是老挝目前主要矿产集中地。

（(）中东部集中区：北起普雷山，经甘蒙，沿长山山脉西坡，直至沙拉湾北，属于印支褶皱带东部组成部

分，其构造线基本呈%&向，印支期与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主要为热液型，其次为砂矿型和伟晶岩型矿床，

以有色与贵金属矿产居多，在川圹省与甘蒙省最集中。

（)）东北部集中区：于桑怒东北至老越边境，属于晚古生代岛弧带的一部分，火山活动强烈，在晚古生代

末洋壳俯冲，海盆消失之际还伴有基性与超基性岩浆侵入，因而除热液型、火山岩型矿床外还发育岩浆型矿

床，后者目前己发现数处菱镁矿、滑石矿产以及风化淋滤型钴、镍矿。

（"）南部集中区：于孔色顿!沙拉湾以南，直至老柬边境，属于中新生代沉陷区，以砂矿型和风化淋滤型砂

金、砂锡、宝石以及铝土矿、高岭石矿为主，此外尚有沉积型砂岩铜矿等。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胡雄伟、吴良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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