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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在编制9;!6""万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图的基础上，根据全球地质构造背景与成矿特征，划

分出劳亚、冈瓦纳、特提斯、环太平洋4大成矿域和北美、格陵兰、欧洲、乌拉尔7蒙古、西伯利亚、中朝、南美、非洲7阿

拉伯、印度、澳大利亚、加勒比、地中海、西亚、喜马拉雅、中南半岛、北科迪勒拉、安第斯、楚科奇7鄂霍茨克、东亚、伊里

安7新西兰、南极等!9个巨型成矿区带，简要论述了各成矿域和成矿区带的成矿特征，首次构建了全球成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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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中国地质 调 查 局 地 质 调 查 工 作 项 目“9;!6""万 世 界 大 型 超 大 型 矿 床 成 矿 图 编 制 及 全 球 矿 产 成 矿 规 律 研 究 与 评 价”

（9!9!"9"6996"4）和“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态势跟踪研究”（9!9!"9"#95"!"）的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梅燕雄，男，9#:!年生，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区域成矿学研究和矿产资源评价工作。,]=@S：]E@[Y"OAW&(TA]
收稿日期 !""#7"6759；改回日期 !""#7"87"!。李 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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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在空间上及时间上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

的，这种不均匀性是地球岩石圈结构、区域地球化学

场、地质构造演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裴荣

富等，NOOP）。根据矿床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可以

在地壳中划分出成矿域和不同级别的成矿区带。成

矿域是全球B级成矿单元，一般与全球性、跨洲际的

大地构造区域相对应，在成矿域内部可进一步划分

出成矿区（带）、成矿省、成矿带（区）、成矿亚带等不

同序次、不同规模的成矿单元。

NO世纪初，9Q$(9*2#*4、JQ9-#$,1(#先后提出

了 成 矿 学（!()*++",(#4）和 成 矿 省（!()*++",(#-.
/1"@-#.(）的概念，翁文灏、谢家荣分别对中国成矿区

域进 行 了 初 步 研 究（翟 裕 生 等，RSSS；朱 裕 生 等，

NOOT），UQV+"#$(+最早探讨了矿床及金属省与主要

构造带的关系。NO世纪中后期，区域成矿学及全球

成矿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Q"Q毕利宾把成矿

作用 的 时 空 演 化 融 合 到 地 槽 学 说 中（翟 裕 生 等，

RSSS；朱裕生等，NOOT），建立了显生宙地槽褶皱带成

矿的W阶段模式，后来的有关地台成矿、地台活化区

成矿 是 这 一 学 术 思 想 的 拓 展 和 延 伸。8-).’(++
（RSPR）、K2).’-0"#（RSPX）、=*<D-#0（RSPY）等运用板

块构造理论来解释矿床的产出环境，从全球构造尺

度的角度阐述了主要类型矿床的形成和分布规律。

郭文魁等（RSPT）在编制中国内生金属成矿图的基础

上，划分出古亚洲成矿域、滨太平洋成矿域、特提斯A

喜马拉雅成矿域等X大成矿域和ZZ个成矿区带，裴

荣富（RSSW）、陈毓川（RSSS）、朱裕生等（NOOT）进一步

提出了前寒武纪成矿域、秦祁昆成矿域等概念。关

于全球成矿单元的划分，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

成果。

笔者在编制R[NWOO万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

矿图的基础上（张培元等，RSPN；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RSPT；童崇光，RSSO；钱

自强等，RSSY；沈承珩等，RSSW；梅燕雄等，RSST；戴自

希等，NOOY），根据全球构造演化背景与成矿特征，划

分出劳亚、冈瓦纳、特提斯、环太平洋Y大成矿域和

北美、格陵兰、欧洲、乌拉尔A蒙古、西伯利亚、中朝、

南美、非洲A阿拉伯、印度、澳大利亚、加勒比、地中

海、西亚、喜马拉雅、中南半岛、北科迪勒拉、安第斯、

楚科奇A鄂霍茨克、东亚、伊里安A新西兰、南极等NR
个巨型成矿区带（图R）（裴荣富等，NOOS）。

R 劳亚成矿域

劳亚成矿域展布于地球北部，横跨北美洲、欧洲

和亚洲X大洲，是世界最大的成矿域（图R）。成矿域

地质构造背景复杂，以前寒武纪地块及叠加其上的

显生宙沉积盆地和构造带为主，其次是显生宙造山

带及新生代风化壳。

劳亚成矿域以天然气、煤炭、铁、钾盐、石油、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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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全球成矿单元划分略图

成矿区带编号及名称：!—北美成矿区；"—格陵兰成矿区；#—欧洲成矿区；$—乌拉尔%蒙古成矿带；&—西伯利亚成矿区；’—中朝成矿

区；(—加勒比成矿带；)—地中海成矿带；*—西亚成矿带；!+—喜马拉雅成矿带；!!—中南半岛成矿带；!"—北科迪勒拉成矿带；!#—安

第斯成矿带；!$—楚科奇%鄂霍茨克成矿带；!&—东亚成矿带；!’—伊里安%新西兰成矿带；!(—南美成矿区；!)—非洲%阿拉伯成矿区；

!*—印度成矿区；"+—澳大利亚成矿区；"!—南极成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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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铬、铅锌、镍、钨、钼、锑、金、银、磷、金刚石等的大

规模成矿作用为特色，成矿时代贯穿整个地质时代，

以古生代为主，中生代和元古宙次之，新生代和太古

宙又次之。该成矿域可进一步划分为北美成矿区、

格陵兰成矿区、欧洲成矿区、乌拉尔%蒙古成矿带、西

伯利亚成矿区、中朝成矿区等’个巨型成矿区带。

!/! 北美成矿区

北美成矿区位于劳亚成矿域西部，东与格陵兰

成矿区相望，西、南分别与北科迪勒拉成矿带和加勒

比成矿带为邻，其展布范围包括北美大陆的大部分

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包括北美地块的大部分地区和

阿巴拉契亚造山带。该成矿区内的主要矿产有铁、

铀、铅锌、铜、镍、煤、金、银，其次是天然气、磷、金刚

石、钾盐等，代表性矿床有加拿大的斯内克河SL,型

铁矿床、拉布拉多SL,型铁矿床、麦克阿瑟河不整合

型铀矿床、西加湖不整合型铀矿床、萨德伯里铜镍硫

化物矿床、萨斯喀彻温蒸发岩型钾盐矿床，美国的阿

巴拉契亚沉积煤矿床、德卢斯铜镍硫化物矿床、苏必

利尔湖铁矿床、维伯纳姆带?TU型铅锌矿床等。

!/" 格陵兰成矿区

格陵兰成矿区位于劳亚成矿域西部、北美洲东

北部，其展布范围包括格陵兰岛及冰岛，西南、东南

分别与北美成矿区和欧洲成矿区相望。在大地构造

上，格陵兰岛的绝大部分为格陵兰地盾，属北美地块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东缘为古生代造山带；冰岛则主

要由古生代褶皱带组成并位于大西洋中脊上。格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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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岛!"#的面积被冰层覆盖，在其西南海岸产有菲

斯克内塞特大型层状杂岩型铬矿床，此外，尚有铁、

铜、铅、锌、钼、镍、铂、铀、钍、锆、铌、稀土、铍、石油、

煤等矿产。冰岛的矿产资源相对贫乏。

!$" 欧洲成矿区

欧洲成矿区位于劳亚成矿域中部，西与格陵兰

成矿区相望，东、南分别与乌拉尔%蒙古成矿带和特

提斯成矿域的地中海成矿带、西亚成矿带为邻。其

展布范围为欧亚大陆西北部，包括乌拉尔山脉以西、

特提斯成矿域以北的欧洲部分，在大地构造上主要

由东欧地块及斯堪的纳维亚造山带组成。该成矿区

主要矿产有钾盐、铁、锰、汞、石油、天然气，其次是

铬、金刚石、磷、煤、银等，代表性矿床有白俄罗斯斯

塔罗宾蒸发岩型钾盐矿床、俄罗斯库尔斯克&’(型

铁矿床、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型铁矿床和尼科波

尔沉积锰矿床、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等。

!$# 乌拉尔%蒙古成矿带

乌拉尔%蒙古成矿带位于劳亚成矿域中东部，东

北主要与西伯利亚成矿区相接，西、南分别与欧洲成

矿区、中朝成矿区、西亚成矿带、喜马拉雅成矿带为

邻。该成矿带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在大地构造上主

要由乌拉尔造山带和天山%兴蒙造山带等组成。该

成矿带主要矿产有天然气、石油、铁、锰、铬、铜、金、

锑、磷、煤，其次是铀、银、钨、锡、铅锌、钼、汞等，代表

性矿床有俄罗斯的乌连戈伊天然气田和波瓦尼柯夫

天然气田、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卡拉扎尔沉积型锰

矿床和肯皮尔塞蛇绿岩型铬矿床、中国的崖湾热液

型锑矿床和大黑山斑岩型钼矿床，乌兹别克的卡尔

马克尔斑岩型铜金矿床和穆龙套黑色岩系型金矿床

等。

!$$ 西伯利亚成矿区

西伯利亚成矿区位于劳亚成矿域东北部，西、南

与乌拉尔%蒙古成矿带相接，东与楚科奇%鄂霍茨克成

矿带为邻。其展布范围包括中西伯利亚高原及泰梅

尔半岛，在大地构造上属于西伯利亚地块。该成矿

区主要矿产有煤、金、金刚石，其次是铜、锑、铅锌、

镍、锰、钾盐等，代表性的矿床有俄罗斯的通古斯卡

煤田、苏霍依洛克黑色岩系型金矿床、和平金伯利岩

型金刚石矿床、诺里尔斯克铜镍硫化物矿床、涅帕蒸

发岩型钾盐矿床、萨利克热液型锑矿床等。

!$% 中朝成矿区

中朝成矿区位于劳亚成矿域东南部，北、西、西

南与乌拉尔%蒙古成矿带、喜马拉雅成矿带、中南半

岛成矿带相接，东与东亚成矿带为邻。其展布范围

与包括中国中部和朝鲜半岛若干古老陆块的中国地

块相当。该成矿区主要矿产有煤、铁、磷，其次是钨、

钼、铅锌、铜、镍、金等，代表性矿床有中国的东胜%神

府煤田、昆阳沉积磷矿床、鞍山%本溪&’(型铁矿床、

金川铜镍硫化物矿床、金堆城斑岩型钼矿床、滦川矽

卡岩型钨钼矿床等，朝鲜境内产有著名的检德变质

型铅锌矿床。

) 特提斯成矿域

特提斯成矿域横亘于地球中部，地跨北美洲、欧

洲、非洲、亚洲等*大洲，连接劳亚、冈瓦纳)大成矿

域，构成地球的“腰带”，是世界最小的成矿域。成矿

地质构造背景较简单，主要是显生宙造山带，其次是

新生代风化壳，其展布范围与特提斯造山带的范围

相当。

特提斯成矿域以锡、钾盐、铅锌、铝土矿、铜钼等

的大规模成矿作用为特色，成矿时代以中新生代占

绝对优势。该成矿域可进一步划分为加勒比成矿

带、地中海成矿带、西亚成矿带、喜马拉雅成矿带、中

南半岛成矿带等+个巨型成矿区带。

&$! 加勒比成矿带

加勒比成矿带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最西端，东

与地中海成矿带相望，北、西、南分别与北美成矿区、

北科迪勒拉成矿带、安第斯成矿带、南美成矿区为

邻。加勒比成矿带主要展布于加勒比海与大西洋之

间的大安的列斯群岛及小安的列斯群岛，这些岛屿

均为新生代形成的安山岩质的火山岛。该成矿带主

要矿产有铝、镍、金，代表性矿床有牙买加圣安娜红

土型铝矿床和曼彻斯特%克莱瑞顿红土型铝矿床、古

巴莫亚湾红土型镍矿床、多米尼加普韦布洛维霍火

山岩型金矿床。

&$& 地中海成矿带

地中海成矿带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西段，西与

加勒比成矿带相望，东与西亚成矿带相接，南、北分

别与欧洲成矿区和非洲%阿拉伯成矿区为邻，其构造

背景为阿尔卑斯造山带。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钾

盐、铅锌、汞、磷、锰、铜，其次是铁、铬、镍、锡、钼、金、

天然气等，代表性矿床有德国汉诺威%斯塔斯富特蒸

发岩型钾盐矿床、斯洛文尼亚伊德里亚热液型汞矿

床、摩洛哥乌拉德%阿卜墩沉积磷矿床和甘图尔沉积

磷矿床、西班牙阿尔马登热液型汞矿床、意大利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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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亚塔热液型汞矿床、波兰克拉科夫!西里西亚

"#$型铅锌矿床等。

!%" 西亚成矿带

西亚成矿带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中段，东、西分

别与喜马拉雅成矿带和地中海成矿带相接，南、北分

别与欧洲成矿区、乌拉尔!蒙古成矿带、非洲!阿拉伯

成矿区、印度成矿区为邻。其展布的主体范围为伊

朗高原。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钾盐、天然气、铜、钼，

其次是铬、铁、锰、铅锌、钨、汞等，代表性矿床有土库

曼斯坦沙特利天然气田和卡尔柳克!卡拉比尔蒸发

岩型钾盐矿床、库尔茹尼热液型汞矿床、伊朗萨尔切

什梅黑斑岩型铜钼矿床、俄罗斯特尔内奥兹矽卡岩

型钨钼矿床。

!%# 喜马拉雅成矿带

喜马拉雅成矿带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东段，西

与西亚成矿带相接，北、东、南分别与乌拉尔!蒙古成

矿带、中朝成矿区、印度成矿区、中南半岛成矿带为

邻。其构造背景为喜马拉雅造山带。该成矿带主要

矿产有铜、钼、铅锌，代表性矿床有中国的玉龙斑岩

型铜钼矿床和金顶砂页岩型铅锌矿床。

!%$ 中南半岛成矿带

中南半岛成矿带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东南段，

北与喜马拉雅成矿带相接，东、南、西分别与中朝成

矿区、东亚成矿带、澳大利亚成矿区和印度成矿区为

邻。在大地构造上属东南亚古陆，后者是冈瓦纳大

陆分离北移部分，在古生代末及中生代初与欧亚大

陆碰撞嵌接在一起并遭受中新生代构造!岩浆作用

的叠加改造。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锡、铝、锑，其次

是铅锌、银、钾盐等，代表性矿床有泰国拉郎!普吉砂

锡矿床、马来西亚坚打谷砂锡矿床、印度尼西亚邦加

岛砂锡矿床和西加里曼丹红土型铝矿床等。中南半

岛东、西、南&面环抱的大陆架区是亚洲重要的油气

带。

& 冈瓦纳成矿域

冈瓦纳成矿域展布于地球南部，横跨南美洲、非

洲、大洋洲和亚洲等’大洲，是世界第二大成矿域。

成矿地质构造背景以前寒武纪地块及叠加其上的显

生宙沉积盆地和构造带占绝对优势，其次是新生代

风化壳。

冈瓦纳成矿域以石油、天然气、铝土矿、金刚石、

铅锌、铜、镍、铁、金、铬、锡、铀等的大规模成矿作用

为特色，成矿时代贯穿整个地质时代，以元古宙和新

生代为主，太古宙和中生代次之，古生代又次之。该

成矿域可进一步划分为南美成矿区、非洲!阿拉伯成

矿区、印度成矿区、澳大利亚成矿区、南极成矿区等(
个巨型成矿区带。

"%% 南美成矿区

南美成矿区位于冈瓦纳成矿域的西部，东、南分

别与非洲!阿拉伯成矿区、南极成矿区相望，西与安

第斯成矿带相接。其展布范围与南美地块基本相

当，包括除安第斯山脉以外的南美大陆。该成矿区

主要矿产有铝、锡、镍、铀、铁、铅锌，其次是锰、铬、

铜、金、石油等，代表性矿床有巴西铁四边形变质型

铁矿床、卡拉贾斯变质型铁锰矿床、乌鲁库姆!木通

)*+型铁锰矿床和巴鲁阿尔托、尼克兰迪亚、韦尔梅

柳、特隆贝塔斯等红土型铝土矿矿床。

"%! 非洲!阿拉伯成矿区

非洲!阿拉伯成矿区位于冈瓦纳成矿域的中部，

西、南、东分别与南美成矿区、南极成矿区、澳大利亚

成矿区相望，北与地中海成矿带和西亚成矿带相接。

其展布范围与非洲!阿拉伯地块基本相当，包括除阿

特拉斯山脉以外的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该成矿

区主要矿产有石油、天然气、金刚石、铜、铝、镍、铬、

铅锌、金、磷、锰、铀，其次是铁、锡、锑、钾盐等，代表

性矿床有沙特阿拉伯加瓦尔油气田、科威特布尔甘

油气田、几内亚博克和图盖!达博红土型铝矿床、南

非金伯利金刚石矿床和布什维尔德层状杂岩型铬镍

矿床、南非卡拉哈里沉积锰矿床和维特瓦特斯兰德

砾岩型金铀矿床，刚果（金）科尔韦济砂页岩型铜矿

床、津巴布韦大岩墙层状杂岩型铬矿床。

"%" 印度成矿区

印度成矿区位于冈瓦纳成矿域的东北部，西、

南、东南分别与非洲!阿拉伯成矿区、南极成矿区和

澳大利亚成矿区相望，北与西亚成矿带、喜马拉雅成

矿带和中南半岛成矿带相接。其展布范围与印度地

块基本相当，包括恒河以南的印度半岛。该成矿区

主要矿产为铝、铁，其次是天然气、铬、铅锌、金等，代

表性矿床有奥里萨、安德拉、潘其帕特马里、萨帕拉

等红土型铝矿床和拜拉迪拉、伯拉杰姆达、比哈尔!
奥里萨等)*+型铁矿床。

"%# 澳大利亚成矿区

澳大利亚成矿区位于冈瓦纳成矿域的东南部，

西、南分别与非洲!阿拉伯成矿区和南极成矿区相

望，东北与中南半岛成矿带、东亚成矿带和伊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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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成矿带相接。其展布范围与澳大利亚地块基

本相当，包括大分水岭以外的澳大利亚大陆。该成

矿区主要矿产有铅锌、银、金、铀、镍、铝、锰，其次是

铁、铜、钼、磷、金刚石等，代表性矿床有布罗肯希尔

!"#"$型铅锌银矿床、芒特基斯铜镍硫化物矿床、

哈默斯利变质型铁矿床、奥林匹克坝岩浆热液型铀

铜金矿床等。

!%" 南极成矿区

南极成矿区位于冈瓦纳成矿域南部，北与安第

斯成矿带、南美成矿区、非洲&阿拉伯成矿区、印度成

矿区、澳大利亚成矿区等相望，其展布范围包括整个

南极大陆。南极成矿区的表面’()以上被大陆冰川

覆盖，冰层平均厚度达*+++,。以南极横断山脉为

界，东南极是一个古老的地盾，西南极则是年轻的火

山活动区。南极大陆的矿产资源潜力大，除煤、石

油、淡水外，可能还有丰富的铁、钼、铜、镍、铬、铂等

金属矿产。

- 环太平洋成矿域

环太平洋成矿域环绕太平洋周缘展布，地跨亚

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大洲。成矿地质构

造背景主要是显生宙造山带及新生代风化壳。

环太平洋成矿域以铜、钼、金、银、镍、钨、锡、铅

锌等的大规模成矿作用为特色，成矿时代以中新生

代占绝对优势。该成矿域可进一步划分北科迪勒拉

成矿带、安第斯成矿带、楚科奇&鄂霍茨克成矿带、东

亚成矿带、伊里安&新西兰成矿带等(个巨型成矿区

带。

#%$ 北科迪勒拉成矿带

北科迪勒拉成矿带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域的东环

北段，西与楚科奇&鄂霍茨克成矿带、东亚成矿带相

望，南与安第斯成矿带相接，东与北美成矿区、加勒

比成矿带为邻。其大地构造背景为科迪勒拉造山

带。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钼、铜、银、铅锌、金、石油、

汞、钨、煤，其次是铀、镍、锰、磷等，代表性矿床有美

国克莱梅克斯斑岩型钼钨矿床、亨德森&乌拉德斑岩

型钼矿床、红狗!"#"$型铅锌银矿床和加拿大霍华

兹山口!"#"$型铅锌银矿床、墨西哥瓜那华托火山

岩型银矿床。

#%% 安第斯成矿带

安第斯成矿带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域的东环南

段，西与东亚成矿带、伊里安&新西兰成矿带相望，北

与北科迪勒拉成矿带相接，东与加勒比成矿带、南美

成矿区为邻，其大地构造背景为安第斯造山带。该

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铜、钼、锡、银、金，其次是铁、铅

锌、汞、锑、石油等，代表性矿床有智利楚基卡马塔斑

岩铜钼矿床和科亚瓦西斑岩型铜钼矿床、玻利维亚

波托西火山岩型银矿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油田。

#%! 楚科奇&鄂霍次克成矿带

楚科奇&鄂霍次克成矿带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域

的西环北段，南与东亚成矿带相接，东与北科迪勒拉

成矿带相望，西与西伯利亚成矿区、乌拉尔&蒙古成

矿带为邻。其展布范围大致为俄罗斯勒拿河以东、

鄂霍次克以北地区，主要构造单元有前里菲期的古

老地块、中新生代褶皱区以及现代构造活化带。该

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金、银、汞、铜等，代表性矿床有俄

罗斯雅纳&科累马砂金矿床和杜卡特火山热液型银

矿床。

#%# 东亚成矿带

东亚成矿带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域的西环中段，

北、南分别与楚科奇&鄂霍次克成矿带和伊里安&新西

兰成矿带相接，东与北科迪勒拉成矿带、安第斯成矿

带相望，西与乌拉尔&蒙古成矿带、中朝成矿区、中南

半岛成矿带等为邻。其展布范围包括西太平洋地区

的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以及中

国华南南部地区，主要构造单元有西太平洋岛弧链、

中国东南沿海陆缘火山&深成岩带及华南褶皱系。

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镍、钨、锡、锑，其次是铬、锰、

铜、金、汞、磷等，代表性矿床有菲律宾苏里高红土型

镍矿床、印度尼西亚加格岛红土型镍矿床和中国的

个旧矽卡岩型锡钨矿床、柿竹园矽卡岩型钨矿床、大

厂锡石硫化物矿床、锡矿山热液层状型锑矿床、西华

山岩浆热液型钨锡矿床等。

#%" 伊里安&新西兰成矿带

伊里安&新西兰成矿带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域的

西环南段，北与东亚成矿带相接，西与澳大利亚成矿

区为邻，东与安第斯成矿带相望。其展布范围包括

西南太平洋的伊里安岛、新西兰北岛和南岛、澳大利

亚大陆东缘褶皱带和塔斯马尼亚岛，构造背景主要

为中新生代火山活动带。该成矿带主要矿产有金、

镍，其次是铜、铅锌、铝、锡、钼、银等，代表性矿床有

新西兰豪拉基火山岩型金银矿床、新喀里多尼亚戈

罗红土型镍矿床、印度尼西亚格拉斯贝格斑岩&矽卡

岩型铜金矿床、澳大利亚韦帕红土型铝土矿矿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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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全球成矿域和成矿区带的划分决定于全球构造

演化及成矿作用特征，同时也是研究全球成矿规律

的基础。有关全球成矿作用的统一性（"#$%&）、不同

区域成矿的特殊性（’()*$+,$%&）、大型超大型矿床成

矿的偏在性（-.)/).)#%$+,$%&）以及成矿物质巨量工业

堆积的异常性（01#2.3+,$%&），因篇幅有限，留待以后

专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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