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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地质构造与区域成矿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东与印度接壤，东北与中国为邻，西北与阿富汗交界，

西与伊朗毗邻，南临阿拉伯湾，海岸线长48"9:，面积;4<=万9:!。全境版图狭长，北部和西部是山地与高

原，占全国面积>4?，其中蒂里奇米尔峰海拔;=4":，为全国最高峰；东南部为印度河平原，地势低平。印

度河横贯南北，流入阿拉伯湾。巴基斯坦处于亚热带，山地高原地区冬寒夏凉，但温差甚大，而平原地区则冬

暖夏热，每年=、;月份最热，气温高达@"A以上。除北部印度河上游雨量尚丰沛外，其他地区年平均降水量

不足!>"::，特别是西南部和东南部为大片沙漠。巴基斯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尤其在印

度河平原基于优良的灌溉系统，盛产水稻、小麦、棉花、甘庶、水果等粮食与经济作物。全国最主要工业部门

是纺织业以及皮革、造纸、制糖业等。全国铁路线总长约88""9:，横贯中、东部地区。公路全长逾#"万千

米，除北部高山区外遍及各乡镇。印度河及其支流常年通航。卡拉奇有全国最大的海运港口和国际航空站。

巴基斯坦的地质工作始于#4世纪，主要是西方地质学家对北部地区进行路线调查。#4世纪末至#4@;
年8月独立以前，地质工作主要由英国地质调查所主持，进行了部分区域性地质调查和铬矿、石油B天然气、

铝土矿和宝玉石等矿产资源的勘查，取得了一定成效。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组建了本国地质矿产管理部门和

地质调查机构，开展了较系统的地质工作，先后完成了全国#C#""万地质图编制、印度河平原水文地质勘查、

中部苏莱曼山脉一带的铬及有色金属矿产的评价、西北部喜马拉雅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以及印度河流域油

气资源普查等，极大地保证了独立后国民经济重建的需要，地质工作程度较高。近年来为加速经济发展，组

建了不同的矿业公司，加强国内勘查技术力量，大力开展对外矿产品贸易，以便促进矿业发展。

巴基斯坦地处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和阿拉伯板块交汇部位，地质演化历史较长，出露地层也较全，并以新

生界最为发育，占总面积的D／>以上。由于所处位置特殊，其区域构造相对复杂多样。

巴基斯坦前寒武系分布较广，其中有!套：一是在印度河平原上旁遮普省的萨戈德B拉合尔B费萨尔巴德

和信德省东南的拉格尔巴格尔，共有露头>处，其研究较详细，主要为中元古代灰绿色页岩、板岩和石英岩，

夹流纹岩，被粗玄岩和辉长岩侵入，同位素年龄值为（8">E!"）(F。据地球物理资料，其属于印度克拉通向

北延伸部分，并且大部分隐伏于印度河平原之下；二是在白沙瓦南缘、伊斯兰堡东北，以及与阿富汗相邻的蒂

里奇米尔峰之西，主要为一套古元古代片麻岩、结晶片岩和大理岩组合，年龄值为!"""!#8="(F，据区域

对比应 属 于 欧 亚 板 块 的 基 底 地 层。古 生 界 仅 分 布 在 东 北 部，其 中 下 寒 武 统 于 旁 遮 普 省 北 部 胡 沙 布

（GHIJHF&）B古杰拉特（KILMFN）一带，以砂岩、粉砂岩为主，夹页岩和白云岩，厚@>":。志留系—泥盆系分布

于喜马拉雅主盖层断裂带（((3）以南，白沙瓦以北地区，主要为砂岩、灰岩和石英岩互层，厚8"":。石炭

系—二叠系分布较广，其底部为砾岩，下部主要为砂岩与页岩互层，夹油页岩，厚@"":，上部为灰岩夹砂质

灰岩，厚D>":，富含蜓科化石，与下伏呈不整合关系。部分学者认为这套古生代地层应属于古特提特沉积

产物。中生界在中部地区沿着苏莱曼山和吉尔特尔山一带最发育。三叠系以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为

主，夹砂岩及薄层页岩，厚D!":。中B下侏罗统下部为砂岩、粉砂岩，上部为灰岩夹页岩，厚大于##"":，与

下伏及上覆地层均为角度不整合。下白垩统以砂岩、粉砂岩为主，夹薄层页岩，厚!=":；上白垩统以灰岩为

主，在其顶部常有数层断续分布的混杂堆积层，厚度大于!"":，与下伏及上覆地层亦呈角度不整合关系。

新生界分布较广，尤其古近系较发育，广布于西部俾路支省及印度河西岸地区。古新统底部为中酸性火山

岩，厚@!#":，下部为泥岩、粉砂岩，上部为浅水灰岩、礁灰岩，岩性变化较大，个别地区出现浊积岩，最大厚

度可达@;":。始新统以复理石建造为主，厚度变化大，一般为="":，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渐新统大

部分地区缺失，局部有河流相砂、砾沉积，偶见火山岩。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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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最大厚度可达!"""#。更新统以粘土、砂、砾石为主，局部地方夹基性火山岩和湖盐层，厚度变化大。

全新统在南部地区最发育，以近代沉积为主，其中以沙漠与盐湖最为特征。

巴基斯坦岩浆活动比较频繁，华力西期、加里东期以及前寒武纪岩浆岩仅零星分布于西北部与阿富汗和

中国边境附近以及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内，但由于研究程度较低，缺少年代数据，目前尚有争议。

燕山期与印支期岩浆岩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而新生代岩浆岩广布于中部与西部地区。印支期与燕山期侵入

岩以花岗岩类为主，前者多呈岩株、岩床产出在隆起区，同位素年龄值多集中在$%"!$$"&’，属于印支期中

晚期产物；燕山期侵入体不及印支期分布广，多侵位于大断裂带侧旁，呈岩基状产出，从目前有限年代数据

看，大多数集中在%%"&’左右，为燕山晚期的产物。新生代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古近纪，约有(次。第%
次，晚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早期，规模较大，通常是先中酸性至中基性火山喷发，然后为岩浆侵入，而在侵入

作用中往往是中酸性岩在先，基性、超基性岩在后，其时限大多在)"!*"&’之间。第$次，约在始新世早

期，以侵入作用为主，特别是在西部贾盖（+,’-’.）一带，有较广泛的花岗岩类产出。第!次，相当于渐新世晚

期，以中酸性火山喷发为主，但规模与分布范围都比较有限。第(次，为中早更新世，以基性岩喷发为特征，

分布比较零星。

巴基斯坦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结合部位偏西侧，并且其西部又处于阿拉伯板块与印度板块拼合部

位，因此其构造形迹及其分区都颇具特色。在印度河东岸相当于现今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广大地区属于印

度板块部分，据地球物理资料，在印度河平原第四系之下，前寒武系界线是呈隐伏的隆坳构造，宏观上以木尔

坦/拉齐姆亚尔汗/海德拉巴一线为凹陷区；拉尔卡纳/纳瓦布沙阿一线为隆起区；印度河西岸则为前渊凹陷地

带。巴基斯坦西北部（相当于西北边缘省）地质演化历史比较复杂，大致在白沙瓦/伊斯兰堡一带在晚古生代

为特提斯洋的一部分，三叠纪初因印度板块北移而消失，并伴有较广泛的印支中晚期岩浆侵入活动；晚白垩

世晚期至古近纪早期印度板块开始向欧亚板块俯冲。在巴基斯坦境内除最北一小隅属兴都库什地块外，其

自北向南以喀喇昆仑主断裂（&01）、主盖层断裂（&&1）、主边界断裂（&21）和主前渊断裂（&31）将该区

分为喀喇昆仑地块、科希斯坦岛弧、喜马拉雅造山带以及新生代前渊坳陷等(个构造单元，其区域构造线方

向以455向为主，并且在断裂带中常伴有断续分布的蛇绿岩，而在地块上古近纪岩浆活动则比较发育。巴

基斯坦中西部即印度河西岸地区，为印度板块西北缘向阿拉伯板块俯冲拼合地带，其构造格局总体上沿着近

64向的杰曼断裂自阿富汗边界至贝拉（278’）将其分为东、西$部分：以西为火山弧带（相当于俾路支省北

部），古近纪火山活动强烈；以东为中/新生代造山带，并且自东向西又分为胡兹达尔/苏莱曼造山带、贝拉/瓦

希里斯坦蛇绿岩带和皮欣/克霍贾克磨拉石带。由于这时期印度板块是向西偏北方向斜切碰撞的，所以使上

述各构造带在走向上变化较大，层间逆冲推覆现象十分普通，混杂堆积以及蛇绿岩具多层性，横向断裂发育，

常形成不同规模的弧形构造，从而使该区具有良好的成矿环境。

巴基斯坦区域成矿作用与上述板块活动关系十分密切，不仅造就了各种类型矿床的生成，而且严格控制

了矿床的时空展布。己知资料表明，巴基斯坦矿产资源有铁、铬、铜、铅、锌、铝土矿、菱镁矿以及煤、石油和天

然气等；矿床类型也较全，主要有岩浆型、斑岩型、火山岩型、矽卡岩型、热液型、层控型和沉积型等，但在成矿

时期上，前新生代生成的矿床数量十分有限，仅在胡兹达尔（0,9:;’<）、赛克杜（6,7=<’>）等地见有赋存在侏

罗系中的层控型和沉积型铅锌和铁等矿床；在旁遮普省见有赋存在新元古界〔年龄值为)"?&’!（)*@A
$"）&’〕的沉积变质铁矿床等，而绝大多数矿床都生成在新生代。其原因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前新生代矿床被

古近纪强烈的区域性构造变动及其成矿作用叠加改造了。新生代成矿作用可划分为!个时期：" 晚白垩世

晚期—渐新世初成矿期，这时期由于三大板块频繁活动导致洋壳消失，出现了北部科希斯坦（0B,.CD’>）蛇绿

混杂堆积带、中部贝拉（278’）/希瓦里斯坦（E’:.<.CDB>）蛇绿岩带和西部哈兰（F’<’）蛇绿岩带以及岩浆型铬铁

矿矿床，同时，在岛弧带、弧后盆地以及陆缘拗拉槽中还有火山岩型、层控型、热液型以及沉积型的铁、铜、锌、

铅等有色金属矿床产出，成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成矿期。# 渐新世—中新世成矿期，其成矿作用主要发生

在岛弧带上，通常在强烈的中酸性火山喷发后往往伴有浅成/超浅成岩浆侵入活动及其有关的成矿作用，如

西部贾盖、西北部科希斯坦等地的斑岩型、矽卡岩型、热液型等铜、铅、锌、金、银等矿床的形成，成为该国多金

属矿床主要成矿期。$ 上新世—更新世成矿期，成矿作用与北部喜马拉雅地区隆升有关，因而在各类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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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冲积和洪积盆地中形成了风化淋滤型、砂矿型金、铀、钒等外生矿床。

巴基斯坦的成矿作用在空间上基本与构造带相吻合，主要有如下!个成矿区带：! 贾盖（"#$%$&）’拉斯

科赫（($)*+#）铁、铜、金成矿带，于俾路支省北部。该区渐新世—中新世处于火山岛弧带环境，钙碱性岩浆活

动强烈，并且在喷发期间形成热液型与火山岩型多金属矿床，而在侵入期间形成了斑岩型、矽卡岩型铜、铁矿

床，其中赛恩德克（,$&-.$*）是最有远景的斑岩型铜矿床，此外还有奇尔加奇（"#&/%$0）、达什特卡恩（1$)#2’3’
*$&-）等多金属矿床。" 贝拉’瓦希里斯坦铬、镍成矿带，于巴基斯坦中部，处于印度与阿拉伯板块缝合带附

近，全长大于455*6，宽!5*6，由北向南呈78’,7’79走向，略具弧形展布，以岩浆型铬矿床为主，伴有

":、;3、7&、<-、菱镁矿等。该带可分为瓦希里斯坦、穆斯林巴格（<:)/&6=$%#）和贝拉等>个区段，其中以穆

斯林巴格超镁铁质岩体最多，铬铁矿化强，预计资源储量达?55万吨以上。# 赛克杜（,#3*@$-）’胡兹达尔

（A#:0.$@）铅锌成矿带，于俾路支省东部，古近纪处于弧后盆地环境，在其近边部主要形成以碳酸盐岩为容矿

围岩的层控型铅锌矿床，如贡加（B:-%$）、杜德拉（1:..$@）等铅锌矿。此外，在边部有少量沉积型铁矿。$
科希斯坦铬、金成矿带，于西北边境省北部。该区古近纪处于岛弧带环境，其中部火山活动强烈，常伴有贱金

属矿；其北部<AC附近的混杂堆积带中铬镍矿化明显，具有一定远景；南部前寒武系中金矿化比较强烈，并

具一定规模。% 印度河流域金、能源矿产成矿带，分布于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中东部地区。该区成矿作用以

印度河支流及其阶地上冲、洪积砂矿型金矿为主，并在萨戈达（,$@%+.#$）以北较集中，但大多为小型金矿。

此外，目前在南部海得拉巴（DE.3@$=$.）附近和北部米扬瓦利（<$&-F$/&）一带发现油、气田数十座，部分己开

发。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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