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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泰国地质构造基本特征与矿产资源（一）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北部和东北部与老挝相邻，东南部和柬埔寨相接，西部与缅甸为界，南部面对泰

国湾，南端与马来西亚相连。陆地面积:#5;##:<=!，人口$>?$万，为多民族国家。泰国地势北高南低，北

部与西部为山地，主要山脉为泰缅边界的他念他翁山脉，其向南可延至马来半岛，其中以清迈府的因他暖山

为全国最高山峰，海拔!:@:=；东北部为呵叻高原，地势平坦；中部昭披耶河（湄南河）流域为平原，河网密

集，以南北向为主，流入泰国湾。全国海岸线长约!$""<=。泰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仅南部

沿海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可分!个季节，##月至次年>月为旱季，:月至#"月为雨季，月平均气温!!
!!AB，以>月份最热，年平均降水量#"""!!"""==。泰国经济以农业为主，是世界著名的大米生产国和

出口国，木薯年产量居世界首位。近5"年来由于矿业的开发，石油、天然气的发现以及旅游业的振兴带动了

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使泰国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东盟”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泰国首都曼谷素有

东方门户之称，航空业发展较快，可直通世界各地航空港及国内主要城区；国内铁路长约>"""多<=，公路

总长#"万<=左右，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而昭披耶河以及湄公河支流和运河的航运又十分畅快，是贯通全国

南北的主要航道，对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泰国地质工作始于#@世纪末叶和!"世纪初，主要是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年代马泰地区锡矿的发

现及其开发，使该区地质工作迅速开展，但其工作主要由英国、法国等国矿产公司承担。他们一方面对泰国

西部以及马泰半岛地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地质填图，另一方面重点围绕岩体及其周围的锡矿开展勘查、研究

和开发。#@>#年日本侵占泰国后除掠夺式开发锡矿外，地质工作几乎停顿。#@>:年二战胜利后，泰国开始

组建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机构，组织国内外地质技术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泰国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和主要矿

产资源进行工作，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全国#C#""万至#C!"万的区域地质调查，发现了

钨、锡、钾盐、宝玉石、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取得了较大进展。

泰国的地质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前寒武纪，地层分区比较明显，东部主要为中、新生界，西部主要为古生

界。而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又处于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和欧亚古大陆三者相邻处，与周围国家关系清楚，其

向北经缅甸东北部可与中国西南三江地区近南北向构造带相连，向南经马来半岛和北加里曼丹则与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近东西向构造带相接，从而使泰国地质构造线轮廓自北向南呈现出由++D向3,,转化的

特点。

泰国前寒武系分布较零星，主要于西北部清迈、达府一带，其次在东南部春武里一带。主要岩性为云母

石英长石片麻岩、黑云母微斜长石片麻岩、云母片岩、石英片岩、角闪岩、石英岩和大理岩，变质程度属角闪岩

相。在岩性上其原岩为黏土岩、砂岩与灰岩，基本上属于副变质岩范畴，仅少量角闪岩可能由火成岩变质而

成的。在空间分布上，西北部地区几乎均为以片麻岩为主体的副变质岩，角闪岩极少，而在东南部地区则相

反，以角闪岩为主体。于是有些学者认为在前寒武纪泰国东、西部可能分属!个不同性质的地体，但也有人

认为它们之间是上、下关系。由于泰国前寒武系尚缺乏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其归属问题尚难解决，目前将其

暂定为中元古代。寒武系与奥陶系零星地分布于泰国西北部清迈西、南奔南、夜丰颂南以及泰国半岛南部的

也拉、是贪玛叻和德鲁道岛等地。寒武系为浅海碎屑沉积，在西北部主要岩性为细粒至粗粒的砂岩和石英

岩，上部夹薄层钙质砂岩，厚:""=；半岛南部主要为红色页岩和砂页岩，顶部夹灰岩透境体，厚>""=，反映

了泰国西北部寒武纪是处于大陆架沉积环境，而南部半岛属于三角洲沉积环境。奥陶系与下伏寒武系呈整

合接触，以海相碳酸盐沉积为主，在西北部主要为薄层状至块状灰色灰岩与白云岩，偶含藻礁，下部夹砂质与

黏土质页岩，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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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南部主要为暗灰色块状均质灰岩和含黄铁矿灰岩，夹暗灰色页岩，最大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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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泰国西北部奥陶纪仍处于浅水海域沉积环境中，而半岛南部地区则转为较深的海域沉积环

境。志留系—泥盆系分布范围比较广，扩展至中部北碧和东南部武春里一带，为一套以碎屑沉积为主的地

层，主要岩性为页岩、泥岩、砂岩、杂砂岩等，最大厚度可达!%##$。其中，以下志留统灰黑色含笔石页岩为

标志层，厚度数十米不等，与下伏奥陶系为连续沉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泰国志留系—泥盆系有两大特点：

一是在岩性组合上西北部清迈以西以及西部达府和半岛南端马泰边境常有灰岩层出现或夹灰岩透境体，局

部地区变质为千枚岩、页岩及大理岩组合，而在清迈以东以及北碧等地可见到颇具特征的红色或浅红色砂岩

层以及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岩夹层，似乎形成!种不同的沉积相带；二是地层的沉积连续性在各处不尽相同，

最明显是在西北部缺失中—上志留统，致使下志留统与下泥盆统直接接触，而在马泰边境下志留统被中—上

志留统灰岩覆盖，与泥盆系基本上是连续沉积。看来，加里东运动在泰国境内还是有所反映。石炭系分布较

广，但各处有所差别，在西部以及半岛南部地区石炭系发育较全，主要岩性为页岩、泥岩、粉砂岩、砂岩和砾

岩，局部夹薄层灰岩（清迈以西地区），厚约&##$，与下伏泥盆系呈整合关系；清迈以东至黎府一带则为砂

岩、页岩与安山岩、流纹岩以及相应的火山碎屑岩互层，局部夹灰岩透镜体，厚!##!’##$。此外，在黎府西

北有一套由辉长岩、辉岩、辉绿岩、安山岩及其火山碎屑岩组成的地层，厚度变化较大，有人将其厘定为晚石

炭世蛇绿岩套地层。二叠系发育比较全，基本上以灰岩为主，局部夹页岩与砂岩薄层，西部厚!##$左右，东

部最厚可达!###$，并且常含植物化石。三叠系分布较广，岩相与厚度变化大。在清迈以西地区以海相碎

屑岩为主，夹灰岩，厚(##!)###$。在清迈以东地区下、中三叠统仍以海相碎屑岩为主，夹厚层灰岩，底部

火山岩发育，而上三叠统变为陆相碎屑沉积，最大厚度可达*!##$。再向东至黎府一带以及呵叻高原西

部，下、中、上三叠统均为陆相红层，最大厚度达!’##$。同时据区域对比，不论在清迈还是在黎府地区，

下、中三叠统之间有多处沉积层位缺失，而中、上三叠统之间又有明显平行不整合现象，但其底砾岩却不发

育，说明了印支运动在泰国是以广泛而频繁的振荡运动为主。侏罗系主要分布在呵叻高原，西北部与半岛南

部仅有零星出露，其主要岩性为淡色、浅红色砂岩、粉砂岩、砾岩和页岩，厚度’##!)###$，为陆相沉积产

物，含丰富的植物化石，但是在西北部下侏罗统底部有一层以安山质和流纹质熔岩及其凝灰岩为主的火山岩

层，厚度)##!!##$，这层火山岩在呵叻高原完全缺失。白垩系主要分布在呵叻高原中，此外在泰国半岛南

部有零星出露。在呵叻高原，下白垩统主要为陆相灰色至暗红色砂岩、粉砂岩和黏土岩，普遍含丰富的岩盐、

钾盐、硬石膏、石膏等，最厚’##$左右，上覆上白垩统为海相黏土岩、泥岩、粉砂岩和砂岩，最大厚度可达

)###$。上、下白垩统之间为不整合接触。第三系在西北部较发育，其次在西部、半岛南部以及呵叻高原亦

有小范围出露，多分布于构造盆地中，但工作程度很低，资料很少，其中以清迈一带层序比较全。古新统主要

由含卵石、大砾和巨砾的红色砂质黏土和暗色页岩组成，厚)(#$。渐新统主要为砂岩和有机黏土质页岩，

含油页岩、褐煤，厚))#$。中新统由钙质泥岩、页岩和簿层灰岩组成，厚"’$以上，其中含褐煤’!)#$，最

厚可达*#$。上新统由砂岩、黏土岩、页岩、油页岩和褐煤组成，最大厚度&"’$。上述古新统、渐新统、中新

统和上新统之间均呈不整合接触。第四系广布于河流、海湾、海滩以及海洋中，主要为砾石、砂与黏土。通常

在泛滥平原多为暗色黏土、粉砂、砂和砾石，厚约)#$；在隆起区多为红土壤，厚度’$左右；在一些近海平

原地区常为湖相与浅水的灰泥，厚度有的大于)#$。

泰国岩浆岩主要在西部地区，可分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古近纪和第四纪等&个

期次。

石炭纪—二叠纪岩浆岩分布较分散，主要在西北部荷县、拜县附近和东南部春武里、东北部黎府等地。

这期岩浆侵入活动多以较大岩基产出，其面积有的可达)#+$!以上，主要岩性为黑云母花岗岩，一般为灰

色，个别为棕褐色，致密块状，细粒至中粒结构，主要成分为石英（!",!&!,）、微斜长石（!),!*’,）、钠长

石（&,!!’,）、黑云母（),!)",）和白云母（),!)%,）等。白云母为次生矿物。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

磁铁矿、绿帘石和少量榍石等。岩石化学成分：!（-./!）")0&,，!（12!/*）)’0*,，!（34!/*）)0!,，

!（56/）#0%,，!（78/）#0’,，!（9!/:;6!/）"0<,。花岗岩中黑云母比较丰富（部分蚀变为白云母），

并且常呈定向排列，构成比较特征的叶片状构造，特别是在一些小侵入体中和较大岩基的边缘部分尤其明

显。岩体大多侵入于志留纪—泥盆纪地层中，部分=>?-@同位素年代学资料显示其全岩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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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年龄值：黑云母为（’’()*）!（’+,)+-）!"；白云母（*’).）!（//).）!"，应为蚀变年龄

值。从上述资料看，泰国石炭纪—二叠纪岩浆活动可能相当于中国西南一带华力西期岩浆活动。值的提出

的是在西北部敖县附近沿着浜河流域有若干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体，其主要为辉长岩、辉岩、辉绿岩、安山岩

及火山碎屑岩，呈岩脉、小岩颈和小岩株于上石炭统中。以往将其厘定为蛇绿岩套，而近来有人提出质疑，理

由是其现在是处于陆壳岩石中，与它形成的环境不对应，因此认为可能是由其他地方构造运移过来，或许根

本就不是蛇绿岩套而是侵入体。

三叠纪—侏罗纪岩浆岩分布比较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清迈—达府—北碧一线，向南延伸至半岛的巴

蜀、洛坤和也拉等地，呈近南北向断续分布，此外在东南部的班坤颂也有零星分布。岩体规模从小于+01’

的小岩体至近+--01’大岩基，主要岩性为石英二长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斑岩，一般为灰色、块状，

中粒至粗粒结构、斑状与似斑状结构，斑晶多为正长石或正条纹长石。岩石主要成分为石英（’*2!3.2）、

钾长石（+’2!’,2）、斜长石（’,2!.+2，%45.’!.6）、黑云母（+2!(2）和角闪石（-!*2），副矿物为

磷灰石、锆石、磁铁矿和少量褐帘石。岩石化学成分：!（789’）/6:*2，!（%;’9.）+,<*2，!（=>’9.）+<+2，

!（?"9）’<,2，!（!@9）+<-2，!（#’9AB"’9）*<+2。岩体中包体比较发育，长+-C1至+!’1，其成

分相当于辉长岩和闪长岩。三叠纪—侏罗纪岩体多侵入于石炭纪—二叠纪地层中，同位素年龄值：全岩DE$
7&法为（+6/)++）!"和（+33)/,）!"；黑云母#$%&法（’+’)3）!"，角闪石#$%&法（+(6)6）!"。从岩体

地质与同位素年代学数据看，泰国三叠纪—侏罗纪岩浆活动可能与中国西南地区印支期岩浆活动相当。

白垩纪—古近纪岩浆岩主要分布在半岛南部，此外在西北部、东南部有零星分布。在半岛南部岩体呈近

南北向断续分布，构成一条岩浆岩带。岩体呈岩基、岩株、岩床及岩脉状产出，大的长达’--01以上，小的

面积不足+01’。主要岩性为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岩石为灰色、灰白色或灰褐色，致密块

状，粗粒半自形粒状结构，少数具似斑状或斑状结构。主要矿物成分石英（’/2!.*2）、钾长石（+’2!
’/2）、斜长石（(2!’32，%45’!’3）、白云母（’2!+/2）和黑云母（-!+-2）。副矿物主要为磷灰石、锆

石、电气石（最多达*2）、石榴子石、磁铁矿和绿柱石。化学成分：!（789’）*-:*2，!（%;’9.）+.<(2，

!（=>’9.）+<+2，!（?"9）+<32，!（!@9）-<62，!（#’9AB"’9）6<.2。岩石中常有钾长石大斑晶。在

岩株与岩基中可见到伟晶岩，中、小型岩体边缘常具有接触变质带，其中有丰富的电气石，局部含锡石与绿柱

石。岩体侵入最高层位是上侏罗统。据同位素年代学资料，DE$7&法全岩年龄为（+++)/）!"和（++.)6）

!"；DE$7&法单矿物年龄值：白云母（6,),）!"，长石（+,-)’,）!"；#$%&法单矿物年龄值：白云母（/-),）

!"和（*.).）!"，黑云母（/.).）!"。地质与同位素数据表明其基本上形成于早白垩世晚期至古新世早

期，若与中国西南地区花岗岩相比，则相当于中国燕山晚期第二$第三阶段的产物。

第四纪岩浆岩主要为玄武岩，主要分布在呵叻高原西端与南端，西北部清莱、南奔、北碧以及东南部庄他

武里等地附近。玄武岩为深灰色至黑色，风化后为深褐色、暗灰色和灰色，呈气孔状或杏仁状构造，隐晶质结

构或玻基结构，主要矿物为斜长石（主要为拉斑玄武岩）和辉石，次要矿物为橄榄石和不透明矿物。许多玄武

岩中既有橄榄石斑晶又有橄榄石捕虏晶，而斑晶很典型地嵌入玻璃基质中。在北碧北部和庄他武里附近玄

武岩含刚玉类矿物如红宝石和蓝宝石等。据目前已知资料，玄武岩产出多呈层状，厚度均在+-1以上，构成

比较壮观奇特的地貌。在西北部湄莫附近可见到*1厚枕状玄武岩被.1厚的气孔状玄武岩覆盖，枕状玄

武岩中含大量玄武岩玻璃碎屑、团粒与颗粒。它表明玄武岩喷发可能是多次间断进行的。其喷发时间均为

第四纪，近来在泰国西北部磁场研究中发现有逆反磁性现象，因而推断其形成不晚于*-万年，若此推断可

靠，玄武岩喷发则发生于中更新世。

泰国的构造轮廓及其演化过程是比较清楚的。泰国西北部和北部是前寒纪隆起区，其向西与缅甸东北，

向东与老挝西北的前寒武纪隆起区相连，可构成一个小古陆块，向南它很可能延到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之

下。至于泰国东、西部前寒武系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个地体的拼合，还有待于今后工作来论证。在该古陆块

的西侧，即现今清迈—南奔—北碧一线以西地区，自古生代至中三叠世是处于大陆架环境，接受了巨厚的海

相沉积物，其中大约在中奥陶世、早二叠世和早三叠世发生了海侵，沉积了厚度不等的碳酸盐岩地层，构成了

.个明显的沉积旋回。而在清迈—南奔—北碧一线以东地区比较接近陆地，则表现出许多层位的缺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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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志留世以来，常有火山喷发活动，从而使区域地层具有明显的横向变化。古生代该区上述火山喷发是属

于火山弧带活动的产物，还是区域断裂构造活动引发的间断性喷发的产物，目前仍有不同认识。然而，泰国

西部古生代至中三叠世大陆架的构造活动却是在不断加强。在中志留世之前，除寒武系底部与前寒武系呈

明显角度不整合外，其他各段地层基本是连续沉积的。中志留世以后，受华力西晚期运动影响，局部地方二

叠系与三叠系呈不整合接触，并且大约在!""!#$$%&发生一次小规模岩浆侵入活动，而在二叠纪以后沉

积间断现象十分常见，而且各处差异甚大，反映了当时地壳不稳定性在加剧。直至中三叠世晚期，西部大陆

架隆升，形成’’(向褶皱带，大约在#)#!)*+%&发生一次较大的印支期岩浆侵入活动，岩体沿着褶皱带

方向呈带状分布。晚三叠世以后，泰国基本上处于盆山构造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北部呵叻盆地的形成。

然而受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扳块活动影响，这时期构造活动十分频繁：侏罗纪早期西部局部地方发生中酸性火

山喷发；晚白垩世初期呵叻盆地曾遭短暂的海侵；大约+,!$,%&之间半岛南部发生一次较大区域性岩浆

侵入活动，沿马泰边境一带形成近’’(—-..向的花岗岩带，并伴有一定规模钨、锡成矿作用；古近纪初呵

叻盆地完全隆升为高原，而西部与南部一些构造盆地继续下陷；更新世又发生一次以玄武岩喷发为主的岩浆

活动等等。经过漫长的构造演化，泰国如今在构造上大体可分如下"个分区：西部印支褶皱带、东北部中生

代坳陷、半岛南部燕山晚期构造/岩浆带和泰国东南部包括泰国湾的新生代凹陷。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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