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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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泰国地质构造的基本格架近年来有许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是从板块构造学的角度，认为泰国

在前寒武纪就分属于!个地体，东部属印支板块，西部归马来巽他板块的一部分。后者两侧为海槽，古生代

以来接受了巨厚地槽相沉积，晚石炭世开始受古特提斯运动影响，古陆两侧开始增生扩大而海槽范围则逐渐

缩小，直至中三叠世特提斯运动后海槽基本封闭了。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晚志留世以后，泰国北部、西部和

半岛地区晚古生代和早;中三叠世各地层之间缺失间断以及火山岩夹层与底砾岩出现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

横向上变化甚大，如泰国西北部石炭系不整合在泥盆系之上，局部见底砾岩，而在西部下石炭统与上泥盆统

则是呈整合接触。这种沉积间断、火山喷发和隆升变形普遍出现，说明了这个时期泰国大部分地区是处于古

陆边缘活动带的环境中，而且其活动频繁又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国中北部地区火山岩层较发育，尤

其以晚石炭世与早二叠世最为明显，构成不完全的火山弧带，同时，目前在泰国中北部发现的由辉长岩、辉

岩、辉绿岩与安山岩组成的晚石炭世混杂堆积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大陆边缘活动带的性质。中三

叠世以后海槽基本封闭，致使泰国东、西部!个地体对接，在这个过程中伴有区域性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规

模不大，但其空间分布与上述的陆缘火山弧位置十分接近，因此有人认为它是火山弧带岩浆活动的延续，从

另一个方面佐证了火山弧带的存在。三叠纪以后，由于太平洋板块向西活动，而印度洋板块向北俯冲，于是，

处于两大板块之间的泰国发生了区域性的走滑断裂，其方向以,<向为主，最主要的是湄拉内至亚兰和桑

卡拉武里至沙投沙空，其次为,-向，如沿泰缅边界的巴蜀至拉廊和猜亚至攀牙，并且在走滑断裂相间与追

踪处形成规模不一的盆地，其中以呵叻盆地规模最大，接受了巨厚的以陆相为主的沉积物。同时，在区域性

走滑断裂构造影响下伴随一次规模较大的岩浆侵入活动，特别是在泰国西部以及南部半岛地区，并延伸至马

来西亚境内。其侵入体分布方向基本上是受与,<向和3-向走滑断裂相配套的近3,向张性断裂控制。

显然，这时期泰国构造以板内构造变形为特点。古新纪以来，在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影响下泰国处于隆升阶

段，仅个别地区形成面积有限的沉陷盆地，接受由海相至陆相的盆地沉积，盆山构造格局更加明显。但在其

后期，特别是更新世后，泰国与中南其他地区一样，处于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后的松弛拉张环境，并伴有广泛的

基性火山岩喷发和河网、泛湖的形成，构成了现今的地貌景观。

泰国在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中成就了大量矿产的形成，目前已发现和勘查的矿种有="种以上，

其中钨、锡、铀、钾石盐、宝玉石以及石油、天然气等矿产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各种矿产涉及的矿床

类型有沉积型、热液型、层控型、岩浆型、矽卡岩型、残积型、斑岩型和砂矿型等，其中以岩浆热液型和沉积型

矿床分布较广，数量较大，在国家矿产资源中占据主要地位。矿产产出在时空分布上相对较集中。成矿时间

主要集中在中、新生代，古生代和前寒武纪产出的矿产较少。目前的统计资料表明，有色金属矿产成矿时期

以晚白垩世至古新世最集中，相当于中国燕山晚期，少数相当于中国燕山早期与印支期；非金属矿产成矿时

期以晚白垩世为主，其次为中三叠世和新近纪等。在成矿空间上，有色金属矿产最主要分布在泰国西部和半

岛地区，处于古生代泰缅马褶皱系之上的晚白垩世至古新世板内构造 岩浆带的成矿环境，成矿作用以锡、钨

以及其他稀有金属成矿为特征，而矿体赋存和富集与中酸性侵入体关系极其密切。其次在泰国中北部地区，

它属于晚古生代大陆边缘活动带，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发育的由中 基性火山岩组成的火山弧，晚三叠世后又

叠加了一定规模的岩浆侵入活动。在该火山弧带环境中，成矿作用与海底火山喷发及次火山岩侵入关系密

切，以火山岩型与热液成矿为主，虽然目前工作程度较低，仅发现一些贱金属矿产，但远景较好。泰国非金属

矿产主要产出在泰国东北部及呵叻高原周边，分布于中生代陆内大型沉积盆地边部河流湖泊相次级沉积盆

中，以盐类和其他非金属成矿作用为特征，矿体明显受层位控制。

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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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泰国有关部门就在北部泰缅边境湄艾附近的芳盆地进行了

 
 

 

 
 

 
 

 

Absent Image
File: 0



小规模人工地面采掘，!"#!年正式开展油气调查，并施浅钻探测，获得一定储量。!"$"年后，美国公司在泰

国进行了较系统的石油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相继在芳盆地以及西部麦索盆地、东部呵叻盆地和曼谷北部发

现了新油田和油气显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在#%世纪&%年代对泰国海上油气地质与地球物理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工作。当时美国公司在南部半岛地区西侧的安达曼海域内施工，!!口海上钻井几乎完全落空，

未见油气显示，而在泰国湾海上石油、天然气勘查中，$%口钻井中有!’口井获油气显示，取得了历史性重大

突破。此发现奠定了泰国湾作为泰国重要油气区的基础，同时对泰国湾马来盆地的油气资源也作了评价，预

测该盆地中油气田展布已延伸至马来西亚海域，远景较佳。目前泰国油气产区主要集中在芳盆地、麦索盆地

和泰国湾马来盆地等(处，前#个面积较小，后者面积较大，总计有大、小油气田)处，炼厂$座和约)%%*+
的海上运输管线。

油气田均产出在第三纪盆地中，在渐新统中上部至中新统中下部，由含近海煤层的三角洲沉积和富含油

页岩的陆相沙泥质沉积组成，并以上部蕴藏丰富且可利用的油页岩、下部伴有煤层为特征。产油层为中新统

下部至中部的三角洲砂岩。据泰国湾马来盆地的一些油气田资料，砂岩单层厚!%+左右，其孔隙度平均为

#,-，渗透率变化大，平均#,%+.（!+./%0")&1!%2(!+#）。生油层主要为储层附近富含煤和有机质的

页岩。在芳盆地与麦索盆地中产层埋深一般!"#*+，沉积相变化不大，相对单一，而在泰国湾马来盆地中

其埋深一般大于#*+，个别可达(*+以上，沉积相在北部以河流相、沼泽相和三角洲平原相为主，偶尔出现

海相沉积，而盆地南部海相地层相对发育。芳盆地和麦索盆地中原油含硫较低，地表以及浅部油页岩发育，

其中可露采的油页岩储量达#,亿吨，可炼出油!0#,亿吨。泰国湾马来盆地中，气田压力高，产凝析油，其规

模较大，一般储量在(%%",%%亿+(，个别达!,%%亿+(以上。天然气富含34#，达!)-"#(-。由于盆地

地温梯度高，每百米达(0,",0,5，因此，压力高可能与晚中新世沿断裂发生火山活动有关。关于产油盆地

性质的问题，目前对芳盆地和麦索盆地的认识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是由中生代以后发生的区域性走滑断裂

而引起的，所以盆地应属断陷性质，但也有人从区域构造演化角度分析认为古近世以来泰国是处于隆升状

态，而这些盆地面积较小，应属差异性变动中产生的沉陷盆地。多数人认为泰国湾马来盆地是属于稳定区断

陷盆地。泰国油气资源目前主要来自泰国湾马来盆地，今后仍然是以它作为发展基地。由于现今其勘查范

围与程度都比较有限，未来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煤炭矿产资源 泰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西部及半岛地区，产出在山间盆地或现代海岸线边缘

的第三纪大陆或半咸海沉积中，成煤时代大多为新近纪上新世6更新世，其次为古近纪渐新世。煤层厚度尚

较稳定，变化不大。资源储量也较集中，有的一个煤田资源储量可达亿吨以上，但缺少高品级煤炭资源，其大

多是作为燃料的褐煤或烟煤。己有资料表明，泰国西北部与西部地区主要为褐煤，褐色，具树枝构造，发热量

小于$’%%789／*:（!789/$0!)$;）；半岛地区主要为烟煤，黑色，致密块状，发热量大于$’%%789／*:。

泰国最大煤田位于泰国西北部南奔（<8+=8>:）东(%*+的?8@?AB。煤层产于上新统黏土岩和粉砂岩

中，含煤岩系厚!%%%+，沿向北延伸的地堑分布，面积约,1!(*+#，其两侧为以隆升断块形式出现的三叠

纪海相地层。?8@?AB煤田有#个主煤层，走向近CD，向E倾，其中在地堑东侧的煤层南北延伸长度可达

’*+。#个煤层总厚(%+，之间被(%+厚黏土岩层间隔。煤炭级别属于次烟煤级，其湿度为((-"(,-，

灰分"-"!,-，固定碳##-"#)-，硫!0’-"$0#-，挥发分#’-。据估算?8@?AB煤田总资源储量为

!0!亿吨。目前该煤田仅开发中间一部，长度约!*+，其他尚未开发。矿山设计产能为!#%%吨／日，主要用

于附近化肥厂生产。最近在南奔省F8>G8.H>小盆地内发现与油页岩共生的褐煤矿。盆地四周为三叠纪

碎屑岩，盆地中含煤地层由古近纪页岩、黏土质砂岩和油页岩组成，分布面积约!1#0,*+#，地层厚度不大，

但层序清楚。目前己查明煤层处于油页岩层之下，页岩与黏土质砂岩之中，共有#个煤层，厚度均为&+。

褐煤质量较佳，估算储量为!,%%万吨，其中一半以上可以露天开采，同时还可回收油页岩用于炼油。该矿

山目前仅小规模开发，用于附近烟厂烘烤烟叶。

泰国半岛地区煤田产出与西北部及西部地区比较相似，也均产于第三纪沉积盆地中。盆地面积一般不

大，含煤地层以陆相或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煤层厚度大，煤炭蕴藏量比较丰富。例如克拉比（IJ8KL）煤矿产

于上新统海陆交互相的克拉比群砂岩、黏土岩和泥灰岩互层中，煤层最大厚度#)+，据估算克拉比及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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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总资源储量可达!亿吨以上，目前仅部分开发供热电厂使用。

泰国类似于上述产出特点和规模的煤矿还不少，总体讲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开采条件不复杂，基本上能

满足国内生产与生活所需，但其分布比较局限，多在西部与半岛地区，东部地区相对欠缺，并且煤炭品级较

低，以一般生产与生活所需的褐煤为主，缺少高品级煤炭，因而阻碍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其总体开发水平与力

度都比较低。

钾盐及盐类矿产资源 上世纪"#年代泰国在呵叻高原北部乌隆他尼（$%&’()*’+）钻探施工中于,-#
.处首次发现钾盐和巨厚含钾岩层，随后在距乌隆他尼以北-#/.处，泰国与老挝边境附近的廊升（0&’1
2)’+）也在相同层位上发现了巨厚钾盐和含钾岩层。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世界特别是东盟各国的关注，

经过后续的勘查工作，证实了呵叻高原是一个具有巨大前景的钾盐及其相关盐类的矿产地。泰国政府为加

速钾盐矿产勘查与开发于上世纪"#年代末颁布法令，准许在泰国东北部三块特许区内实行对外竞标招商开

发矿业，并且硕果颇丰。!33#年在东盟国家鼎力相助以及联合国和德国先进技术支持下，呵叻高原西部的

邦内那隆钾盐矿山动工建设，!33-年正投产，生产能力为年产245!##万吨，从此泰国迈入世界钾盐生产大

国的行列，成为亚洲主要的钾盐生产国与输出国。近年来由于呵叻高原其他钾盐矿的勘查与开发，原为世界

钾盐生产第八位的泰国地位不断荣升。钾盐矿生产己成为泰国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呵叻高原在泰国东部，面积约6万/.,，其南、西和北西7面受深断裂控制，在古生界基底上形成一个长

期持续的坳陷区，自三叠纪起接受了巨厚的陆相沉积，最大厚度可达8###.以上。其中三叠系至第三系层

序较全，并且基本连续，构造变形与位移也不强烈，表现出其具有长期相对稳定的地质环境。呵叻高原其内

部可分出,个凹陷与!个隆起，其北为沙功空那凹陷（部分延伸入老挝境内），南为呵叻凹陷，中间为普潘隆

起，将,个产钾凹陷分开。凹陷与隆起走向为近9:向，在空间上,个凹陷几乎呈平行排列，长宽之比约7;
!至,;!，在凹陷边缘常有次级小凹陷，往往构成赋矿构造。呵叻高原钾盐及其盐类矿产主要赋存在上白垩

统马哈沙拉堪（<*)*=*>*/*.）组中，其由灰色、淡红色、褐色和棕褐色黏土岩、泥岩和粉砂岩以及少量易碎

的褐色、红色、灰色和白色细粒砂岩组成，富含岩盐、石膏、硬石膏和光卤石。该组岩层厚度在钻孔中已达

"##.，但尚未揭穿，估计总厚度在!###.左右。据钻孔勘查资料表明，含盐层有上、中、下7个韵律层，其

中以下韵律层最发育，整个地区几乎均有分布；中韵律层分布范围次之；上韵律层仅局部发育，零星分布。呵

叻高原盐类矿产主要赋藏在下韵律层的上部，其中钾盐矿层埋深最深为-7!.，最浅为3#.，一般在,##!
8##.。矿层中矿石矿物以光卤石为主，其次为钾石盐以及岩盐和次生矿物镁钙石。在矿层中通常以光卤

石矿为主体，有的矿段光卤石可占3-?以上，成分单纯，其厚度最大达3-.，平均厚度在8#.左右。光卤石

矿层上部为岩盐，而钾石盐大多呈薄层状于岩盐中，也有部分钾石盐呈浸染状于光卤石层中；哇伦矿段的情

况比较特殊，钾石盐于光卤石层之下，厚达,#.，对此有人认为是构造引起的而不是原生的。总之，在含矿

地层中钾石盐产出不如光卤石广泛和集中，然而钾石盐层最厚的地段往往与下韵律层厚度最大部位对应。

通过数十年的工作，呵叻高原钾盐及其他盐类矿产的产出分布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并进行了一定

的圈定与评价。在面积,@!万/.,的沙功那空盆地内现已圈定出7个矿段（相当于独立矿床，下同）：中部

哇伦A农汉矿段、西北部廊开矿段和西南部的乌隆矿段，这7个矿段其钾盐层平均厚度为87.，245平均品位

!6?，矿化面积约,!##/.,，其储量与资源量估算可达77-@-亿吨。在7@6/.,的呵叻盆地内现已圈定出6
个矿段：中部南丘克矿段、东部亚索顿矿段、北部孔敬西矿段、东北部加拉信矿段、西部邦内那隆矿段、西南部

暖颂矿段，由于工作程度较差，资料有限，目前还难于进行全面评价，不过有人根据邦内那隆矿段的开发情况

判断呵叻盆地钾盐远景资源量很可能超过!##亿吨。泰国钾盐矿处于交通不便的呵叻高原地区，缺乏水源，

并且钾盐矿物成分以光卤石为主，含245较低，一般在!-?左右，这将影响选矿工艺与生产成本，给进一步

开发带来一定的困难。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