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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阿富汗地质构造及其矿产资源（二）

! 矿产资源概况

阿富汗地质演化历史较长，从太古宙至第四纪地层均有出露，岩浆活动频繁，造就了较为丰富的矿产资

源，除石油、天然气之外，以铁、铜和稀有金属矿产最为重要，并且受区域构造的局限，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呈有

规律的分布。

!9" 主要成矿期

阿富汗成矿时期与区或构造:岩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可划分出7个主要成矿期。

（#）元古宙成矿期 是阿富汗重要成矿期，形成大型沉积变质型矿床，特别是在古元古宙晚期和前寒武

纪（相当于文德期）。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区域火山喷发之后的陆缘或陆缘海盆中，沉积了一套陆缘碎屑与

火山碎屑沉积物，岩性变化较稳定，厚度变化不大。变质程度较浅，一般为绿片岩相，局部为低角闪岩相。矿

体赋存层位对不同矿种有所不同，通常铁矿产出在绿泥片岩、绢云片岩和大理岩之间，而铜矿多产出在页岩、

千枚状板岩与变质砂岩之间。铜矿层位相对比铁矿层位高。矿体或含矿层多呈层状、似层状，沿走向延伸数

公里，甚至数百公里，构成不同规模的成矿带。如喀布尔南部卢格尔省的0;<=;(铜矿带；喀布尔北部帕尔万

省的>?@)<?(铁矿带。

（!）早石炭世成矿期 早石炭世是阿富汗华力西期岩浆:构造活动高潮期，其成矿作用与岩浆活动十分

密切，主要为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有关的岩浆型矿床和与花岗岩类侵入活动有关的岩浆热液型矿床。前者

主要产于华力西期边缘断裂带中，主要为铬、镍矿化，但规模均较小，而后者分布较广，矿种多，除有色金属

铜、铅、锌、金矿外，最主要是铁矿，是仅次于元古宙的另一次铁矿成矿期。此外，早石炭世也是阿富汗沉积成

矿作用时期，陆表海边缘台地相中规模较大的锰矿成矿作用，形成了阿富汗唯一的工业锰矿床。

（6）三叠纪成矿期 三叠纪是阿富汗重要的地质历史时期，岩浆侵入活动较强烈，成矿作用形式多样，

有与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岩浆热液脉状铅、锌矿；有与花岗岩类侵位有关的含钨、锡、铌、钽伟晶岩矿床；有与

次火山岩侵入活动有关的热液型和矽卡岩型铜、铅、锌、金、银等矿床和产在碳酸盐岩中与岩浆活动关系不明

的层状、似层状铅锌矿床。三叠纪是阿富汗铅锌矿重要的成矿期。

（%）侏罗纪—白垩纪成矿期 这时期成矿作用主要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并且类型较多，包括：沿断裂破

碎蚀变带的热液型汞锑矿化；沿隆起或断块边缘发育的矽卡岩型钨锡矿化；海相火山岩盆地中块状硫化物型

铜矿以及风化淋滤型铝土矿，后两者规模较大，形成工业矿床，其他均为矿化点。

（7）新生代成矿期 古近纪初由于印度板块向北俯冲，使区域构造:岩浆活动和区域成矿作用再掀高

潮，主要有%次：晚白垩世至古新世，成矿作用与这时期正长岩至二长岩和辉长岩侵入作用有关，形成矽卡岩

型和热液型钨、锡和钼等成矿作用，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渐新世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成矿期，主要形成伟晶

岩型脉状稀有金属锂、铍、钽、铷、铯等矿床，并具有一定规模，此外，还有与次火山岩有关的含锡石硫化物矿

床；中新世成矿规模有限，主要与小侵入体和脉岩有关的矽卡岩型和热液型铅锌、金矿化作用；更新世成矿作

用主要与火山喷发作用有关，形成火山岩型铀矿床和火山机构中碳酸岩型稀土元素矿床。总之，新生代成矿

作用在阿富汗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9! 成矿类型

阿富汗矿床类型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岩浆型矿床 该类型矿床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帕米尔:

###############################################################

努力斯坦和东部的卢格尔省。矿床产出与

 
 

 

 
 

 
 

 

Absent Image
File: 0



阿尔卑斯期超镁铁质岩以及辉长岩、碳酸岩有关，形成了铬铁矿、钛铁矿、磁铁矿及稀土金属矿床。矿体多呈

扁豆状、透镜状，长数十米至数百米，如卢格尔省产于橄榄岩中!"#$%&铬铁矿矿床、赫尔曼省产于火山机构

碳酸岩中的’$%(()*$+(稀土元素矿床。目前在阿富汗己发现此类型矿床,-处，大多数没有开发。

（.）伟晶岩型 该类型矿床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东北部帕米尔/努力斯坦地区，中部赫尔曼德河0阿尔甘

达卜河一带，产出在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和古近纪花岗岩类侵入岩中。受断裂构造控制，呈脉状产出，脉长一

般数十米至数百米，最长可达.!123；宽几十43至数米不等，但脉体比较密集，数条或数十条，甚至数百条

集群出现，构成伟晶岩田。伟晶岩主要由微斜长石、钠长石、白云母、黑云母等组成，常伴有绿柱石、锂辉石、

锡石、铌铁矿、钽铁矿等，经常构成锂、铍、铌、钽及宝石矿床。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个别达中型规模。

（1）矽卡岩型 该类型矿床分布很广，主要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成矿作用与三叠纪、白垩纪以及古近纪

花岗岩类有关，接触围岩多为晚三叠世灰岩，其次为白垩纪、侏罗纪和寒武纪灰岩、大理岩。在接触带矽卡岩

较发育，以石榴子石矽卡岩、金云母石榴子石矽卡岩较常见。矿体主要产出在接触带矽卡岩中，呈透镜状、似

层状，主要形成铁、铜、铅锌、锡、钨、金等金属矿床。有的在外接触带，形成宝石矿。矿床规模以中、小型为

主，矿石品位中等。这类型矿床（点）在阿富汗有.5!15处，目前大部分工作程度较低。

（-）热液型 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南部和中部地区。矿化作用大多发生在岩体及其附近围岩中，矿体

大多以石英脉形式出现，长数百米，厚数米，主要为锡、钨、金等。矿床规模以中小型为主。该类型矿床另一

种赋存形式是产出在地层中，特别是三叠纪钙质和黏土质岩石中，并且矿区范围内没有花岗岩体，很难确定

成矿与岩浆活动的关系。其形成的矿体多呈似层状、扁豆状，沿一定层位延伸，以铅锌或汞、锑矿化为主，矿

床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6）火山岩型 该类型矿床不十分发育，主要分布在阿富汗西部和中部地区，产出在中间地块的华力西

造山带中，与三叠纪或白垩纪火山岩关系十分密切。矿体一般呈似层状、透镜状，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伴

有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及金等，矿石多为块状，局部为脉状或浸染状。由于矿体产状与围岩火山岩经常一

致，并沿着火山岩地层某一层位分布，因此有人认为是层控型矿床，但也有人按矿体产出特点，称其为块状硫

化物矿床。该类型矿床以西部赫拉特省7$%+8%铜矿床最为典型，块状含铜黄铁矿体呈层状产在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火山岩中，延长近千米，围岩蚀变强烈，矿石铜品位较高。

（9）沉积型 该类型矿床在阿富汗不发育，目前仅发现一处有工业价值且规模较大的锰矿床。该矿床

产出于喀布尔北部帕尔万省，在下石炭统砂岩与灰岩中，矿体呈层状、透镜状，出露长,.53，厚13。矿石中

含.5:!-5:的软锰矿，65:!;5:硬锰矿，.:!1:的铁氧化物和6:!;:的非金属矿物。矿化带中含

锰氧化物.<:!15:，!（="）5>51:，!（?+）5>5,:!5>15:。该矿床目前己初步开发。

（;）沉积变质型 该类矿床在阿富汗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中东部地区，产于华力西褶皱

带和中间地块的隆起区，赋存在新元古界中、上部和前寒武系（相当于文德岩群）中，赋矿围岩为沉积变质岩

系，或火山变质岩系、火山/沉积变质岩系，变质程度较低，一般为低绿片岩相。矿层与围岩基本呈整合关系。

赋矿层位较稳定，既有大中型矿床，也有小型矿床和矿点。按矿石矿物成分可分为：菱铁矿/赤铁矿矿床，如

库纳尔省的?@2&%/’$%(%铁矿床；磁铁矿/赤铁矿矿床，如中东部地区大型A%B+#%2铁矿床；黄铜矿/斑铜矿矿

床，如卢格尔省的CD(%2铜矿床、喀布尔省的E%&F%(8铜矿床和G%H2$%&铜矿床；石墨矿床，如巴达赫尚省产

于片麻岩和片岩中的7%(#I+4$和J*K&"3F+石墨矿床。

除上述;种主要成矿类型外，还有风化淋滤型矿床、砂矿型矿床和近代湖相沉积型矿床，但规模都不大，

而且分布较分散，一般工业意义不大。

在上述;种主要成矿类型中，沉积变质型是最主要的，形成大宗铁、铜矿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

为矽卡岩型和热液型，主要产出铅、锌、钨、锡、汞、锑等矿产。伟晶岩型矿床具有丰富的稀有金属，如锂 、铍、

铌、钽等矿产，在阿富汗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而火山岩型主要为稀土元素、铀矿产，个别规模较大，具有较

大前景。

!L" 主要成矿区带

阿富汗矿产资源在中亚各国中尚属富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铜、稀土、稀有金属矿产都占有一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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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阿富汗主要矿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相对集中的趋向，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的分布，以往依据前苏

联标准，划分出!"个成矿区带，过于繁杂，目前又有多种划分，各具千秋。但从实际情况看，以下#个区带较

为重要。

（"）巴德赫尚$北帕米尔成矿带，于阿富汗东北部，北阿富汗帕米尔造山带内。成矿带呈%&向展布，前

寒武系基底的东、西两侧以上古生界盖层为主，中、新生代侵入岩发育。该成矿带中部沉积变质型铁矿发育，

东、西部以热液型铅、锌、金矿为主，南部有少量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部分己开发。

（!）喀布尔成矿带，在东部喀布尔附近。该成矿带东、西两侧都被相应的断裂所局限，具有稳定隆升断

块的性质，前寒武系较发育，并有多期次的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岩浆侵入。成矿带内以沉积变质型和岩浆型矿

床较发育，其中有阿富汗最大的’()*+(,铁矿、-./(,铜矿和01+213铬铁矿矿床，是阿富汗重要的成矿带。

（4）巴尔赫成矿带，位于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相邻的省份。该成矿带

于北阿富汗后华力西期地台区内，其基底由古生代沉积变质岩和火山岩组成，盖层为侏罗系、白垩系和古新

统，岩层近于水平。该成矿带以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矿产为主，是阿富汗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目前己

部分开发。

（5）阿尔甘达卜$太林成矿带，在阿富汗东南部，沿阿尔汗达卜河流域呈%&$67向展布。成矿带于阿富

汗中间地块，基底为新元古界，盖层以上古生界为主，其次为下古生界，中生代与古生代岩浆侵入活动发育，

并伴有热液型与矽卡岩型成矿作用，形成钨、锡、铜、铅、锌等矿产，以小型矿床为主，个别可达中型，分布相对

集中。

（8）哈里$潘杰希尔成矿带，在中部地区，属于中阿富汗缝合带范围，呈近东西向狭窄的带状展布，其南、

北均为大断裂所局限，向西可延至伊朗的卢特高原北部。该成矿带除北部和东部有零星中、新元古界外，主

要出露古生代与中生代地层，该成矿带除东部有小型沉积变质型铁矿外，主要为热液型和矽卡岩型多金属

矿，分布较广。

（9）努力斯坦成矿带，在阿富汗东部偏北地区，属于帕米瑞恩$努里斯坦中间地块。该区基底为古元古

界，中生代与古近纪岩浆活动较发育，多呈大岩基产出，%&向压性断裂发育，该成矿带以伟晶岩型矿床为特

征，产出在基底或花岗岩基中，并受区域性断裂控制，呈集群式脉群出现。伟晶岩脉富含锂、铍、铌、钽等稀

有、稀土金属，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信丹德成矿带，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和法拉省，西与伊朗卢特高原相邻。该成矿带大面积被第四

系覆盖，仅在北部与南部出露侏罗系—白垩系，阿尔卑斯期构造活动比较明显。目前工作程度总体不高，己

发现或勘查的几个热液型和火山岩型铅、锌、钨、錫、汞等矿产，规模较小，但人们对该成矿带极为重视，因为

与其相邻且地质条件相似的伊朗卢特地区，己发现数处斑岩型铜矿床和层控型铅锌矿床。

!:" 能源矿产

阿富汗能源矿产种类较全，有石油、天然气、煤炭、褐煤和泥炭，以煤炭、天然气最为重要。能源矿产在空

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在北部法里亚布省、朱兹詹省、萨曼甘省和巴格兰省等地；在地质构造位置上主要产

出在北阿富汗后华力西地台中，产出层位比较集中，主要在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中，少数在古近纪古

新世和第四纪更新世地层中。从目前勘查结果来看，阿富汗能源矿产，特别是煤炭和天然气具有一定远景。

石油、天然气资源 早在!;世纪8;年代阿富汗就开始勘查石油、天然气资源，"<9"年发现了目前最大

的霍贾科格尔达格（=21)($>?+@3A(+）油田，"<9#年发现了安戈持（-/+1B）油田，!;世纪#;年代以后又在卡

拉库姆盆地不断发现油气田。目前全国共探明9个油田、#个气田。初步估算阿富汗天然气资源储量有!
万亿C4，石油资源储量约"9;;万吨。阿富汗石油天然气开发较早，!;世纪8;年末就开始有小规模石油与

天然气的开发、生产。在!;世纪#;年代中，由于数个油气田的发现，促进了其生产的发展，并且得到前苏联

在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合作和支援，以及英国、法国等石油公司的投入，全国油、气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开

发了数个油田，建立了炼油厂，修建了通往塔什干的输气管道，外售天然气，当时有5个气田投入生产，最高

年份每天外输天然气98;万C4!#;;万C4。后来由于战争原因，油气勘查及其生产基本停止，甚至部分遭

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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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石油天然气资源集中分布在北部法里亚布省北部、朱兹詹省中部和巴尔赫省南部等地区，产出在

北阿富汗后华力西地台中的卡拉库姆!阿富汗盆地（在阿富汗境内部分）中。目前的勘查结果表明，该盆地在

阿富汗境内可分东、西两部分。东部称阿富汗!塔吉克盆地，处于山间盆地的南端，为中生代／新生代沉积盆

地，沉积厚度达"#$%。目前不论在阿富汗还是在塔吉克斯坦，都认为该盆地的上侏罗统、白垩系和古新统

是潜在的生产层。但在&#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专家认为油田产出与新生代储层有关，并且可能为重油，

而天然气产出在较老沉积层中。虽然阿富汗!塔吉克盆地显示出许多蕴存石油、天然气的潜力，但目前尚未

获得找矿突破。西部称卡拉库姆（’()($*%）盆地，该盆地与土库曼板块东南部边缘槽有构造关系。盆地是

由中生代和新生代沉积组成，厚+$%以上，基底由元古宙／古生代变质岩和侵入岩组成，侏罗纪和白垩纪沉

积为该盆地的主要储层，而侏罗系与白垩系之间被大面积的下侏罗统含盐岩层所隔，成为它的标志。从霍贾

科格尔达格、,-()$*.*$气田和’(/0$()1油田工作结果看，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阶红色砂岩层是主产层。

除此之外，其他层位也有油气显示，但居次要地位。

阿富汗卡拉库姆盆地中各油气田中油气质量差异较大，而不同产层也有所不同，如在霍贾科格尔达格油

田以及,-*%(、2(/01$*).、,-(34(51$6563等处，上侏罗统碳酸盐岩中含有硫化氢含量变化较大的天然气储层。

在2*1(3的7(*89)1(3油气田和:;81(3’<(-(!=641).(8井田，上石炭统含有天然气层，前者含甲烷>&?@#A，

后者含甲烷为>B?+A。在:3-(8、,()C(和’(/0$()1等地的早白垩世欧特里阶中含高密度重油（#?>"D4／

E%F）、高硫。安戈特（:3468）油田在早白垩世晚期下阿多必阶层中含轻油（#?B&&!#?B@F4／E%F），低硫。石

油含&A!GA的石蜡。天然气多为干甲烷气，并含#?"A!DA的7&H，最高达DA!+A。

煤炭资源 阿富汗在&#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前苏联协助下，对全国煤炭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勘查工作，勘

查涉及范围约FD###$%&。勘查结果表明，全国煤炭资源主要产出在北部萨曼甘省、巴格兰省和赫拉特省，

并且集中在赫拉特省东部的H(I-($和萨曼甘省南部及巴格兰省西部的,())(0!1!H*J两个地区。据前苏联地

质学家估算，这两个地区约有"?"亿吨推断储量和@亿吨远景储量，其中B"A在,())(0!1!H*J地区。除此之

外，其他地区还有"?@千万吨资源储量，但多属于劣质煤，或其构造太复杂而难于利用。在H(I-(8地区仅有

一处规模较大并具经济价值的煤矿，而,())(0!1!H*J地区则有十几处具有经济价值的煤矿，已有少量得以开

发。

阿富汗具有经济阶值的煤矿均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但通常矿区构造较复杂，厚度变化大，#?D!F?B
%；层数多，"!@D层；连续性差。煤炭发热量高，一般为GF##!B&##E(5／$4；灰分低，含量变化大，F?DA!
@G?DA；主要用于发电和生活用煤。阿富汗主要煤矿概况如下：

（"）K(-18!1!L0*I1煤矿 是一座隐伏煤矿，也是赫拉省唯一的能源产地。煤层产出在下!中侏罗统中，厚

+#!"GD%，共有煤层"G层，其中@层厚#?+!"?>D%，煤为高硫，瘦煤，含灰分D?DA!FB?+A。可用于生产

燃料，估算资源储量L"ML&为>D#万吨。

（&）H0(I(/0($煤矿 是,())(0!1!H*J地区重要煤矿之一，位于萨曼干省南部，产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

煤层"&层，每层厚#?B#!F?"D%，下部D层煤含灰分F?&GA!F"?GA；发热量G+##!B&##E(5／$4，适用于生

活用煤，估算资源储量2ML"为D@##万吨，其中炊用煤&##万吨，另有远景储量可达>D#万吨。

（F）,()<(N(煤矿 位于萨曼干省南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层煤，每层厚#O+B!F?+#%，含

灰分较高，为&"?GA!FB?DA，主要为生活用煤。该煤矿工作程度不高，估算资源储量为&###万吨，其中有

"D##万吨为生活用煤。

（@）,(0(39!P6)煤矿 位于萨曼甘省南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层煤，一层厚&O#%，另一层厚

F?D@%，二层煤间隔十分近。煤为亮煤，部分为生活用煤。两层煤含灰分较高，为"B?&A!&D?@A；含镜质

组分DB?@A!G"?"A。经推测资源储量"###万吨。

（D）Q15(煤矿 位于萨曼甘省南部，工作程度比较低。煤层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D层煤，每层厚

#?+D!&?B#%，含灰分F?DA!F#?#A。

（+）H()C!:/C(煤矿 位于萨曼甘省南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层煤，其中有F层具有经济价值，

每层厚度#?@#!@?D+%。煤含灰分>?DA!&G?#A，发热量GF##!G>##E(5／$4。估算资源储量约DB#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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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 位于巴格兰省西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共有*层煤，厚+,*!-,./，含灰分

0,*12!3+,--2。煤层呈不规则状，被夹石分割，推测资源储量0*1万吨，现己开发，每年产煤+,0*万吨。

（.）4(56(5煤矿 位于巴格兰省西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含一层不规则状煤层，其厚度变化在1,7
!+1,1/之间，现己揭露，其沿走向长+111/，沿倾向斜深**1!7*1/。煤以柔皱状和纹层状为特征，为长

焰煤，弱变质，发热量为!111!!.118(9／6:。现己进行开发生产。

（;）<&=6(#$煤矿 位于巴格兰省西部，产出在中)下侏罗统中，不规则状煤层，其厚度变化在1,0!
+1,1/之间，现己揭露其沿走向长;11/，沿倾向斜深311!*11/。煤色暗淡，层纹状，富含丝煤，工业上属

长焰煤，强烈变质，含灰分07,.;2，可作为能源生产的燃料，但选矿困难。该煤矿己进行小型矿山开发，估

算资源储量为+-1万吨。

综上所述，阿富汗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55($)>)?&@地区，而产出在萨曼甘省南部的煤矿规模比产在巴

格兰省西部的大，矿层相对稳定，变质程度低，是很好的生活用煤，而巴格兰省西部的煤矿虽然形状不规则，

选矿较困难，但其中蕴含部分工业用煤，所以其开发程度相对较高，在战前每年产量达+*!-1万吨。

褐煤和泥炭 目前发现褐煤和泥炭矿各一处。褐煤在北部帕尔万省ABCB:$B9，产出在新近纪黏土层中，

厚7*8/，含灰分较高，从3.,72至*1,32。泥炭在东南部加兹尼省D(E=F$B，产出在全新统近代沉积层

中，面积约+06/0，厚+,1!+,*/。

!G" 稀有金属矿产资源

阿富汗稀有金属矿产主要有锂、铍、铌、钽、铯、铷等，产出均与伟晶岩有关，以锂矿分布较广、规模也较

大。+0个伟晶岩田／区有锂矿，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巴达赫尚省、库纳尔省和努力斯坦一带，此外，在中南部乌

鲁兹甘省也有产出。现将主要矿区介绍如下。

#$%&’(&)$*矿区 位于东北部库纳尔省（D-*H-+I31J!-*H*0I11J，"!+H11I11J!!+H+.I11J）。该区出露

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板岩和元古宙结晶片岩与片麻岩，并被上新世花岗岩侵入。在矿区内有伟晶岩脉约

+11多条，长+1!+111/，厚+!01/，共有-种类型：" 奥长石)微钭长石 、黑电气石)白云母伟晶岩，主要

产出在片麻岩和结晶片岩中；# 钠长石伟晶岩，含大量磷灰石；$ 锂辉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和锂辉石)钠长

石伟 晶 岩 产 出 在 千 枚 状 石 英 黑 云 母 片 岩 中。该 矿 区 矿 石 的!（K>0L）为1,-2!*,12，并 伴 生 有 铌

（!（DM0L*）1,11+2!1,1+12）、铍（!（NFL）1,11+2!1,1+12）和锡（!（?O）1,1172!1,1312）。

#$)+,矿区 位于东北部库纳尔省（D-3H*3I-3J!-*H31I+.J，"!1H*0I+*J!!+H+3I31J），是较大伟晶岩田

之一。伟晶岩脉产出在上新世花岗岩与元古宙结晶片岩、片麻岩和上三叠统的外接触带中，在元古宙变质岩

中有3种伟晶岩脉：" 奥长石)微钭长石、黑电气石)白云母伟晶岩；# 黑电气石)微斜长石)白云母伟晶岩，

伴有绿柱石晶体；$ 钠长石化微斜长石和钠长石伟晶岩，含丰富磷灰石；% 锂辉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和锂

辉石)钠长石伟晶岩。该区伟晶岩脉构成两大两小伟晶岩带，可划分出!个锂矿床，是阿富汗重要的锂矿矿

产地。

（+）P(#:$&#$’(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东北部（D-*H0-I-3J，"!+H11I*7J），陡倾斜的锂辉石)微斜长

石)钠长石和锂辉石)钠长石伟晶岩脉产出在上三叠统板岩中，整个脉带长+16/，宽-1!0*1/。其中最大

的脉体长711!.11/，宽01!-1/，并伴有浸染状铌铁矿)钽铁矿和锡石。三条含锂辉石伟晶岩脉在P(#Q
:$&#$’(河上游含!（K>0L）+,;72，宽!1/，而下游!（K>0L）为0,+32，并伴生有铷和铯，宽01/。该矿床

以深+11/估算，推断K>0L资源储量为+1*万吨，!（A(0L*）为1,1002!1,11!2。

（0）R(/(O(6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北部（D-*H+-I+0J，"!1H*;I17J）。含锂辉石伟晶岩脉产出在上

三叠统变质岩中，在矿床中分3个带，第一伟晶岩带，长度超过+111/，厚+1!01/，有3种伟晶岩：" 锂辉

石)微斜长石)钠长石伟晶岩（含锂辉石712!7*2）；# 锂辉石)微斜长石)石英伟晶岩（含锂辉石+*2!
012）；$ 锂辉石)钠长石伟晶岩（含锂辉石+*2）；% 钠长石伟晶岩（含锂辉石*2!+12）。第二伟晶岩

带，长.11/，厚+1!+*/，并呈现杂色和带状构造。第三伟晶岩带长大于06/，厚*!!/。第四伟晶岩

带，长约.11/，厚0!7/。第一、二、三带按深度0*1/估算，推断K>0L资源储量为0;,3万吨。整个矿床

按深+11/，长76/估算，推算K>0L资源储量为3*万吨，品位!（K>0L）不低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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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矿床。位于该伟晶岩田的西北部（*!+,--./01，230,+0.+41）。该区出露元古宙石榴子

石5黑云母结晶片岩和石英5黑云母5角闪石5石榴子石片麻岩，岩层己褶皱、混合岩化，并被上新世花岗岩和伟

晶岩脉侵入。矿床范围约!678+67。伟晶岩以锂辉石5微斜长石5钠长石伟晶岩为主，其中可见微斜长

石、黑电气石和少量绿柱石巨晶。较长的伟晶岩脉长09+!!9+67，厚49+!+907，平均含锂辉石4+:!
-+:。该矿床+条脉若按长!9+67，厚!7，延伸4007，!（;<-=）>490:估算，推算其;<-=资源储量为4!
万吨。

（/）下?#@’&(@&A#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东北部，在?#@’&(@&A#锂矿床之东南（*!+,--.+!1，234,
0!.0B1）。伟晶岩脉产出在上三叠统含碳质绢云母石英板岩中，有-条脉，长分别为3+07和-+7，伟晶岩脉

含40:!4+:的块状微斜长石、-+:!!0:的锂辉石、B0:的细粒白云母、石英、钠长石，其他矿物平均4:
!!:。伟晶岩脉!（;<-=）为-90C:!-9!4:，平均-9-:。若按深4007估算，推算;<-=资源储量为4-9/
万吨。矿石质量好，品位高。

（+）?#@6&<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南部（*!+,43.!01，230,+3.!01）。矿床产出在上三叠统中，范围

大约-678!9+67。矿床中有!种类型伟晶岩脉：钠长石化微斜长石伟晶岩脉，含丰富的浸染状磷灰石和

伴生的绿柱石晶体；强烈钠长石化锂辉石5微斜长石5钠长石伟晶岩脉，含锂辉石；锂辉石5叶钠长石5微斜长石

伟晶岩脉，含铯榴石。主要伟晶岩脉有!条：*D94脉长40007，厚39+!B0907，剥离深B007，含锂辉石

4+:!-+:，其!（;<-=）为49/B:；*D9-脉长-9+67，厚+!407；*D9!脉!（;<-=）为49+B:。该矿床!
条脉按深度4007，推算;<-=资源储量为4-93万吨，并伴生有E(、FG、H#。

（B）H@#7’#)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东南部（*!+,43./+1，234,0-.!41）。伟晶岩脉产出在上三叠统

含碳质石英黑云母板岩中，主要为锂辉石5微斜长石5钠长石和锂辉石5钠长石伟晶岩，构成一伟晶岩带，其长

+67，厚407，但每条伟晶岩脉一般长B00!40007，厚!!37，含锂辉石4+:!!0:。个别脉体!（;<-=）

可达-9!-:，但整个矿床平均品位至少是49+:。若按深度4007、平均品位49+:估算，该矿床;<-=资源

储量为4I93+万吨。

（3）J$(7’#)锂矿床 位于该伟晶岩田的东南部（*!+,4C.0I1，230,04.-41）。伟晶岩产出在上三叠统板

岩中，有!条锂辉石5微斜长石5钠长石脉，长4000!-0007，厚3!!07，!（;<-=）49!I:!49+I:。在*D94
厚!07的地方，分析化验结果显示!（H#-=+）为090B:，而该矿床在B07长范围内!（H#-=+）仅090!:，变

化较大。该矿床按深度4007估算，;<-=资源储量为-+9!万吨。

!"#$#%#&伟晶岩田 位于努力斯坦（*!/,/0.401!!/,//.001，230,00.-01!30,0-.4+1），矿区出露元古宙

变质岩和上新世花岗岩，伟晶岩脉有-种类型：锂辉石5钠长石型和透锂辉石5锂辉石5钠长石型，最长锂辉石5
钠长石伟晶岩脉超过!67，厚/7，含锡石+3’／7!，铌铁矿5钽铁矿4+’／7!。该岩田有*D94、*D9-、*D9/、

*D9+、*D9B、*D93、*D940伟晶岩脉，!（;<-=）为493B:，!（F@=）为0904:，含痕量EK，!（LM）0903!
09!C:（偶然高达-9I+:），!（NG=）为0900!!090/-:。矿石含锂也含H#=。*DO4脉按深度4+07、品位

493B:估算，;<-=资源储量为4+9I+万吨。

’#("#)*+,伟晶岩田 位于阿富汗中部乌鲁兹甘省（*!!,/-.!01!!!,/3.001，2BB,4C.!01!BB,-C.001）。

伟晶岩脉产出在上新世花岗岩和元古宙变质岩之间，呈2P向展布，长4I67，宽490!49+67。岩田中有!
种伟晶岩脉：" 锂辉石5微斜长石5钠长石脉，为主要矿化脉体，含锂辉石40:!-+:，锂辉石晶体长+!40
Q7或!0!B0Q7；# 微斜长石5黑电气石5白云母脉，偶含绿柱石晶体；$ 白云母5钠长石脉。该岩田已确认

!00多条伟晶岩脉，长+0!-0007，厚09+!-0907，脉中铌铁矿5钽铁矿呈478!9+7大小碎片分布，锡石

粒度大于+77。其中4/条伟晶岩脉，按长-00!+007至-0007、厚-!407至!+7估算，;<-=资源储量

为4/B9/万吨（!（;<-=）090I:!-9I0:）；H#-=+储量为/-00吨（品位0900I:!090-+:）；LM储量为493B
万吨（品位0904:!09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 矿 床 地 质 -04B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