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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合作开发周边国家矿产资源 ，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 ，结合前人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将缅甸的大地构造单元 自西向东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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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７ 年

〇 引言将其并人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为利于不同资料对比
，

缅甸地处 中南半岛西部 ， 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本文尽量采用李方夏 （ １ ９９５ ）创名的大地构造单元的地

的交汇地带 ， 地质现象极为丰富 ． 缅甸西部发育完善理名称 ． 这些大地构造单元地理位置相近 ， 但属性的

的沟 －弧－盆体系 ，
掸邦高原 、 马来半岛的陆内造山活认识不同 ．

动 ，雅鲁藏布江板块结合带 、班公错东巧结合带位置与此次研究有 ３ 方面主要进展 ：
Ｉ ） 在区域地质矿产

特征 ， 在亚洲境内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进行缅甸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将缅甸东北部 （ 克钦邦 ）划分为西

地构造单元划分 ，可促进缅甸区域地质的深入研究 ，有克钦邦结合带 （ １
２ ） 、密支那岛弧带 （ １ ３ ） 、八莫陆缘弧

利于进一步査明我国青 、藏 、川 、滇地区的区域地质与（ ＨＵ ；
】 ）通过对实皆－勃固右行平移断裂 （ ｆ

３ ）和构造

成矿作用 ．单元特征研究 ，认为新划分的 ３ 个构造单元 （ １ ２ 、 ｎ３ 、

緬甸的区域地质矿产研究程度总体较低 ，
已有地ｍ

，
）分别是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Ｉ

，
） 、蒙育瓦 －勃生岛

质资料多属外国学者的零星研究成果 ． 全国 尚无系统弧带 （ ｎ
，
） 、毛淡棉陆缘弧 （ 皿 ２ ）的北延部分 ；

３ ）综合整

的大中比例尺地质图 ，东北部尚属地质矿产调查空白区．理了緬甸较新的地质矿产资料 ， 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各

中文资料方面 ：李方夏Ｍ基础地质与矿产地质进个大地构造单元的研究程度 （ 图 １ ） ．

行过较为系统介绍
，
任纪舜

［
１

］

、李兴振 ［Ｍ ］进行了包含

缅甸在内 的区域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杨丕灿
［ ４ ］

、杨云１ 西克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１ １

保 ［ ５ ］

、宋国 明
［ ６ ］

进行过緬甸矿产资源的介绍 ． ２００２ 年该带位于板块的俯冲侧 ， 呈北北东 向带状延伸 ．

以来
，
笔者多次在缅甸进行商业性矿产地质勘查． 根由于被实皆－勃固右行平移断裂 （ ｆ３ ）所切 ，可划分为北

据工作 中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 ，
对缅甸大地构造单元段和南段． 北段称西克钦邦结合带 （ １

２ ） ，位于实皆－勃

的划分 （表 １ 、图 １ ）与特征进行简要介绍 ． 尚需说明的固右行平移断裂 （ Ｆ ３ ）与葡萄－格杜逆冲断裂 （ Ｆ４ ）之间 ．

是 ，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一

队 ） （ Ｉ
，
）西部有可能属于南段称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Ｉ， ） ，位于那加 山 －若开 山

印度板块 ，其东界可能为谬杭断裂 ． 因无资料 ，本文暂逆冲断裂 （Ｆ
，
） 以西地区 ．

表 １ 缅甸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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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 ）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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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山 逆冲断裂

（
Ｆ

，
） 、
葡萄－格杜逆 冲断裂

（
Ｆ

４
）



蒙育瓦－勃生岛 弧带 （
Ｅ— Ｎ

， ） （ ｎ ， ）

西缅甸 －苏 门答腊弧盆 系 （
￡一队 ） （ １１ ）


平梨铺－卑 谬伸展断裂 （
Ｆ

２
）

密 支那 岛弧带

瑞保 －仰光弧后盆地 （
Ｅ—Ｎ

， ） （ｎ ２
）

 实皆－勃 固右行平移断裂
（
Ｆ

３ ）
、英昆 －八莫伸展断裂

（
Ｆ

５ ）



毛淡棉陆缘山 弧带
（
Ｔ ３

＿

Ｋ
） （

ＤＩ ２
）

腾 冲－马来半岛 造山 带
（
Ｔ

３

—Ｋ ） （ ＩＨ ） 锡 当 塔左行平移 断裂 （
Ｆ

８）

 八莫陆缘 山 弧带 （
Ｔ

，

一Ｋ ）
（
ｌ ， ）

德林依达地块 （
Ｐ ｚ

２ ） （
ｍ

３ ）

 南坎－抹谷右行平移断裂
（
ｆ６

）
、 曼德勒－垒固左行平移断裂

（
ｆ

７
）



保山 －掸邦陆块 （

■ £ 
—

Ｔ
２
） （ ＩＶ ）

孟宾－清迈逆冲断裂 （
ｆ９

）


昌 宁－孟 连－清莱结合带
（
ｃ— ｔ

２ ） （
ｖ

）

Ｏ李方夏 ， 编 ． 东南亚地质矿产与矿业经济 （ 内刊 ） ． １９９５ ． 本文多处引用李方夏资料 ，
下文 中只在正文 中标注 ，

不再标引脚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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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１

＂
―

ｇｐ
￣

｜纹石化 ， 含铬铁矿 ，产温石棉 ，风化后形成红土型硅酸
＾

镍矿 ． 蛇绿岩的岩浆活动时期可
■

能力晚白垩世 ， 中新
Ｉ Ｉ｜ｆ ｊｆ

ｉ

＇

ｈ世中期发生迁移定位 ． 喜马拉雅期侵入岩与喷 出岩均

２ ６
。印ｖ？

．有出露 ． 侵入岩沿断裂呈岛链状分布 ， 以基性 、 中性侵

１

ｋ
／
Ｊ入岩为主 ，呈岩床 、岩墙状产出 ． 喷出岩出露在孟加拉

＆Ｙ湾的兰里岛 ， 为 中基性凝灰岩 、 中基性火 山集块岩 ． 岩

Ｕｍ浆活动时期为始新世晚期一中新世中期 ．

３ ｝ ］
議

／ ｆ乂＾南坎

＼
１ ．２ 西克钦邦结合带 （

１ ２ ）

＾
ｒ＝

［
ｆ

２

＾ ＼％ ｒｓ地层具结晶基底 和盖层双层结构 ． 结晶基底称抹

 谷岩群 （ Ｐｔ
，

Ｍ （；
）

，为
一

套视厚度超过千米的 区域变质
Ｓ＾Ｆ

丨
丨 丨

实 喊 ＼＼Ｊ

＼

ｎ ｌ＼
ｉｖＦｈ“

，

：
．

＇ Ｊ杂岩 ， 由 片麻岩 、孔兹岩 、麻粒岩 、 片岩 、大理岩组成 ．

Ｖ
１

ｉ

＇

ｒｊ ｌ

盖层 以古近系为主 ， 主要为海相油流沉积 ， 特征与钦

Ｉ｝

．

．

．

厂卜
１

１ ＇
１

邦 －若开邦结合带 （ Ｉ
，

）相似 ． 中新世晚期一全新世为

山间磨拉石沉积．

＇

Ｘｆ
ｕ＾ｒ＾岩楽岩主要出露于葡萄－道茂

一

带 ， 为构造蛇绿
￣

ｒ
ｊ

—

驗轧规麵触醒ｎｔ雛 、
細觀３ 、

执

）
Ｌｋｉ

ｆ
Ｋ＼异剥橄榄岩 、辉石岩 、角闪石岩 ． 蛇绿岩套在强烈的构

３

ｆｒ）
Ｊ


＇造作用下 ， 呈大小不等的构造透镜体 ，沿结合带呈北东

；向带状产 出
，
其围岩无接触变质现象 ．

＇

． 導
ＪＭ

＾
成矿主要受构造蛇绿混杂岩带控制 ，

已知矿种 为
Ｊ＾

＼

ｌ ｌ ｌ

－

＾翡翠 、铬 、镍 、铂 、钯 、滑石 、菱镁矿 、石棉 、蓝晶石． 翡翠

」 ９２
。

＝
—

卜
。

＂

ｋＵ岩产于蛇纹石化橄榄岩核部 ，风化后形成残坡积 、洪冲

图 １ 缅甸重要断裂与构造单元划分略 图积矿床 ． 超基性岩具铬 、镍 、钻 、钯 、滑石 、菱镁矿 、
石棉

Ｆ ｉ

ｇ
．１
Ｇｅｏｔ ｅｃ ｔｏｎ ｉ ｃｄ ｉｖ ｉｓ ｉｏｎｍａ

ｐ
ｗ ｉ ｔ ｈ ｓ

ｉｇ
ｎ

ｉｆｉ ｃａｎ ｔｆａｕｌ
ｔｓｏｆＭ ｙ

ａｎｍ ａ ｒ矿化 ，络铁矿可构成小型矿床 ． 超基性岩风化后 ，形成
ｌ

－ｆｆｉ冲断裂 Ｕｈｒｕｓｔ ｆａ ｕｌＯ
；
２
—伸 展断裂— ｆａｕｈ ｈ ３

—右行平红土型硅酸盐镇矿床 ． 在低温高压变质带 中
， 形成蓝

移断裂 （ ｄｅｘ ｔｒａ ｌｓ ｔｒ ｉ
ｋ ｅ

－

ｓｌ
ｉ

ｐ
ｆｒａｃ ｔｕ ｒｅ ）

 ；
４
—左行 平 移断裂 （ ｓ ｉ ｎｉ ｓ ｔ ｒａ ｌｓ ｔｒ ｉｋ ｅ－

曰
￣

ｚＴ７
：

ｒ

＾

ｒ
^

曰 曰右矿冰．

ｓｌｉ

ｐ
ｆｒａｃ ｔｕ ｒｅ ） ． （ 国界未经审定 ，

不作为划界依据 ）

１ ． １ 钦邦－若开邦结合带 （ Ｉ ， ）２ 西缅甸－苏门答腊弧盆系 （ Ｄ ）

本带的地质发展史划分为 ２ 个阶段 ． 可疑的 白垩该弧盆系呈北北东向带状延伸 ． 由 于被实皆－勃

纪一中新世早期为新特提斯洋的演化阶段． 中新世晚固右行平移断裂 （ Ｆ
３
）所切 ，

弧盆系可分为北段和南段．

期一全新世为陆内演化阶段．北段称密支那岛 弧带 （ ｎ
３
）

， 位于葡萄 －格杜逆冲断裂

地层 以新生界为主 ， 可疑的 白垩系较少 ． 可疑的（ ｆ４ ） 与英昆 －八莫伸 展断裂 （ ｆ
５
）之间 ． 南段位于 那加

白垩系一中新统下部 ，
主要为海相浊流沉积

，
含丰 富山－若开 山逆冲断裂 （ Ｆ

，

） 与实 皆－勃 固右行平移断裂

的石油与天然气 ． 可疑 的 白垩系 、 古新统具沉积混杂（ Ｆ
．

，
）之间 ． 据平梨铺 －卑谬伸展断裂 （ Ｆ２ ） ，南段划分为 ２

现象 ， 前者夹细碧玄武岩及少量硅质岩 ， 形成于大陆个单元 ：
西为蒙育瓦 －勃生 岛弧带 （ ｎ ， ）

，东为瑞保－仰

斜坡 、深海盆地 ． 在兰里岛附近 ， 渐新统发育一套海相光弧后盆地 （ ｎ
 ２ ） ．

火山岩 ． 中新统上部一全新统为山 间磨拉石沉积 ．２ ． 丨 蒙育瓦 －勃生 岛弧带 （
ＩＩ

， ）

岩浆活动分属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 ． 燕山期岩浆蒙育瓦亦称望濑 ． 该岛弧带又称望濑 －勃生 岛弧

岩主要为构造蛇绿混杂岩 ． 岩石类型为橄榄岩 、 蛇纹带 ． 地质发展 史划分为岛 弧期 和陆内演化期 ． 前者为

岩 、辉长岩 、闪 长岩 （李方夏 ，

１ ９９ ５
） ． 橄榄岩具强烈蛇始新世

一

中新世早期 ，后者为中新世晚期一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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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 ７ 年

岛弧期分布最广的地层为勃固群 （ ＥｆＮ＇Ｇ ） ，
次火 山岩产于古近系中 ． 岩石类型主要为玄武岩 、

为古新统
一始新统 ． 前者为厚度巨大的海相复理石沉安 山岩

、
玄武质凝灰岩

， 组成若干喷发旋回 ，具岛弧火

积 ， 后者为近岸海陆交互环境的含煤陆源碎屑沉积．山岩特征 ． 在 因道支湖北东 ，
有花 岗质杂岩出露 ． 八莫

陆 内 演化 期 的 地 层 主 要 为 伊 洛 瓦底 江 群 （ Ｎ
，

—以北地区 ，有晚白垩世
一古近纪的超基性岩 、辉长岩分

ＱｐＦ
ｉ

） ， 以河流湖泊相含煤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布 ． 加韦附近有超基性 、基性岩呈构造岩片状产 出 ．

岩桨活动时期主要为古近纪． 岩石类型 以安 山成矿作用主要受构造蛇绿混杂岩带控制 ． 密支那

岩 、角闪安山岩 、辉石安山岩 、英安岩 、流纹岩为主 ，次等地的翡翠与超基性岩有关 ， 是世界上质量最佳 、数量

为流纹质集块岩 、粗面岩 、 角闪辉石安 山岩 、橄榄玄武较多翡翠产地． 超基性岩中具铬 、镍 、铕 、钯 、滑石 、菱

岩 、苦橄玄武岩 、粗玄岩 、凝灰岩 （李方夏 ， １ ９９５ ） ． 有同镁矿 、石棉矿化 ，铬铁矿可构成小型矿床 ． 超基性岩风

质异相的次火 山岩 、浅成岩相伴产出 ． 敦东 、扎耶钦敦化后 ，形成红土型硅酸盐镍矿床．

江两岸均发现火山 口 ．

矿产主要为铜 、油气 ， 次为膨润土 、高岭土 、
石膏 、

３ 腾冲－马来半岛造山带（
皿

）

陶土等 ． 本带 （ ｎ
，

）是緬甸最主要的油气带 ． 蒙育瓦铜该带位于缅甸东部 ，
呈

“

ｓ

”

型带状延伸
，
可划分为

矿属黑矿与浸染型之间的过渡类型． 膨润土 、高岭土 、３ 个二级构造单元 ： 北段称八莫陆缘弧 （ ｉｎ ， ） ，位于英

石膏 、 陶土等沉积矿产主要分布在新近纪沉积盆地 中 ＿昆－八莫伸展断裂 （ ｆ ５ ）与南坎 －抹谷右行平移断裂 （ ｆ ６ ）

２ ．２ 瑞保－仰光弧后盆地 （
ｎ

２ ）之间 ；
中段称毛淡棉陆缘弧 （ ｄｉ ２

）
，位于曼德勒－垒固左

该弧后盆地地质发展史与蒙育瓦
－勃生 岛弧带行平移断裂 （ Ｆ ７ ）与锡当 －三塔左行平移断裂 （ Ｆ ｓ ）之间 ；

（ ｎ ， ）相同 ，仍划分为岛弧期和陆内演化期 ． 弧后盆地南段称德林依达地块 （ ｎｉ ３
）

，位于锡 当 －三塔左行平移

（ ｎ ２
）与 岛弧带 （ ｉｕ地层特征相似 ． 不 同之处为 ：

弧后断裂 （
ｆ

８ ）以南地区 ．

盆地火山岩较少 ，
沉积物 中火山成分不多 ，

部分地层形３ ． １ 八莫陆缘弧（
瓜

， ）

成于较深水环境 ．该陆缘弧是我国滇西 冈底斯－察隅弧盆系斑戈 －

岛弧期岩浆活动划分为 ３ 期 ： ①晚三叠世一早 白腾冲岩浆弧［
Ｓ

１ 的南延部分 ．

垩世为安 山岩 、英安岩 ，有黑云花 岗闪长岩 、石英闪长地层主要为结晶基底和浅变质的上古生界 ？ 结晶

岩 、花岗岩相伴产 出 ；②晚 白垩世为花 岗 闪长岩 ，相伴基底称抹谷岩群 （ Ｐｔ
，
ＭＣ ）

， 是我 国滇西瑞丽－陇川
一带

产出的喷出岩为英安斑岩 、
石英斑岩

；③早渐新世为安的高黎贡山群ｍ 的南延部分 ． 上古生界 以冰水 、
冰筏沉

山岩 、粗面岩 ，有英云闪长斑岩相伴产 出 ．积为特征 ，是我国滇西腾冲地区上古生界的南延部分 ．

陆内演化期 （晚中新世
一

早更新世 ） 仍有岩浆活花岗岩成带出露 ，是我国滇西腾冲 、梁河含锡花岗

动 ． 岩石类型主要为橄榄玄武岩 、 紫苏玄武岩及次火岩带向南西方向 的延伸 ． 当彬花岗岩是本带最大的岩

山岩 ，
有基性侵人岩呈岩墙侵人 ．体 ． 当彬花 岗岩的全岩铷锶法同位素测年值为 ３４０±

矿产主要为金 、油气 ， 次为黏土 、煤矿 ． 油气主要３４Ｍ ａ （李方夏 ， １ ９９５ ）
，属晚泥盆世一晚石炭世■

分布在锡当盆地 、 勃固背斜及莫塔马列海湾 ． 金矿 以矿产主要有 ３ 个成矿系列 ：
①燕山期

一

喜马拉雅

火山热液石英脉型为主 ， 分布在北部的文多地块内 ？期花岗岩形成以锡为主的成矿系列 ， 矿产地主要分布

上新统中夹耐火黏土和煤矿 ？在南坎 、抹谷 以北地区 ；②花岗伟晶岩脉形成白云母 、

２ ．３ 密支那岛弧带 （
ｎ

３ ）绿柱石矿化及铌 、钽 、独居石砂矿 ，
矿产地主要分布在

地层主要为结晶基底 ，称抹谷岩群 （Ｐ ｔ
，

ＭＣ ） ， 为中杰沙以北 、
以东地区 ；

③区域变质岩形成石墨矿及热液

深变质的区域变质杂岩 ， 岩石组合与我 国滇西的高黎变质型菱镁矿化．

贡山群ｍ较为相似 ． 在密支那以南 ，沿伊洛瓦底江分布３ ．２ 毛淡棉陆缘弧 （
皿

２ ）

的盆地中 ， 形成厚度巨大的新近纪河湖相含煤陆源碎地质发展史划分为 ２ 个阶段 ： 奥陶纪
一

中三叠世

屑沉积 ． 本带未见岛弧沉积 ， 可能是剧烈隆升后 ， 岛弧为原特提斯 、古特提斯洋演化阶段 ；
晚三叠世一第四纪

期沉积已被剥蚀 ．为陆内演化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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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系一中三叠统为海相沉积 ， 各地层单元间为矿－云英岩型 ；次要类型为花岗伟晶岩型 ，仍为锡 、钨

整合 、 平行不整合接触 ． 奥陶系一志留 系以泥质碳酸共生
； 第三种类型为含锡 、钨花岗岩型 、细晶岩型 ，锡 、

盐岩为主 ，具稳定类型沉积特征 ． 进入泥盆纪后 ，地壳钨含量较低 ． 这 ３ 种类型的锡 、钨矿风化搬运后 ，形成

开始剧烈拉伸 ，岩性岩相变化明显 ． 上古生界 、下中三残坡积 、洪冲积矿床 ．

叠统主要为 （钙质 ）砂岩 、钙质页岩 、砂质页岩 ，次为碳

酸盐岩 ，属次稳定类型沉积 ．
４ 保山－掸邦陆块 （

Ｗ ）

上三叠统一白垩系为陆相红色陆源碎屑沉积 ，
与该陆块位于缅甸 中东部的掸邦高原 ， 是我国滇西

下覆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地区保山地块
Ｗ
的南延部分 ． 陆块北为英昆－八莫伸展

花岗岩称皎施－格劳－东吁花岗岩亚带 ，呈北西向断裂 （ Ｆ５ ） ，东为孟宾－清迈逆冲断裂 （Ｆ９ ） ，南为曼德勒－

展布 ，
向南东与泰国的清迈花岗岩相连 ，属东南亚含锡垒固左行平移断裂 （ Ｆ７ ） ，西为实皆－勃固伸展右行平移

花岗 岩带中带的北延段 ． 岩石类型 主要为花 岗 闪长断裂 （ Ｆ３ ） ．

岩 、石英二长岩 、黑云二长花岗岩 ，次为细晶岩 、伟晶岩昌马支群 （ Ｐｔ
２ＣＭ ）为一套活动类型的浅变质砂页

（李方夏 ，

１９９５ ） ． 岩浆活动时期主要为燕山期 ，
可能与岩 ，地层特征与我国滇西的公养河群 （Ｚ

￣

６ ＧＦ ）

［ ８］

极为

东侧的三叠纪
一

白垩纪中特提斯洋演化有关 ．相似 ． 古生界为泥质碳酸盐 、 砂泥质岩 ， 属陆表海沉

喷出岩主要有 ２ 个时期 ： 志 留纪喷出岩出露于克积 ，特征与我 国滇西保山地层分区
［９ ］

基本可以对比 ． 上

伦邦平达 ，产于瓦拜组 （ Ｓ２
＿

３
ｍ；６ ）中 ，岩石类型主要为流三叠统一白垩系以红色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含膏盐矿产 ．

纹岩 、流纹质凝灰岩 ，可能属陆缘裂谷产物 ；
三叠纪一花岗岩主要为掸邦高原北部的抹谷白岗岩 ． 火山

白垩纪火山岩出露于皎施－格劳
一

带 ， 岩石类型主要岩主要有 ３个时期 ： 寒武纪火山岩出露于掸邦北部的

为斑状流纹岩 、英安岩 ，与东侧的三叠纪一白垩纪中特矿区 ， 产于邦阳组 （

■

£
３
６ｙ ）中 ，为流纹岩夹流纹质凝灰

提斯洋演化有关 ．岩 ；古近纪火山岩出露于掸邦北部 ，为粗玄岩 、煌斑岩 、

矿产主要为锡矿 ，
次为锑 、油 页岩 、煤 ． 锡矿类型玄武安 山岩 、英安岩 （李方夏 ，

１９９５ ） ；新近纪火山岩出

以锡石－黑钨矿－石英脉型为主
，
有热液型锑矿分布 ． 露于掸邦南西部的东枝拜佩 ，主要为流纹岩 ．

毛淡棉东北新生代盆地的上新统产油页岩 ？ 杰西的上宝玉石主要产于北部地区 ． 抹谷岩群 （Ｐｔ＾Ｇ ）的

新统有褐煤产出 ．白 岗岩与大理岩接触带有 ： 高温气成热液交代型红宝

３ ．３ 德林依达地块 （ ｍ ３ ）石 、青金石矿床 ；伟晶岩型海蓝宝石矿床 、黄玉 、碧玺 、

以 出露大面积的二叠系厚层灰岩为特征 ． 志 留金绿宝石矿床 ； 碱性橄榄岩有关的贵橄榄石矿床． 原

系一石炭系仅在剥蚀较深的地段出露 ， 少量中三叠统生的宝石 、
玉石矿风化后 ，形成残坡积 、洪冲积砂矿 ．

呈残留顶盖产出 ． 石炭系称普吉群 （Ｃ
／ｙ


） ，为一套夹浊铅 、锌矿有 ２ 种主要类型 ：

一

是结晶基底中之铅 、

积岩的粗碎屑岩系 ． 岩系中夹大量的
“

含砾板岩
”

，锌 、银多金属成矿系列 ，属火山气成热液型矿床 ，
如包

属冰筏 、冰水沉积 ，地层特征与 中 国滇西腾冲地区的德温大型铅锌银矿床
；
二是受奥陶系碳酸盐岩 、流纹岩

勐洪群 （ＤＣＭＰ相似 ． 志留系
一

泥盆系在泰国称北碧组控制的热液型铅 、辞矿化 ，有重晶石 、萤石共 （伴 ）生．

（ＳＤ６６ ） ，主要由板岩 、千枚岩 、变质砂岩 、石英岩组成 ．抹谷岩群 （
Ｐｔ

，

ＭＧ ）与花岗岩接触带中的石英脉型

花岗岩形成于晚白垩世
一

古近纪 ， 划分为 ２ 个时金矿化 ，原生矿风化后形成砂金矿 ．

期 ：早期花岗岩不含锡 ，为角闪花岗岩 、黑云二长花岗中生代 、 新生代沉积盆地中为沉积矿床系列 ． 主

岩 ； 晚期花岗岩含锡 ，为电气 白云花 岗岩． 岩体中有后要矿床为与纳彬组 （
ＴＷ６ ）有关的蒸发矿床及与上新世

期含锡钨电气石伟晶岩脉 、石英脉及基性岩脉侵入 ．湖泊沼泽有关的褐煤矿床．

在德林依达省墨吉岛 ， 有石炭纪火山岩出露 ． 岩

石类型为凝灰岩 、集块岩 、浮岩 、流纹岩 、流纹斑岩 ．５ 昌宁－孟连－清迈结合带 （
Ｖ

）

本地块是缅甸最主要的锡 、 钨成矿带 ，
有 ３ 种类此结合带位于缅甸东部 ． 结合带西以孟宾－清迈

型
： 主要类型为锡石－黑钨矿－石英脉型 、 锡石－黑钨断裂 （ Ｆ９ ）为界 ， 向北 、 向南分别延人中 国 、泰国 ． 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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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延入中国后 ， 与昌 宁－孟连结合带／裂谷－洋盆 、 临沧质 ； 社 ， Ｉ＂６ ．

岩浆弧 ［８］相连接 ． 限于资料 ，
本文不再对昌宁－孟连 －［ ２ ］李兴振 ，刘朝基 ， 丁俊 ． 大循公河次地区 主要结合带的对 比与连接

清迈结合带进行划分 ． 本结合带位于緬甸 、 中 国 、泰 ｔｍｉＲＷ＿ ｆｌＭ ，２ 〇〇４
，
２４ （ ４ ）

：
ｌ
＿

ｌ ２ ＿

国 、老挝结合部位 ，交通不便 ，
地质研究程度极低 ．［

３
］李兴振 ，刘朝基 ， 丁俊 ． 大湄公河次地区构造单元划分［ Ｊ ］

． 沉积与特

古元古界为
一

套强烈混合岩化的中深变质岩 ，夹
’ ２（ｗ ’ ２４（ ４Ｍ＞２ａ

Ｉ 山 视 ， ｒ＞
ｒ

＞ 、 认击［
４

］杨玉灿 ． 缅甸矿产资源概况 ［ Ｊ ］
． 西南矿科地质 ，

１ ９９４ ，
８

（
３

） ：１０ １
－

１〇７ ．

沉积变质型铁矿 ，为我国滇西大勐龙岩群 （Ｐｔｐ ） 的南
山 Ｔ 山 止丄 ｓ“访 山 ［ ５ ］杨云保 ． 缅甸 克钦邦－掸邦地区的成矿与找矿 ［ Ｊ ］

． 云南地质 ， ２〇〇２ ，

延部分 ． 寒武系一泥盆系 以砂岩 、页岩为主 ， 属次稳定，
、

２ １
（
４ ）

：
４１ ６

－

４２０，

型沉积． 石炭系
：
二叠系多为碳酸盐岩 ，夹基性火山岩．

［
６

］細明 ． 緬甸矿产资源与矿业发展 ［
謂Ｌ

］
．ｂｌ〇

ｇ
． ｓ ｉ—．遍。ｌ

在孟马－孟敦 ，黑石－长花冈石主石株 、石基状 ｔＢ４９ ３ １ ｄ５ ８２０ １０００ｂｌ７ ． ｈｔｍｌ ４３Ｋ２００９
－

１ ０
－

５ ．

露 ■ 该花 岗岩
■

与我 ：国滇西的临
＇

沧花岗岩
？

相邻 ，
主体形

［
７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 ［

Ｍ
］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１ ９９０ ：

成于印支期 ，是昌宁－孟连洋俯冲消减 、碰撞造山 的物１ ９
＿２Ｑ ．

质记录 ？ 在花岗岩中 ，见少量锡 、鹤矿化点 ．［
８

］
云南 省地翻查院 ． 云南大地构造单元及成矿带划 分研究新进展

［ Ｊ ］
． 云南地质 ， ２０ １４

，
３３ （增刊 ）

：
４８

－

６０ ．

参考文献 ：［
９ ］云南 省地质矿产局 ． 云南省岩石地层 ［

Ｍ
］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１９ ９６ ：

［ １ ］任纪舜 ，王作勋 ， 陈炳蔚 ， 等 ． 从全球看 中国大地构造 ［
Ｍ ］

． 北京 ： 地３５
－

４２ ， １ ０１
－

１ １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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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
２ １ （ ２

） ：
２５６

－

２６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