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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构造演化与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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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欧亚板块、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结合部位。本文

介绍了自晚白垩世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经历的复杂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不同板块间的汇聚、碰撞、俯冲和拆离、扩

张等地质作用形成了以区内南部克拉通、中部褶皱带及北部岛弧带为特点的地质构造单元，在区内形成了具有活

动大陆边缘特色的成矿系统，对寻找以斑岩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红土型镍矿为主要成矿类型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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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惫燃鬈袭赛焉戮篙篡篙篡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欧亚板 有南、北俾斯麦海板块、所罗门海板块、加洛林板块

图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地构造位置嘲

Fig．1 Tectonic position of Papua New Gu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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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板块，板块间的汇聚、碰撞、俯冲和拆离、扩张等

地质作用，形成了研究区复杂的沟一弧一盆体系‘1|。

该区域是现今地壳运动最活跃、各类地质作用最强

烈的地区之一，区内广泛发育斑岩型铜金矿床及与

其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金矿阻7|，具有良好的找矿前

景‘8|。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构造单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质构造格架如图2所示。由

图2可知，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地质构造上分为南部

的弗莱地台、中部的新几内亚造山带和北部的新几

内亚群岛地体(美拉尼西亚弧)3个区片[1’911]’其中

新几内亚造山带包括西部造山带和东部造山带两部

分。

2．1 弗菜地台

弗莱地台位于新几内亚岛西南部，与澳大利亚

大陆相连接，北部以巴布亚逆冲断层与巴布亚新几

内亚造山带为界(图2)。弗莱地台基底为澳大利亚

克拉通一部分[1 2|，其上部盖层沉积主要为一套巨厚

的、近于水平且大部分未变形的三叠纪至第三纪滨

海相和大陆架相的海相沉积岩，它们被第四纪磨拉

石堆积覆盖，后者来自北面上升的中央山脉，向南颗

粒逐渐变细[1]。该地台总体上未受区域内新生代造

山活动影响，但在地台北部发生了较明显的变质变

形作用。

弗莱地台中北部被第四纪火山碎屑岩、火山泥

流堆积物和改造过的冲积物覆盖，这些冲积物来自

于火山及伴生的寄生火山锥(Mt Murray，Mt Sisa

和Mt Bosavi)。

2．2新几内亚造山带

新几内亚造山带位于新几内亚岛中部，南部为

弗莱地台，北部以拉穆一马克汉姆断层与美拉尼西亚

岛弧为界(图2)。该造山带是一个复杂地体，主要

形成于中新生代，由多个规模较小的地体经弧陆碰

撞拼贴形成[10|，分为西部造山带和东部造山带两部

分。主要出露岩石为经历褶皱逆冲变形的变质沉积

岩、岛弧岩浆喷出岩、侵入岩以及仰冲的陆壳[1 3|。

2．2．1 西部造山带

西部造山带位于新几内亚岛中部中央山脉南北

两侧，主要由南部的巴布亚褶皱带与北部的新几内

亚逆冲褶皱带组成，二者以新几内亚逆冲断层为界。

巴布亚褶皱带位于中央山脉南麓，为一长条状

SE走向地体，主要出露巨厚的上三叠世一第三纪末

期经历褶皱化并发育逆冲断层的海相沉积岩。带内

西部出露与Maramuni弧有关的晚中新世至更新世

侵入体。新几内亚逆冲褶皱带位于中央山脉的北

麓，为前陆逆冲褶皱带，北部以Ramu—Marckham断

裂带，Bewani—Toricelli地体和Finisterri地体为界，

东部为Aure变形带。该逆冲褶皱带可分为两个亚

带，北带岩石为中级变质沉积岩，Sepik弧岩浆事件

图2 巴布亚新几内亚构造单元一8。

Fig．2 Tectonic units of Papua New Gu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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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岩(30～22Ma，渐新世末到中新世初[14])；南带

岩石主要为低级区域变质沉积岩，Maramuni弧岩

浆侵入岩(16～10Ma侵位，早中新世末延续到晚中

新世初，最近被认为可延至上新世)[1j。这两个带沿

中央山脉山麓Ew向低角度网状交织断裂系为分

界，但具体界限仍不清楚。该逆冲褶皱带北部边界

局部被巨厚的上新世沉积岩覆盖，向东扩展到拉穆

(Ramu)河中游，并覆盖了原本向西延伸的拉穆一马

克汉姆(Ramu—Marckham)断裂带以及断裂带下方

高级变质岩。

2．2．2 东部造山带

东部造山带位于巴布亚半岛上，主要由南部的

东部褶皱带和北部的欧文斯坦利逆冲褶皱带组成，

两者以Bogoro逆冲断层为界，此外巴布亚群岛、

Aure变形带也属于该带[15I。东部褶皱带是巴布亚

南海岸由褶皱沉积岩组成的地带。带内地层主要为

白垩纪海相沉积岩，包括浅海沙质灰岩，深水灰岩，

碧玉岩和沉积于大陆裂谷环境的陆源浊积岩，这些

岩石在渐新世至中新世中晚期强烈褶皱变质。区内

岛弧火山作用不强烈，仅出露少量中新世凝灰岩和

上新世安山质集块岩。

欧文斯坦利逆冲褶皱带是大陆板块与海洋板块

碰撞产生的部分增生楔，由欧文斯坦利变质杂岩和

上覆巴布亚超基性岩带组成，两者以欧文斯坦利断

层为界。欧文斯坦利变质杂岩为一套白垩纪厚层陆

源细粒海相沉积物，主要岩石类型为板岩、砂泥质和

少量含凝灰质的千枚岩、大理岩，砾岩和细碧岩；巴

布亚超基性岩带出露于Owen Stanley断裂系的上

盘，沿巴布亚半岛北海岸在巴布亚群岛出露，岩性主

要为橄榄岩。区内岩浆岩有上新世的英云闪长岩侵

入及中上新世的火山岩，主要出露于巴布亚超基性

岩带内。此外带内也分布与Maramuni岩浆弧有关

的侵入岩，如14．5～12Ma的Morohe花岗闪长岩

体。

巴布亚群岛地体是巴布亚半岛向东的延伸，包

括D’Entrecasteaux群岛，Louisiade群岛，Wood—

lark岛等。这些岛沿着所罗门海两个NEE伸展的

高地分布，基底为古老的变质岩，地表见珊瑚礁，岩

浆活动和成矿作用发生在上新世和更新世。

Aure变形带是由走向南北近水平的紧密褶皱

和平行断层组成，西部和东部边界分别为Aure和

Sunshine断层。区内岩石主要为早中新世至第四

纪沉积岩。该变形带被认为是渐新世中期到中新世

中期巴布亚盆地的分支，发生褶返因而褶皱强度从

下到上逐渐减弱。

2．3美拉尼西亚火山弧和洋壳

该带由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造山带北侧的Be—

waniToricelli地体和Finisterri地体，及其北部的新

几内亚群岛火山岛弧带等一系列被肢解的岛弧组

成。

Bewani—Toricelli地体的基底为中生代变质岩，

山脉以分布始新世海底火山岩和晚更新世岛弧火山

岩为主，Finisterri地体位于Adelbert—Finisterre—

Sarawaget山脉，岩石以始新世和渐新世的燧石质

泥岩和火山沉积岩为主，向上过渡为厚层的弧后或

弧外裂谷有关的火山岩，其上被厚层生物碎屑灰岩

覆盖。这些火山岩包括Huon超群的海相和陆相火

山熔岩及集块岩，Huon超群含有Finisterre火山

岩。Finisterre火山岩与来陆相沉积岩楔及深海沉

积岩形成互层，是同源岩浆的基性和超基性侵入岩。

新几内亚群岛火山岛弧中岩石主要为始新世至

更新世海底玄武岩，安山岩以及伴生的沉积岩，向上

过渡为上新世含砾岩的沉积岩，并伴有断裂活动。

新不列颠岛是典型代表，由晚始新世玄武质～安山

质熔岩、角砾岩和沉积岩构成基底地层，被渐新世岛

弧火山岩以及30～22 Ma的同源岩浆侵入岩覆盖。

中新世火山活动的缺失，表现为广泛分布的喀斯特

地貌，局部为厚层灰岩。

3 巴布亚新几内亚构造演化史

古生代至中生代，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活动大

陆边缘和岛弧环境。沿大陆边缘发生大洋板块对大

陆及岛弧的俯冲和增生。近海因洋内俯冲产生岛弧

并发生弧陆碰撞，大陆边缘不断发生裂解并导致裂

谷化，继而产生新的岛弧。新几内亚造山带的形成

主要以洋壳俯冲运动和弧陆碰撞事件为动

力叫1’16193(图3)。

古新世时期(66～55 Ma)：澳大利亚克拉通北

部边缘经历了广泛的裂谷化，伴随着珊瑚海海盆的

打开，在珊瑚海北西部形成了多个小型海盆。东巴

布亚复合地体由东巴布亚火山弧与欧文斯坦利地体

的碰撞而形成。此时一些规模较小的地体开始拼贴

到克拉通上。

始新世时期(55～34 Ma)：印澳板块向北迅速

移动导致珊瑚海停止打开，Uyaknji小海盆也随之

关闭。此时在洋壳内部发育一条北倾的俯冲带，形

成Sepik弧，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地体已经完全拼贴

到克拉通上。

渐新世时期(34～23．8 Ma)：Sepik弧在晚始新

世至中晚渐新世增生到澳大利亚克拉通之上并与之

发生碰撞，碰撞导致地层隆升和白垩纪海相沉积岩

发生变质，并使岛弧火山作用终止，在东部的巴布亚

复合地体已经增生到克拉通上。随着碰撞的进行，

渐新世末期在克拉通和增生地体的北缘发育一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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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后盖层沉积

渐新世沉积物

洋壳及火山弧

微地块

Uyaknj i盆地沉积物

澳大利亚克拉通

图3新几内亚岛构造演化过程图”。

Fig．3 Tectonic evolution process of New Guinea island

南倾的俯冲带，在巴布亚造山带内形成了Maramu—

ni大陆岩浆弧。始新世末期，在澳大利亚克拉通北

方较远处西南倾的俯冲带(Kilinailau海沟)开始活

动，此时开始形成新几内亚群岛。

中新世时期(23．8～5．5 Ma)：在几内亚岛上早

中新世Finisterre弧与克拉通碰撞，在碰撞过程中

发育Ramu—Markham前陆盆地。在渐新世到中中

新世，由于受0ntong Java台地影响，Kilinailau俯

冲带逐步关闭，新几内亚群岛的安山质火山作用在

晚中新世停止活动。所罗门海南西的Trobriand海

沟发展了南东倾向的俯冲带，与Maramuni弧以北

的海沟走向延伸部位接近，该海沟在中新世中期衰

减，而向北的俯冲带沿着新不列颠海沟诞生。此时，

向北倾的新不列颠海沟和澳大利亚克拉通边缘的

Trobriand海沟两者不断消减所罗门海亚板块。

上新世时期：俾斯麦火山弧与克拉通碰撞引发

了新几内亚造山带内部大规模岩浆侵入活动以，在

Finisterre地体和澳大利亚克拉通前陆(巴布亚褶皱

带)发育逆冲断层。在新几内亚群岛，沿新不列颠海

沟发生的俯冲仍在继续，引发了上新世岩浆作用活

幽一u一蕊鬣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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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上新世至今：与俾斯麦火山弧碰撞继续造成垂

直造山带的地壳缩短，产生Finisterre山脉、巴布亚

褶皱带活动逆断层以及两者间转换挤压断层。沿所

罗门群岛之下的新不列颠海沟和相邻的北一东倾圣

克里斯托瓦尔海沟俯冲仍在进行，俯冲造成了上新

世大量的岩浆活动。从3．5 Ma至今，位于新不列

颠以北的马努斯(Manus)盆地受盆地东部的海底扩

张作用和发育于相关转换断层上的右行走滑位移影

响，盆地东部打开。在美拉尼西亚最外围的利希尔

岛链与该俯冲并无直接关系，而是由俯冲的所罗门

海亚板块在弧后形成的张性裂隙，岩浆沿着裂隙喷

出形成了岛链，Kilinailau海沟此时已经停止活动，

其深断裂对于该岛链的形成起定位作用。

4 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分布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地层和构造演化特征可

知，巴布亚新几内亚造山带自白垩纪以来一直处于

大陆边缘环境，各个构造单元中具有大陆边缘特色

的成矿作用。

新几内亚造山带内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也是勘

探程度较高的地区。西部造山带中主要发育与岩浆

弧有关的矿化及与蛇绿岩有关的矿化。其中与岩浆

弧有关的矿化主要分为三期：一期为与Sepik岩浆

弧(30～22 Ma)有关的矿化，该期矿化表现为中小

型的金矿化；一期为较新的与Maramuni岩浆弧(17

～10 Ma)有关的矿化，该期矿化与中性侵入体有

关，表现为斑岩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化，主要矿床

有：Frieda River[18I、Yandera[53等；最后一期为与后

期岩浆活动有关，表现为斑岩矽卡岩一浅成低温热

液型矿化，主要矿床有Porgera、OkTedi等。区内

与蛇绿岩有关的矿化多发生在中央山脉北部仰冲的

上地幔和洋底火山岩中，发育Ni矿化，主要的矿床

为拉穆红土型Ni—Co矿。东部造山带中的东部褶皱

带发育少量海底块状硫化物型矿化，矿化发生在硅

质碳酸盐质岩中。在莫尔兹比港附近发育锰矿化，

欧文斯坦利逆冲带的变质杂岩带中金矿化发育，矿

化发生在侵入岩与变质沉积岩的接触部位或火山通

道中，形成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主要矿床有

Morobe金矿口1|、Tolukuma金矿口2I，而巴布亚超基

性岩带中主要发育与始新世英云闪长岩有关的金矿

化，该带内也发育与超基性岩有关的红土型Ni Co

矿；巴布亚群岛主要发育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以及

冲积型和残积型金矿，矿化多与侵入岩体或者火山

岩有关。

新几内亚群岛内主要发育与侵入岩及火山岩有

关的斑岩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矿床，在某些矿

床内，两种成矿作用相伴生形成规模较大的金矿床，

例如利希尔岛的Ladolam金矿Ⅲ。在马努斯岛南

部的马努斯海盆中，发育与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

物型Cu—Pb—Zn多金属矿床[23-e5]。

5 结论

(1)巴布亚新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板块、欧亚板

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交接部位，构造位置独特，根

据其区域地质特征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构造单元：弗

莱地台、新几内亚造山带、美拉尼西亚岛弧。

(2)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晚白垩世以来经历了复

杂的构造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系列沟一弧一盆体系，特

别是在新几内亚造山带内部发育了多期岩浆活动，

形成了三期与岩浆活动有关的斑岩一矽卡岩一浅成低

温热液型铜金成矿作用，此外，由于洋壳拼贴作用及

后期的风化淋滤作用在造山带内还形成了红土型镍

钴矿化。

(3)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铜金矿床分布比较集中，

主要产出于碰撞造山带和岛弧上，其次产出于现代

海底扩张中心。所以，在俯冲与火山岛弧(岩浆弧)

形成、弧陆碰撞与造山、俯冲陆壳折返一岩浆侵入一矿

化、弧后盆地海底扩张和岛链高钾岩浆作用等多种

地质作用具有较好的铜金、镍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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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and Resource potential of Papua New Guinea

WANG Tian—gang，YAO Zhong—you，HUANG Bin，ZHU Yi—ping，ZHAO Xiao—dan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Papua New Guinea，which is located at the triple joint of the Eurasian plate，the Indian

Australian plate and the Pacific plate，experienced complicated tectonic evolution process since Late Creta—

ceous．Plate convergence，collision，subduction，detachment and spreading caused to form geologic tecton

ic units characterized bv southern craton，eentral fold belt and northern island arc beet in the area，forming

the metallogenic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being importantly signifi—

cant for the ore prospecting of copper—gold deposits of porphyry and epithermal types and nickel deposit of

lateritic type．

Key words：ore deposit type；geological framework；tectonic evolution；prospecting potential；Papua

New G1Ji 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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