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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他群岛主要成矿带及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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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巽他群岛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欧亚板块、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结合的部位，板块间长期的相互作用引发多

期次构造-岩浆事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根据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背景、矿产种类、矿床类型、矿床规模、

矿床组合等，将巽他群岛划分为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苏拉威西成矿带、东加里曼丹成矿带、南西加里曼丹成矿带、古晋成

矿带、帝汶岛成矿带，并对各成矿带的矿产概况、地质背景及某些典型矿床地质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在六大成矿带中，苏

门达腊-爪哇成矿带和苏拉威西成矿带研究程度最高、发现矿床最多、最具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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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nda Islands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Eurasian plate, Indian-Australian plate and Pacific
plate.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lates triggers multiple tectonic-magmatic events, which forms
abundant mineral resources in this area. According to the geotectonic background, mineral types, deposit
types, deposit scale and deposit associations of the deposits, the Sunda Islands are divided into Sumatra-Java
metallogenic belt, Sulawesi metallogenic belt, East Calimantan metallogenic belt, South West Calimantan
metallogenic belt, Gujin gold metallogenic belt and Timor Island metallogenic belt. The mineral situation, ge-
ological background and some typical ore deposits of each metallogenic belt are also discussed.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ization are summari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umatra-Java metallogenic belt and
Sulawesi metallogenic belt have the highest degree of research, the most ore deposits discovered and the most
prospecting prospects among the six metallogenic b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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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他群岛地理位置位于欧亚超大陆与澳洲次

大陆之间、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是地球上最大的
群岛，也是现今地壳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由大
巽他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岛

及邻近小岛）和小巽他群岛[巴里、龙目（Lombok）、
松巴哇（Sumbawa）、松巴、弗洛勒斯（Flores）、帝汶、
阿洛（Alor）岛及邻近小岛]组成。其地理范围包括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东帝汶及相邻海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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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140×104 km2。 欧亚板块、印度-澳大利亚板
块和太平洋板块在这里汇聚（图 1），不同方向的碰
撞、俯冲、增生、拆离和再造作用，形成了多期次、多
方向的沟-弧-盆体系及其改造形成的地体、断块构
造， 也造就了该地区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中，
锡、铜、石油、天然气在世界上具有重要优势地位，
金、镍、铝土矿等矿产亦占很重要位置。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一路一带”倡仪，巽
他群岛恰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鉴于这

一地区的矿产资源潜力、有关国家日趋向好的矿业
投资环境及靠近中国的区位优势，在我国“一路一
带”倡仪的引导下，未来会有更多矿企选择在巽他
群岛开展矿产勘查及矿业投资活动。本文在综合前
人资料的基础上， 将巽他群岛划分为六大成矿带，
系统总结了各成矿带的矿产概况、地质背景及成矿
带某些典型矿床地质特征，以期为中国企业在巽他
群岛的矿业活动提供参考。

1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主要出露中生代-第四纪地层， 呈近东
西向弧形展布（图 2）。 老地层缺失较严重，只有少
量元古宙、古生代地层零星出露。 古生代和中生代
地层岩性以海相碎屑岩为主。 石炭纪-二叠纪的碳
酸盐岩和古生物群落，具有特提斯洋的特色。 新生
代地层分布广泛，岩性、岩相复杂多样，以海相、海
陆交互相碎屑沉积及火山碎屑沉积占主导[1]。

研究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形成于海西-印支
期、燕山期和喜山期，酸性、中酸性（包括埃达克
岩）、基性到超基性岩浆岩均有出露。 酸性、中酸性

图1 巽他群岛大地构造位置

Fig. 1 Tectonic location of the Sunda Islands

图2 巽他群岛地质简图

Fig. 2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unda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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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则
主要出露于研究区东部、中部和西南部。 此外，研
究区的东部、 中部和西南部还广泛分布有新生代
喷发岩。

马来半岛到加里曼丹深成岩带的形成与晚三

叠纪古特提斯洋的消减和闭合、 陆-陆碰撞及地幔
柱活动有关。 超基性-基性岩和蛇绿岩套主要分布
于东苏拉威西岛、 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爪哇岛
等地，是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
块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变质岩主要为板岩、千枚岩、片岩、石英岩、片
麻岩以及部分高压变质岩。 如中苏拉威西岛“Pom-
pangeo 杂岩”，出露超过 5 000 km2，主要岩性有千
枚状大理岩、钙质千枚岩、石墨片岩和石英岩。南苏
门答腊岛可见石炭纪-二叠纪的变质岩， 主要有千
枚岩、板岩、石英岩、片麻岩等。

高压变质岩分布在爪哇、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
东南部的白垩纪增生杂岩里，见榴辉岩、石榴石-蓝
闪石片岩、硬玉-石榴石-石英岩、石榴石麻粒岩等。
为早白垩世（120 ~ 115 Ma）时一个冈瓦纳大陆碎
块与巽他陆块边缘的碰撞事件所形成。

海西运动、 印支-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均
对研究区有影响。海西运动的影响较局限，印支-燕
山期和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影响显著，基本定格了
区内构造、地层和岩石的整体格架，并控制了区内
矿产的形成与展布特征。

2 主要成矿带

根据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背景、 矿产种类、矿
床类型、矿床规模、矿床组合等，将巽他群岛划分为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苏拉威西镍成矿带、东加里
曼丹成矿带、南西加里曼丹成矿带、古晋金成矿带、
帝汶岛成矿带（图 3），成矿带中典型矿床的地质特
征见表 1。
2.1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属岛弧带，全长 2 750 km，
宽约 200 km，总面积近 55×104 km2。 印度尼西亚岛
弧近大陆一侧广泛发育古近纪和新近纪边缘海盆

地，如安达曼海、爪哇海、班达海等。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以铜、金矿为特色。铜矿

主要有斑岩型铜（金）矿、矽卡岩型铜（铅锌）矿、火

图3 巽他群岛成矿带划分图

Fig. 3 Major metallogenic belts of the Sunda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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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苏门达腊-爪哇岛弧各类矿床数量统计表

Table 2 Quantity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e deposit in the Sumatra-Java island arc

山沉积喷气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铅锌矿，拥有超
大型铜矿床 2 个 [21]（巴都希贾乌矿床、班达亚齐铜
锌矿床）、大型铅锌（铜）矿床 3 个（达伊里铅锌矿
床、S.Tuboh铅锌矿床和 Lubuksulasih铜锌矿床），中
型铜(金、锌铅)矿床 3个（唐塞斑岩型铜-钼矿床 [22]、
Mudik 铜金矿床和 Gede Limbung 山铜锌铅矿床）。
金矿床类型主要为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和火山沉积

喷气型矿床，其中大型矿床 3 个（Purnama 金矿床、
塔利纳金-银矿床和古农蓬科尔金银矿床），中型矿
床 6 个（Sengingi 矿床、Bengkulu 矿床、芝科托克矿
床、Ciemas 矿床、韦塔岛矿床和 Woyla 矿床[23]）。 小
型矿床和矿点 73个，共有矿床（点）63个（表 2）。

西爪哇-弗洛勒斯岛金矿带的金矿和铜矿分别
占印度尼西亚的 20%和 14%[21]，该岛弧带的一个重
要控矿特征是发育大量低硫浅成脉状系统，有少量
沉积型金矿产于 Cikotok 矿田和西爪哇。 苏门答腊
岛西部和西爪哇岛目前还没有发现斑岩型铜矿。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东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出现巴都希贾乌斑岩型铜金矿床, 见于 Lombok 和
松巴。再向东，进入班达海岛弧褶皱带，主要由一些
古近纪和新近纪及第四纪火山岛组成。班达弧的韦
塔矿田（Lerokis, KaliKuning, Meron 等矿床)产于海
相英安质和安山质砾岩中， 为含金-银矿化的层状
重晶石砂岩层， 其矿床成因为火山喷气沉积型矿
床，其矿化特征为金-银-重晶石+贱金属组合。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分为苏门答腊段和爪哇
段。 两段虽然都处于同一板块汇聚边缘，但因基底

性质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
苏门答腊段， 岩浆弧叠置于巽他陆核之上，基

底属硅铝质陆壳，为一北西向构造（褶皱）带。 褶皱
作用始于中生代，中中新世晚期-上新世时，形成
巴里散山脉。 其特色是沿整个山脉出现了一个连
锁状的深切峡谷系，为苏门答腊断层系西段（亦
称巴里散断层系）。 苏门答腊断裂系北西-南东向
延伸达 1 650 km，为一右行平移断裂带。 苏门答腊
位于活动大陆边缘， 为自中生代早期以来的俯冲
带。现今，大陆边缘之下的俯冲强烈倾斜，俯冲可分
解成沿巽他深海沟的垂直俯冲和沿苏门答腊断裂

系统的右旋走向滑动，有大约 150 km 的位移。西苏
门答腊构造带在燕山运动形成雏形， 伴有火山活
动；喜山运动得以加强和定形，产生巨厚的新生代
沉积和火山喷发活动。 近代火山沿断裂带密集分
布。 矿床（点）多分布于苏门答腊断裂系的两侧。 新
生代变形叠加在基底构造和长期活动的大陆边缘

地体之上。 断层系的北西段有蛇绿岩大透镜体，与
放射虫岩、含锰燧石及枕状熔岩伴生，为已解体的
蛇绿岩套的一部份，代表中生代边缘盆地的残余或
洋壳残余。

爪哇段基底主要是硅镁质的洋壳基底。年青的
火山岩在平均成分上比苏门答腊火山岩更富含铁

镁质。爪哇褶皱带构造线已从苏门答腊的 NW 向转
至 EW 向， 主要为轴向 EW 的复向斜和复背斜，为
爪哇岛东延至努沙登加拉群岛的近东西向的火山

岛链。 由前中中新世岩层组成紧密褶皱，更晚的岩

矿床规模

矿床类型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及以下 合计

斑岩型铜金（钼）

接触交代-矽卡岩型铜（锌）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铜矿床

浅成低温热液（火山通道）型金矿床

低温热液铜铅锌（脉状）矿床

海底火山喷气沉积型铅锌（铜）矿床

海底火山喷气沉积型金银矿床

块状硫化物金银矿床

红土型镍矿床

成因类型未知矿床

1
1
-
-
-
-
-

-
1
3
-
1
1
1
-

2
-
9
1
1
-
-
1
1

-
5
5
2
24
-
-
-

3

3
7
17
3
26
1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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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挤压变形稍差。 此褶皱带形成于白垩纪末期，或
古近纪早期，继续活动至今。其南侧为瓜哇海沟，为
苏门答腊俯冲带东延部分。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的酸性和中酸性花岗岩
带沿苏门答腊岛呈北西-南东向断续分布， 形成一
条规模宏大的中新生代至现代的岩浆-火山活动
带。新生代俯冲形成了叠置于巽他陆核之上的西苏
门答腊巴里散山脉岩浆弧(花岗岩及超基性岩侵入
和火山喷发活动)。

苏门答腊岛岩浆侵入活动以中生代为主，多集
中于巴里散山， 强烈火山喷发活动发生在新生代，
遍布全岛。 岩浆活动可粗分为 3 期： 晚三叠世、侏
罗-白垩纪和新生代。 苏门答腊岛的火山岩以晚白
垩世至新近纪为主，沿巴里散断裂带分布。

苏门答腊断裂带花岗岩属钙碱性花岗岩， 为与
俯冲有关的 I-型花岗岩，具火山弧（VAG）特征。 岩浆
来自上地幔， 且伴有俯冲派生的混染作用。 40Ar/39Ar
和铷锶法测年表明苏门答腊岩浆作用断续发生在

193 ~ 5.5 Ma（早侏罗世-新近纪晚中新世）。岛弧火
山岩受贝尼奥夫带上升岩浆所经过的地壳类型所

控制[24]。
中新世后的岛弧型中酸性岩浆岩控制着铜-

金矿床的分布。 唐塞斑岩型铜钼矿产于石英闪长
岩成份的多期斑岩岩筒中，斑岩侵入和矿化蚀变
为 13-19 Ma[25]。 巽他弧（从西爪哇至弗洛勒斯岛）主
要岩石系列包括钙-碱性至橄榄玄粗岩系列。 巴都
希贾乌特大型斑岩型铜金矿产于云英闪长侵入杂

岩、闪长岩和次火山岩中。 高品位矿化与云英闪长
岩株共生， 普遍显示次生黑云母蚀变和石英-硫化
物-磁铁矿脉。 钾长石化向外渐变为强烈的青盘岩
化。 巽他弧含矿特色是产于中新世后的安山岩、英

安岩和流纹岩中的浅成脉状金银矿。
班达弧含矿性较差，岩石类型包括了拉斑玄武

岩-橄榄粗玄岩系列。 岩石系列的主体部分为安山
岩， 而埃达克岩相当不发育。 化学分析研究表明，
K2O 的含量从西向东减少。

安汶岛的堇青石英安岩和花岗岩具高的 Sr 同
位素比值，与大陆地壳部分熔融成因相符。

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的金属矿产出在苏门答
腊-爪哇弧的弧间盆地，基底属硅铝质陆壳，出露地
层有前石炭纪-石炭纪变质岩；石炭二叠纪碎屑岩、
碳酸盐岩、火山岩；三叠纪碎屑岩、碳酸盐岩；中侏
罗世碎屑岩、凝灰岩；上侏罗-下白垩统碎屑岩、有
时含礁灰岩； 从古近纪上古新统以来大量发育安
山-玄武岩、火山角砾岩、火山熔岩和凝灰岩，少量
海陆交互含煤建造、复成分碎屑岩、灰岩。
2.2苏拉威西镍成矿带

苏拉威西镍（金、铜）成矿带是西南太平洋成矿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苏拉威西岛，向北经桑义
赫群岛、东棉兰老山脉，延至吕宋岛中科迪勒拉山
脉。拥有超大型矿床 1 个、大型矿床 5 个、中型矿床
5 个、小型矿床和矿点 18 个，共有矿床（点）29 个。
以红土型镍矿为主，其次为斑岩型铜金（钼）矿和浅
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并发育少数黑矿型铜金矿。 镍
矿分布于东苏拉威西，铜金矿、金矿和钼矿分布于
北苏拉威西、北西苏拉威西和东苏拉威西，铅锌矿
分布于苏拉威西中部。苏拉威西成矿带各类矿床数
量统计见表 3。

苏拉威西成矿带在大地构造位置上隶属欧亚

板块东南边缘与洋壳汇聚地带，属于菲律宾新生代
俯冲-岩浆岩带的南带。新近纪早期，太平洋板块沿
中棉兰老岛、 桑义赫弧和苏拉威西岛向西俯冲，形

表3 苏拉威西镍成矿带各类矿床数量统计表

Table 3 Quantity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e deposit in the Sulawesi Nickel metallognic belt

矿床规模

矿床类型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及以下 合计

红土型镍矿床

斑岩型金矿床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

斑岩型铜（钼）矿床

浅成低温热液型铜矿床

卡林型金矿床

1

1

2
1
1
1

1

3
1
1
1

5

10
3
6

9
1
14
5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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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规模

矿床类型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及以下 合计

红土型镍矿床

斑岩型铜金矿床

斑岩型铜矿床

其他类型铜（铅）矿床

砂金矿床

3
1

1

13

2
6
1

16
1
3
6
1

成了一条近南北向的岩浆弧。 中新世，新几内亚西
北部的邦盖-苏拉地体沿苏拉-索龙左旋断层被拼
贴到俯冲带，并与俯冲带西侧的岩浆弧碰撞，导致
北苏拉威西岛发生顺时针转动成近 E-W 走向 [26]。
桑义赫群岛为一火山链，而北苏拉威西岛则由典型
的岛弧火山岩、侵入岩和沉积岩组成，铜-金矿化与
石英闪长斑岩高位侵入有关。

东苏拉威西岛自西向东可分为几个大致平行

的不对称弧形构造-岩浆岩带：最西侧的最老，以出
现蓝闪石片岩和混杂岩为特征；向东是一条以沉积
岩及低级变质沉积岩为主的不连续的带； 再往东是
一条蛇绿岩带夹少量沉积岩（灰岩、砂岩、页岩及泥灰
岩等）；最东边，即苏拉威西岛东支和东南支的东海
岸，发育叠瓦状沉积岩。 苏拉威西俯冲带发育一个
外弧脊和岩浆内弧脊， 前者组成了东苏拉威西铬、
镍成矿带，后者构成了苏拉威西岛的北支和南支。

苏拉威西成矿带铜-钼矿化明显受埃达克质中
酸性侵入岩控制，有关的矿床集中分布于北苏拉威
西岛，其中马拉拉矿床的埃达克岩属于大陆板内拉
张型埃达克质岩，东边米纳哈萨地区控矿岩石类型
为大洋型（O 型）埃达克质岩。 另外，中新世闪长岩
和安山岩也是本矿带重要的控矿岩石类型，北苏拉
威西岛中部 Gorontalo 和米纳哈萨半岛的金、 铜矿
床即产于安山岩中。

苏拉威西岛东部以新生代强烈的中基性岩浆

喷发和大规模超基性-基性岩侵入为特征。 超镁铁
质岩多为块状橄榄岩（主要是方辉橄榄岩），伴有
少量辉长岩或玄武岩，局部出现蛇纹石化带。 超镁
铁质岩石代表蛇绿岩的下部，与白垩纪、古近纪、
新近纪的石灰岩呈断层接触， 为东苏拉威西镍矿
带的物质来源， 代表性矿床包括索罗阿科镍矿和

帕马拉镍矿。
2.3东加里曼丹成矿带

该带为一条巨大的复理石带， 以镍矿为特色，
其次是金（铜）矿。 矿床类型主要为红土型镍矿床，
斑岩型铜矿次之。

东加里曼丹成矿带大型红土型镍矿床有 3 个，
包括库库桑矿床 （金属量储量 112.0 万吨 , 品位
0.66 wt%）、普劳塞布库矿床（金属量储量 198.0 万
吨，品位 0.66 wt%）和塔瓦伊矿床（金属量储量 90
万吨以上，品位 0.4 ~ 0.55 wt%），小型矿床（点）有
13 个。 斑岩型铜金矿床大型 1 个， 马穆特铜金矿
（金属量储量：金 126.0吨，品位 0.7×10-6；铜 30.0吨，
品位 0.7 wt%）；中型矿床有 1 个，小型矿床(点)有 8
个。 东加里曼丹成矿带各类矿床数量统计见表 4。

东加里曼丹成矿带北端沙巴地区北西向的沙

巴构造带为新近纪中中新世晚期活动的构造带，向
南转为北东向的塞萨亚普-三马林达构造带。 新近
纪中中新世晚期，太平洋板块沿这一线与欧亚板块
汇聚和碰撞，形成东加里曼丹蛇绿岩带，基纳巴卢
山-塞萨亚普-巴塔坎一线分布的侏罗纪-中中新世
蛇绿岩套和超基性-基性岩即是该蛇绿岩带的组成
部分，影响并控制着东加里曼丹成矿带镍、金矿的
形成，其时代为喜马拉雅期[27]。

该成矿带基底主要为侏罗纪-中中新世俯冲混
杂岩，称古晋群，由硬砂岩、凝灰岩、泥质板岩、杂砂
岩、灰岩、放射虫硅质岩和海底基性、超基性喷发岩
组成，厚度大于 15 km，上覆有新近系上中新统-第
四系更新统。

该带最重要的控岩控矿构造是北西向基纳巴

卢断裂带，形成于中新世，为弧-陆碰撞俯冲作用的
产物 [17，28-29]，它控制了与铜金成矿作用有关的浅成

表4 东加里曼丹成矿带各类矿床数量统计表

Table 4 Quantity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e deposit in the East Kalimantan metallog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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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酸性钙碱性石英二长斑岩、花岗闪长斑岩岩株和
微晶闪长岩岩墙的形成。

红土型镍矿主要分布于基纳巴卢山-塞萨亚
普-巴塔坎一线， 其母岩超镁铁质岩发育在岩浆弧
和俯冲混杂岩带里，构造侵位时间为侏罗纪一新近
纪中中新世。发育的典型红土型镍矿剖面包括 5个
带，由上至下依次为：褐铁矿带、粘土带、残余土带、
氧化母岩带、未风化母岩-橄榄岩（图 4）。
2.4南西加里曼丹成矿带

南西加里曼丹成矿带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南部，
以铝土矿为特色。 铝土矿床为红土型，有超大型矿
床 1个 （西加里曼丹矿田， 探明矿石量储量 12 亿
吨，Al2O3品位 38 ~ 43 wt%）、中型矿床 8 个。

该成矿带的红土型铝土矿是东南亚地区铝土

矿最主要产地，矿床规模大、矿石质量好。母岩较多
样，多为富长石的中酸性-基性岩、长石砂岩、片麻
岩等。 红土型铝土矿的形成，与赤道及其附近的热
带季风与雨林气候密切相关。此区域年均温度 26℃
左右，年降雨量 1 200 ~ 4 000 mm，风化作用强烈。
极其发育的微生物在分解母岩矿物和缓冲渗流地

下水的 pH 值方面也起重要作用[30]。 风化作用主要
为红土化作用， 该过程需要几十万年 ~ 五百万年
才能形成。 氧化条件有利于铝土矿红土化进程，而
微还原条件则会使形成红土化速率减慢很多。

加里曼丹岛西南部的超大型铝土矿带分布在

沿海沼泽和洼地 [31]，是由被切割、抬升的准平原经
原地风化作用形成。 矿体覆盖在凸形山丘上，顶部

铝土矿相对富集。 该带自塔扬开始，平行于加里曼
丹岛西海岸，向南南东方向延伸，越过近东西向的
斯赫瓦纳山脉，至 Air Rupas，全长 300 km，宽 50 ~
60 km（最宽处可达 200 km）。 矿田包括塔扬、潘达
斯、蒙库帕色、西滂杜河、艾尔卢帕斯矿床和其它几
个小矿床群，面积约 200 km2。 原岩为基性岩（包括
辉长岩、二长辉长岩、橄榄辉长岩、苏长岩、辉长闪
长岩、辉长粒玄岩）和中酸性岩（包括闪长岩、二长
闪长岩、英云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石
英二长岩、花岗岩、英云闪长岩）。 火山岩和变沉积
岩中铝土矿发育较差。塔扬地区钻孔揭露红土化深
度可达 15 ~ 30 m。

塔扬红土型超大型矿床是该带铝土矿的典型

代表，单个矿体储量从 0.125 Mt 到 22 Mt 不等(原
地干体重)。 矿顶埋深 0 ~ 2 m，底埋深 2.5 ~ 7.0 m。
矿石矿物主要有三水铝石， 少量赤铁矿和针铁矿
（两者比率变化范围为 1.6-0.9） 及无水软铝石，磁
铁矿仅在一个矿体中发现。 结核状三水铝石含
Al2O3 38.6 wt%、SiO2 3.0 wt%。成矿时代为古近纪始
新世-第四纪。发育有典型的铝土矿剖面，从上至下
依次为：

土壤层（覆盖层）：厚 0 ~ 2 m，最厚达 5 m，土
状，黄色、苍棕色到深红色和红棕色；主要由粘土矿
物组成，局部略含较多砂质，上部腐殖质较多，下部
三水铝石结核零星分布;无硬结层。

铝土矿层：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厚 0.5 ~ 7 m，
平均厚 3.6 m，局部厚达 9 m，矿化较高的地段可划

图4 红土型镍矿典型剖面

Fig. 4 Typical profile of the laterite nickel or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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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规模

矿床类型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及以下 合计

细脉状锡矿床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

斑岩型铜矿床

浅成低温热液铜矿床

与基性侵入岩有关的铜矿床

1
1

1
2

2（3）
14
2
5
1

4
17
2
5
1

表5 古晋金成矿带矿床数量统计表

Table 5 Quantity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e deposit in the Kuching gold metallognic belt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与砂锡矿在一起，未单独表示的矿床（点）.

分出两个分带。
上部结核带：粘土中三水铝石结核含量约 20 ~

40 wt%，大小为 0.3 ~ 10 cm。 结核具有浅灰色、淡
红色、砖红色或深棕色，其结构呈片状、葡萄状、圆
筒状或不规则状。 富矿通常具有圆形凸起的表面。

下部块矿带：由形状不规则的铝质红土砾石和
块矿组成。 红土具残余结构，如在酸性侵入岩里呈
正长石斑晶的三水铝石假晶及基性母岩形成的红土

中的铁锰矿物风化残余物。 矿石矿物三水铝石，表
现为结核状或豆状，其次为赤铁矿、针铁矿、锐钛矿
等。 含 Al2O3 38.6 wt%、SiO2 3.0 wt%，铝硅比为 13。

腐泥土层：厚 0.5 ~ 21 m，塑性粘土，主要矿物
为高岭土（48%），针铁矿（9%），石英（43%）。黄色至
苍棕色。 局部可缺失腐泥土带，红土和母岩之间的
过渡带由“风化石”组成。风化石为具有局部风化的
外壳层和新鲜母岩核心的球状砾石。

母岩： 主要为三叠纪富含长石的中酸性-基性
岩（主要岩性为石英二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二长
辉长岩等）和长石砂岩、片麻岩等。
2.5古晋成矿带

古晋 （金铜） 成矿带位于加里曼丹岛中部，呈
“J”形展布，为巽他陆核边缘被白垩纪花岗岩侵入
的古生代-中生代沉积和火山岩组成的地体， 是一
条宽 150 km的俯冲-岩浆带， 由白垩-始新世陆棚
沉积、浊积岩、蛇绿岩和混杂岩组成[32]。 该带发育一
系列新生代盆地， 岩浆岩呈向南突出的弧形分布，
几乎所有的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均产于该弧形岩浆

岩带[33-39]，构成著名的加里曼丹黄金带。此黄金带由
两条金矿带组成：西部巴乌-Pantianak 金矿带和东
部 Muyup-Mirah 金矿带； 东部 Muyup-Mirah 金矿
带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带，同时，也是一条具很

大远景潜力的斑岩型铜金矿带[40]。
古晋成矿带的最老地层为泥盆-二叠纪的海相

碎屑岩。 新生代岩浆活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古
近纪始新世的酸性火山岩浆活动；第二期为晚渐新
世-早中新世的安山质-流纹质钙碱性火山岩浆活
动； 第三期表现为新近纪上新世-第四纪更新世的
玄武质岩浆活动。以第二期的岩浆活动规模和强度
最大，与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关系密切[21]。

古晋成矿带拥有大型矿床 2 个、 中型矿床 3
个，小型矿床和矿点 24 个，共有铝土、锡、金、铜矿
床（点）29 个。 以铝土矿为特色，各类矿床数量统计
见表 5。
2.6帝汶岛成矿带

帝汶岛（铜、金）成矿带是印度尼西亚班达弧的
一部分，为班达弧的外弧，由无火山的帝汶岛构造
混杂岩-变质岩带（帝汶岛、塔宁巴岛）和科拉卡变
质岩带（塞兰、布鲁和苏拉威西岛）组成 [41]，为代表
古近纪和新近纪的混杂堆积系统。 目前为止，商业
性的采矿活动尚未见报道，但已有的发现表明该带
有形成可供规模开采的矿产资源的巨大潜力，如东
帝汶的北部发现了与班达岛弧火山岩有关的金、银
等矿化信息； 岛弧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热液导致
Au、Ag、Cu、Pb、Zn 等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化；蛇绿岩
套发育 Mn、Ni、铂族元素（PGE）等矿化信息，还有
块状硫化物矿化、含铜黄铁矿、金和银矿化、铅和锌
矿化等；镍矿化主要表现为橄榄岩型红土风化剖面
的二次富集。

资料表明，该成矿带矿产资源信息丰富，已发
现的矿点多集中在帝汶岛，主要的矿化包括铬铁矿
矿化、锰矿化、铜（金）矿化和金矿化。

铬铁矿矿化：主要分布在东帝汶包考省、马纳图

胡鹏等：巽他群岛主要成矿带及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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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省和努法伊省。已报道的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矿化
点位于马纳图托省 Hili Manu 区 Lacle 村VeEda 自
然村，矿化发育于灰绿色基性铁镁质蛇纹岩，呈带状
展布， 全长大于 3 km，NE-SW向沿陡峭的山脉峰脊
线延伸，2个最好的矿化露头面积约 6 m × 6 m。 铬铁
矿呈豆荚状产出，Cr2O3含量为 36 ~ 51 wt%， 具有
较好的资源潜力[42]。

锰矿化：已发现的锰矿化信息主要位于东帝汶
包考省 Vemasse、Talamata、Venilale 等地区、维克克
省 UatoCarbau 地区及马纳图托省，多为与页岩、灰
岩有关的沉积型锰矿。已报道的一个矿化点位于包
考省Vemasse 地区的 Ladeia Betulale 村， 见锰矿化
体露头，呈层状，且层位稳定，总体走向 NEE，倾向
NNW，倾角 50 ~ 60°，控制走向延伸约 2.5 km，宽约
100 m，推测沿倾向延深超过 100 m。 主要矿石矿物
为软锰矿、硬锰矿、菱锰矿或其氧化产物。 脉石矿物
主要以方解石为代表的碳酸盐矿物为主。 矿石品位
较高，约 51.7 ~ 56.6 wt%。 该锰矿化体为沉积成因，可
能形成于更新世中晚期的陆棚—次深海相环境[42]。

铜金矿化：该成矿带已发现铜的矿化信息均与
蛇纹岩化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由于被全新世海洋
沉积物所覆盖，其潜在矿产资源尚不明确。 东帝汶
Virac 地区可见自然铜的矿化露头， 推测可能与区
内基性—超基性岩中条带状铁质充填物有关[43]。 东
帝汶包考省 Ossuala 地区蛇纹岩的沉积夹层、 东帝
汶维克克省 Ossu 地区蛇纹岩体以及从 Ossu 地区
到 Leca 地区溪流中的蛇纹岩均可见含黄铜矿的块
状硫化物露头。 这些含铜（金±银）矿化的硫化物可
能与蛇纹石化基性—超基性岩石组合有关，暗示其
下可能隐伏着更大的硫化物矿化体。 此外，包考省
Vemasse 及 Virac 地区，也发现铜矿或铜（金）矿化
迹象；Covalima（科瓦利马）省、马努法伊省、马纳图
托省及劳滕省也见蛇绿岩，其中马努法伊省的蛇绿
岩组合岩层发育黄铜矿矿化[44]。 上述地区发现的与
蛇绿岩有关的铜（金±银）矿化作用，与世界著名的
塞浦路斯火山型、与蛇绿岩套有关的铜（金+银）矿
床[45]十分相似。 东帝汶有众多的蛇绿岩分布，因此
这里具有寻找该类型矿床的良好前景。

金矿化：该成矿带的金矿化主要表现为脉状金
矿化，包括石英脉、石英-方解石脉和方解石脉，赋
矿岩石多为页岩或页岩-板岩。石英-方解石脉多赋
存于（蚀变）辉绿岩与黑色页岩接触带，并发育浸染

状黄铜矿、 黄铁矿及金矿化。 东帝汶马努法伊省
Turiscai 地区 Daerah 村 2 个样品的金品位分别达
到 107 μg/g 和 75 μg/g。 矿脉下游的 Sue 河沿岸存
在大型砂砾岩层，并且全新世砂砾层和古老砂砾层
中发现大量金块及冲积型砂金 [46]。 此外，该成矿带
的蛇纹岩化基性-超基性岩中的块状硫化物也发育
较明显的金矿化。如，东帝汶包考省 Ossuala 地区蛇
纹岩夹有沉积夹层， 夹层充填物中可见黄铜矿、黄
铁矿等硫化物，且表现出一定的金（品位 3 μg/g）、
银矿化（品位 170 μg/g）[47]；维克克省 Ossu 地区蛇纹
岩体中同样可见富含金（品位 3 ~ 4 μg/g）和银（品
位 70 μg/g）的黄铁矿和黄铜矿等硫化物。

3 结论

（1）巽他群岛大地构造位置独特，位于欧亚板
块、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结合部位，
板块间长期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期次构造岩浆事件，
形成了以铜、金、镍、铝土矿等为代表的丰富的矿产
资源。

（2）根据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背景、矿产种类、
矿床类型、矿床规模、矿床组合等，将巽他群岛划分
为六大成矿带，分别为苏拉威西成矿带、东加里曼
丹成矿带、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帝汶岛成矿带、
古晋成矿带、南西加里曼丹成矿带。

（3）在六大成矿带中，苏门达腊-爪哇成矿带和
苏拉威西成矿带研究程度最高、 发现矿床最多、最
具找矿前景。前者以铜、金矿为特色，主要发育斑岩
型铜（金）矿床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铅锌矿床，后者
包括丰富的镍（金、铜）资源，矿床类型以红土型镍
矿为主，其次为斑岩型铜金（钼）矿和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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