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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矿产资源及其地质特征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自#5$9年独立后，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已发现了99种矿种，近!""个矿产地，

取得了较大成就。全国矿产资源分布规律比较清楚，金属矿产主要产出在西部的俾努支省和西北部边境省，

能源矿产主要产出在中部的印度河流域，而非金属矿产大多产出在上述两者之间。由于北部地区地势以及

部族战乱等原因致使该区矿产勘查及其开发工作迟缓。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府为改变矿业滞后现象也采取

了多项措施，发展私营地质勘查或矿业公司，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勘查，增加矿产品进出口贸易，力求将矿业生

产产值在国民经济比重中有所提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将巴基斯坦主要矿产资源分布（图#）及

其产出地质特征阐述如下。

图#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主要矿产分布示意图

铁矿资源 铁矿资源分布较广，类型较全，

有沉积型、火山岩型、矽卡岩型、热液型和沉积

变质型，获得了$:;亿吨铁矿储量。沉积型铁

矿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铁矿类型，分布于中部

苏莱曼山脉一带，相当于印度板块与阿拉伯板

块间的弧后边缘带，赋存在晚侏罗世—渐新世

地层中。如西北边境省德拉伊斯梅尔汗（08+8
<=>?）以北的佩朱（1@AB）铁矿，赋存在下白垩统

的钙质、粉砂质页岩中，共有$个主要矿层；矿

体呈层状、似层状，总厚度$:9C，长DEC；矿石

成分以褐铁矿（占$FG）和菱铁矿（占DHG）为

主，其次为海绿石、鲕绿泥石（占;G），其余为石

英、长石、云母等；矿石呈鲕状构造，品位一般为

D#:DG，查明储量约#!""万吨。近年发现的卡

拉巴格（<>)>I>J=）铁矿远景最大，产于下白垩统

砂岩中，有!层矿：下层厚9!FC，长!"EC；上

层厚#:H!$:DC，长D#EC，矿石品位D!:;G，

估算储量可达亿吨。此外还有旁遮普德拉加齐

汗（0:K:<=>?）之 北 的 拉 克 希 蒙 赫（.>E=(
*B?=）铁矿，产于渐新统底部砂页岩中，层状矿

体厚DC，长!DEC，其中的FEC具有经济价

值；矿石为褐铁矿L菱铁矿型，品位DH:9G，估算储量约#$9"万吨。火山岩型铁矿主要在俾努支省北部的贾

盖（MJ>J(）地区，产于中下白垩统3(?N’>?(群的火山L沉积岩中，通常有上、中、下D个层位，含矿围岩以安山岩L
绿帘石岩为主，矿体厚数米，断续延长数公里；矿石矿物为磁铁矿、赤铁矿，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黄铁矿、

绿帘石及磷灰石；矿石品位一般在D"G!9"G，常伴微量MB、%B。该区已查明火山岩型铁矿矿产地9处，一

般规模在9""!;""万吨，如吉尔加齐（M=()J>A(）铁矿、库恩迪L巴隆卡普（<B?O(P>)BQ=>&）铁矿。矽卡岩型铁

矿床主要在西北边境省北部吉德拉尔（M=(R’>)）和赛杜（3>(OB）一带，相当于科希斯坦岛弧带范围。成矿与早

白垩世—渐新世中浅成中酸性岩侵入作用有关；矿体产于石榴子石L绿帘石接触交代岩中，呈透境状；矿石以

磁铁矿、假象赤铁矿为主，品位较高，含4S@$"G!;"G，伴生元素较多，常见有MB、1I、T?、3?、%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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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品位可达工业要求；矿床规模多在!""万吨左右，很少超过#"""万吨，如达梅尔$尼萨（%&’’&()*++&）

铁矿、贝斯赫姆（,-+.&’）铁矿、科莱（/0(&*）铁矿等。热液型铁矿以俾努支省中部胡兹达尔西北的斯赫克拉

恩（1.&23&4）较典型。菱铁矿呈网脉状产于侏罗纪不纯的硅质灰岩中，矿体厚数十米，断续延长数公里；在地

表和浅部矿石经氧化作用后常构成褐铁矿$赤铁矿$菱铁矿型和赤铁矿$菱铁矿型矿石；脉石成分简单，以石

英、方解石为主；矿石品位可达5"6，杂质较少，估计储量可达#"""万吨。近年在旁遮普省中北部萨戈德

（1&3708.&）地区发现沉积变质型铁矿，在深部前寒武纪火山$沉积变质地层中找到一层磁铁矿$赤铁矿层，其

矿石品位可达5!6，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完成评价工作。

铬铁矿资源 巴基斯坦的9个混杂堆积蛇绿岩带均有铬铁矿产出，以中部贝拉$瓦希里斯坦带工作程度

较高。铬铁矿矿床主要集中在穆斯林巴格和贝拉城附近，前者是巴基斯坦最主要的铬铁矿生产基地，有许多

规模较大的岩体，如东南部的长托加尔（:&47;03<.&3）岩体和萨普莱托加尔（1&=(&*;03<.&3）岩体，其面积

可达数百平方公里；铬铁矿产于蛇纹石化纯橄岩中，多呈豆荚状，少数呈条带状、似层状；矿体有数十个，大小

不一，其中储量在!万吨以上的矿体有>!?个，其他多在@万吨以下。矿石!（A3@B9）为5!6，A3／C-比值

!9，估算穆斯林巴格地区铬铁矿储量约5""万吨。贝拉地区铬铁矿多为豆荚状，现有矿产地5处，矿石质量

中上等，但规模较小，储量最多十几万吨。科希斯坦混杂堆积蛇绿岩带上己发现科希斯坦、布尔之、赛拉斯等

十几个岩体，向东还可延伸到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岩体多以蛇纹石化橄榄岩和纯橄岩为主，局部具有铬铁矿

化，其中以科希斯坦岩体矿化较强，铬铁矿在超镁铁质岩中呈条带状、似层状、透镜状及豆荚状产出，长百余

米，厚数米至十余米；矿石!（A3@B9）变化较大，最高可达!!6，一般在9"6左右，A3／C-比值最高为@D?；矿

石可分冶金级、耐火材料级和化工级9种，估计矿石储量9>D@万吨。目前在该带南侧@!2’的马拉坎德

（E&(&2&48）岩体中发现铬铁矿矿化，已查明的矿体共F@个，分上、下@个矿带；矿体产出于方辉橄榄岩、纯橄

岩中，多呈条带状、透境状，长@"!9""’，宽9!#@’，少数为不规则状和豆荚状，规模小；矿石!（A3@B9）为

!"6左右，A3／C-比值为@D?，质量中上等，估算储量F?万吨。贾盖蛇绿岩带呈近东西向延伸近5""!!""
2’，岩体在卡兰一带较集中，以方辉橄榄岩为主，其规模大小不一，最大的班纳普岩体长约F2’，宽#DF2’，

最小的恰可汗岩体长仅9!"’，宽#@"’；岩体分异程度较低，岩相较简单，矿石储量不大，约几千吨，并且工

作程度较低。总之，巴基斯坦铬铁矿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估算储量可达#"""万吨，目前仅中部地区进行

了较详细的工作，其资源潜力较大。

铜矿资源 铜矿以斑岩型为主，其次为热液型、岩浆型。斑岩型铜矿主要分布在俾努支省西北部的贾盖

地区。该区为钙碱性岩浆岛弧带，发育一套呈近东西向展布的晚白垩世—渐新世火山岩、火山沉积岩；渐新

世晚期花岗岩至闪长岩多期次侵入，呈大小不一的岩株，同时伴有成矿作用；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体规模一般

在"D#!"D!2’@，与围岩呈侵入关系；矿化以铜、钼、铅、锌、铁、金、银为主，不仅局限在斑岩中，也发生在斑

岩接触带以及围岩中，构成了南北宽#9F2’、东西长5?"2’的矿化带，俗称为“硫化物谷”（1G(=.*8-H&(I
(-J），并且向西延至伊朗境内，与伊朗著名的乌尔米耶$巴兹曼（K3’*L.,&M’&4）成矿带相接（详见《矿床地

质》@""?年第5期）。在该矿化带中现已发现了数个斑岩铜矿床，其中以赛恩德克（1&*48&2）矿床规模最大，

工作程度也较高。赛恩德克矿床由9个矿化斑岩体组成，矿体呈椭圆状或长条状，其矿化面积分别为#"""
’N@""’、?""’N@""’、#"""’N5""’；矿床围岩蚀变不强，但分带明显，通常中部为钾化带，含AG较

高，常伴有E0矿化，周围为石英绢云母带，常伴有OG、O7矿化，有的可形成独立矿体；矿石成分以黄铜矿、

辉铜矿、斑铜矿为主，其次为辉钼矿、黄铁矿、磁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等；矿石品位!（AG）"D996!"D556，

铜矿储量为#!#万吨，金!PP吨，此外还有可观的银和钼。在该成矿带上类似赛恩德克的矿床（点）还有数

个，如在赛恩德克以东的阿米尔查赫（O’*3A.*.）、达尔本丁（%&(Q&48*4）、科赫马兰（/0.E&3&4*）和达什特凯

因（%&+.R$-$/&*4）等。除此以外，在佐布（S.0Q）以北接近边境的桑德曼（1&48-’&4）和达特塔克黑尔（%&RR&
/.-(），有与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岩有关的岩浆型铜矿，矿化作用发生在岩体边部或岩体中，与磁铁矿、磁黄铁

矿和铬铁矿共生，矿化规模较小。在西北部边境省的吉德拉尔、阿伯塔巴德，特别是在科希斯坦岛弧带中，热

液型含铜石英脉、含铜花岗岩脉比较发育，如米尔克哈尼（E*32.&4*）、达梅尔尼萨（%&’’&()*++&）、希希

（1.*+.*）、亚洪（T&3.G4）等地，都具有进一步寻找铜矿的前景，但由于工作程度关系，均未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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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资源 铅锌矿分布较广，以层控型为主，其次为热液型，前者主要分布在中部吉尔特尔（!"#$%&#）

山脉西坡的胡兹达尔—拉斯贝拉一带，在中生代，这一带处于弧后裂陷槽或裂谷环境。矿床产于中上侏罗统

的碳酸盐岩、泥岩和细粒碎屑岩层中，容矿岩石多为暗灰色灰岩和浅灰色钙质页岩，与密西西比型较类似；矿

体与容矿地层的产状基本一致，多呈似层状，延长远大于厚度；矿石成分除方铅矿和闪锌矿外常伴有银和锑，

在矿体顶部或上部常有重晶石和萤石。这类矿床以胡兹达尔的贡加（’()*&）铅锌矿最为典型，该矿床产于

侏罗系+","组中，有-个矿带：下带厚./!0/1，长2-//1，延深巳控制3//1；上带厚4/1，长2///1。

矿石呈条带状、浸染状，局部为角砾状；矿石成分有方铅矿、闪锌矿、硫锑铅矿、针硫锑铅矿、黄铁矿、重晶石

等。567+)矿石品位：上带可达2/8以上；下带一般为.8!38。储量可达2//万吨左右。与其类似的杜

德达（9(,,&#）矿床在拉斯贝拉西，矿石!（567+)）达:8，可采与勘查储量2-0百万吨，矿床顶部重晶石可

构成工业矿体，其!（;&<=3）大于3/8，储量达2-/万吨。热液型铅锌矿分布较广，但各处产出特点有所不

同。在俾努支省贾盖地区除赛恩德克矿床中铅锌矿以伴生组分出现外，大多呈多金属矿脉产于晚白垩世至

渐新世火山岩层间或断裂破碎带中，规模较小，品位变化大。在西北边境省科希斯坦岛弧带中，以赛杜

（<&",(）附近的拉博（>&%?#）和帕增（5&@&)*）脉状铅锌矿规模较大，并分别产于辉石岩接触带和辉石岩中，矿

石常伴A(与B?，其储量为CC万吨和./万吨。此外，在吉德拉尔的5&D%$(#"和德苏（9&E(）西北的格拉姆

（!&F&1），含铅锌矿石英脉分别产于闪长岩和石英岩断裂中，矿石品位较高，但工作程度较低，规模尚待评

价。

金、银矿资源 原生金矿主要集中在俾努支省贾盖地区，并以赛恩德克铜矿床为主，现已获得32-百万

吨矿石量，相当于CGG吨金储量。此外，在吉特拉尔地区的一些多金属矿中金常与辉锑矿、硫锑铅矿共生，有

的样品!（H(）可达./!:/*／$，但规模有限。砂金矿主要分布在东部印度河流域，以旁遮普省科哈特（!?I
%&$）附近较集中，在北部吉德拉尔河流域也有发现。虽然在这些地区偶然也发现一二块较大的狗头金，但总

体规模不大。巴基斯坦银矿多以伴生矿形式出现，主要是在赛恩德克铜矿床中，银矿物硫锑银矿在铜矿选矿

中可综合回收，储量为:.C吨。此外，在北部多金属矿中银矿主要与铅锌矿共生或伴生，如阿巴塔巴德附近

的铅锌矿，银品位一般在几十克／吨，个别达百克／吨，但工作程度较低。

能源矿产资源 巴基斯坦能源矿种较全。煤矿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以信德省西南部较集中，其次是俾

努支省东北部。煤层均产出于古新统至渐新统中，通常-!.层，但常受古近纪以来构造运动的影响，致使煤

系地层中断层与褶皱较发育，厚度变化也较大，而且煤质亦受影响，大多为褐煤，炼焦煤极少，现己探明的煤

炭矿产地有2/多处，获得储量接近百亿吨。其中拉基拉（>&D%#&）J桑达（<?),&）煤田是信德省最大煤田之

一，产于古新统中，共有.个煤层，分布在长约-/D1、宽4D1的范围内，主煤层厚/K0:!.K01，其他两层厚

度为/K:!-K01，均为褐煤，其固定碳质量分数-:K48!./K/8；挥发分-4K48；灰分0K38!2/KC8；含硫

量.K.8!:K/8；热值0/2/!0::/;$(（英制热单位），储量为30K4亿吨。马奇（B&L%）煤田是俾努支省东

部较典型的煤田，产于渐新统中，共有.个可采煤层，总厚2K-1，但褶皱强烈，断层发育，煤质较差，灰分

GK:8!-/K.8，含硫量.K-8!0K38，可采范围十分有限。石油和天然气主要产出在印度河流域，集中在

北部的胡沙布、中部的雅各布巴巴德和南部海得拉巴德等.个地区。这.个地区在前中生代处于印度地盾

与苏莱曼J莫克兰褶皱带所夹持的古海槽环境，后经多次构造变动形成了若干盆地或凹陷，以北部波特瓦尔

盆地和南部印度河盆地为最主要含油气盆地。盆地中含油气层主要为始新统，其次为中新统—上新统，在古

新统以及白垩系的砂岩与侏罗系的灰岩层中也发现储油层。油田主要在北部胡沙布一带，最近在白垩系中

发现的多达克（9%?,&D）油田最引人注意；气田主要集中在南部印度河盆地中，其中以苏伊（<("）气田规模最

大。巴基斯坦现已发现油田-0个，气田-3个，其中已开发生产的油田有G个，气田2.个，大多属于中小型

油、气田。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