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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矿产资源简介

缅甸区域成矿地质特征及其矿产资源（一）

缅甸位于印度板块东侧，其地质构造受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影响十分明显，并且基本上可分为近于5-向

延伸的三大部分。东部包括掸邦、克钦邦和克伦邦部分，为加里东褶皱带，上部有发育的晚古生代地台型沉

积盖层；中部包括实皆省、曼德勒省、勃固省、伊洛瓦底省，为第三纪盆地，发育万余米厚的新生代沉积层；西

部相当于钦邦、若开邦及其沿海地区，为新生代褶皱带，古近系较发育并具有复式褶皱。上述三大部分之间

均以断裂带为界，并伴有超基性岩以及中、酸性岩侵入。显然，在古近纪印度板块向北俯冲之时，在其东部的

缅甸地区同样承受了侧向构造变动，形成了俯冲带、弧后海沟和古陆块边缘等三部分，其间被具有推覆性质

的深断裂带所分割。因此，在横向上其地质构造的时间演化则表现出从西向东具有由新向老演变的趋势。

有人认为，缅甸地质构造与中国西藏南部地区较相似，只不过西藏南部地区是呈近.<向延伸。这种认识

不无道理。上述成矿构造环境无疑对区域成矿作用起着控制作用，使缅甸地区不论是产出的矿床类型，还是

其时空分布都呈现一定规律性。在成矿时间上，大部分矿产主要形成于中、新生代，在西部地区，成矿期基本

上为第三纪，特别是古近纪，中部地区除古近纪外还有相当于中国燕山期的中生代，而在东部地区则以中生

代为主，少数为前中生代。在成矿类型上出现=大类型：与俯冲带混杂堆积有关的超基性岩及其铬、镍、铂

等岩浆矿床；与古近纪沉积有关的能源矿产；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热液型钨、锡以及铜、锑等矿床；与碳酸盐岩

有关的层状和层控型铅、锌、银矿床。在空间分布上，所有矿产几乎都与区域构造方向相一致，呈近5-向分

布，其中，西部新生代褶皱带以岩浆型铬、镍、铂矿以及部分沉积型能源矿产为主；中部第三纪盆地是缅甸最

主要的能源矿产以及部分非金属矿产的产区；东部褶皱带集中了大量热液型及层状和层控型有色和稀有金

属矿产，但由于工作程度关系，这些矿产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缅甸的油、气发现与勘查历史较长，相传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挖井采油。自

#>>?年钻探第一口油井以来，缅甸至今己在西部若开邦近海和滨海区、中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西部和伊

洛瓦底江三角洲东部及马达斑海湾东部等7个地区，相继发现含油、气构造或者油、气显示。西部若开邦在

切杜巴（@A%B(&)）岛附近经物探工作发现一个5.C-<向构造，并有石油显示；在伊洛瓦底江东部及马达斑

湾东部经钻探也发现一些气田或油气显示，而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西部经多年勘查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发

现了不少油、气田，成为缅甸最主要油、气产区。通过大量工作，表明缅甸油、气主要产于始新世至中新世海

相沉积岩中，其下部（相当于始新统至中渐新统）以泥岩、不纯灰岩及粉砂岩为主，上部（相当于上渐新统至中

新统）以粉砂岩、泥岩夹砂岩透镜体为主，并且向上砂岩夹层增多，厚度大于7"""D。下部岩层是主要生油

层，而上部砂岩层为主要储油层。这套含油、气地层被上新世至更新世陆相沉积所覆盖，厚度#!""D至

!E""D。

缅甸伊洛瓦底江西部经数十年勘查，发现7个呈近5-向展布的含油、气构造盆地。南部卑谬盆地，位

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西南，目前正在开采的兴实达（F%GH)B)）油田位于其中。中部沙林（5):IG）盆地，是缅甸

石油、天 然 气 最 集 中 的 地 方，现 有 数 个 正 在 生 产 的 油、气 田，如 稍 埠（@A)(J）、敏 巫（+IGB(）、仁 安 羌

（K%G)GL*)(GL）、耶南马（K%G)GD)）、德耶谬（6A)*%MD*9）等，以及数十处油、气显示点，并以仁安羌油田最为

典型。仁安羌油田面积=N"OEJD!以上，为一不对称褶皱构造，东翼向西逆冲，其垂直错位约#"""D，全部

石油由逆冲断层的储层砂岩中产出，而天然气来自它下面相同层位的地层。由于沙林盆地上覆地层较厚，始

新统至中新统的产油层埋藏较深，目前仅对浅层的油气层进行勘查，估计石油储量="+M，天然气##"亿D7，

若对!E""D以下的生产层进行评价，则其远景可能更大。北部钦德温（@A)GBPIG）盆地，是开展工作较晚的

地区，但面积最大，其长约E""JD，宽#E"JD，处于北纬!!Q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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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该区覆盖层较厚，仅在盆地西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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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隅有少量始新世至中新世储油地层出露，现有英都（!"#$%）、伊南（&’"$"）等油田以及十余处油气显示

点。该区地质工作仍在继续，有可能成为缅甸油、气田勘查的新远景区。

煤炭资源：缅甸煤炭资源分布比较广，但资源储量不是十分巨大，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其次为东部地

区，而西部地区目前只在若开地区及兰里岛见有很薄的煤层或煤线，大多无经济价值。中部地区煤炭资源较

丰富，在空间上仍然受构造盆地的控制，煤层主要产于古近系始新统中，其中有烟煤与褐煤两种。前者产出

较少，以北部钦德温地区较发育，如($")$*+"和,’-."/河谷一带的煤田，东西宽0123，南北长41123，煤层

厚平均1563，个别为7563，燃烧值为60118$-／2/（8$-为卡路里的缩写，4111卡路里9:4;:焦耳），估算

资源储量为4507亿吨，现己开采，日产量可达万吨。褐煤分布较广，主要在伊洛瓦底江畔的敏巫、木格等地，

煤层层数多，厚度一般在450!0543，煤质变化较大，其湿度为:5;<!065:<，灰分为:54<!0=5;<，挥

发分为0:54<!:;5><，含碳405=<!?05;<，含硫15?7<!05??<，燃烧值为:=61!?>?18$-／2/。矿床

规模不大，现己部分开采。东部地区煤炭资源产出层位较多，其中，黑巴（@’A$）的志留纪无烟煤和垒安（B.+C
$"）的侏罗纪烟煤均因厚度薄、煤质差以及受构造变形与变动较强，目前无法利用。而最有价值的是产于山

间盆地新近纪至更新世河流C湖泊相沉积中的褐煤，它主要分布在掸邦北部的腊戍及其以南的南马、马山以

及德林达依的木盖朗等地，其中以腊戍盆地中褐煤规模较大，煤田面积约471230，煤层厚度15=!415?3，

煤质较稳定，其湿度为4>5;<!4=5;<，灰分=57<!475?<，挥发分7:5;<!7?56<，含碳715:<!
7>5:<，含硫45:<。东部地区褐煤勘查程度较低，但远景较大，目前仅少量民采，作为生活用煤。

铁矿资源：己知有00个铁矿点，以风化残余型铁矿为主，主要产于晚古生代和中生代灰岩和白云质灰

岩上部，或于古近纪基性和超基性岩表层。矿石成分以赤铁矿和褐铁矿为主，多呈结核状、皮壳状或小透镜

状。该类型矿床广布在掸邦东部以及曼德勒D眉谬一带，其中以东技南东约4123的E$"/E’)铁矿规模最

大，估计赤铁矿资源储量4111万吨，含,F’?65:<。该类型矿床均可露天开采，但由于选矿较难，因此没得

到利用。在克钦邦北部葡萄北有缅甸唯一的菱铁矿点，产于千枚状板岩与砂岩接触带上，矿石矿物以菱铁矿

为主，伴有磁铁矿、赤铁矿和针铁矿等，相传以往曾开采过，但由于海拔高，交通不便，现尚未进行勘查。总

之，缅甸铁矿资源比较缺乏，尚无可利用的大型矿床。

铬矿资源：铬铁矿以岩浆型为主，并与断裂带中超基性岩关系较密切，主要集中在西部，即缅甸中部第

三纪盆地与新生代褶皱带结合部位的大断裂带中，以实皆省、马圭省、伊洛瓦底省较为发育。其次分布于东

北部，即缅甸中部第三纪盆地与早古生代褶皱带结合部位的大断裂中，以曼德勒北和密支那西北等处较发

育。初步研究表明，在北纬00G以南，超基性岩已绝大部蛇纹石化，铬铁矿化均产生于蛇纹岩中，如马圭省的

,H$I’*3I.地区及伊洛瓦底省的兴实达附近，至于蛇纹石化是表生作用还是自变质作用引起目前尚不清楚。

而在北纬00G以北，铬铁矿化均发生在橄榄岩、方辉橄榄岩和纯橄岩中，含J*0K7较高，有的可达?1<，如实

皆省的L%’)$M"/地区。此外，曼德勒北4>123处的,$/$M"/,$M"/岩体也很引人注意，其出露面积约411
230，在橄榄岩、方辉橄榄岩中普遍发生铬铁矿化。在密支那西北部的岩体附近广布铬铁矿滚石，其产出有

待进一步调查。总之，缅甸超基性岩及其铬铁矿化较发育，具有远景，但至今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勘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