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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矿产资源地质特征及时空分布规律

陈秀法，何学洲，张振芳，陈喜峰，高爱红，郝丽荣，王小宁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7）

摘　要：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中心位置，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具有较丰富的矿

产资源，是我国企业开展矿业投资合作的国家之一。通过对马来西亚区域地质和矿产资源特

征的梳理分析，总结了与成矿作用密切的构造和岩浆事件，认为马来西亚地处欧亚板块、印

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处，主要经历了海西、印支和喜马拉雅 3 期构造运动，形成了以马

来半岛东部二叠纪-三叠纪 I 型花岗岩和马来半岛西部三叠纪 S 型花岗岩为主体的 2 期岩浆

岩，锡、稀土、金和煤炭等为优势矿产资源，其中锡矿资源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厘定了海

西、印支、喜马拉雅 3 个成矿期和 6 个主要矿产成矿带。为此，建议中国投资者关注锡、稀土、

金等优势矿产资源，把握矿业投资机遇，积极稳妥“走出去”参与马来西亚的矿业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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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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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laysia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  and  is  an  important  country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has  rich  mineral  resources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ntri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ment in mining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Malaysia,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tectonic  evolutions  and  magma  events
closely  with  mineralization.  Malaysia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Eurasian  Plate,  the  Indian
Ocean Plate and the Pacific Plate.  Malaysia mainly experienced Hercynian, Indosinian and Himalayan
tectonic  movement.  The  I  type  granites  of  Permian-Triassic  and  S  type  granites  of  Triassic  are
respectively  located  in  Western  and  Eastern  Malaysian  Peninsula.  Tin,  rare  earth,  gold  and  coal  are
dominant mineral resources in Malaysia, of which tin is most important. The three major metallogenic
epoch  of  Hercynian,  Indosinian  and  Himalayan  and  six  main  metallogenic  belts  are  determine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ese  mining  company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  dominant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tin, rare earth, and go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mining investment and participate in
Malaysia’s mining investment cooperation.
Keywords：Malaysia；mineral resource；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metallogenic belt；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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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中部，扼守马六甲海峡，

区位优势明显；国土总面积约 33 万 km2，被海洋分隔

成东、西两部分，西马来西亚（以下简称“西马”）地

处马来半岛南部，东马来西亚（以下简称“东马”）位

于婆罗州北部，二者隔海相望，最近处相距 600 n mile。
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锡、金、煤、稀土、

铁、钨、铝土矿、锰等固体矿产也有较好的潜力。近

年来，众多学者对马来西亚构造演化、矿产资源、典

型矿床和矿业管理机构及投资环境等进行了研究 [1-13]，

提出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矿业投资合作的前景。本文

在系统收集分析最新地质矿产与矿业勘查开发资料

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研究成果，进一步对马来西亚地

质概况、矿产资源分布及成矿规律进行分析，以期为

中国矿业企业赴马来西亚进行矿业投资合作提供参

考和借鉴。

 1　区域地质特征

马来西亚地处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

板块交汇处，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中，由于受到三

大板块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层、岩浆岩和

构造特征 [1-8]。马来西亚总体位于巽他褶皱带的南部，

地层在西马和东马分别呈现不同的特点；西马地层

总体相对较老，以古生界和中生界为主，新生界多为

第四系沉积物，而东马地层整体相对较新，以新生界

为主，中生界和古生界仅在极少地方有出露；此外，

西马地层的变质程度较东马要深。

西马和东马所经历的构造演化差异较大。西马

由属于滇缅马苏地块的西马来半岛地块和属于印支

地块的东马来半岛地块组成，海西运动晚期（298～
251 Ma），西马来半岛地块和东马来半岛地块发生碰

撞，由此形成马来半岛火山弧；印支运动晚期（237～
201 Ma）马来半岛东、西两个地块间发生俯冲、碰撞

和拼合，古特提斯洋闭合，形成了作为两个地块分界

线的北西向的文冬-劳勿缝合带；喜马拉雅运动早期

（66～56 Ma），随着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再

次发生碰撞和俯冲，在太平洋板块的共同作用下，马

来半岛发生了向东南方向的旋转，由此使马来半岛

再次遭受褶皱和断裂改造，产生了大量的火山活动

和一系列 NW 向、NE 向及近 SN 向断裂。东马位于

加里曼丹岛北部，由古晋构造区、沙捞越构造区和东

加里曼丹构造区组成，其中，沙捞越构造区还可以进

一步细分为西布构造亚带和米里构造亚带 [3]。白垩

纪晚期，位于亚欧板块边缘的加里曼丹地块与从澳

大利亚漂移过来的米拉塔斯地块发生了碰撞，形成

了西南婆罗地块，古晋构造区就位于西南婆罗地块

的西北部。新生代，随着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

撞，欧亚板块向东南方向运动，南海地区经历了两次

海底扩张 [5]，古南海板块向南运动，在始新世和渐新

世与南婆罗地块碰撞拼合，形成沙捞越构造区；渐新

世和中新世，随着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作用下，形成

了东加里曼丹岛弧带，即马来西亚最东北侧的东加

里曼丹构造区。同时，随着不同板块的碰撞、俯冲，

形成了卢帕、武吉丰盛港等较大规模的断裂。

马来西亚岩浆岩分布比较广泛，中酸性、基性和

超基性岩浆岩均有分布 [3,9]。西马和东马岩浆岩分布

特点差异较大，前者岩浆岩分布更加广泛。西马岩

浆岩分布与构造活动密切相关。文冬-劳勿缝合带东、

西两侧岩浆岩的岩性特征差异较大，该缝合带内的

蛇绿岩带主要由混杂岩、条带状-层状燧石、片岩和

基性-超基性岩组成。东马来半岛岩浆岩主要形成于

二叠纪-三叠纪（270～220 Ma），花岗岩以 I 型为主。

西马来半岛花岗岩主要形成于三叠纪（220～200 Ma），
以 S 型花岗岩为主，与马来西亚的钨锡成矿密切相

关。东马岩浆岩零星出露，主要为中酸性岩，形成时

代也较新，古晋区以中生代岩浆岩为主，中部地区主

要为新近纪-第四纪中酸性岩，东北部地区主要为第

四纪中酸性岩。

 2　矿产资源

马来西亚矿产资源较丰富，除了石油、天然气、

煤炭等能源以外，发现的主要矿产有锡、铝土矿、铁、

金、银、铜、锑、钴、镍、稀土等金属矿产，重晶石、

高岭土、硅砂等非金属矿产也较丰富，其中，锡矿曾

在全球居于重要地位，近年来由于大量开采其地位

有所下降。马来西亚的矿产品主要用于出口，矿业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2.1　煤炭

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储量为 19.38 亿 t，主要分布

在沙捞越州和沙巴州，其中 15.6 亿 t 储量分布在沙捞

越州，占全国煤炭资源量的 80% 以上；霹雳州、雪兰

莪州和玻璃市州也有零星分布。沙捞越州的美里-皮
拉煤田煤层厚 1～3 m，为高挥发、中灰分、低硫次烟

煤，储量超过 3.7 亿 t。目前，在产的煤田有两个，分

别为美里-皮拉煤田和阿巴克煤田。

 2.2　锡钨矿

马来西亚锡矿资源丰富，储量 8.1 万 t，位居全球

第 11 位，资源量 4.7 万 t，是东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

锡矿资源国。锡矿集中分布在马来半岛，在马来半

岛的 11 个州中有 9 个州发现锡矿，其中以霹雳州

和雪兰莪州最多。矿床类型有砂矿型、热液型、

VHMS 型、矽卡岩型、伟晶岩型等，以砂矿型为主。

砂矿型锡矿多分布在印支期花岗岩与志留纪-二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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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岩和灰岩内外接触带附近的锡石-石英脉中，主

要含有锡石、独居石、钛铁矿和磷钇矿等矿石矿物，

典型矿床有世界著名的坚打谷锡矿田和吉隆坡锡矿

田。热液型锡矿床的矿石分布在泥质岩层的裂隙中，

主要含有锡石、黄铁矿、黄铜矿、毒砂、黄玉、黄锡

矿、闪锌矿、石英和铬铁矿等矿石矿物，有时伴有强

烈石英岩化，代表性矿床如双溪林明。VHMS 型矿

床矿体分布在流纹岩地层中，代表性矿床为博托尔

山锡矿，矿石矿物主要为含锡和银矿物、黄铁矿、黄

铜矿等。矽卡岩型矿床矿体分布在花岗岩体与碳酸

盐岩接触处的矽卡岩带中，锡矿化集中在断裂交汇

处，代表性矿床如马樟萨塔洪、武吉伯西等。伟晶岩

型矿床规模一般较小，锡产于各类伟晶岩中，除锡石

外，主要伴生有电气石、白云母、黄玉、萤石和绿柱

石等，如柔佛州的巴克里矿床。不同类型锡矿床矿

石矿物组合不同，主要矿石矿物为锡石，伴有独居石、

钛铁矿、磷钇矿、黄铁矿、黄铜矿、毒砂、黄玉、黄锡

矿、闪锌矿和铬铁矿等。总体而言，以砂矿型和热液

型锡矿最为重要，资源潜力大。

马来西亚的钨主要与锡矿等共伴生，储量不大，

矿石矿物主要是白钨矿、黑钨矿等，主要分布在霹雳

州的克拉马特普莱和丁加奴州的镇敦。

 2.3　铁矿

马来西亚铁矿资源相对丰富，储量 8 500 万 t，资
源量 7 161 万 t，矿床规模均不大。铁矿床在丁加奴

州、柔佛州、彭亨州、吉打州等都有分布；主要矿床

类型有矽卡岩型及残余矿床。矽卡岩型铁矿主要与

花岗质侵入岩有成因关系，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

典型矿床有丁加奴州的武吉伯西铁矿、柔佛州的佩

莱卡南铁矿，含 TFe 42%～45%。残余矿床主要产于

超基性岩风化层中，典型矿床如塔瓦伊铁矿，推测矿

石储量 7  500 万 t，含 TFe  40%～ 49%，含 Ni  0.4%～

0.55%，矿区面积约 15 km2[14-16]。

 2.4　金银矿

马来西亚的金矿比较丰富，储量 30 t，资源量

182 t，集中分布在文冬-劳勿缝合带以东的东马来半

岛，包括彭亨、吉兰丹、丁加奴等州，此外，在沙捞越

州西部的巴乌和沙巴州的克拉甘等地也有分布。金

矿床类型主要为造山型、斑岩型、砂矿型。典型矿

床如索谷金矿，位于马来西亚中央金矿带，赋存于二

叠纪-三叠纪火山沉积岩中，含矿岩石主要为千枚岩

和石英斑岩，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

闪锌矿等，Au 品位 2.12 g/t，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基

本一致，呈块状、脉状和浸染状等，矿床类型有造山

型与浅成低温热液型两种不同的认识 [7]。马来西亚

的银主要与金共伴生，储量不大。

 2.5　稀土矿

稀土资源较丰富，稀土氧化物储量 3 万 t，主要

为砂矿型。马来西亚的稀土在全国广泛分布，几乎

每个州都有稀土矿床（点）分布，主要稀土矿物为独

居石和磷钇矿，广泛分布于马来半岛的砂锡矿中，多

以副产品形式回收，典型矿床如位于霹雳州的拉哈

特矿床，成矿时代为第四纪，矿石矿物包括独居石、

磷钇矿、锡石、钛铁矿、锆石和金红石等 [16]。

 2.6　其他金属矿产

铝土矿主要分布在彭亨州、沙巴州和柔佛州，储

量为 1.1 亿 t，主要矿床类型为红土型，如位于柔佛州

的柔佛铝土矿矿床等。铜矿资源相对较少，资源量

约 11 万 t，主要分布在沙巴州、吉兰丹州及彭亨州。

矿床类型主要有斑岩型和多金属硫化物型。典型矿

床如马穆特斑岩型铜矿，矿体赋存于侵位到古生界

的古近纪-新近纪石英二长岩-花岗闪长斑岩岩株内，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黄铁矿和磁黄铁矿等 [7]，该

矿床目前已经闭坑。门加普矿床为铜多金属硫化物

矿床 [16]，除铜外，伴生铋、金和银等矿物。镍钴资源

不多，镍资源量为 20 万 t，钴资源量为 18.9 万 t，主要

矿床类型为红土型，如位于沙巴州的塔瓦伊矿床。

钛矿储量不大，主要为钛铁矿和金红石，通常与锡石

伴生，主要赋存在冲积矿床中，主要分布在丁加奴州

和吉兰丹州。马来西亚也有锑矿和锰矿，矿床规模

都很小，其中，锑矿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属石英脉型。

锰矿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中部。

 2.7　工业矿产

工业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黏土、高岭土、石灰

岩等。黏土主要分布在霹雳州、雪兰莪州贝尔君台

及沙捞越州的古晋附近，普通黏土分布广泛，聚积在

泥质岩和冲积物覆盖的低洼地区。高岭土主要分布

在柔佛州、霹雳州、沙捞越州和雪兰莪州。石灰岩

分布广泛，在霹雳州、吉打州、吉兰丹州、彭亨州均

有分布。重晶石主要分布在吉兰丹、丁加奴和彭亨

州，但矿床规模不大。

 3　马来西亚主要矿产资源时空分布规律

 3.1　主要成矿期

马来西亚主要矿产资源的成矿与马来半岛和加

里曼丹岛北部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密切相关，根据

其地质演化、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的特点以及主要

矿产时空分布特征和成矿规律，结合的相关研究成

果 [3,8,13]，马来西亚主要有海西期、印支期和喜马拉雅

期三个成矿期。

海西期主要与古特提斯洋板块向东马来半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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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俯冲形成东马来西亚火山弧有关，此阶段岩浆岩

以 I 型花岗岩为主，主要形成锡、钨、稀土、铝土矿

等矿产，矿床类型以热液型和砂矿型为主，典型矿床

包括双溪林明锡矿，本时期形成的矿床数量较多，分

布较为广泛，矿化与 I 型花岗岩的侵入关系非常密切。

印支期主要与滇缅马苏地块和印支地块碰撞拼

合及古特提斯洋闭合有关，此阶段文冬-劳勿缝合带

西部的岩浆岩以 S 型花岗岩为主，主要形成锡、稀土、

钨和铝土矿等矿产，矿床类型以砂矿型、VHMS 型和

热液型为主，原生锡矿化与 S 型花岗岩密切相关，典

型矿床为坚打谷锡矿田；在缝合带东侧，主要形成金、

铜、铁等矿产，矿床类型以造山型、斑岩型和砂矿型

为主，成矿作用与文冬-劳勿断裂及岩浆活动紧密相

关，典型矿床如索谷金矿、塞林辛金矿和彭乔姆金矿

等；该期成矿作用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成矿期，矿床

数量多，有较大规模矿床。

喜马拉雅期，在印度-澳大利亚板块、欧亚板块、

太平洋板块的碰撞和俯冲等共同作用下，马来半岛

发生旋转、褶皱和断裂改造，并由此形成大量火山活

动和各方向断裂，成矿作用与此密切相关，主要形成

锡、铜、金、煤炭等矿产，矿床类型有热液型、斑岩

型和砂矿型。典型矿床有门加普铜矿、巴乌金矿、

吉隆坡锡矿田等。

 3.2　主要成矿区带及其地质特征

马来西亚各区域经历了不同的地质演化历史，

构造、岩浆活动各异。根据各类矿产与区域构造、

岩浆带及沉积相带等分布及相互关系，结合前人对

于马来西亚构造演化、岩浆岩以及成矿带研究的成

果 [2-3,7]，将马来西亚划分为 6 个成矿带，各成矿区带主

要成矿特征如下所述。

1）马来半岛西部锡-稀土成矿带。该成矿带是滇

缅马苏地块的一部分，成矿带北起玻璃市，南至柔佛

州，东侧以文冬-劳勿缝合带为界，总体呈南北方向，

是东南亚锡成矿带的一部分，主要产出的矿产为锡

和稀土，也有少量钨、铝土矿，矿床数量众多，主要矿

床类型为砂矿型和热液型，锡矿化与区内广泛分布

的 S 型花岗岩密切相关，找矿潜力大。典型矿床为

坚打谷锡矿田和吉隆坡锡矿田，以砂锡矿为主，含锡

冲积层厚 5～40 m，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或不规则

状，热液型锡矿的矿体主要产于花岗岩与碳酸盐岩

的接触带中。

2）马来半岛中央金 -铜 -铁成矿带。成矿带西侧

为以文冬-劳勿缝合带为界，东侧以勒比尔断层为界，

大致为南北向延展，北起泰马边境的吉兰丹州，南至

柔佛州；主要产出的矿产以金最为重要，还有铜、铁

等金属矿产，金矿以小型为主，多分布在文冬-劳务缝

合带以东 50 km 范围内，矿床类型主要为造山型、斑

岩型、砂矿型，金矿化主要与成矿带内广泛分布的中

生代花岗质侵入岩有关。铜矿主要分布在乌鲁苏及

门加普等地。铁矿资源分布广泛，多与火山岩有成

因联系 [16]。典型矿床有索谷金矿、塞林辛金矿和彭

乔姆金矿等，均位于文冬-劳勿缝合线东侧，主要受

NS 走向和 NE 走向构造控制；金矿主要产于二叠纪-
三叠纪火山岩中，矿体呈块状或脉状，矿石矿物有自

然金、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毒砂、方铅矿、菱铁

矿、锰矿等，蚀变有硅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等，Au 品位在 0.5～ 2.2 g/t 之间，最高可

达 11.5 g/t，变化较大。成矿带具有较好的金矿找矿

前景。

3）马来半岛东部锡 -铝土矿 -稀土成矿带。该成

矿带北起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经彭亨州的双溪林

明，南至柔佛州的三板头，西侧以勒比尔断层为界，

总体呈北西-南东向延伸；主要产出矿产为锡矿，也有

铝土矿、稀土等金属矿产出，锡矿床数量较多，矿床

类型有热液型和砂矿型，本区的锡矿和稀土矿与二

叠纪和三叠纪的 I 型花岗岩密切相关。矿带北中部

多为原生矿，南部的柔佛州（如三板头等）多为砂矿，

原生矿化与三叠纪花岗岩侵入有关 [16]。双溪林明锡

矿是该成矿带重要的热液型锡矿床，围岩为早石炭

世厚层黑色页岩、砂岩、粉砂岩和石英岩夹层，后被

二叠纪花岗岩体侵入，锡矿呈裂隙充填和交代的形

式产于早石炭世页岩中，矿石矿物主要为锡石、黄铜

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磁铁矿、毒砂等。

4）古晋金 -稀土成矿带。该成矿带西起士马丹，

经古晋到英基里利，总体为东西走向，北界为卢帕断

裂；主要产出的矿产为金矿，也产有锑、稀土砂矿、

煤炭等矿产，矿床类型主要为热液型，目前探明矿床

数量不多，主要与白垩纪和中新世中酸性岩体密切

相关。典型矿床如巴乌大型金矿田，由多个矿床组

成，主要经历了白垩纪和中新世 2 期矿化，以中新世

更为重要，矿床总体受不同方向的断裂构造和中酸

性岩体控制，金矿化发生在斑岩侵入体内部或附近，

矿石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自然金、方铅矿、闪锌

矿、辉锑矿等。

5）沙捞越煤炭成矿带。该成矿带主体位于马来

西亚的沙捞越州，南西与古晋金-稀土成矿带以卢帕

断裂为界，东北部以基纳巴卢山断裂与沙巴成矿带

为界，总体为北东-南西向延展；主要产出的矿产为煤

炭，矿床数量较多。典型矿床为美里-皮拉（Merit-
Pila），为一优质煤田，煤层厚 1～3 m，为高挥发、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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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硫次烟煤，成煤时代为古近纪-新近纪。

6）沙巴金-铜-铁-镍-稀土成矿带。该成矿带位于

马来西亚东北部，西侧为基纳巴卢山断裂，总体为南

北走向；主要产出金、铜、镍、钴和铁矿以及稀土砂

矿等；主要矿床类型为红土型镍钴（铁）矿、斑岩型铜

（金）矿等，典型矿床如塔瓦伊红土型铁镍钴矿和马

穆特斑岩型铜矿，成矿时代为新生代。

 4　结论与建议

马来西亚位于特提斯成矿域的东缘，构造岩浆

活动复杂，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煤炭、锡钨、金银、稀

土、锰、铜、铁等为其优势矿产资源，作为东南亚锡

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锡矿在全球曾占据重要的

地位。金属矿产主要分布在西马，与古生代和中生

代的构造和岩浆活动密切相关，煤炭多分布在东马，

主要与古近纪-新近纪的沉积相关。马来西亚作为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战略枢纽，与中国经

贸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双边关系友好。建议中国矿

业企业把握机遇，围绕各国关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

聚焦马来西亚优势矿产资源，把握矿业投资有利政

策，做好风险防控，积极参与马来西亚矿业开发，促

进矿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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