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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东北部的内陆国，

有“非洲屋脊”之称。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联盟(非盟)总部所

在地，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已与世界

上90多个国家开通了直航，是非洲

连接亚欧地区重要的桥头堡。 

近年来，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保持较

快速度，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1%。

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随着中埃关系全面深入发展，

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埃

塞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

战略伙伴，也是中国开展对

非产能合作的三个先行先试

国家之一。两国已在交通、

医疗、制造、矿业、能源、

文化、贸易等领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2008年4月2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原总工张洪涛代表中国地质调查局

与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签署了两局合作谅解备忘录。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填图中的方法技术； 

区域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沉积盆地分析与能源资源评价； 

现代分析测试方法技术； 

地学数据库建设； 

双方感兴趣的其他合作领域。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联合培养 

来华短期交流与培训 

联合开展项目工作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2005年           援埃塞俄比亚矿产地质前期考察 

2007-2009年  援埃塞俄比亚Gimbi－Nejo地区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2016年-          东北非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现状 

2009-2010年   埃塞俄比亚Asosa－Gimbi地区优势金属矿产成 

                           矿规律研究 

2010-2015年    非洲东北部地区优势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研究与资 

                            源潜力综合分析 

2012年-           非洲西部及东北部成矿规律研究与资源潜力综合分析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通过对埃塞俄比亚矿产资源

和矿业开发基本情况进行考

察，初步了解了埃塞俄比亚

区域地质背景、矿产分布规

律（四个成矿带）及主要成

矿类型，对埃塞俄比亚的矿

产地质工作程度、地形地貌

及人文环境有了比较全面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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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通过路线地质调查更新了1/25万区域地质图，并在Aleltu群变质沉积岩组发

现了冰筏沉积和在Tulu Dimtu构造带及Sayi chengi火山沉积岩群确立了蛇绿岩

组合的存在。提出了Tulu Dimtu构造带代表了一个完整威尔逊旋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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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通过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方法，厘定了研究区前寒武纪侵入岩时序和岩石地层

序列。在工区首次系统测试并获得了混合黑云角闪片麻岩（锆石U-Pb年龄：

845.1±6.1Ma）、基性杂岩（Sm-Nd全岩矿物等时线年龄：767±20Ma）、闪长岩

（锆石U-Pb年龄：758±11Ma）、花岗闪长岩（锆石U-Pb年龄：728±23Ma）及花

岗岩（锆石U-Pb年龄：550.4±9.2M）的同位素年龄。 

综合地质、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成果，探讨了工作区地质构造演化历史，认为

Gimbi-Nejo地区泛非构造期历经了大陆裂解及海底扩张、大洋消减闭合、弧陆碰

撞、伸展走滑等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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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 

SHRIMP 

U-Pb法 

测得年龄为
839.6±6.5 Ma 

中酸性侵入岩 

激光剥蚀等离子质谱 

（LA-ICPMS） 

U-Pb法 

黑云花岗闪长
岩 

728±20Ma 

黑云正长花岗
岩 

550.4±9.2 Ma 

SHRIMP 

U-Pb法 

黑云母碱长花
岗岩 

563.4±4.8 Ma 



大陆裂解及海底扩张阶段 

近南北向构造带中蛇绿岩组合的发现，代表了海底扩张时洋壳存在。花岗质片麻
岩杂岩中岩浆结晶锆石U-Pb年龄值限定了演化的上限为845.1±6.1Ma。而蛇绿岩
组合中的变玄武岩的年龄代表弧后盆地最大扩张时限为817.1±5.5Ma。 

大洋消减闭合阶段 

以弧后裂谷盆地沉积建造及岩浆弧的形成为代表。出现了双峰式火山岩组合和以
变质碎屑岩-钙硅酸盐岩-大理岩夹变基性火山岩组合为代表的弧后盆地沉积建造，
基性-中基性岩浆弧的767±20Ma--758±11Ma年龄代表了本阶段主期时代。 

弧弧碰撞阶段 

以研究区发育逆冲—褶皱变形（D1）、区域变质作用及同构造期的中酸性岩浆活动
为特征，同构造期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中锆石U-Pb年龄值为728±20Ma，代表了该阶
段构造活动的主峰时代。 

走滑伸展阶段 

该时期主要为构造剪切与滑脱变形，早期为近南北向左行韧性剪切变形（D２），
后期以滑脱变形（D３）为主，同时伴随有中酸性岩浆活动，区内碱长花岗岩和正
长花岗岩的成岩年龄563.4±4.8 Ma --550.4±9.2 Ma，大致代表了本阶段时限。 



完成水系沉积物测量采样面积

9040平方公里，圈出组合异常32

处。划出了15个地球化学异常区

(带) 。 

筛选出6处异常进行了重点检查，

同时踏勘性检查了5个异常。通过

野外及室内工作认为6处异常具有

进一步工作价值。 

依据区域成矿地质背景认为工

作区具有寻找金、镍、铂、铜、

铁等矿产资源的潜力。划分出4个

三级成矿带，5个A类找矿远景区

和4个B类找矿远景区。 





2016-2018年低密度地球化学调查部署图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确认各类矿（化）点或矿化信息点81处（含砂金、非金属矿产）。编制了工作区

1:25万区域地质矿产图。 

系统对区内主要矿产（金、铂族元素、镍、铁、铜等）的矿床类型进行了划分。对

典型矿床（点）的成矿地质条件及成因类型进行了初步探讨。 

成矿阶段 
沉积 
组合 

岩浆 
作用 

变质 
作用 

构造 
变形 

形成时代 成矿类型 
代表性 
矿床 

大陆裂解及海底
扩张成矿阶段 

蛇绿岩 
裂谷 
作用 

小于845.1±6.1Ma，主期
817.1±5.5Ma 

铂族元素、铬、镍、
钴 

Yubdo铂矿、
Dalati镍矿 

大洋消减闭合成
矿阶段 

碎屑岩-

钙硅酸盐
岩-大理
岩组合 

双峰式火山
岩组合、基
性环状杂岩

体、 

中基性侵入
岩岩基 

767±20Ma—758±11Ma 

条带状磁铁矿 Kata铁矿 

与基性火山岩相关
的块状磁铁矿 

岩浆熔离型磁铁矿、
磷矿 

Bikilal铁矿 

弧弧碰撞成矿阶
段 

同构造期花
岗岩 

区域绿
片岩相 

逆冲—

褶皱变
形（D1） 

728±20Ma 
高温热液钼、钨矿
化和接触变质带金、

铜矿化 

Fakusho钼矿、
Chochi铜金矿

点 

走滑伸展地壳隆
升成矿阶段 

正长花岗岩
和碱长花岗
岩侵位 

左行韧
性剪切
变形、
滑脱变
形 

563.4±4.8 Ma 
550.4±9.2 Ma 

与剪切带相关石英
脉性金矿化、蚀变

岩型金矿 

Dul金矿、
Bekuji-motish

金矿 



Bulen金矿 

Kata铜金矿 

Bushane 

Aleltu 

Bikilal铁矿 

Yubdo铂矿 

Tulu Capi 

金矿 

Gumu金矿 



首次通过氢、氧、氦、氩等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研究对区内剪切带型金

矿的物质来源、成矿流体性质、成矿时代进行了探讨。本区金矿属中温热液型

矿床，成矿流体主要为中低温低盐度流体和中低温中高盐度流体，主要来源于

地壳流体，流体为变质水、建造水与大气降水的混合。运用流体包裹体Rb-Sr

测年，首次确定了石英脉型金矿的成矿年龄为545Ma±7Ma，矿床形成于泛非期

构造热事件的晚期。 

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同位素等时线年龄 石英流体包裹体δ18OV-SMOW‰-δDV-SMOW ‰关系图 



总结了区域成矿规律和找矿标志，在

研究区划分了Yubdo－Tulu Dimtu－

Bruda近南北向成矿带、Asosa－Kurmuk

南北向成矿带及Mendi南北向次级成矿

带，圈定了Kata-Yubdo、Gumu-Sirkole

及Mendi等三个成矿远景区，为区域地

质找矿突破提供了方向。对区内成矿地

质特征和区域找矿标志总结的基础上，

提出了4个地区作为下一步勘查工作的

有利地区。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取得成果 

近5年来，累计培训

埃塞俄比亚地质技术

人员100多人次。联

合开展各类学术研讨

会5次。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展望 

两国经济发展对地学领域合作的需求 

友好的双边关系 

埃塞俄比亚优良的资源禀赋 

埃塞俄比亚优越的矿业投资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展望 

2016年4月12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钟自

然局长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与埃塞

俄比亚矿业与石油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克

格诺•富瑞签署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与

埃塞俄比亚地质调查局区域地球化学填

图项目合作协议》。 

为进一步落实本项目协议，促进中

埃两国地学领域的合作，中国地质调查

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已派出项目组赴埃

塞俄比亚开展埃塞俄比亚全国地球化学

调查项目。 

中国-埃塞俄比亚双方签署合作项目协议 



中埃地学领域合作展望 

打造中国-西非北非地学合作研究中心区域性合作平台 

双方地调机构+其他国际地质机构的合作模式 

项目合作+中国地质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 

以国际矿业公司需求和解决区域性地质科学问题为合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