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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罗 布泊罗北凹地蕴藏有资源 (远 景)量 达超大型规模的液体钾矿 ,平 均品位1.⒃ %,

赋存于全新统 ,晚 更新统及中更新统上部。储卤层孔隙发育 ,单 位涌水量大大超过工业开采指标。

室内及野外卤水蒸发试验表明罗北富钾卤水具有制取钾混盐的良好前景。该钾矿床的潜在价值巨

大 ,可 采性好 ,资 源保证程度高 ,具 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关键词 :罗 布泊 卤 水钾矿 水 文地质 蒸 发试验 开 采经济评价

1995年 10月 ,由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所负责,新 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和地矿部

遥感中心合作 ,首 次对罗布洎东北部的
“
罗北凹地

”
进行野外地质调查 ,取 得了钾盐找矿工

作突破性进展o,后 经 1996年 、1997年 年第三地质大队进一步钻探和我们的研究 ,确 认该

钾矿床具有 良好的成矿前景 ,其 资源远景储量为 2.5亿 吨 (Kα )②,由 此引起了钾盐界及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 ,对 该矿床特征研究及开发前景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自

然环境气候恶劣,外 部建设条件欠缺,对 其可开发性尚存质疑。本文从矿床特征、矿区水文

地质、蒸发试验、未来开发条件分析等 ,探 讨其开发前景。

矿床特征

罗布泊盆地属于塔里木盆地的一个次级断陷盆地 ,位 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其北部为库鲁

克塔格南麓大断裂,南 部为阿尔金山北部山前断裂 ,西 临 SN向 的七克里克断裂 ,东 达北山

并受山前 NNE向 断裂控制。

1.1 矿 区几何特征

矿床位于罗布泊东北部的罗北 凹地 (图 1),呈 北深南浅的
“
箕状

”
新生代断陷盆地。

潜 卤 水 矿 层 面 积 达 1300km2,厚 度 3.8~26m,下 伏 6个 承 压 储 卤 层 ,最 深 达 157m。

1.2 卤 水化学组成及水化学类型

按照瓦里亚什科水化学分类方案,罗 北凹地卤水为硫酸镁亚型。罗布泊盐湖为典型的内

陆 湖 洎 成 因 。 由 表 1可 见 ,KCl含 量 为 0.88%~1,82%,平 均 为 1.40%,高 出 工 业 品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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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新藐罗布洎地区罗北凹地钾矿床,1996年 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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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与 已建厂的察尔汗盐湖卤水钾矿 Kα 品位相当。此外 ,卤 水 中尚含 B、 h、

Sr、 I、 Br等 微 量 元 素 。

图 1 罗 布泊地区地质略图

1.3 KCl品 位 及 分布 规律

浅层卤水 KCl含 量呈现出北低南高的态势,分 界线在 ZK0800钻 孔附近。北区 K含 量

多 小 于 1.30%,南 区 在 1.30%以 上 ,最 高 区 位 于 ZK0000钻 孔 西 侧 ,K含 量 在 1,50%以
上 。

1.4 储 卤层特征

(1)储 卤层的物质组成:该 地区的盐类矿种类共计 12种 (杨志琛,刘 成林,199T),构

成储卤层最主要矿物是钙芒硝,多 呈菱板状;其 次还有石盐、石膏、杂卤石、钠镁矾及砂。

(2)储卤层分层及分布:根据钻孔沉积物物性特征(主要是孔隙发育情况)和地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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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罗 北凹地第四纪地层及储卤层分布特征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和 第 五 承 压 层 孔 隙 度 分 别 为 11,7%、 16,6%、 17.2%、 13.1%。

2 矿 床水文地质特征

2.1 矿 区水流条件

应用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和人工化学示踪法来测定潜卤水的流向和流速 ,取 得了较好结

果。这为水动力学研究及将来首采区选择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认识 :① 在罗北凹地南部

的 NW-SE向 勘查线一带 ,存 在潜卤水的分水岭,该 线以南地区卤水大致向东南流动,以 北

多向北流动;② 罗北凹地北部边界的东、西部边界的南部和东部边界的中北部为补给边界。

2.2 储 卤层富水性

1997年 对罗北某孔严格分层止水,进 行单孔稳定流抽卤试验 ,共 抽水 7次 潜水层富水

性最好 ,单 位涌水量最大 ,尽 抽水设各最大抽降能力 ,最 大降深仅为 0.22m。 承压层 W2、

W3、 W4的 富水性也较好 ,其 单位涌水量均达到了工业开采要求。

3 卤 水蒸发及盐田工艺试验研究

3.1 卤 水蒸发试验

蒸发试验查明了罗北凹地卤水在不同温度下的蒸发析盐规律。等温蒸发试验主要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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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低温度下析出的含钾硫酸盐为软钾镁矾 ;较 高温度下为钾盐镁矾。在 25~30℃ 之间有

着明显的界线,温 度越高 ,钾 盐析出越晚,有 利于卤水中 K的 富集 ,在 钾盐阶段析 出获得

的钾混盐中 K的 含量越高。

3.2 盐 田工艺方法试验

在卤水等温蒸发试验的基础上,利 用蒸发过程中物料 自身地循环,使 钾盐全部转化为硫

酸钾镁复盐,从 盐田中获得生产硫酸钾的原料——软钾镁矾混盐或钾盐镁矾混盐。

4 矿 床地质技术经济概略评价

4.1 资 源保证程度的地质评价

罗北凹地钾矿床资源 (远景)储 量具有大型规模。为了对资源保证程度有个较清楚的了

解 ,现 选择水文地质工作齐全的罗北 ZK⒓ 00B孔 ,进 行单孔潜卤层储量估算 :以 该孔为中

心,向 南北各推 4km,向 东西外推 2km,计 算块断面积为 32km2。 其他参数为矿层厚度

2514m,给 水度 12.77%),KCl品 位 1.0O%及 相对密度为 1。”。经计算 ,该 块断内 Kα 给

水度储量为 175.09万 吨。通过进一步计算 ,可 以满足年产 5万 吨规模硫酸钾工厂 26年 生产

的需要。由此可知 ,该 矿床资源保证程度是很高的。

4.2 潜 在价值计算分析

以 KCl产 品 (Kα 80%)的 成本价,按 青海钾肥厂的指标为 350元 /吨 计算 ,假 定有用

组分完全提取条件下 (回 收率 100%),该 矿床本次计算出的 E级 储量 (资 源量)为 24ω 0

万吨 (此数据为最近计算出),该 矿床潜在价值为 (24600× 350)861亿 元。

4.3 类 比同类矿床的评价分析

罗北凹地钾矿床与察尔汗钾矿床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 者已建成为我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

地。通过资源、淡水水源地、建设期及投资、产品、成本及售价、发展潜力等对比可知,罗

北凹地钾矿床具有资源上的优势 ,劣 势是 目前的外部条件尤其供水条件较差。

4.4 矿 床开采及选矿工艺技术分析

由于罗北凹地钾矿床为卤水矿,储 卤层富水性很好 ,开 采方式 :潜 水以井渠结合 ,承 压

层用井采。对罗北凹地卤水野外现场蒸发试验。通过资料初步分析 ,已 展示出该卤水 日晒制

取钾混盐的良好前景 ,由 于试验规模过小,暂 时还未能取得完整的经济技术参数 ,随 着工作

不断深人 ,将 进一步扩大试验研究。

结论 :罗 北凹地钾矿资源远景储量达超大型规模 ;储 卤层富水性好 ,主 要含矿层单位涌

水量大大超过工业开采指标 ;初 步蒸发试验展示出该区卤水 日晒制取钾混盐的良好前景。总

之,该 钾矿床的资源是有保证的,开 采生产工艺技术可行。如外部建设条仵跟得上 ,即 可进

行大规模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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