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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天山南缘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带地质特征

及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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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东部是中国主要的盐类矿床聚集区，在东天山南缘形成了巨大的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带。文章

在系统总结东天山南缘富钾硝酸盐成矿带地质特征、成矿条件特征和晶间卤水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富钾硝酸盐矿

床成矿的地质条件、物质来源和气候因素，以及已有矿床的资源状况和资源潜力，指出富钾硝酸盐矿床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盐类矿床，特殊的构造条件是该类矿床物质来源和成矿作用发生的重要因素，晶间卤水和层间、裂隙卤水具

有较大的资源潜力。加强该区富钾硝酸盐矿床的研究和勘查评价工作，不仅可以丰富中国陆相盐类矿床成盐理论，

而且可以为罗布泊钾盐基地提供后续资源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新疆新型钾、氮肥工业基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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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D)IDCD)N9(N9)9NaCOĈ8(I)(‘&)N9(8̂S8RIOCSC(8&SVC(&̂ 8̂S)U8S)EC/8̂ ,&Ŝ8)N((IV(N9)‘N(CNSC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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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域辽阔，盐湖星罗棋布，是中国分布范围

最大的现代成盐区（郑喜玉等，!""#$），特别是在新

疆东部形成了巨大的盐类矿床聚集区，自吐鲁番%哈

密地区至罗布泊，由北向南形成了&个盐类矿床成

矿区：吐鲁番%哈密钠硝石成矿区、东天山南缘的富

钾硝酸盐成矿区和罗布泊钾盐成矿区。钠硝石成矿

区主要分布在吐%哈盆地及觉罗塔格山间凹陷中，已

发现库姆塔格、大南湖、西戈壁等多个钠硝石矿床或

矿点（高 月 珍，!""&；李 博 昀 等，’((#；刘 国 庆 等，

’((#；葛文胜等，’(()），在区域上已构成了一个规模

巨大的硝酸盐成矿带，普查资源量近’*)亿吨，接近

著名的智利硝酸盐矿床（蔡克勤等，!""!；葛文胜等，

’((+）。新疆钾盐成矿带主要分布在罗布泊地区，钾

盐（,-!）资源量达’*#(亿吨，为超大型规模（王弭

力等，’((!；’((.；刘成林等，’((&）。在吐%哈盆地和

罗布泊之间的东天山南缘，形成了富钾硝酸盐盐湖

密集分布区，部分矿床自’(世纪+(年代就已开采，

资源潜力巨大，虽然一些学者对此类盐湖已有过研

究（蔡克勤等，!""!；!""’；郑喜玉等，!""#/；’(((；

’((’；张 义 民 等，’(((；郑 大 中 等，’(((；秦 燕 等，

’((+；陈永志等，’(("），但对硝酸盐盐湖成矿带的特

征、形成和演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有待加强。此

外，与该成矿区带毗邻的罗布泊已经建成年产!((
万吨生产规模的钾盐基地，按照现有可采资源量和

生产能力计算仅可供!#!’(年开采（王弭力等，

’((.），从长远来看，罗北凹地等地区的地下卤水钾

盐资源保障力度有限。因此，加强对富钾硝酸盐矿

床成矿地质特征和资源潜力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

陆相盐湖成矿理论，而且可以为罗布泊钾盐基地提

供后续资源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新疆建成新型的

钾、氮肥工业基地。

! 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带地质特征

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主要分布在东天山南缘阿

齐克库都克断裂和卡瓦布拉克大断裂、兴都%库鲁克

塔格大断裂之间的构造洼地或构造断陷盆地中，西

自艾丁湖南的乌尔喀什布拉克，东至库姆塔格砂垄，

已经发现的富钾硝酸盐湖矿床包括乌尔喀什布拉

克、乌宗布拉克、乌勇布拉克、小横山、大洼地和裤子

山等盐湖型钾硝石矿床等（图!），在区域上已经构成

一个富钾硝酸盐成矿带。根据构造位置和水文地质

单元分区情况，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可以分为东、西

’个成矿区，西成矿区的盐湖矿床主要分布在阿齐克

图! 新疆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带地质矿产图（据张义民等，’(((；郑喜玉等，!""#$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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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都克断裂以南新生代库米什断陷盆地中，东成矿

区的盐湖矿床主要分布在卡瓦布拉克和兴都!库鲁

克塔格大断裂交汇部位或次级断裂形成的构造断陷

凹地。此外，沿该构造带再向东延伸还分布有磁海、

石英滩等多个硝酸盐盐湖。

!"! 地层

研究区位于东天山南缘构造活动带中，区内出

露的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长城系星星峡组、蓟县系

卡瓦布拉克组，志留系灰绿色绢云母绿泥石石英片

岩等浅海相变质碎屑岩系，泥盆系阿尔塔格组和克

孜勒塔格组，中石炭统土古土布拉克组以及第三系、

第四系（何国琦等，#$$%；马瑞士等，#$$&）。第三系

为内陆湖相碎屑沉积，其中含有多个石膏层；第四系

为洪积砂泥碎石堆积和化学沉积（程捷等，’(()）。

成矿区内新生界分布广泛，厚度几十米到几百米不

等（张义民等，’(((）。

区内岩浆侵入活动比较强烈，从超基性岩到酸

性岩皆有出露，主要有华力西中期超基性岩、闪长

岩、花岗岩和元古代晚期片麻状花岗岩等。岩体多

为面状和带状分布，呈岩基和岩株产出（何国琦等，

#$$%；马瑞士等，#$$&）。

!"" 构造

研究区构造比较发育，板块构造边界阿齐克库

都克断裂和’条区域性大断裂兴都!库鲁克塔格大

断裂和卡瓦布拉克大断裂交汇于此地（木合塔尔·扎

日等，’(($），地貌上形成南高北低的明显断阶，北东

向、北西向、东西向次一级断裂也非常发育，’组或多

组断裂交汇地段，往往形成洼地（李博昀等，’(()）。

这些区域性断裂大致形成于晚古生代，且异常活跃，

多是在古生代基底断层基础上，于新生代喜马拉雅

运动中强烈复活再生，使两侧山区加剧上升，中间强

烈下陷，堆积了厚度达’&*+的第四系堆积物（何国

琦等，#$$%；马瑞士等，#$$&；杨兴科等，#$$,）。沿断

裂带有狭长凹地、干谷、盐湖和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长

形断陷盆地。

’ 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带矿床特征

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固相、液相并存，既有固相

的钾硝石矿层，同时也有赋存于化学堆积层晶间卤

水、基岩裂隙水含水层和第四系粗屑堆积层孔隙水

中的液相富钾硝酸盐矿床。

""! 固相矿床矿化特征

固相富钾硝酸盐矿化赋存在干盐湖的石盐壳

中，常覆盖整个盐湖，以石盐和钾硝石矿化为主；固

相富钾硝酸盐自然类型多为砂质含钾硝石和石膏石

盐壳型，主要矿化矿物为钾硝石。钾硝石矿化通常

位于晶间卤水水位之上、疏松泥沙质盐壳的块状盐

壳中，厚度一般(-)!#-.+，产状基本水平。钾硝石

矿化范围大小取决于盐湖本身的结构、物源区物质

供给体系和水源地补给体系。盐湖范围较大时，可

能有几个沉积中心，物源和水源多元时，矿化只发生

在某些有利地段；盐湖范围较小时，通常物源和水源

单一，整个湖区都存在硝酸盐矿化。

’"#"# 矿石矿物特征

固相富钾硝酸盐矿床盐类矿物可分为&大类，

即硝酸盐矿物、氯化物矿物及硫酸盐矿物，主要有$
种矿物（表#），氯化物占主导地位，部分矿层出现少

量钾石盐矿物。盐类矿物在矿石中呈细粒状，半自

形!自形结构、斑点状结构、镶嵌结构、交代结构等，

为角砾岩和含砂砾岩的胶结物，由于胶结致密，矿石

十分坚硬。部分盐类在岩石中呈白色斑状、团块状

构造分布，盐类在角砾周围结晶，则形成白色的环状

圈层，构成环状构造、梳状构造或皮壳状构造。盐类

矿物在岩石裂隙中分布时，构成细脉、网脉状构造，

脉宽一般为&!%++，少数可达#(!)(++，稍宽的

盐脉中石盐呈中!粗晶粒，但此类盐脉中，很少见有

硝酸盐，主要是由石盐组成，属潜水淋滤形成的次生

盐脉。在石盐脉发育处，可见淋滤形成的晶洞构造，

以及晶洞中石盐沿洞壁生长的晶簇构造，或矿石中

盐类被潜水淋滤溶解而形成多孔状构造。

’"#"’ 矿石组分特征

根据几个矿床组合分析和光谱分析结果（表’），

钾硝石矿层的主要化学组成为：!（/012）为’&-#,3
!*)-(&3，!（1045%）为#-’’3!)-.#3，!（6745%）

为(-%)3!’-)#3，!（/0’45%）为&-*&3!

表! 硝酸盐矿床盐类矿物一览表

#$%&’! ($&)*’+’,)-’*.$/0-)*’/$&+)**)./$.’,’12+).+
矿物类型 矿物名称

硝酸盐 钾硝石（8/5&）、钠硝石（/0/5&）

氯化物 石盐（/012）

硫酸盐 无水芒硝（/0’45%）、钾芒硝（&8’45%·/0’45%）、软钾

镁矾（8’45%·6745%·,9’5）、钙 芒 硝（1045%·

/0’45%）、石膏（1045%·’9’5）、白钠镁矾（/0’45%·
6745%·%9’5）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固相硝酸盐矿床化学组分表〔!（"）／#〕

$%&’(!)*(+,-%’-.+/.0,1,.2.30.’,42,15%1(4(/.0,10〔!（"）／#〕

矿床名称 !"#$ "%"#$ "%&’ "%()#* +,)#* &%)#* 水不溶物 资料来源

乌勇布拉克 (-.. — /0-1$ 0-21 3-.0 $-13 31-2* 丁启交等，(11(%!-；(11(4"

乌尔喀什布拉克 3-01 — 51-21 0-3. (-03 (-.2 (5-.. 丁启交等，(11(%!-；(11(4"

裤子山 *-$* $-5* $5-/1 $-/$ 1-*0 3-(( — 丁启交等，(11(%!-；(11(4"

大洼地 3(-*. 3(-($ ($-35 0-(* 3-/$ 3-5$ *$-0$ 张义民等，(111
乌宗布拉克 5-.3 1-2$ $(-11 0-(2 3-.( 0-($ *0-21 张义民等，(111

小横山 3.-50 3-01 $5-/1 30-.1 (-$1 0-.3 $0-11 张义民等，(111
注：—为未测出。

306.7，!（!"#$）为36017#3.6507，!（"%"#$）

为1-2$7#3(6($7，水不溶物3162*7#*06217。

由表(可知，钾硝石矿与一般石盐矿相比较，

"%()#*、&%)#*、+,)#* 等硫酸盐矿物含量显著增

高，部分品位较高的矿石!"#$的含量远远高于工

业品位$-07的标准。

!-! 液相富钾硝酸盐矿床

液相富钾硝酸盐盐湖卤水通常与固相矿床共

生，地表石盐壳中如果有富钾硝酸盐矿层存在，地下

晶间卤水则可能是液相富钾硝酸盐矿床，两者互为

依存。晶间卤水中!（!"#$）为16$/7#16237，

大部分盐湖晶间卤水己达到1657的工业品位。

(-(-3 赋存特征

液相卤水矿体主要有$种赋存状态：赋存于盐

池中部盐壳下细8中粗粒粒状石盐中的晶间卤水；赋

存于盐池下部及周边盐壳下的细砂、砂砾石、粘土质

粉砂及底部残坡积层中的孔隙卤水；赋存于盐池边

部基岩裂隙中的裂隙卤水。卤水矿体主要为赋存于

地表石盐壳之下的晶间卤水，晶间卤水含水层厚度

一般3#309，部分矿床可达到(.9，下部为盐周边

和底部的裂隙水，两者互相沟通，混为一体。

富钾硝酸盐卤水有明显的分层富集特性，石盐

层中晶间卤水的!（!"#$）最高，而在镁盐层和芒硝

层中则!（"%"#$）增高。

基岩裂隙潜水多分布在基岩裸露的丘陵地带，

特别是断裂构造分布区域，基岩裂隙比较发育。当

部分基岩裂隙与深部断裂沟通后，深部卤水成为上

升泉溢出地表，如裤子山北泉。孔隙潜水多分布于

盐湖周边松散的碎屑堆积物中，其水位埋深和含水

层厚度在不同的盐湖中变化较大。基岩裂隙潜水和

孔隙潜水往往与晶间卤水共同组成液相富钾硝酸盐

矿床。

(-(-( 卤水水化学特征

富钾硝酸盐卤水化学分析资料表明（表$）：晶间

卤水中!（!:）为36$2#$6*5,／;，!（"#<$ ）为$6*3
#$3622,／;，!（"%:）为313622#3$/631,／;，

!（&’<）为3/*61$#3.$6*3,／;，总矿化度均 大 于

$(1,／;；卤水中除主要组分"%&’之外，还有!"#$
和"%"#$，其他组分!&’、+,&’(、"%()#*、+,)#*、

&%)#*等平均含量均较低，一般均小于37；水化学

类型多为氯化钠型、硫酸盐型硫酸钠亚型，卤水分布

在水平方向上水质变化甚小，卤水沿垂深方向水化

学类型变化不大。在西部矿区的乌勇布拉克!（!:）

相对于!（"#<$）明显偏高，并已出现钾石盐矿物，而

在东部矿区的裤子山地区，!（"#<$ ）明显偏高，没有

钾石盐矿物析出。

$ 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成矿条件

富钾硝酸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类矿床，其成

矿条件和成矿作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世界上

对此类矿床研究较少。以往研究认为，该类矿床多

数都是在地壳活动带、大陆裂谷或山前凹陷等部位

形成，并以干旱、半干旱气候和海水充足供应为先决

条件（马万栋等，(11.），陆相盐类沉积多数还应有深

部卤水的补给和盐类物质供给（王弭力等，(113；刘

成林等，(11$；(115）。

6-7 成矿地质条件

盐类矿产的形成严格受构造的控制，构造运动

除控制成盐盆地或洼地外，还控制着盐类矿床的形

成和演化、盐类物质的来源以及盐类矿床形成后的

保 存和破坏（关绍曾等，3225）。中新生代钾盐盆地

! 丁启交，吕 东，王志成-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11(-乌尔喀什布拉克、乌宗布拉克硝酸钾矿床普查报告-

" 丁启交，吕 东，杨友全-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11(-乌勇布拉克硝酸钾矿床详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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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富钾硝酸盐盐湖卤水及泉水化学组分〔!（"）／（#／$）〕

%&’()! *+),-.&(./,0/1-2-/3/4105-3#1&36’5-3)1/4785-.+3-25&2)1&(2(&9)1〔!（"）／（#／$）〕

矿床名称及卤水性质 !" #$" %$&" ’(&" %)* +,&*- #,*. 矿化度 /0值 资料来源

乌勇布拉克矿床

晶间卤水 .122 232144 31&5 2136 273126 24173 .1-2 .-&1.6 517 丁启交等，&33&$!；&33&8"

晶间卤水 &175 2.6153 3156 21-5 2721-6 2.135 9174 ..91.6 51- 丁启交等，&33&$!；&33&8"

泉2 312- 2-153 3179 3152 24176 7134 31.2 .4126 丁启交等，&33&$!；&33&8"

乌宗布拉克矿床

晶间卤水 2199 2.9123 3159 31.9 27.1-2 221.- 5199 .--1.3 515 丁启交等，&33&$!；&33&8"

晶间卤水 21.4 2.6123 3157 31-6 272145 2&1-- -14- .-4137 516 丁启交等，&33&$!；&33&8"

泉. 3123 21.. 31-4 3125 2&1.3 .1&& 3135 &31.3 丁启交等，&33&$!；&33&8"

裤子山矿床

晶间卤水 .13- 2.21-2 31-7 315- 294156 291&9 &9127 .57125 717 本次工作

晶间卤水 .1-6 2.5127 3124 3177 29-13. .4133 .2144 .96165 413 本次工作

湖表卤水 21.4 23716& 3135 &173 25417& 2&179 215- &4.1&2 本次工作

湖表卤水 21.- 23-1.4 3135 .12& 256142 2.1&- 215& &74123 本次工作

北泉 312- 916-. 3154 312& 41.7 51-3 31-2 本次工作

的大地构造位置多与岩石张性断裂有关，或者是板

块边界张裂区，或者是深大断裂所圈限的构造盆地，

也可以是深大断裂所形成的地堑和裂谷（钱自强等，

244-）。多期次、多层次、多形式的地质事件，可形成

若干断裂相互平行、交叉联通的断裂网络系统，成为

成矿物质聚集、运输的通道。地质事件产生的压力、

热能为成矿物质运输提供动能（郑大中等，&333）。

东天山南缘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分布区位于准

噶尔:哈萨克斯坦板块与塔里木板块在东天山造山

带的碰撞缝合部位（方国庆，244-；何国琦等，244-；

马瑞士等，244.），区内构造比较发育（图2），板块构

造边界阿齐克库都克断裂与两条区域性大断裂兴都

:库鲁克塔格大断裂和卡瓦布拉克大断裂为研究区

内的主要断裂，北东向、北西向、东西向次一级断裂

也非常发育。这些断裂多在古生代已经形成，长期

处于活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新构造运动重新复活。

因此，形成了复杂的断裂构造系统，在两组或多组断

裂交汇地段，往往形成洼地，为现代盐湖沉积提供了

良好的场所；同时，断裂带内裂隙系统特别发育，也

为深部卤水的补给提供了通道。

!1: 成矿物质来源

风化剥蚀是陆相盐类沉积中钾的来源之一。含

钾较高的结晶岩和火山岩的风化产物以及古钾盐层

的淋滤产物等都可以提供成盐物质。富钾硝酸盐矿

床分布区广泛分布有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侏罗

系、第三系以及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等侵入岩。在地

层中发育一套含!、#$、%$、’(的绢云石英片岩、黑

云母绿泥石片岩、砂岩、粉砂岩、泥岩及石灰岩等，

它们又都处于强烈风化剥蚀区，经地表洪水搬运至

洼地聚集，提供了丰富的!、#$、%$、’(等物源。

关于#,*. 的来源和富集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

较为统一的认识。以往多认为与基岩风化剥蚀（张

义民等，&333）和北部吐:哈盆地的钠硝石矿床有关。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新疆干旱区的硝酸盐成因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秦燕等（&337）对吐:
哈地区硝酸盐矿床的氧同位素非质量分馏效应进行

了研究，认为硝酸盐矿物是通过大气光化学反应产

生的，大气的沉降作用对矿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陈永志等（&334）通过对新疆干旱区沉积物野

外实地与室内模拟金属催化光化学反应试验，认为

;<等金属催化:光化学反应是新疆干旱区内硝酸盐

形成的主要机制。

大气降雨及构造裂隙水为盐池的主要补给来

源。许多学者曾提供了中国一些中、新生代盆地和

现代盐湖中的盐类物质深部来源的直接和间接的证

据（王弭力等，&332；刘成林等，&33.）。通常海洋水

的!（#,*.）为3=3.(／>（郑喜玉等，2445$），西部干

旱区!（#,*.）地表河水为3=339(／>、浅层地下水为

3=337#3=3.(／>、泉水为3=33-#3=3.5(／>（王根

绪等，&33.）。笔者通过近年来的野外实地考察发

现，该区的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附近几乎都有深部

卤 水成为上升泉溢出地表，对这些上升泉水化学分

! 丁启交，吕 东，王志成1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1&33&1乌尔喀什布拉克、乌宗布拉克硝酸钾矿床普查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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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表明，上升泉本身!（"#$! ）比较高，最高可

达%&’()／*，一般为%&!)／*；相对于西部干旱区泉

水!（"#$!）富集(%倍以上，应是富钾硝酸盐盐湖重

要的来源之一。如裤子山矿区北部上升泉裤子山北

泉，流量约为+%,!／-；乌勇布拉克和乌宗布拉克矿

区也都有上升泉水补给，如泉(出露在矿床北侧，最

大流量出现在(月份，流量为!.&/*／0，最低流量出

现在(%月份，流量为+/*／0，补给量1!&!/2(%’
,!／3。由表!可知，泉水中的45和"#$! 通过蒸发

富集(%!(/倍后基本就能达到湖表卤水和晶间卤

水的浓度。富钾硝酸盐矿床分布区恰在构造断裂分

布发育密集的地区，上升泉成为重要的盐湖物质和

卤水的补给来源。此外，裤子山盐湖低洼处有卤水

溢出补给盐湖，并形成了石盐、钠硝石、芒硝等矿物，

说明富钾硝酸盐矿床地层中潜水应为具有承压性质

的潜卤水。

对裤子山北泉水的氢氧同位素初步分析表明，

"(1#6789#:为$’&!1;，"<6789#:为$/+&1;；裤子

山湖表卤水的氢、氧同位素平均"(1#值为+&=/;，

"<为(.&/;（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

家重点实验室刘爱华测试），与罗布泊大气降水和盐

湖卤水比较（刘成林等，(===），裤子山北泉水氢氧同

位素与大气降水接近，"<具大气降水的性质，(1#发

生漂移主要与围岩发生氧同位素交换有关。因此，

裤子山泉水可能属于深部卤水与大气降水混合的产

物。裤子山湖表卤水的氢、氧同位素表明其显然是

泉水受到一定的蒸发作用的产物。

!>! 气候条件

富钾硝酸盐矿床同其他盐类矿床一样也需要干

旱的气候条件。由于钾盐和硝酸盐的溶解度极高，

是卤水演化的最后阶段的产物，故需要持续干旱的

气候条件。干旱气候带的形成受地形、地貌控制也

很明显。喜马拉雅运动以来形成“高山深盆”的构造

格局（袁见齐等，(=1!），加剧了该区的干旱气候，造

成地表水系基本干涸，水7盐运移以潜水式渗流，通

过毛细孔隙和裂隙蒸发，成为水的主要排泄方式。

因而浅表的第四纪沉积物中普遍盐硝化，孔隙、裂隙

成为盐类主要堆积7结晶地点。强烈的蒸发作用和

极低的降水量，是富钾硝酸盐盐湖矿床形成和保存

的重要条件。

’ 富钾硝酸盐矿床资源潜力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该区液相富钾硝酸盐资源

量为(+’&/万吨，固相富钾硝酸盐资源量为!1&1?
万吨（表’），部分资源量已经转化为经济价值。虽然

已经开采近+%多年，由于开采规模较小，尚可以满

足资源供给，但资源勘查评价仅在!!’的水平上，还

应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

据以往资料，对该区部分矿床分布区内的固相

4"#!预测资源量为’.&+万吨（张义民等，+%%%），

但从现有的!个上升泉补给来看，如果按照每年补

给量(%%2(%’,!、!（45）平均值为%&()／*，考虑到

新疆现代盐湖沉积历史约!万年左右（郑喜玉等，

(==/3），仅!个上升泉补给折合4"#!资源量约1%%
万吨。

从现有资料看，该区广泛沉积了巨厚的中新生

界，仅第四系的厚度就达近!%%,。虽然该区处于干

旱、半干旱地区，但第四系内赋存了大量的潜卤水，

成为富钾硝酸盐卤水的重要储集层，最浅处的水位

仅(,，含卤水层厚度十几米到几十米不等，矿化度

较高，如乌尊布拉克砂砾石孔隙潜水矿化度达!?&1!

表" 新疆东天山南缘富钾硝酸盐资源量表

#$%&’" ()*+,-.+/*$/’*’012*,’+./-’012/-’*.3$*4+.15’$0/#+$.0-$.，6+.7+$.4
矿区名称 类别 水深／盐层厚度／, 资源量／万吨 级别 数据来源

乌尔喀什布拉克 晶间卤水 ’>/(／%>+ (/>=（液相）；!>+1（固相） !!’! 丁启交等，+%%+3#；+%%+@$

乌宗布拉克 晶间卤水 .>’／%>! (!>/（液相）；+%>(=（固相） !!’! 丁启交等，+%%+3#；+%%+@$

裤子山 晶间卤水 (+>?/／%>+= (1>11（液相）；+>.=（固相） !!! 丁启交等，+%%+3#；+%%+@$

乌勇布拉克 晶间卤水 =>..／%>+= ?!>?+（液相）；’>1（固相） !!! 丁启交等，+%%+3#；+%%+@$

大洼地 晶间卤水 (+>?（液相）；.>1（固相） !!’! 丁启交等，+%%+3#；+%%+@$

# 丁启交，吕 东，王志成>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乌尔喀什布拉克、乌宗布拉克硝酸钾矿床普查报告>

$ 丁启交，吕 东，杨友全>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乌勇布拉克硝酸钾矿床详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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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研究区所处的特殊的构

造部位，大断裂、次级断裂以及构造裂隙极其发育，

赋存大量裂隙水，如乌尊布拉克基岩裂隙水矿化度

平均达到’#$!(%／&，虽然其来源是否是深部水目前

尚不清楚，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研究区内孔隙水、

构造裂隙水是扩大富钾硝酸盐储量的必要条件。目

前，对液相富钾硝酸盐卤水的资源量的评价还处于

相当低的水平，对于富钾硝酸盐卤水层和潜水含钾

情况尚不十分清楚，地质工作还相对薄弱，但从目前

的地质工作程度来看，该区应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

( 讨论与结论

新疆东部形成了中国巨大的盐类矿床聚集区，

自吐哈地区至罗布泊，由北向南形成了)个盐类矿

床成矿区带，即吐哈地区的钠硝石成矿区、东天山南

缘的富钾硝酸盐盐湖成矿区和罗布泊钾盐成矿区。

特别是富钾硝酸盐矿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类矿

产，加强富钾硝酸盐矿床的勘查评价，对于缓解中国

钾盐短缺的状况，降低传统氮肥生产的能耗和污染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罗布泊已成为中国新

的钾肥基地，富钾硝酸盐矿床与罗布泊钾盐矿床地

域毗连，客观上已构成了中国新的肥料工业基地。

研究区大型构造发育，这不仅控制着富钾硝酸

盐矿床的分布，而且为此类矿床的形成和演化提供

了必要的物质来源和水动力条件。该区富钾硝酸盐

矿床通常都有上升泉补给，大气降水和深部卤水是

盐类物质补给的重要来源；同时，该区极端干旱的气

候是富钾硝酸盐矿床形成和保存的重要条件。

该区沿着大型断裂带分布的盐湖、干盐湖很多，

但目前的勘查评价工作程度较低，特别是区域上晶

间卤水和层间、裂隙卤水的分布状态和物质组成尚

不清楚，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应加强该区富钾硝酸

盐矿床的研究和勘查评价工作，推进此类硝酸盐矿

床的地质勘查和开发利用工作的进程，早日建成新

疆新型的钾、氮肥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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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更正：

《矿床地质》"#$#年第-期*$$页左栏第.!$#行：“"##*!"##+年，经内蒙古地调院详细的地质勘查工作，

探明了小狐狸山矿床是一个具有中型规模的隐伏岩型钼矿床。”应改为“"##*!"##+年，经内蒙古地勘院详细的

地质勘查工作，探明了小狐狸山矿床是一个具有中型规模的隐伏岩型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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