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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盐湖盆地结构新发现及找钾意义
!

孟贵祥#，严加永#，吕庆田#，焦鹏程#，颜 辉!，刘传福!，刘成林#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新疆国投罗布泊钾盐公司，新疆 哈密 $?5##"）

摘 要 首次将重力探测技术引入到罗布泊盐湖盆地结构及钾盐勘探中，通过对重力资料的处理和反演，发现

罗布泊盆地北部地区由南北两个局部次级盆地（凹地）组成：南盆地第四系沉积厚度小于或近于?""@，北盆地则为

库鲁克塔格山前隐伏断陷凹地的次级延伸，其中心第四系沉积层厚度大于=""@，山前主盆地———库鲁克塔格山前

隐伏断陷凹地的中心埋深大于#!""@。同时在罗北凹地内还发现了$!5条相间分布的断裂构造，认为这是控制成

钾凹地、储集富钾卤水、张性断裂控制的地堑式断裂带。在对罗布泊盐湖盆地结构新发现的基础上，圈定了罗布泊

北部找钾远景靶区，初步确定了寻找深部钾盐矿床的探索孔位，并提出了深部隐伏钾盐矿勘探的方法技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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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盐严重短缺已威胁到中国资源安全并制约了

农业发展，因此，钾盐矿产的找矿勘探研究已成为中

国紧 缺 矿 种 资 源 勘 查 的 重 要 目 标 之 一（戴 自 希，

9::;；刘 成 林 等，<==>；郑 绵 平 等，<==>；林 耀 庭，

9::?；林耀庭等，<==@）。随着找矿难度的加大和深

部找矿的需要，急需查明控制钾盐矿形成的深部结

构，由于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具有探测深度大的

特点，近年来，该方法逐渐受到钾盐找矿研究的重

视，国内也陆续有这方面的报道（许厚泽等，9::;；钱

光华等，9:?@；吴慧山等，9::@；焦鹏程等，<==A；王弭

力等，<==>；张瑞江，<==@），内容涉及矿床远景靶区

的确定和隐伏矿体的定位两个主要方面。本研究在

研究分析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在罗布泊北部地

区开展了高精度重力测量，并对区域重力资料进行

二次开发，对盆地结构进行探测和分析，取得了一些

新的发现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找矿远景区

（靶区）预测和隐伏矿床（体）定位的相关技术方法组

合。

9 地质背景与矿床特征

罗布泊地区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部，是塔

里木盆地各河流的最终汇聚地。罗北超大型钾盐矿

床处于罗布泊北部罗北凹地第四系沉积地层中，为

一大型含钾卤水矿床（王弭力等，9::@；<==9）（图9）。

罗北凹地为一新生的断陷盆地，连续分布B9!
B;沉积地层，表层全新统B;为蒸发作用所形成的

盐壳（=!9C），出现钾盐镁矾、光卤石等；上更新统

BD、中更新统B<，岩性主要为钙芒硝、石膏，夹有杂

卤石等矿物，呈互层结构（王弭力等，<==9）。下更新

统B9与上覆B<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上部为一套以

化学沉积为主的钙芒硝、石膏层等，夹泥岩薄层，呈

互层状结构；下部为洪积砂砾石、含砾中粗砂等，未

见底（赵振宏等，<==<）。

罗布泊东北部在第四纪初已为咸水环境，到中

更新世中晚期演化为盐湖环境。罗布泊在早E中更

新世为塔里木大湖泊的一部分，受新构造运动的影

响，早更新世早期东北部先抬升并经历多期次构造

抬升，将其逐渐分隔成一系列次级成盐成钾盆地，罗

北凹地是其中的一个。罗北凹地卤水主要由塔里木

盆地地表水补给，经蒸发浓缩而形成，区域背景钾元

素含量较高是由于地表水还淋滤了盆地周边第三系

以及更老时代地层中的盐类组分。由于罗北凹地封

闭性较好，可接受主体湖水周期性上涨补给，最终汇

集了大量钾元素而形成钾矿（王弭力等，9::@）。

罗北凹地卤水钾盐矿床主要赋存在BD和B;层

位中，有一个潜卤层和多层承压卤层构成。浅部潜

卤水矿层面积达9D==6C<，钻探控制最大深度为

<9=FAC，其中已揭穿的承压卤水层最大厚度<;F:?
C，最小厚度DF?C，累计厚?;F<C。储卤层岩石成

分以钙芒硝为主，石膏及石盐为次。潜卤层卤水的

!（GH"）在=F:<I!9F?DI之间，平均9FA<I，承压

层卤水!（GH"）为9F;=I，卤水水化学类型属硫酸

镁亚型（王弭力等，<==9）。

< 罗布泊北部地区的盆地结构探测及

找钾意义

纵观罗布泊钾盐勘探历程（王弭力等，<==9），钾

盐找矿勘探经历了科学考察、区域调查、异常查证、

找矿突破与大规模勘探等;个主要阶段（王弭力等，

<==>）。大规模勘探主要集中在罗北凹地的浅部（最

大控制深度<D;C），目前已经探明为一超大型的钾

盐矿床（王弭力等，<==9）。今后扩大找矿勘查的方

向主要是罗北凹地的深部和外围，关键的技术问题

是如何有效地确定凹地深部的赋矿地层厚度，以及

在矿区外围如何确定新的具有找矿远景的成钾构

造。根据赋存盐类矿产的第四系沉积凹地相对基底

围岩表现为明显的低密度特征，本研究认为重力勘

探是现阶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探测手段之一。本

次研究区为罗布泊北部地区即罗北地区（含罗北凹

地，相当于罗北南盆地）（图9）。

*J+ 探测方法

高精度重力勘探设备使用美国高精度的拉格斯

特E罗姆博格（5!H$#’/EK$C7/)1）全测程L型金属弹

簧重力仪。剖面布置测量设备使用美国M),C7"/公

司的LNOM,C7"/A?==，控制点由经过国家三角点联

测实际孔位坐标来控制测线上各点的坐标。野外实

际重力布格异常观测精度小于P;="L!"，测地定位

精度小于P9=3C，高程误差小于P<=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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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罗布泊盐湖"#"’剖面重力异常反演及第四系基底结构图

$%&’! ()*+%,-*./0*1%2345"#"’6)45%12*.789*,2).*)-:*3202.,3,)9/,9)20*645,;2<46=9)>*1,<*?2

比例尺的面积性高精度重力勘探可以提供盆地内局

部有断裂控制的富钾卤水区段，可以为进一步确定

隐伏矿体的赋存部位提供详细的构造信息，这对在

盆地内寻找隐伏矿体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 盆地结构新认识及找钾远景靶区

分析区域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成果（图@），可以

发现本区区域地质构造线走向总体呈现北东#南西

向，研究区中部所展现的北东向巨大宽缓的重力梯

度带代表了本区主体构造线方向，但在罗北凹地东

侧局部发育有近南北向呈窄带状的重力梯级带，由

北部的北北东向在矿区东侧转为近南北向延伸，并

在南部发生错断弯曲、向西偏移后又向南部延伸，显

示局部发育有近南北向的断裂构造，罗北凹地由北

东向和南北向@组主体构造控制。从已有的勘探钻

探孔位分布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罗北凹地钾盐矿区

主要位于上述两条梯级带南、北两侧的重力低值区，

即目前罗北凹地由南、北@个局部次凹地组成，推测

南凹地为一后期形成的浅部次级沉积凹地，凹地中

心大致位于"#"’剖面的西南部。

从图@可以看出，在罗北钾盐勘探区西部、中部

宽缓重力梯级带西侧、库鲁克塔格山前，有一北东向

范围较大的局部重力低异常区，从地貌上看，该异常

处于库鲁克塔格山前台地，北东—南西长近!A?0，

北西—南东宽大于BA?0，推测重力低异常区是早

期的汇水盆地的中心，即库鲁克塔格山前断陷盆地

（图C）堆积了巨厚的第四系沉积物，形成在一定深度

上封闭的局部盆地。

从罗北地区布格重力图（图@及图C）中可见，重

力测量新发现的罗北北盆地为相对较浅并由库鲁克

塔格山前断陷盆地向北东方向延伸的次级盆地，盆

地中心位于罗北勘探区北部，推测中心第四系沉积

层厚度大于DAA0。后期受地表水流改道，库鲁克塔

格山前断陷盆地和罗北北盆地均被覆盖，在东南部

形成新的沉积中心———罗北南盆地。库鲁克塔格断

!BE第@F卷 第C期 孟贵祥等：罗布泊盐湖盆地结构新发现及找钾意义

 
 

 

 
 

 
 

 



 
 

 

 
 

 
 

 



矿体的定位研究，可为进一步的钻探工程提供依据。

志 谢 野外工作得到国投罗钾公司领导的大

力支持和协助，王弭力研究员对重力测量和地质解

释的热心指导，白大明研究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有

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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