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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测井、录井、岩芯、薄片、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等资料，综合研究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岩相古地理、分析富钾

卤水成因并预测有利分布区带。川西地区中三叠统雷口坡组发育蒸发台地相、局限台地相和开阔台地相。地层年代从古

到新可分为雷一至雷五共7期，海平面经历了!次变浅"加深的旋回，雷四#期由于快速海退，广泛发育蒸发台地相，其中

成都地区膏盆内发育平落坝、盐井沟及大兴场5个盐盆。认为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卤水是由海水蒸发浓缩而成的海相原

生沉积含钾卤水，在晶间卤水、钾盐类溶滤水和陆相径流来源卤水的掺合下，发生高度变质作用而形成的混合型水。富钾

卤水遵循“膏盆9盐盆控区、褶皱9断层定带、裂缝9孔隙储卤”的分布特征。在沉积相、岩相古地理、富钾卤水来源与分布特征

等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卤水聚钾中心”和“储卤中心”的概念，结合单井卤水层水化学分析数据与富钾卤水的工业开

采指标，在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圈定并预测出#个卤水聚钾中心和5个储卤中心；卤水聚钾中心位于平落坝构造区，储卤中心

分别位于江油中坝、丹棱大兴场以及彭山盐井沟构造区，可为四川盆地中三叠统雷口坡组富钾卤水的勘探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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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盆地西部中三叠统雷口坡组钻探发现品

质位居全国之冠的富钾卤水以来，经过RS余年的勘

探和研究，已对其岩相古地理、富钾卤水成因等方面

有了较深的认识，即蒸发环境是四川盆地成钾的有

利环境，但富钾卤水绝不是简单的盐盆海水蒸发浓

缩后的产物，后期的成岩作用以及化学反应影响着

卤水的成分（C$,-!*(!#T，AUUD!；AUUD7；RSSA；V,#8
#!"/*(!#T，AUUW；林耀庭等，RSSX；郑绵平等，RSSW；宋

鹤彬，AUUY）。虽已认识到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卤

水为“蒸发浓缩的海相卤水、非海相卤水以及埋藏成

岩过程中封存卤水对地层中海相蒸发岩溶滤作用形

成的 混 合 水”（黄 思 静 等，AUUY；林 耀 庭 等，RSSR；

RSSX；RSSU；林耀庭，RSSB；宋鹤彬，AUUY）。但目前依

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许多学者研究的主要目标是

寻找石油与天然气滩相储层，而不是蒸发台地相膏

盆、盐盆，因此与富钾卤水勘探联系不够紧密；另外，

对富钾卤水分布特征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为此，本

文深入研究了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岩相古地理，并结

合地球化学指标从地质历史的角度探讨富钾卤水的

形成与演化以及分布特征，预测与圈定“储卤中心”

和“卤水聚钾中心”，以期为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

卤水的勘探指明方向。

A 地质背景

中三叠世雷口坡期的四川盆地属于内陆克拉通

盆地。晚元古代的晋宁运动使裂解的扬子古陆依次

聚合造山，产生了强烈的褶皱、岩浆侵入和区域变质

作用，早期结晶基底和地槽沉积发生褶皱回返，陆壳

增生，均标志着地壳的结晶和逐渐硬化，四川盆地的

基底基本形成。中三叠世末印支运动早幕，盆地内

出现大隆大坳格局，川东南抬升形成了泸州:开江古

隆起，而川西地区形成了川西坳陷，包括剑阁、德阳、

成都、乐山等地区。古隆起的发展造成盆地内中:下

三叠统广遭剥蚀 ，核部剥蚀至嘉陵江三段（图A）。

雷口坡组与下伏嘉陵江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两组

之间的分界线为“绿豆岩”层；与上覆的须家河组或

马鞍塘组亦为不整合接触（吴应林等，AUXU）（图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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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川盆地晚三叠世前古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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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岩性以白云岩为主，是一套白云

岩、灰岩、膏盐岩和泥岩的岩性组合。其中，以白云

岩最为丰富，种类繁多，广泛分布于各层段之中，孔

隙度与渗透率较大；灰岩较少，在雷口坡组一段、三

段局部可见，储集性能相对较差；雷一、雷二、雷四段

夹有少量膏盐岩，成都地区雷四段膏盐岩较厚，可达

;<<,以上；雷五段（也称天井山组）因受印支运动

早幕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已剥蚀殆尽（林良彪等，

=<<>），仅存于川西北地区，主要为鲕粒灰岩、生物灰

岩和白云岩。川西地区雷三段为孔隙度与渗透率较

大的主力储层，储集岩类型主要为颗粒白云岩、藻粘

结白云岩和晶粒白云岩等。

= 沉积相划分与沉积微相特征

前人已对川西地区雷口坡组沉积相进行过研

究。林良彪等（=<<>）认为川西北地区雷口坡组为碳

酸盐台地相，蒸发台地亚相包括膏盆、膏湖微相；李

幸运（=<<?）也认为川西坳陷南段雷口坡组为碳酸盐

台地相，蒸发台地亚相包括膏盆、盐盆、盐膏盆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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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川西地区中三叠统地层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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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川西地区雷口坡组沉积相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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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沉积学、矿物学、岩石学原理对岩芯、薄片、

扫 描电镜以及能谱等资料综合分析认为，川西地区

雷口坡组巨厚蒸发岩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成因：一是

局限台地膏质泻湖成因；二是蒸发台盆膏（盐）盆成

因。前者类 似 于 许 靖 华（<=>?）提 出 的“干 化 盆 地

说”，即广海海水周期性地注入台地内深水洼地，接

着海水在干旱炎热的气候下蒸发、浓缩，如此交替进

行。蒸发台盆与局限台地@膏质泻湖的主要区别是

蒸发台盆较深，地形起伏较大，盆内沉积的地层厚度

明显大于周围地区，蒸发浓缩更强烈，而膏质泻湖较

浅，地形起伏不大，与周围地层厚度差异不明显。林

良彪等（ABBC）虽将蒸发岩@膏岩划分为膏湖和膏盆

两种不同的沉积微相，但是未将膏湖和膏盆微相明

确分开。李幸运（ABB=）根本未提及蒸发岩的膏质泻

湖成因。本文将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划分出开阔台

地、局限台地和蒸发台地!个沉积相；并依据岩性分

布的特点将蒸发台地相划分出膏盆、盐盆、云膏坪!
个微相，局限台地相划分出台内滩、泥云坪、灰云坪、

潮溪、膏质泻湖、膏云坪D个微相，开阔台地划分出

浅滩、滩间洼地A个微相（图!）。

!%" 局限台地相

局限台地相是指由于滩、礁或岛屿等的遮挡作

用而形成的与广海呈半连通状态的沉积环境；水体

能量较弱，局部浅水区常发育台内滩沉积。局限台

地相为研究区的主要沉积相，雷口坡组一至五段皆

有发育，以膏质泻湖、台内滩、潮溪!种微相为主。

（<）膏质泻湖

膏质泻湖指局限台地内水体相对受限的潮上洼

地，广海海水周期性地注入其中，接着海水在干旱炎

热的气候下蒸发、浓缩、咸化，从而形成白云质石膏、

石膏岩等。膏质泻湖为川西地区雷口坡组蒸发岩形

成的主要沉积环境之一，主要发育在雷口坡组一段、

二段。

（A）台内滩

台内滩为局限台地内浅水区能量相对较高的局

部微环境。川西地区EA!<至EA!?均发育有台内滩

微相，其中以EA!!分布最广，岩石类型以粒屑白云

岩为主，如中FD井和青林<井雷三段，发育中@厚层

状具溶孔亮晶砂屑白云岩、鲕粒白云岩、针孔藻屑白

云岩等，可夹粉@微晶白云岩，单层厚度多小于<B-，

但累计厚度可达D!!<D?-，如中FD井<D?-，青林

<井D?-，鱼<井<!?-。台内滩的类型有针孔藻屑

滩、砂屑滩、鲕滩、生物碎屑滩等（图F），粒屑岩多而

厚，孔隙发育，为优质储层的发育创造了条件，有条

件成为储集富钾卤水的优质储层。

（!）潮溪

潮溪是指潮上环境的潮汐通道。典型的潮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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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岩性分布的特点，将蒸发台盆亚相进一步

划分为膏盆和盐盆!个微相，二者古地貌相近，岩性

不同；其中膏盆微相岩石类型以石膏、硬石膏等为

主，而盐盆微相内蒸发作用更为强烈，以石盐、菱镁

矿、杂卤石等高盐度蒸发矿物为主。

!"" 开阔台地相

（#）浅滩

浅滩在地貌上为开阔台地内的水下高地，水体

较浅，水动力较强，受潮汐作用，甚至波浪作用也较

大。在沉积物上，常是粒屑灰岩、鲕粒灰岩等。川西

地区雷口坡组以褐灰、灰色砂屑、鲕粒、生物屑白云

岩为主，鲕粒、砂屑含量一般大于$%&，鲕粒有单鲕、

复鲕，分选磨圆较好。

（!）滩间洼地

滩间洼地发育于浅滩之间低洼的微环境内，水

体能量相对较局限，岩性主要为灰色’深灰色灰岩，

含泥灰岩，可含生物屑或夹生物灰岩薄层或条带，有

时也可夹少量灰云岩或泥岩。研究区滩间洼地沉积

的岩性以含泥灰岩、白云岩间夹鲕粒、砂屑白云岩为

主。

( 岩相古地理特征与演化

通过岩相古地理研究可以达到评价矿产资源、

了解矿产发育规律和预测矿产远景之目的。笔者结

合前人研究成果（董兆雄等，#))*；冯增昭等，#))+；

冯增昭，!%%(；蒋维红等，!%%+；林耀庭等，!%%,；马永

生等，!%%)；王鸿祯，#),$；郑绵平等，!%%-），运用沉

积学基本原理及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方法，在编制

单井沉积相柱状图、岩性与沉积相对比图等图件的

基础之上。恢复了川西地区中三叠世雷口坡+个亚

期的岩相古地理。

""# 岩相古地理概况

受东南侧江南古陆抬升以及西侧龙门山岛链与

康滇古陆持续下降的影响，四川盆地中三叠世总体

呈西深东浅、南深北浅的局面。此时，四川盆地北部

有秦岭古陆，东有江南古陆，西有康滇古陆、龙门山

岛链。位于龙门山岛链西侧的松潘’甘孜海槽为主

要的海侵策源地，海侵的主要通道是川西地区龙门

山岛链间的溢口以及龙门山岛链与康滇古陆间的溢

口（图-）。由于川西地区海盆环境逐渐稳定以及陆

源物质注入量的减少，沉积环境以局限台地、蒸发台

地为主（林耀庭等，!%%,）。随着开江’泸州隆起带的

不断上升扩大，形成横亘中部的屏障，迫使盐盆西

迁；泸州’开江隆起的次级构造（资阳’威远鼻状凸起）

将川西坳陷分割为成都蒸发海盆和江油蒸发海盆，

其中以成都蒸发海盆规模及沉积厚度最大，且沉积

环境闭塞，蒸发作用强烈，非常有利于海水的浓缩

（宋鹤彬，#))+）。在成都蒸发海盆内部，蒲江’成都

一带是较为隆起的地貌，将成都蒸发海盆分隔成南、

北、东(个次级盆地，三者依次以平落坝盐盆、大兴

场盐盆、盐井沟盐盆为沉积中心。

""! 岩相古地理演化

通过对川西地区中三叠统雷口坡组沉积相的综

合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川西地区雷一

至雷五期海水经历了!次变浅!加深的旋回；各期

岩相古地理特征及演化规律如下：

（#）.!!#!.!!!!期

该期是一个普遍海退时期，四川盆地东部的江

南古陆开始上升为陆，西部成为陆源充填区。川西

地区以局限台地沉积为主。周公山构造周公#井显

示，雷一段为浅灰色泥质白云岩夹膏质白云岩、薄层

石膏与白云质灰岩，属于典型的膏云坪沉积。江油

黄莲桥剖面显示，.!!#底部以鲕粒细晶白云岩为主，

向上依次过渡为泥质白云岩!泥质白云岩夹砂砾屑

白云岩!含鲕粒微晶白云岩!含藻纹层的泥晶白云

岩，体现了潮间泥云坪、灰云坪、潮溪沉积的特点。

（!）.!!(#!.!!(!期

.!!(#和.!!(! 期，!者分别为一次海侵和海退

期。.!!(#期发生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侵，促使水体

变深，并带来了菊石、腕足类等正常浅海发育的生物

群。川西地区广泛发育浅滩沉积（针孔藻屑滩、砂屑

滩、鲕滩、生物碎屑滩等）。从.!!#!.!!!!海退期到

.!!(#海侵期为雷口坡一至五期川西地区海水所经历

的第#次变浅!加深的旋回。

（(）.!!*#!.!!*!期

.!!*#和.!!*!期，!者分别为一次广泛的海退期

和一次比较局限的海侵期。.!!*# 期（即雷四# 期亚

段地层沉积期）由于广泛的海退而成为主要的成盐

期，川西成都地区主要发育蒸发台地膏盆、盐盆微相

（图+）。然而，川西北地区发育膏盆微相，未至盐盆

阶段。通过川西成都地区雷口坡组岩性及沉积相连

井对比（图,）可知：成都蒸发台盆的边缘与中心地区

岩相区别明显（雷四段尤为明显），表明成都蒸发台

盆内沉积相展布特点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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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上扬子台地中三叠世雷口坡期岩相古地理略图（据林耀庭等，"##$）

%&’(! )&**+,-.&/00&1+&2345/1&,06/+/,4’,4’./63&17/6458,&94:64%4.7/2&4;&;:66,.</;’2=,6+/254.7
（/52,.8&;,2/+(，"##$）

南部次级盆地内，从周公>井?汉>井?大深>井

逐渐邻近盆地沉积中心（大兴场盐盆），地层厚度增

大，含盐度逐渐增高，岩相也相应发生变化（董兆雄

等，>@@A）（图$）。大深>井-"!A下部发育泥晶白云

岩及藻席硬石膏岩，石盐主要为团块状盐，代表了蒸

发台地膏盆、盐盆夹云膏坪沉积；上部为层纹状菱镁

质硬石膏、杂卤石薄层并含有硫镁矾，代表了蒸发台

地膏、盐盆的沉积特点。

北部次级盆地内，从平落A井?平落"#井?丰卤>
井逐渐临近平落坝盐盆的边缘，地层厚度减小，含盐

度逐渐降低，杂卤石等盐类矿物含量也逐渐减少（图

$）。薄片鉴定、扫描电镜以及能谱资料表明，相对邻

区井位而言，丰卤>井雷四段上部发育亮晶砂屑鲕

粒白云岩、亮晶藻屑灰岩、残余砂屑粉晶白云岩等，

代表沉积水体能量较高。综合上述证据，推测丰卤>
井可能位于平落坝盐盆的边缘，这可能也是其勘探

富钾卤水失败的原因。

（A）-"!B>!-"!B"期

-"!B继承了-"!A"期比较局限的海侵特点，主要

发育潮坪、滩相石灰岩、白云岩。但由于晚三叠世早

期的印支运动，使-"!B抬升遭受剥蚀，故地层保存

极不完整。从-"!A>海退期到-"!B"海侵期为雷口坡

一期至五期川西地区海水所经历的第"次变浅!加

深的旋回。

A 富钾卤水分布特征与预测

!(" 富钾卤水来源

弄清富钾卤水的来源是研究其分布特征并预测

有利远景区的基础。有学者（CD4./,2/+(，>@@A/；

>@@AE；F4++/;*,2/+(，>@@!）认为卤水绝不是简单的

盐 盆蒸发浓缩后的产物，后期的成岩作用以及化学

!>G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川西地区"#!$%岩相古地理图

&’()! *’+,-./0’123/4/1-(1-(5/3,67/3-."#!$%’8912+158:’0,;/8</2’8

反应对卤水的成分有一定的影响。

前人（黄思静等，%==!；林耀庭等，%==>；宋鹤彬，

%==!）通过川西雷口坡组富钾卤水#?@等温蒸发析

盐实验，以及对化学元素含量比值（AB%CCC／D、A／

E、E5B%CCC／D4）和!F、!%GH、!I$:和!%%E同位素

组分的分析，认为川西地区雷口坡期海水蒸发浓缩

程度为泻利盐沉积阶段，富钾卤水不可能是单一的

海水蒸发浓缩过程的产物，而是包括蒸发浓缩的原

始海水、地层中的海相蒸发岩类由于溶滤作用产生

的卤水以及陆源卤水的混合水。其中，海相蒸发岩

类由于溶滤作用产生的卤水应是钾的主要来源，而

且石膏转化为硬石膏过程中脱出的结晶水对于溶解

蒸发 岩 类 起 到 了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据 博 歇 特 等

（%=!>）研究，当石膏转化为硬石膏，将有$GJ>K体积

的结晶水被释放，这种脱出的结晶水不仅可能导致

石膏本身被溶滤，并且“在IC@时，每立方米石膏脱

出水的饱和溶液，还能完全溶解CJCG7I的石盐，或

CJ?$7I的光卤石，或者把CJG%7I的光卤石转化为

!%I第I%卷 第#期 徐国盛等：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岩相古地理与富钾卤水预测

 
 

 

 
 

 
 

 



 
 

 

 
 

 
 

 



钾石盐”。据林耀庭等（!""#）估算，如果用厚度来表

示，将会有$""%以上的结晶水脱出，可见其脱出的

结晶水量及可能溶解盐类的数量是十分可观的。这

种结晶水所溶解的盐分，在地下蒸发作用下，一部分

逐步干涸，形成新的固相，另一部分则有可能转入储

卤层。这一点从盆地下&中三叠统的含卤层及岩石

特征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迄今为止，川西地区雷口

坡组卤水异常高的钾、硼含量，尤其是硼的含量仍未

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释。

因此，从岩相古地理演化的角度对川西地区雷

口坡组富钾卤水来源进行分析，富钾卤水的各成因

阶段应该是：! 沉积作用阶段，中三叠世雷口坡期

在总的海退背景下来自松潘&甘孜海槽的海水发生

旋回性的海进、海退。海水在川西地区膏盆、盐盆中

蒸发浓缩形成固态的多韵律盐系以及随着沉积物一

起保存下来的原生含钾海水。" 印支运动阶段，地

层抬升遭受表生作用及渗入水的淋滤作用。因此，

直接暴露地表的含盐系受到大气淡水的溶蚀作用形

成卤水。# 深埋藏作用阶段，早&中三叠世发生沉积

后，在印支期古剥蚀以后的地质历史时期，盆地接受

广泛的沉积，上覆地层逐渐加厚，早&中三叠系地层

温度和上覆地层压力也逐渐升高。在高温高压的地

层条件下，矿物脱出的结晶水溶解盐类，溶解盐分的

含钾卤水储存在储层的孔隙和裂缝中，并且地静压

力也相应起着压缩蒸发岩体积和影响蒸发岩结构构

造的作用。$ 喜马拉雅阶段，形成了一系列褶皱和

断裂，使膏盐层在水动力及水化学特征上具有明显

的分带性。褶皱、断层作用使膏盐层抬升至地表或

断层通至地表的区域，大气淡水的淋滤作用会使含

钾卤水淡化，不利于富钾卤水的聚集；相反，褶皱和

断层产生的裂缝也能给富钾卤水提供运移通道和聚

集空间。

综上，川西地区雷口坡富钾卤水的成因是：于

沉积期海水蒸发浓缩形成原生海相沉积含钾卤水；

于印支运动阶段、深埋藏作用阶段、喜马拉雅阶段被

晶间卤水、钾盐类溶滤水和陆相径流来源的卤水掺

合。川西地区雷口坡富钾卤水是经历了复杂的物

理、化学、生物化学等高度变质作用而形成的混合型

水。

!’" 富钾卤水分布特征及预测

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卤水受岩相古地理、构

造、储层类型三者的共同制约。

在岩相古地理方面，川西地区雷口坡组一段、二

段发育多个膏质泻湖，雷四段发育中坝、成都!个膏

盆，成都膏盆内发育$个盐盆（图(）。膏盐盆、富钾

卤水和蒸发岩的分布具有!个特点：! 从已钻探发

现富钾卤水情况来看，富钾卤水的分布明显受到膏

盆和盐盆（尤其是盐盆）的控制，而与膏质泻湖关系

不大。譬如平落坝构造区丰卤)井与平落*井距离

较近，但是卤水品质差异甚大，丰卤)井卤水钾含量

为)+),%$+--.／/，平落*井卤水钾含量高达*#+#,
.／/。这应是由于丰卤)井位于平落坝盐盆的边缘

造成的（前已述及），盐盆地缘海水蒸发浓缩的程度

未达到钾盐析出点，致使沉积的固体钾盐不足，而导

致深埋藏阶段蒸发岩溶滤产生的卤水含钾量不高；

而且由于地势较高，地层中海相蒸发岩溶滤水和陆

相卤水补给不充分，即使补给充分，形成的蒸发岩类

也易被大气降水溶解而最终流失。又如中坝构造较

平落坝构造钾含量要低，这应是受雷口坡期岩相古

地理控制的；川西北地区发育膏盆微相，海水蒸发浓

缩程度低，未至盐盆阶段，最终导致该区钾含量不

高。"就成都蒸发台盆而言，蒸发岩的分布模式为

多“牛眼式”。“牛眼式”模式是指盐类沉积相呈同心

圈状分布，由外向内，依次沉积碳酸盐岩相、石膏岩

相、石盐相，最中心为钾镁盐相。

在构造方面，川西地区平落坝构造断层面附近

的裂缝孔隙发育带为卤水主要富集区，这一点已被

平落*井和平落!"井的钻探证实。而其他裂缝发

育带，如构造高点、断层和构造转折带，也应是卤水

富集区。在裂缝孔隙欠发育区，卤水贫乏，一般无开

采价值。这是因为在构造应力的作用下储层发生破

裂，进一步改善了断层附近和褶皱转折处储层的储

集和渗滤能力。同时，裂缝的形成有利于酸性地层

水的进一步侵入，从而发生以埋藏溶蚀作用为特征

的成岩变化。因此，在断层附近和褶皱转折处裂缝

与孔隙发育，运移通道条件好，容易形成具经济开采

价值的较大规模的卤水富集区。

在储层方面，富钾卤水储层主要为裂缝&孔隙

型，平落*井钻探证实雷四段富钾卤水主要储集在

薄至厚层状细粉晶白云岩、藻屑白云岩、膏质白云岩

夹层中，主要储集空间为裂缝、晶间溶孔、粒间溶孔，

沉积相、构造运动、成岩作用共同控制了储层孔隙、

裂缝的发育，说明构造作用和溶蚀作用对于储层发

育的重要性。

利用单井卤水层水化学分析数据以及重要含盐

层段岩相古地理的研究结果，结合川西地区雷口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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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川西地区雷口坡组深层卤水的化学组成

"#$%&! ’(&)*+#%+,)-,.*/*,0,12&&-1,3)#/*,0$3*0&,14&*5,6-,7,3)#/*,0*08&./&309*+(6#0$#.*0

名称 地理位置 构造 井号 层位
!（!）／（"／#）

$ %&’$
矿化度／（"／#）

卤水聚钾中心

储卤中心

邛崃地区

江油地区

丹棱地区

彭山地区

平落坝

中坝

大兴场

盐井沟

平落(井

丰卤)井

中*井

中+,井

大深)井

盐)井

雷四段 (-.-/ )(*.++ 0+0.-/
雷四段 ).)/ 00.1- 无数据

雷三段 0.++ +(.*/ 无数据

雷三段 2.(0 0-.*- ))*.)*
雷三段 无数据 ().01 ))2.1)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地区雷口坡组共划分出)个卤水聚钾中心和0个储

卤中心（图-）。卤水聚钾中心、储卤中心都分布在断

层附近，且与盐盆、构造的展布方向基本一致，均呈

北东向。卤水聚钾中心位于平落坝构造区，平落(
井雷四段卤水钾含量高达(-3-/"／#；储卤中心位于

江油中坝构造、丹棱大兴场、彭山盐井沟构造带；各

储卤构造深层卤水的化学组成见表2。

综上，笔者认为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卤水遵

循“膏盆4盐盆控区、褶皱4断层定带、裂缝4孔隙储卤”

的分布特征。平落坝卤水聚钾中心、大兴场储卤中

心、盐井沟储卤中心（尤其是平落坝卤水聚钾中心）

应为有利的富钾卤水勘探区。

/ 结 论

（)）川西地区中三叠统雷口坡组主要发育了蒸

发台地、局限台地、开阔台地0种沉积相，其中局限

台地广泛发育，而蒸发台地主要发育于雷四)期。雷

一至雷五期海水经历了2次变浅!加深的旋回。其

中雷四)期，成都地区广泛发育膏、盐盆，且海水的蒸

发浓缩已达到泻利盐阶段，为富钾卤水的形成提供

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2）研究发现，富钾卤水的分布明显受到膏盆

和盐盆（尤其是盐盆）发育区的控制，而且构造褶曲

和断层面附近的裂缝孔隙发育带为卤水主要富集

区。为此，川西地区雷口坡组富钾卤水遵循“膏盆4
盐盆控区、褶皱4断层定带、裂缝4孔隙储卤”的分布特

征。

（0）利用单井卤水层水化学分析数据以及重要

的含盐层段岩相古地理的研究结果，依据川西地区

雷口坡组富钾卤水分布特征，参照富钾卤水的相关

工业开采指标，圈定与预测了储卤中心和卤水聚钾

中心，卤水聚钾中心位于平落坝构造区，0个储卤中

心分别位于江油中坝、丹棱大兴场以及彭山盐井沟

构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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