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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钾盐找矿模型探讨
!

刘成林，焦鹏程，王弭力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

摘 要 钾盐是中国紧缺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寻找大型钾盐矿是中国矿床学界的一大难题。文章通过综合

国内外找钾成果，提出了盆地找钾矿的准则，主要涉及：! 分析盆地含盐系沉积时期是否出现长期干旱气候条件和

丰富的钾源补给，确定蒸发沉积是否到钾盐析出阶段；" 在什么层位成钾；# 钾盐在盆地什么构造部位沉积；$ 在

什么新构造部位找钾。钾盐找矿的基本步骤是，在查明盆地成钾的宏观条件之后，解决上述有关成钾科学问题并阐

明成钾机理，最后圈定找矿靶区，并开展勘查评价。罗布泊盐湖找钾是盆地找钾的成功范例之一，找钾模型就建立

在与其相关的经验和理论基础之上，即，首先通过塔里木与柴达木盆地成钾宏观对比研究，确定罗布泊具备成钾条

件，然后，应用相关理论及经验圈定成矿靶区，并实施工程验证，最终取得了找钾重大突破，这既得益于前人资料的

积累和柴达木盆地经验与理论的应用，也是不断创新成钾理论与长期开展实际地质工作的结果。总之，钾盐找矿评

价遵循“从已知到未知、从理论到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原则，学习和吸收国内外新理论成果，使得找钾工作不断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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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盐是中国紧缺重要战略资源之一，而目前中

国钾肥消费量的HIJ依靠进口。在中国，袁见齐教

授（KLMN）最早提出找钾盐的问题。由于中国陆块经

历过多期次构造运动，其上发育的蒸发岩盆地也经

历了多次地质作用，导致成钾作用的复杂化和矿层

的变形与深埋藏化等，因此，寻找古代大型钾盐矿成

了中国矿床勘查界“久攻不破”的难题。而在世界

上，钾盐很丰富，主要钾盐矿床属于古代海相沉积成

因。国外钾盐找矿经验显示，很多钾盐矿床，从线索

的发现或提出找钾目标开始，到最终获得找钾突破

或查明钾资源量，通常需要经过OI!PI年的研究与

勘探（刘成林等，OIIN）。由此可见，钾盐找矿勘查在

国内外都是一件有相当难度的工程。中国第一个超

大型钾盐矿床（察尔汗钾矿床）于OI世纪QI年代被

发现。相隔MI年后，又在罗布泊发现了一个超大型

钾盐矿床，对这两大钾盐矿床的成矿理论认识与找

矿工作进行总结，借鉴国外成矿理论和经验，探讨适

合中国的钾盐找矿模型，无疑将对中国今后盆地找

钾评价提供有益的参考。

K 钾盐研究现状与中国找钾难点

*R* 国外钾盐现状

世界（国外）钾盐资源量为OKMMSH亿吨，已探明

OOISN亿吨（TOU）（钱自强等，KLLM），分布于ON个不

同规模的钾矿床中。统计（刘成林等，OIIN）显示，这

ON个钾盐矿中的KI个是在石油勘探中发现的，占

PVSMNJ；Q个为研究预测后发现，占KLSOPJ；有M
个是在盐岩矿勘探与开采中发现，占KQSPVJ；O个

钾盐矿床地表出露被发现，占HSNLJ；K个是在寻找

地下水过程中被发现，占PSVQJ；其他M个矿床的发

现过程因缺乏资料不清楚，占KQSPLJ。国外大型钾

盐矿床的发现多数是从含钾线索开始的，即从石油

和盐岩矿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含钾信息和线索开始，

进而进行细致的地球化学、矿物学与岩石学研究，从

中获得钾盐成矿的特征与规律的认识，最终带动钾

盐勘探突破。

*R+ 中国钾盐现状

目前，中国找到的钾盐矿床主要分布于柴达木

盆地盐湖和罗布泊干盐湖（王弭力等，OIIK）中，其次

为西藏盐湖（郑绵平等，KLVL），多属卤水矿。而中国

古代钾盐矿床仅在云南勐野井（张嘉澍等，KLVI）、四

川盆地三叠系（黄宣镇，KLLN）和江汉盆地"获得一定

规模资源量，地层为白垩系—第三系，但仍没有获得

重大突破性进展。陕北奥陶系盐盆地，面积MSN万

2>O，属大型含盐盆地，已发现薄层钾盐矿物沉积（刘

群等，KLLH），近年郑绵平等又发现了K>厚钾矿化

层，!（T;.）最高达LJ#，显示了良好的找钾前景。

渤海湾盆地，面积KI多万平方公里，东营等次级盆

地中发现杂卤石、钾盐镁矾沉积（刘群等，KLVH），具

有较好的找钾条件。塔里木盆地本身属巨型盆地，

同 时具有多个海相盆地叠加的特点，其中的次级盆

" 江汉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RKLVMR江汉盆地钾盐矿床的发现与研究的申请报告R

# 郑绵平，齐 文，袁鹤然，刘喜方，陈文西，李金锁ROIILR中国钾盐区域分析与找矿评价思考和建议R我国重要成矿区带主要矿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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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库车和莎车盆地，属大型!超大型盆地；库车盆

地第三系中已发现多种钾盐矿物；莎车盆地的白垩

系—第三系具有厚层盐类沉积，巴楚断隆区寒武系

海相地层也有膏盐类沉积，这些地区虽没有发现钾

盐矿物，但巨厚盐类沉积也显示了较好的成钾条件。

因此，在塔里木盆地，应借助石油勘探资料二次开

发，通过钾盐成矿条件调查研究，可以快速查明塔里

木等盆地钾盐资源潜力。此外，四川盆地三叠系（林

传律，"##$；林耀庭等，"##%）、柴达木盆地西部第三

系和湖北江陵盆地第三系!等均发现富钾的油田水

或卤水，钾含量达到工业品位甚至异常高，这些卤水

本身就是钾盐资源，也是寻找固体钾盐的良好线索。

中国周边国家已发现&个巨型钾盐矿集区，即

中亚盆地晚侏罗世—白垩纪钾盐矿集区，该盆地与

中国塔里木盆地西部坳陷有密切联系；泰国!老挝呵

叻盆地白垩纪钾盐矿集区，该盆地与云南思茅盆地

相通；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寒武纪涅帕盆地钾盐矿，此

外，巴基斯坦前寒武纪晚期—寒武纪早期地层的盐

岭钾盐矿，在中国也有相应时代的蒸发岩盆地。通

过与这些周边国家钾盐矿床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众

多含盐盆地应具有良好的成钾潜力。

!’" 中国盐盆地找钾难点

中国古代地层钾盐找矿没有取得突破，除了投

入相对不足外，可能还与中国复杂的大地构造背景

密切相关。自中新生代以来，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

板块持续挤压、碰撞，导致青藏高原大幅度隆升，改

变了中国的大地构造与地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古

地理面貌从“西低东高”态势，转变为“西高东低”；地

形差异巨大，山脉越隆越高，盆地越降越深，致使含

盐系埋藏越来越深。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强烈挤压，

盆地大多呈“破碎”状态，同时，西部盆地的含盐系地

层发生强烈褶皱变形等。因此，中国盆地具有“破

碎”、“深埋”与“变形”等不利因素，呈“非稳定态”，其

钾盐成矿过程与分布规律也与国外大型稳定海相盆

地的钾盐矿床有明显差异，这不仅使盆地钾盐成矿

复杂化，也增加了找矿的难度和成本。

尽管中国盐盆地不具备传统成钾理论所要求的

“稳定构造环境”，然而，在中国众多盐盆地中已发现

很多含钾线索或显示，具有较好的找钾前景。寻找

这些钾盐矿床，需要再次对这些盐盆地质资料进行

系统梳理，利用新思路与新技术进行探索，为此，需

要针对中国盆地的特殊性，创新中国特色成钾理论，

研制集成新型钾盐矿床的探测与勘查技术。

( 盆地钾盐找矿准则

袁见齐（"#%"）指出“在寻找钾盐矿床的工作中，

我们可以应用世界各国经验，但是，必须根据我国地

质条件的特点和钾盐矿床的分布规律，来研究找矿

方向和找矿方法”。笔者根据这个找钾思想，探讨建

立中国盆地找钾模型。

目前，中国钾盐矿床主要可分为&大类：第一类

为第四纪盐湖卤水钾矿；第二类为古代地层固体钾

盐矿（海相及海陆过渡相）；第三类是盆地深部地层

卤水（或油田水）钾矿。目前，已探明和开发的钾盐

矿床属第一类，今后找钾的重点是第二类，兼顾第三

类。本文，遵循“从已知到未知、从理论到实践、再理

论再实践”原则，总结国内外成功的找钾经验，提出

找钾勘查准则。

#’! 盆地钾盐找矿准则

确定盆地钾盐找矿原则，按曲懿华、刘群和蔡克

勤等教授的意见，应分为宏观准则和微观准则。首

先，必须研究盆地成钾的宏观条件，只有具备宏观条

件，如干旱!极端干旱的气候环境等，盆地才可能出

现钾盐沉积，这为接下来开展的沉积特征微观研究

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 盆地找钾的宏观准则

以下介绍世界主要钾盐矿床形成的宏观条件，

以其作为找钾的宏观准则。

（"）气候环境 干旱!极端干旱气候条件是表生

成盐成钾作用的先决条件，而干旱气候与地理、构造

等有关。)*+,-.+/等（"#%$）指出，现代盐类沉积分布

在两个半球的两大带，大约在赤道南北纬"0"&01之

间，海相蒸发岩沉积的最优先条件是在副热带无风

带的边缘海地区。据统计!（23++.4，(5"5），地质历

史上各时代的钾盐矿床都分布在南北纬0"&51带

内，石盐盆地可稍向外扩展一些，到&01范围内，极个

别情况更高些。23++.4（(5"5）总结出世界蒸发岩沉

积规律，揭示显生宙两次巨量盐类沉积期与大陆拼

合!离散相对应；第一次，从新元古代到寒武纪，第二

次，从二叠纪到侏罗纪。每次造山运动和洋盆的打

开 ，都伴有巨量盐类沉积。因此，巨量盐类沉积是地

! 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0’中国钾盐成矿条件与国外典型矿床的对比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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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构造运动引起的全球及区域气候变化的响应。

（!）沉积环境与物质来源 世界上已发现的古

代钾盐矿床基本上属于海相沉积，这与海盆面积普

遍较大、补给量大和海水中钾元素含量较高等有密

切关系。几乎所有巨型石盐和硫酸盐沉积层系都是

巨量海水渗入封闭凹陷后蒸发析出形成的（"#$$%&，

!’(’）。古生代—中生代钾盐沉积环境主要是稳定

克拉通中的巨型海相盆地，物质来源以海水为主，这

个时期以“巨型海盆成钾”为主。中生代末以来，尤

其是白垩纪—新近纪，以裂谷盆地环境为主，出现非

海相钾盐沉积（)*+%&,-%.&%-#/0，(121）；有深源补

给，可以在中东死海盆地等小盆地内出现钾盐及天

然碱巨量沉积（3%&-*$，(14(；5#6%-#/0，(142），这个

阶段可能以“裂谷成钾”为主。第四纪则基本为陆相

沉积环境，如果陆相盆地规模较大并且物质来源丰

富，尤其是补给水的7／8/比值高于海水，例如罗布

泊盐湖的沉积环境与物源条件（王弭力等，(114；刘

成林等，(111；马黎春等，!’(’），也可以导致钾盐大

规模聚集成矿。

（9）盆地构造 世界主要成钾盆地产出的大地

构造环境（钱自强等，(11:；刘成林等，!’’4）有：!
陆架、陆棚坳陷，有:个矿床，钾盐资源量(912亿

吨，占资源总量4:01’;；" 地台、陆台凹陷与向斜，

资源量49(<!2亿吨，占!1<9(;；# 地堑、裂谷、海

湾盆地，有1个矿床，资源量11<!2亿吨，占:<4;。

前两类属于稳定克拉通构造条件，巨型钾盐（国外古

生代）成矿属于巨型陆表海盆的海水蒸发事件成矿，

而第三类多属于不稳定大地构造环境，自中生代以

后在裂谷盆地或大陆裂开初期，可能因深源补给在

世界范围内出现“裂谷成钾”。

（:）盆地规模 古代盐盆地面积分类原则（刘

成林等，!’’4）：以(万6=!为起点，按>倍递增进行

盆地规模大小分类。根据这个原则，可以分出>类

盆地：第一类，一般盆地，面积小于(万6=!；第二

类，大型盆地，面积为（($>）万6=!；第三类，超大型

盆地，面积为（>$!>）万6=!；第四类，巨型盆地，面

积为（!>$(!>）万6=!；第五类，超巨型盆地，面积大

于(!>万6=!。

按照上述分类，世界上现有的主要含钾盆地分

下 列 几 个 类 型：! 巨 型 盆 地，有4个，资 源 量

(>’4<?4亿吨，占总资源量41<1>;；" 超大型盆

地，有?个，::!<?>亿吨，占总资源量!’<>4;；# 大

型盆地，有2个，蕴藏钾盐资源量至少44<?2亿吨，

占世界总资源量9<(;。可见，巨型盆地所蕴藏的

钾盐资源量最大，其次为超大型盆地，它们的钾盐资

源量占世界钾盐总资源量的1’;。

（>）钾盐成矿地质时代 泥盆纪可能是世界上

最主要的钾成盐矿期，沉积的钾盐资源量占世界资

源量4’<:?;（钱自强等，(11:）。其次，白垩纪地层

蕴藏 钾 盐 资 源 量 占(9<::;，晚 侏 罗 世 沉 积 钾 盐

(’<!?;，两者构成第二个主要成钾期。二叠纪和寒

武纪地层蕴藏钾盐资源量为4;$?;，属于第三位

的成钾期，其他时代地层蕴藏钾盐资源量相对更少。

!0(0! 盆地找钾的微观准则

在掌握了成盐盆地形成的宏观地质背景之后，

可以开展更精细的盐盆地找钾工作，必须按顺序解

决下列:个科学问题，才可能达到目标。这:个科学

问题环环相扣，如果某个问题不能解决或得不出结

论，就意味盆地找钾可以终止或暂停，这就是盆地钾

盐找矿勘查的微观准则：

第一，盆地盐湖演化是否已达到钾盐析出阶段？

一般海水蒸发浓缩析盐系列是：碳酸盐—石膏

—石盐—泻利盐等—钾盐（钾石盐、光卤石）—水氯

镁石（陈郁华，(129）。如果在含盐系中发现了钾石

盐与光卤石，或发现水氯镁石等，就可以确定古盐湖

演化已达到钾盐矿物析出阶段，盆地找钾工作可以

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钾盐在什么层位沉积？

如果证实盆地演化已达钾盐矿物析出阶段，下

一步工作应该是确定钾盐沉积的地层或层位。工作

程序是：首先，划分蒸发沉积旋回，应该重点研究主

要期次的蒸发沉积旋回，钾盐通常在主要期次成盐

期（或盛盐期）晚期沉积；然后，开展系统地层沉积地

球化学研究；含盐系地层矿物学研究。

第三，钾盐在盆地什么（古）构造部位（次级凹

地）沉积？

确定钾盐在盆地的什么构造部位（次级凹地）聚

集是找钾成功的关键。在盆地构造分析基础上，确

定次级凹地的成因类型及展布方向，结合岩相古地

理编图，分析补给来源方向和浓缩中心，就可以确定

出钾盐沉积的可能位置。

第四，在盆地什么（新）构造部位（背斜）找钾？

由于中国盆地长期处于“非稳定状态”，表现为“深

埋、变形与破碎”，因此，钾盐从沉积到埋藏成岩等阶

段一直受到构造尤其新构造活动的影响，这给中国

的钾盐勘探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此，必须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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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一个探钾“窗口”，即在既有钾盐沉积、埋藏又

相对较浅的构造部位。

然后，开展成钾作用机理研究；根据盆地成钾定

量化特征参数，对靶区内可能沉积的钾盐资源量进

行预测分析。有了上述充分的科学研究，可以进行

风险钻探勘查。

! 钾盐找矿模型

找矿勘查离不开成矿理论的指导，但成矿理论

模型主要描述成矿物质来源，控制条件与元素富集

机理的自然规律过程，属于科学范畴。而找矿勘查

属于工程技术范畴，必须将科学理论（成矿理论模

型）转变为技术（找矿模型），才能实现科学找矿。找

矿模型的功能是，首先，应确定盆地是否具有成钾的

宏观地质条件，然后，确定盆地蒸发沉积是否已达到

钾盐析出阶段，以及钾矿层或矿体所在位置。要达

到这些目的，提出相应的宏观和微观找钾模型，必

须将成钾理论进行“定量化”，“定向化”和“定位化”，

这“三化”的综合集成就应该是“找钾模型”。通过对

中国盐湖钾盐成矿规律研究和国外成钾理论模式的

综合分析，提出了以下钾盐找矿模型。

!"" 宏观对比分析

!"#"# 类比法找矿

开展柴达木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盐湖沉积环境、

构造背景与气候等对比分析（表#）。得出宏观结论：

罗布泊具有与柴达木盆地相似的成钾条件与沉积环

境，具有较好的找钾远景。

!"#"$ 钾盐矿集区结构分析法

“成钾矿集区”，指目前含盐盆地中已探明$个

以上，%&’规模大于$()亿*的钾盐矿分布区（宣之

强，$++,）。主要特征是：! 有一个主要的钾盐矿

床，如柴达木盆地中的“察尔汗钾镁盐矿床”；罗布泊

坳陷的“罗北凹地”卤水钾矿；" 每个盆地都有数

个，甚至多达#+个以上钾盐矿床，%&’资源合计储

量都达数亿吨；# 成钾地质背景与条件一致，但各

钾矿的具体成因机制与分布模式则可多样，如柴达

木盆地等具有不同的成因类型。“钾盐矿集区”的理

论意义主要是，在一个大盐盆地中，如果出现钾盐成

矿，一般不会单一的，而是系统性的，具有一定的分

布结构模式。发现一个矿床后，就有理由寻找其他

钾盐矿。

（#）罗布泊钾盐矿集区结构———卫星式

罗布泊受到北北东向-南南西向主压应力作用，

产生了一系列相同方向的张性断层或地堑式断陷

带，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凹地，即罗北凹地，以及其

他较小凹地，如罗西洼地和耳北凹地，并形成罗北凹

地超大型钾盐矿及几个中型卤水矿床（图#）。这些

矿床的空间排列组基本围绕罗北凹地分布，即一个

大矿床周围有一堆小矿床的“卫星式模式”（刘群等，

#,./）。因此发现罗北凹地钾盐矿以后，扩大找矿，

又发现了其他钾矿床。

（$）柴达木盆地钾盐矿集区结构———彗星式

柴达木盆地形似一个不规则三角形状箭头，呈

东南-北西向展布，盆地中最大的钾盐矿床———察尔

汗超大型钾盐矿，就位于盆地东南前锋部位；由东向

西北向展开，还分布有一系列大、中、小型钾盐矿床。

这些钾盐矿床的平面分布特征类似彗星结构，因此，

将柴达木盆地钾盐矿集区的结构称为“彗星式结

构”。自上世纪)+年代发现察尔汗超大型钾盐矿以

后到,+年代中期，钾盐勘探与研究陆续向柴达木盆

地西部推进，不断发现一些大中型钾盐矿床，这是

表" 柴达木与塔里木盆地盐湖沉积对比

#$%&’" ()*+$,-.)/)0.$&1&$2’.’3-*’/1$1-)/%’14’’/5$-3$*$/3#$,-*6$.-/.
柴达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及罗布泊

盆地面积／01$ #$++++ )2++++
最终汇水区（盐湖）面积／01$ 察尔汗，).2+ 罗布泊，$++++
沉积环境与成盐时代 盆地西部盐湖出现于早更新世；东部盐湖出现于晚更新

世末

盐湖出现于晚更新世末（#,,3年前资料），推测

盐湖沉积时代应与柴达木盆地相似

成钾时代 盆地西部-早中更新世；东部-晚更新世末以来 全新世，地表盐壳晶间卤水（#,,3年前资料）

第四纪气候 干旱 干旱-极端干旱

构造分隔 盆地被明显分隔成多个次级盆地 盆地有明显构造分隔特征

钾盐资源／储量 数亿吨! 推测具有相当规模的钾盐资源量

两者关系 第四纪初两盆地可能相通（朱允铸等，#,,+），因此，推测

罗布泊成盐环境、时代与柴达木盆地西部盐湖相近

! 青海国土资源厅"$++#"青海盐湖矿产资源整体开发利用及管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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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罗布泊钾盐矿集区———卫星式结构（刘成林等，"##$）

%&’(! )*+“,-.+//&.+)01+”1-..+234514.-6*7+146&.6
7&6.2&89.&43&3.*+:41;92</-0-（-5.+2+.-/(，"##$）

先发现察尔汗超大型钾矿后，由“点及面”展开，“无

意识”应用了钾盐矿集区结构特征模型，取得了扩大

找钾的新成果。

另外，可能还其他结构类型，例如“串珠状”模式

（刘群等，!$=>），在此就不赘述。

!(" 找矿标志确定

（!）首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第一，盐湖演化是否已达到钾盐析出阶段？

确定盐系地层是否存在钾盐矿物。这需要系统

开展地层盐类矿物电镜能谱、?衍射、红外光谱、盐

矿物流体包裹体组成与薄片鉴定等分析。

第二，钾盐在什么层位沉积？

开展高精度地层地球化学分析，查明地层中钾、

镁等含量峰值分布情况，这些峰值区段可能就是成

钾层位；此外，结合硫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分

析，确定海水、火山期后热水及深部油田水是否补给

古盐湖，如盐湖沉积时期出现上述@类补给来源，表

明成钾物质更丰富，有利于成钾。

（"）开展“三化”研究

定向化研究 研究区域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

方向，分析控盆构造类型（断裂，或向斜凹陷）及性

质，研究盆地演化与次级凹地形成，确定控制次级凹

地在盆地中的展布方向。

图" 柴达木盆地钾盐矿集区———彗星式结构

!—山区基岩；"—钾盐矿区；@—小型钾盐矿；A—中型钾盐矿；B—大型钾盐矿；C—超大型钾盐矿

%&’(" )*+“D4E+.F.01+”1-..+234514.-6*7+146&.67&6.2&89.&43&3G-&7-EH-6&3
!—H+724DI45E493.-&3-2+-；"—<4.-6*7+146&.6-2+-；@—,E-//F6&J+14.-6*7+146&.；A—K+7&9EF6&J+14.-6*7+146&.；B—:-2’+F6&J+

14.-6*7+146&.；C—,91+2/-2’+14.-6*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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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化研究 编制盆地蒸发岩岩相沉积特征定

量化分布图（蒸发岩沉积相等厚度图等），确定补给源

方向及浓缩中心，结合定向研究成果，缩小和圈定成

钾靶区，结合石油地震剖面分析，定位出“探钾窗口”。

成矿定量化 在成钾条件与模式研究基础上，

预测古代蒸发盆地可能成矿的钾盐资源量，为进一

步勘查提供数据参考。研究方法有：钾盐矿床特征

参数模型（唐敏等，!""#$）和石盐质量法（唐敏等，

!""#%）等。

& 第四纪盐湖找钾范例———罗布泊钾

盐矿床

!’" 前人工作积累

(#)"!(##&年，中国科学院、原地质矿产部等部

门的有关单位对罗布泊进行了科学考察和地质调查

与研究。在罗布泊地区近地表发现了成钾线索，并

进行研究与找钾前景初析（郑绵平等，(##"；李培清

等，(#*+），甚至在近地表处已发现小型钾盐矿化层

和矿点"#，但由于调查工作主要在地表浅部和航

空$遥感（李延祺，(##(）方面开展，工作区自然环境

恶劣，交通条件极差，地质调查连续性与系统性得不

到保障，因此，没能找到具有工业价值的钾矿床。

总之，(##)年之前，很多专家认为罗布泊盐湖

具有找钾前景，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性研究，但仍

未揭示出罗布泊盐湖大规模成钾的关键性科学问题

（即巨量钙芒硝沉积并伴有钾盐成矿，矿随次级深盆

迁移富集等）。

原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自!"世纪*"
年代初以来，一直在柴达木盆地盐湖开展钾盐成矿

规律研究和资源远景评价，通过吸收前人资料和成

果，研究并掌握了柴达木盆地钾盐成矿与分布规律，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盐湖钾盐工作经验，并在“八

五”计划后期，开展柴达木与塔里木对比分析，确定

了罗布泊具有成钾条件和找矿前景。

!’# 与成钾有关的问题

（(）罗布泊具备成钾条件

罗布泊地处亚洲大陆腹地，气候条件属干旱,极

端干旱；物质来源丰富，包括盆地周边钾长石花岗

岩风化产物，盆地西部第三纪蒸发岩及盐泉等补

给。盆地面积巨大，汇水面积也大，大量地表水为

盐类物质搬运提供了载体，从构造上看，罗布泊在

第四纪时期为塔里木盆地的最终汇水区，是可溶性

盐类物质的汇聚区（-./0）。第四纪早期，塔里木盆地

与柴达木盆地相通（朱允铸等，(##"）。说明两者沉

积环境相似，而且柴达木盆地西部的盐类沉积物质

可能还补给罗布泊。这些条件显示，罗布泊具有较

好的成钾条件。

（!）罗布泊盐湖已演化到了钾盐析出阶段

据有关前人资料"#（郑绵平等，(##"），罗布泊

地区地表曾发现钾盐矿物，加之，浅坑卤水氯化钾

品位达(1以上，这是罗布泊可以成钾的重要显示。

（2）成钾构造部位———次级凹地确定

卫星影像遥感分析，罗布泊北部出现一个不规

则葫芦形区域，应是一个次级凹地，即罗北凹地%，在

其南部出现一个暗黑色近圆形阴影，根据柴达木盆

地的经验，这是一片较为潮湿的地区，可能与钾盐沉

积有关（李廷祺，(##(），即地表固体钾盐矿物吸潮而

形成，也可能是地下水水位埋藏较浅造成的。此凹

地的封闭性很好，只有一个较窄的通道与南部大耳

朵湖区相连，这样大湖区湖水可以有节制地补给次

级凹地，有利于反向补给成钾（刘成林等，(##3），由

于罗北凹地远离补给区，有利于进入凹地的湖水蒸

发浓缩，盐类保留下来，最终钾盐聚集成矿。

基于上述三方面分析，对比研究塔里木盆地与

柴达木盆地盐湖，确定罗北凹地具有成钾前景。

!’$ 钾盐找矿突破

(##)年，开始了罗布泊盐湖新一轮找钾工作。

由于以前有关罗布泊钾盐的地质资料主要来自地

表，导致认识也是表象化的。因此，王弭力研究员

负责的罗布泊钾盐团队提出，必须在钾盐远景预测

区开展钻探调查，否则，只能在地表“转圈圈”，重复

前人的工作，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或突破。

钾盐团队首次对罗布泊东北部“罗北凹地”进行

钾盐钻探调查，钻探发现了埋藏于第四系盐类层中

的卤水钾矿%（王弭力等，(##3）。调查组在罗北凹地

" 新疆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第一区调’(#**!(#*#4,&3,555&幅（库木库都克）和4,&3,55’幅（太平台）(6!"万区域地质调查’

# 新疆第三地质大队等’(##!’罗布泊航空伽玛能谱异常地区查证。

$ 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罗布泊(6)"万航空7能谱测量（国家科技改关2")项目）’

% 中国地质科学院简报’(##)’第*期（总第2()期）’

+*)第!#卷 第&期 刘成林等：盆地钾盐找矿模型探讨

 
 

 

 
 

 
 

 



 
 

 

 
 

 
 

 



 
 

 

 
 

 
 

 



图! 加拿大泥盆纪"#$%&’()盆地成钾次级凹地构造剖面（*&((+((,+#-，./01）

2’34! 56+78+9)’(39(-#&79)’(3&,*:;;9<’(,&8=+>&(’9(?&)9<6,&8@9)’&(’("#$%&’()A9<’(’(B9(9-9（9,)+8*&((+((,+#-，./01）

通过综合国内外找钾成果，提出盆地找钾原则，

即宏观准则和微观准则。宏观准则需要确定以下几

个问题：! 盆地所处古地理与古气候环境，" 沉积

环境，# 大地构造环境，$ 盆地规模等 。而微观准

则主要涉及盆地内部的沉积演化与地质构造：!盆

地蒸发沉积演化是否到钾盐阶段？"在什么层位成

钾？#在盆地什么（古）构造部位沉积？$在什么新

构造部位找钾？只有搞清上述问题，同时探讨钾盐

成因机理，并圈定成钾靶区后，方可进行钻探勘查。

盆地找钾成功的典型例子是罗布泊找钾。通过

对柴达木盆地钾盐的长期研究，包括吸收前人之成

果，将找钾经验与理论认识应用于罗布泊盐湖找钾

调查，取得了找钾的重大突破。罗布泊找钾的突破，

既离不开前人资料积累，也与柴达木找钾经验和理

论应用有关。然而，罗布泊钾盐矿床又是一个有别

于柴达木盆地钾矿的新型矿床，因此，突破传统理论

认识，研究和发展陆相成钾理论，是罗布泊找钾突破

的关键所在。

目前，在中国很多古代盆地含盐系中已发现钾

盐矿物或薄钾矿层，甚至小型钾盐矿床，然而，能否

找到大型C超大型钾盐矿床？在盆地的什么构造部

位寻找等问题，目前仍然不很清楚，这种状况有点类

似.//D年以前罗布泊找钾的情况。因此，根据盆地

实际地质情况，开展科学研究，提出新的成钾认识和

找矿思路，然后，开展一些先期钻探工程验证是必需

的，为下一步勘查提供指导。

总之，钾盐调查与研究从柴达木盆地转移到罗

布泊，在研究区转移与认识变迁过程中，不断学习和

吸收国内外各种成钾理论，借鉴各种找矿技术和方

法，可以促使钾盐找矿工作不断上新台阶。

!"#"$"%&"’

A+()&8EF4./!.4*&@+3+&76+@’79#9<?+7)<&,)6+=+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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