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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南部，地处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东西长约 1 400 km，南北宽约 500 km，面积约

50万 km
2，是中国最大的封闭式内陆盆地。盆地内沙漠分布广泛，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于其中；盆

地内还有中国第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贯穿塔里木盆地，流

域面积 19.8 万 km
2，最后流入台特马湖。盆地外貌呈不规则菱形，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缓斜，海拔高度由

1 400 m降至 800 m（王弭力等，2006）。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部，海拔 780 m，曾是新疆著名的大

湖和塔里木盆地水系的最终归宿，20世纪 70年代，由于人为修建水库，减少了河流入湖水量导致罗布泊

最终干涸（郑喜玉等，1995）。 

1  钾的分布与地球化学行为 

    自然界中的钾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其次是地壳

内部流体，如岩浆等。各圈层中钾的平均含量见图 1。 

在岩石圈中，钾是丰度第二大碱金属元素。钾离

子半径大，具有亲岩性，可以参加形成固态溶液，并

形成自己的矿物（柯林斯，1984）。钾在不同矿化度水

中的性状也是不同的。瓦里亚什克等（1965）研究了

各种水中钾的相对含量。淡水中钾的相对含量相当高，

而且矿化度越低，则其相对含量越高，但是，当矿化

度达 1 000 mg/L，不论地表水或地下水，钾含量都出

现下降。从矿化度 1 000 mg/L开始，钾的相对含量减

低到 0.2%~0.4%，这种相对含量一直保存到氯化钠饱

和和并结晶析出为止。从此以后，水中钾含量开始迅

速增加，并在钾盐开始结晶析出时达到 5%~6%，此后，重新降低，当到达共结点（最终结晶点）时，钾

含量又降到 0.2%~0.4%（图 2）。 

利用水化学方法寻找钾盐矿床，主要是利用不同沉积阶段的盐类沉积物的溶滤而引起的水化学组分异

常来判断钾盐成矿的可能性。在水化学找钾的实践中通常是利用离子间的相互比值，即水化学系数。氯钾

系数（K×10
6
/Cl）被认为是找钾的直接标志。将 2002~2006年塔里木盆地实测水样钾/氯系数大于 80的划

分为 I级异常区，80～40划分为 II级异常区，共找到 4个 I级异常区和 6个 II级异常区（刘成林，2007）。

通过对发现的异常区进行同位素比值测定等，判断钾的来源，对于来源于深部的，进行深部探测，寻找隐

伏深埋钾盐矿层。 

 

 

图 1 地球各圈层钾、钠平均含量（据南京大学

地质系，1984；瓦里亚什科，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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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穿透地球化学理论与技术 

Cameron 在 1997 年耶路撒冷第 16 届国际化探大会期间首次提出“深穿透地球化学”这一术语，谢

学锦院士等也在当年的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该术语，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将国内外隐伏区元素向地表运移理

论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以地球气为主的活动元素向上迁移的多营力接力搬运模型（谢学锦等，2003）。

深穿透地球化学勘查方法研究已成为国际化探界的热点。主要研究技术:选择性提取、 土壤气体测量、 物

理化学、电化学和生物（细菌和微生物等）方法（汪明启，2005）。 本文中提出的深穿透技术是通过地表

元素综合分析，预测钾的来源深度、富集情况，是一种活动断裂带水体深穿透，这与传统的地气深穿透理

论有所不同。 

3  开展钾元素表生地球化学研究的意义与展望 

开展钾元素表生地球化学及找矿意义研究具有可行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钾元素区域表

生地球化学组成、成因的分析，揭示钾的分布规律，根据元素比值、同位素分析等揭示钾的来源、控制因

素，为成钾理论提供新的数据和理论支持；活动断裂带水体深穿透是从新的角度发展地球化学“深穿透”

技术，根据地表泉水、河水、沉积物、土壤元素常微量元素及同位素地化研究建立钾元素-深度变化模型，

以探测隐伏深埋钾矿层的分布特征。此外，可以建立塔里木盆地表生水体钾元素克拉克值，为成矿理论研

究和找矿提供化学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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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体中钾的相对含量变化示意图（左图为矿化度与钾相对钠含量的关系；右图为不同阶段钾相对钠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