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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某些盐湖沉积剖面中

粘土矿物的初步研究

涂 契
,

}
,
巨j干卜与全忿亡青海盐

,

胡研尤所 、

集达木盆地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盐类资源
。

据钻井资料表明
,

盐湖形成演化过程中可

以分为未成盐和成盐两个阶段
。

成盐阶段中具盐类沉积和碎屑沉积交替成层或混层的特

征
,

构成许多盐类和碎屑沉积物相间的沉积韵律
。

粘土矿物的形成和稳定
,

除了基本的

金属离子外
,

还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
。

通过对粘土的某些研究
,

认识盐湖沉积物中粘土

矿物的某些特征
,

讨论粘土矿物在盐湖形成演化过程中的变化是有意义的
。

本文通过盆

地内10 个湖区 6 4个样品的资料 来 进 行 讨论
。

所有样品均系我室历年来进行盐湖考察时

采集的
。

原样大多是未固结的
、

松散的
、

含盐或不含盐的粉砂
、

淤泥和粘土
,

通常含碳

酸盐和有机质
。

在淤泥和 粘土中
,

微细层理发育
。

首先将原样分别用蒸馏水
、

H
Z
O

Z

和

0
.

05 万盐酸依次溶去可溶性盐类
,

除去有机质和碳酸盐后
,

通过沉降分离而获得 < 1 微

米的粘粒试样
,

然后进行粘土矿物成分鉴定
。

一
、

实际资料

1
.

盐湖沉积剖面 中的成盐阶段和非成盐阶段

尔台吉乃尔湖钻井位于该湖东岸
,

井深 1 1
.

5米
。 1

里坪盐矿区钻井位于 该盐滩柴芒

公路 6 30 公里附近
,

井深 31 米
。

小别勒湖钻井位于该湖北岸
,

井深 52 米
。

大别勒湖井号

2 0 2 2 ,

井深10 1米
。

大柴旦湖钻井位于近北岸的湖中
,

井深 1 0
.

5 米
。

湖区所有钻井剖面

其沉积物都由成盐沉积和非成盐沉积组成
。

以大别勒湖为例 (表 1 )
,

以及其它盐湖的

粘土资料归纳以下几点
。

( 1 ) 各湖区沉积剖面 中的粘土矿物
,

都是以伊利石为主
,

次为绿泥石
,

不少样品

,
卜含少量蒙脱石

。

此外
,

在试样中还经常出现少量长石和石英
。

( 2 ) 以盐湖非成盐阶段和成盐阶段相 比
,

这两个阶段还存在某些差异
:

1) 非成盐阶段中
,

一般为浅灰色淤泥和揭色粘土
,

或粉砂质粘土
。

沉积物较细
,

< 5 微米含量一般 30 一45 % ; 在成盐阶段中
,

盐类和碎屑物呈多次旋回沉积
,

而且常常

混层
,

沉积物较粗
。

< 5 微米含 量一般3 0 % 以下
。

2 ) 非成盐阶段 中
,

伊利石和绿泥石的相对含量一般分别为80 一90 %和 1 0 %
。

在成

盐阶段中
,

它们的相对含量一般为70 一 80 %和 15 一 20 %
。

:1) 从人别勒湖 ( 见表 1 ) 及一里坪等沉积剖面中还可以看到
,

在盐湖形成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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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a b le 1 D a ta o f e la v m in o r a ls

大别勒湖钻孔钻土矿物资料

i n th e d r illi n g h o le o f th e D a b ie le S a lt l
一 a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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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采用 B is c a 少 1
’ .

E
.

的
_

厅认

2 ) 系采用 Ca r r o ll D
.

的方法 ;

3 ) 由钮永宁
、

吕 亚平 分析
。

过程 中
,

绿泥石的类型有所不同
,

非成盐阶段中基本为 厂e 一 绿泥石
.

而成盐阶段中基本

为入19 一F 。一绿泥石
。

2
.

只包括成盐沉积的盐湖沉积剖面

其中有孕斯 库勒湖
,

井深56 米
。

昆特依湖
,

井深 36 米
。 ‘

已们的粘土矿物组合仍以伊

利石为主
,

次为绿泥石
,

含少量蒙脱石
。

但在孕斯库勒湖中
,

蒙脱石普遍存在
,

相对含

量变化较大
,

从一 5 %到 1 7 %
,

个别样品中蒙脱石含 量竟超过绿泥石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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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盐湖周圈某些钻土矿物资料

根据涩北 ( 位于涩聂湖与东台吉乃尔湖之间 ) 钻孔中一个泥样
,

格尔木附近二个土

壤样及第三纪一个泥样的粘土矿物资料
。

其粘土矿物与盐湖沉积剖面中的枯土矿物是一

致的
,

绿泥石基本为 F C 一绿泥石型
。

二
、

初步认识和讨论

1
.

枯土矿物组合特征

盆地盐湖沉积物中粘土矿物组合
,

在各湖区及湖中沉积剖面上都是十分相似的
,

为

伊利石
一绿泥石型

。

即 以伊利石为主 (相对含量一般为 80 一 90 % )
,

次为绿泥 石 (相 对

含量一般 10 一20 % )
,

含少量蒙脱石
。

这种粘土矿物组合与藏北扎仓茶卡等 20 多个盐湖

及色林错等10 几个半咸水湖沉积物中的粘土矿物组合也是基本相似的
。

但在藏北个别盐

湖和半咸水湖中还含有少量高岭石
。

2
.

枯土矿物化学组分特征

叱

场2 . 0

l闭‘
六’:气

‘, !〔诊 即 次l 勿 印 印 70 加 的

。
·

4 e “ 乙 ‘汁

1 ★成盐阶段 中枯上平均 成份 ( 26 一74 号样 ) 2 . 未 成盐阶段 中拈土平均 成份 ( 7 8 一106 号样 ) 3 0 冷 温 带 大

陆 枯土 理弓海枯土 S△海粘土和 盐沼泽及千湖的粘土 6 十热带大陆粘土 3 一 6 引 自B r at c h (1 9 7 1) 的资料〔4 〕

圈 1 大别物湘Al
: 0 。一K , O和Mg O三角圈解 ( < 1 拼试样 )

F ig u r o 1 T o r n o r y d ia g r o m o f 人 T , O : ,

I丈2 0 a n d M g O in t l一e D a b io lo S几 It T
J a k e ( / 1 一,

s ; Z e )

以大别勒湖u 个样品为例 (表 1 )
,

在非成盐阶段中
.

粘土矿物平均含量入几O为 3 %
,

K
Z
O为6

.

8 %
。

在成盐阶段 中
,

粘土矿物平均含量人帷 O为 3
.

7%
,

K
:
O 为 6

.

2 %
。

利用

K
:
O

、

A l
:
0

5 、

M g O的相对百分含量制成的 ( 图 1 ) 可以看出
,

柴达木盆地盐 湖中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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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学组分与其它环境的粘土矿物化学组分相比
,

M g O
、

K
:
O的含量都较高

。

据 B r ai
-

t C h的资料
,

这种枯土的矿物化学组分代表了冷温带大陆粘土的特征
,

同时又具有盐湖

粘土的特征
。

图 1 还可进一步划分为 I
、

I 两区
。

从78 号样到 10 6 号 样均在 I 区内
,

从 76

号样至26 号样均在 I区内
。

I 区内的样品基本属于盐湖 的非成盐阶段
.

它更趋近冷温带

大陆粘土特征
。

I 区内的样品属于盐湖的成盐阶段
,

更趋近盐湖粘 土的特征
。

这为我们

了解盐湖的形成演化提供了某些古气候发展的有用资料
。

3
.

粘土矿物成因 的初步认识

作者认为盐湖中粘土矿物基本上是陆源碎屑的
,

从湖周围经搬运而在湖盆 中沉积下

来
。

因为盐湖沉积物的枯土矿物组合与湖区地表沉积物及土壤的粘土矿物组合相同
。

但

个别湖中某些枯土矿物在 湖盆环境中发生了变化
。

如大别勒湖沉积剖面中
,

盐湖从非成

盐阶段发展到成盐阶段时
.

绿泥石由 F e 一绿 泥石型变为 M g 一 F e 一绿泥石型
。

因此
,

很可

能是绿泥石 中的 F e被 N馆取代一部分的结果
。

在大别勒湖区是不缺乏 钾
、

镁来源的
。

在

朵斯库勒湖剖面中
,

蒙脱石和伊利石的相对含量变化大致呈互为消长的关系
。

根据 X 射

线图上伊利石 ( 10 入峰 ) 和蒙脱石 ( 18 入峰
,

M g 一甘油饱和 ) 的峰形和峰面积大小的差

异
,

可以认为在富钾离子 卤水条件下
,

部分蒙脱石可能发生向伊利石的转变
。

本文为集体劳动成果
。

参加样品分离处理的有蔡碧琴
、

高章洪
、

吴俐什
、

邮桂芬
、

胡金泉等
。

矿 物鉴 定中曾得到许冀泉的热情指导
,

孙大移对本文提过宝贵意见
,

作者一

井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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