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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成因主要为沉积翻矿和矿化水两类
.

本文讨论了柴达木盆地翻矿床的

硼矿成矿带

岁 高级工程师 矿床地质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北侧
,

以产丰富的盐类矿产而著称于世
,

其 中除了固体钾镁盐
、

石盐
、

芒硝
、

石膏以外
,

还有大型硼矿床两处
,

中小型硼矿床多处
.

研究这些硼矿床及其分布规

律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理论意义
.

一 柴达木盆地硼矿的成因类型
H

.

M 库尔曼 ( 1 9 5 6) 将硼矿床按成因划分为三种类型
: 内生矿床

、

外生矿床和变质矿宋
.

柴达木盆地的硼矿床属于该分类中外生矿床
`
扣的沉积型和矿化水两类

,

其它类型尚未发现
.

报据
沉积方式不同

,

沉积型又可划分为五个亚类 ; 按形成条件不同
,

矿化水型又可分为四个亚类
,

见
表 l

。

表 1 集达木盆地. 矿床 (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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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硼矿床实例

现将几个具代表性的矿床实例分述如下
:

1
.

沉积硼矿

( 1) 大柴旦盐湖硼矿床

大柴旦盐湖硼矿床属于第四纪内陆盐湖硫酸镁亚型硼矿床
,

有固体矿和液体矿两种
。

前者又
可分为湖滨矿和湖底矿 ; 后者又分为表面卤水和晶间卤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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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开特米里克硼矿点

该硼矿点产于一个背斜构造的一侧侵蚀凹地 中
,

凹地长约 kZ m
,

宽 o
.

s km
,

亦可分为固休
矿和液体矿两类

.

固体矿 按其产状可分为透镜状
、

星点状和细脉状
,

以透镜状为主
.

透镜状硼矿体分布于凹

地的低洼处
,

面积仅 o
.

kZ m 2 .

分两层
: 下层埋深 1

.

5一 4
.

Om
,

厚 0
.

1
~

一。
.

63 m 钠硼解石呈细脉状

或团块状产于泥岩中
,

B ZO 3
含量 。

.

5一 3
.

42 % ; 上层埋深 l一 Zm
,

厚 。
.

3一】
.

50 m
,

钠硼解石呈透

镜状产于含芒硝的石盐和含石盐的细砂中
,

B 2 0 3
含量 0 51 一 14

.

5。%
.

液 体矿 赋存于上 层 固体 砂的 晶问
,

B ZO 3
含量 17 50 一 2 3 o 3m g 1/

一

,

K CI 含 量 600 一
7 0 0m g / 1

.

(4) 雅砂图硼矿床

该硼砂床位于一个山间河谷洼地中
,

面积约 。
.

3 k澎
,

四周出露有花岗岩
,

矿层产于第四 系

上更新统砂砾石层中
.

根据岩性不同
,

自下而上可分为三层
:

1B 一砂砾硼矿 主要 由砂砾石组成
,

其成分为花岗岩和少量灰岩和粘土
,

硼矿呈小扁豆

状
,

厚 0
.

4一2
,

40 m
,

B Zo 3
含量 0

.

84 一 1
.

86 %
,

肉眼未见硼矿物
.

B Z一砂质粘土硼矿 由粉砂和粘土组成
,

其中含钠硼解石
、

库水硼镁石
,

B ZO 3
含量 。

.

78 一
4

.

67 %
.

矿体呈透镜状
,

长 23 一35 Om
,

宽 20
一一 60 m

,

厚 0
.

3ee 4
.

20 m
.

B 3一含砂砾钠硼解石硼矿 本层埋深 2一s m
.

下部含石灰华和砾石较多
,

石灰华可达 50 %

以上
,

钠硼解石呈星点状分布 ; 中部含钠硼解石最多
,

为富矿 ; 上部则以砂砾石为主
,

含星点状

钠硼解石
.

矿体呈大的透镜体
,

个别呈筒状
,

产状具波状起伏
,

有 70一 80 的原始倾斜
.

矿体中

小构造复杂
.

硼矿物以钠硼解石为主
,

含少量报硼石
、

库水硼镁石
、

硼砂
、

硼钙石等
,

伴生矿物

有重碳钠盐和 硫磺
.

矿体厚 0
.

30一 12
.

59m
,

长 6一 3 50m
,

宽 50一 17 5m
,

B 20 3
含量 0

.

5 ,一
4 2

.

9 9%
.

矿体厚度大
、

品位高
.

( 5) 大柴旦湖滨的盐渍土硼矿

这重硼矿俗称
“

硼土
” ,

其矿物成分为钠硼解石
、

硼砂
、

石盐
、

芒硝
、

石膏和粘土组成
.

据
195 9 年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查队的分析

,

含 B 20 32
.

98 一7
,

32 %
.

硼土的 B ZO 3 含量与地表土层的性质有关
.

如为砂质粘土
,

B Zo 3
为 0

.

24
-刃

.

6 5%
,

个别高达

”
.

59 % ; 如为风积湖积砂
,

则含量较低
,

一般为 .0 0 2
.

.

代) 58 %
.

此外
,

硼土中 B 2 0 3
含量亦随季

节而变化
.

据 19 58 年 7一 10 月的观察
,

B Zo : 含量变化为
: 7 月为 1

.

64 %
,

8 月为 1
.

88 %
,

9 月

为 1
.

92 %
,

10 月高达 2
.

23 %
.

可见在 7一 10 月
,

B Zo 3
含量是逐渐增加的

,

这种情况与降雨量有

一定的关系
.

降雨量多的月份
,

由于雨水对硼土的溶解而使硼土中 B Zo 。 的含量降低
.

.2 矿化水

( 1) 现代盐湖卤水 除了前述的与固体硼矿伴生的液体矿以外
,

其它现代盐湖的地表 卤水和

晶间卤水也含硼
,

可以综合利用
.

B Zo 3 的含量各地不一
,

一般 500 一 1 2 00 m g / 1
、

最高可达

4 0 O0m g / 1以上
.

(2) 油田水 盆地西部第三纪地层中含丰富的油田水
,

且含硼较高
.

根据 23 个构造所取的

47 个水 样分析
,

B 20 3 含量最高达 2 3 69
.

85 m g / 1
.

在南翼 山至油墩子一 代
,

按 B 20 )
含量

10 00 m g门 等值线新圈定的范围
,

其面积达 4 000k 耐
,

因此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硼矿资源
。

(3) 矿泉水 在南祁连
,

断裂破碎带发育
,

沿这些破碎带有含硼矿泉水分布
.

其中最集中处

为大柴旦湖北侧的温泉沟
。

在这里分布有 109 个泉
,

其中大部分为温泉
,

水温一般 55 一 65 ℃
,

据 19 6 3 年海西地质队的分析资料
,

B 20 3
含量 1 37

.

5m g l/
.

(4) 泥火山水 在盆地东北部的南祁连山区的山间河谷地区
,

分布有一些泥火山
,

从其中喷

出含硼的泥火山水
,

B Zo 3含量 5 5一 4 7o m g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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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柴达木盆地硼矿的分布规律

柴达木盆地翻矿带属于西藏一青海新生代硼矿成矿带的组成部分
.

根据硼矿的成因及其矿物

共生组合特征可划分为六个成矿带 (或成矿区 )
,

见图 3
.

尔 气脸
4〔1 8 1〕 1 0 ()k m

尹似娜“岁 /

///,’ /, 签
// ///娜

口园哑回必

1
.

剥蚀区 2
.

湖泊 3
.

成矿带范围 4成矿带号 5
.

翻矿严地及编号

图 3 柴达木盆地翻矿分布略图

Fi g
.

3 Sk e t e h m a P o f d i s t ir b u ti o n o f ht e b o r a t e d e Po s i t s in Q a id a nr B a s i n

1
.

盆地北缘山间盆地湖泊化学沉积确矿成矿带

此带是盆地最重要的硼矿成矿带
,

大型硼矿床均位于此带
.

它具有以下特点
:

( 1) 湖水的水化学类型属于硫酸镁亚型
.

( 2) 沉积物的矿物成分主要为石盐
、

芒硝
、

白钠镁矾
、

钠硼解石和柱硼镁石
,

少量钙芒

硝
、

软钾镁矾
、

无水芒硝
、

泻利盐和六水泻盐等
.

(3) 硼矿的物质来源主要与沿南祁连断裂破碎带上升的深部循环水有关
.

.2 南祁连山间河谷地区矿泉水沉积翻矿及含翻矿泉水成矿带

此带分布有较多的含硼矿泉水
,

但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硼矿床
.

断裂

构造发育
,

具有较高的硼区域地球化学背景场是此带的主要特征
.

3
.

盆地西部第三纪隆起区东侧山前湖沼化学沉积翻矿成矿区

本区主要产钾镁盐
,

但在盐类沉积的边缘湖沼地区 (亦称盐泥坪 ) 亦形成硼矿是此带的主要

特点
.

.4 盆地西部第三纪降起区油田水再沉积翻矿及含翻油田水成矿区

本区广泛分布有油田水
,

水质为抓化钙型
.

油田水主要赋存于第三系泥质砂岩
、

粉砂岩
、

绍

砂岩和泥灰岩中
,

埋深 2 0 0一 10 00 m
,

最深达 3000 m
.

东盆地南部边缘西段湖沼化学沉积翻矿成矿区

本区位于那菱格勒河和鸟图美仁河下游的潜水溢出带
,

含硼地下水非常活跃
,

沼泽和盐坑非

常发育
,

为本区的湖沼化学沉积硼矿的形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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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盆地中部中新生代沉降带内与钾镁盐相伴生的液体 (卤水 ).矿成矿带

本带位于大盆地中部的中新生代沉降带内
,

是盆地内钾镁盐的主要富集区
.

在广泛分布的盐

层晶间
,

斌存有丰富的晶间卤水
,

在盐类沉积区 内亦残存一些卤水湖
,

这些晶间卤水和表面卤水

不仅富含钾
、

镁
、

理
、

御
、

艳等元素
,

而且还含有较高的翻形成了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可供综合

利用的矿产资源
.

值刘指出的是
,

尽管本带卤水含硼较高
,

但在盐层中至今尚未发现固休翻矿物
.

其原因主要

是 由于本带的卤水属于抓化物类型这种具体物理化学条件所致①

收稿 日期 19 8 7 年 l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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