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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世界 26个主要的海相钾盐矿床进行详细的特征描述和定量化分析, 获得了较为完善的海相钾盐矿床

的特征参数值。结果表明钾矿区面积占盆地面积 4. 47%、矿区含矿密度为 1. 616 @ 106 t/km2、盆地含矿密度值为

0. 045 @ 106 t/ km2、钾盐层最大厚度与总盐层最大厚度的比值为 7. 2% ;按构造类型分类,相对活动区盆地含有最丰富

的钾盐资源量, 其矿盆比为 6. 87%、矿区含矿密度值是 5. 068 @ 106 t /km2、盆地含矿密度值为 0. 063 @ 106 t/km2、钾 /总

盐值为 12. 27% ,其中后三项特征参数值在盆地构造类型中均属最大。讨论了世界海相钾盐矿床定量化研究的意义,

不同类型钾盐矿床的特征参数有助于对我国海相盆地成钾条件研究, 并可以对海相盆地中未发现钾资源储量进行远

景预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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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盐是蒸发岩矿床的一种,它常与石膏 ) 硬石膏

和厚层的岩盐相伴生。世界上许多有重要经济意义

的钾盐矿床通常被认为是在极度干燥的条件下由海

水蒸发浓缩沉积而成,因而海相沉积形成的钾盐矿已

成为世界钾盐资源的重要来源。现今, 世界 (国外 )

已探明钾盐资源量达 2 144. 7亿 ,t已探明的地质储

量超过 220. 6亿 t( K2O)
[ 1]
, 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下固

体钾盐矿床, 少部分是地表或近地表的含钾卤水矿

床。目前,中国钾盐资源已探明资源量主要分布于青

海柴达木盆地,上世纪末发现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

第四纪盐湖也蕴藏有超大型规模的钾盐资源
[ 2]
。但

它们均属于陆相卤水钾矿,采矿工艺较为复杂, 加之

交通运输不便等,导致开采成本相对较高, 而且它们

的资源量远不能满足我国的需求。陕北奥陶系发现

的钾盐层是我国海相地层中首次发现的卤化物型钾

镁盐矿物, 为薄层钾盐层
[ 3]
。塔里木盆地西部的莎

车、库车两大次级盆地在构造环境上具备成盐、成钾

的基本地质条件
[ 4~ 7 ]

,目前仍在研究勘查过程中。要

实现中国钾盐资源找矿的突破,必须寻找资源集中度

很高的海相固体钾盐矿床,开展研究国外海相钾盐矿

床的特征并进行定量化分析, 可以总结出一些钾盐

成矿规律,应用于我国蒸发岩的盆地成钾预测, 为找

钾勘查提供借鉴和参考。

1 国外主要钾盐矿的特征

1. 1 盆地规模
  按照盆地规模大小分类 [ 8]

, 世界上现有的主要

含钾盆地有 5种类型: 一般盆地 (面积小于 1万

km
2
)、大型盆地 (面积为 1~ 5万 km

2
)、超大型盆地

(面积为 5~ 25万 km
2
)、巨型盆地 (面积为 25~ 125

万 km
2
)、超巨型盆地 (面积大于 125万 km

2
)。世界

上主要的 26个钾盐矿床盆地规模分类见表 1。

1. 2 地理分布

  世界上已发现的钾盐矿床地理分布很不均匀。

超巨型的钾盐沉积区主要分布于西北欧和东西伯利

亚,其中有二叠世蔡希斯坦盆地
[ 9]
和下寒武世涅帕

含钾矿床盆地等。巨型的钾盐沉积区,如北美洲中泥

盆世萨斯喀彻温钾盐矿床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早二

叠世乌拉尔 ) 滨里海钾盐矿床, 集中分布在北半球的

欧洲和北美洲。超大型的钾盐沉积区分布更广,如北

美洲的密执安盆地和亚洲的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泰

国、老挝所共同拥有 )
[ 12]
。大型钾盐盆地有以色列、

约旦的死海和巴基斯坦的盐岭钾盐矿床
[ 13, 14]

等。

1. 3 盆地构造类型
  钾盐矿床在地史上的分布与地壳运动和板块构

造活动有关。地壳运动和板块活动可形成大型拗陷、

断陷盆地、地堑和裂谷,为钾盐成矿场所和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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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主要钾盐矿床基本特征

Tab le 1 Them 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 portan t potash deposits in the world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国别 盆地构造类型 地层 盆地面积 /km2 矿区面积 /km2 资源量 /106 t盆地规模类型

1 埃布罗 西班牙 ¹ E3 2 880 160 270 一般盆地

2 中西西里 意大利 ¹ N 1 3 453 72 200

3 苏伊士湾捷姆萨 埃及 ¹ N 2 2 836 250 无数据

4 上卡母 俄罗斯 º P1 12 000 2 900 无资料 大型盆地

5 盐岭钾盐矿床 巴基斯坦 不清楚 : 3-1 36 000 1. 8 0. 156

6 帕拉多克斯 美国 ¹ C 18 000 无数据 无数据

7 塞尔希培 巴西 ¹ K 1 无数据 1 200 2 282

8 莱茵地堑 德国 ) 法国 ¹ E3 10 800 250 1 500

9 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俄罗斯 ) 乌克兰等 º N 1 15 000 80(加卢什高伦矿区 ) 1 000

10 达纳基尔洼地;裂谷盆地 埃塞俄比亚 ¹ Q 11 840 无数据 632

11 死海 以色列 ) 约旦 ¹ N 2) Q 24 000 1 001 1 264

12 彼里皮亚特 白俄罗斯 ¹ D 3 60 000 450 574. 6 超大型盆地

13 密执安 美国 » S
2-3 202 500 33 800 无数据

14 Fundy盆地,新不伦瑞克 加拿大 ¹ C 无数据 4 000 230

15 新墨西哥 美国 » P 150 000 6400 85

16 日梁钾盐矿床 俄罗斯 º P1 无数据 无数据 280

17 蔡希斯坦 英国 º P3 55 000 无数据 300

18 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泰国 ) 老挝 º K 170 000 4 452 26 662

19 E lk Point盆地,萨斯喀彻温 加拿大 º [ 10] D 2 600 000 无数据 66 500 巨型盆地

20 E lk Point盆地,威利斯顿 美国 º D 2 600 000 36 , 300 60 000

21 滨里海凹地钾盐盆地 俄罗斯 ) 哈萨克斯坦 º P1 500 000 无数据 1 503

22 亚马逊 巴西 不清楚 P3 700 000 30 000(蒸发岩 ) 560

23 中亚盐盆地 中亚 » J3 350 000 35 000 22 113

24 加蓬和刚果盆地 加蓬 ) 刚果 ¹ J3) K 1 520 000 8 450 860[ 11]

25 涅帕盆地 俄罗斯 » : 1 2 500 000 20, 000 13 268 超巨型盆地

26 蔡希斯坦 德国 º P3 10 000 000 100 000 13 000

  注: ¹ 活动区; º 相对活动区; » 稳定区。

提供条件。而且地壳运动末期产生了对钾盐形成有

利的干旱气候条件和海退的环境
[ 15 ]
。世界含钾盆地

产出的大地构造环境多样,目前, 按照盆地产出的构

造环境将盆地分为三大类: ( 1)活动区 ) ) ) 裂谷、海

槽、地堑构造盆地; ( 2)相对活动区 ) ) ) 陆棚、陆台边
缘与褶皱带之间拗陷盆地; ( 3)稳定区 ) ) ) 地台、陆

台凹陷与向斜盆地 (见表 1)。

1. 4 矿物组成

  海相钾盐矿床中钾矿层主要是由石盐、钾石盐、
光卤石和硫酸盐组成,这些矿物的含量比例因矿区的

生成环境因素不同而差异显著。如有些矿床含有大

量钾盐镁矾、溢晶石和少量杂卤石等,而有些钾盐矿

床还含有绿钾铁矿,例如死海中就含有大量的绿钾铁

矿和光卤石,钾芒硝等
[ 16] ¹ 。

2 特征参数与分析

  分析统计已知矿区的盆地面积、矿区面积和钾盐
资源量的数据及其相互关系,计算钾盐层最大厚度与

总盐 (盐类矿物 )层最大厚度的比值,确定按盆地规

模大小、盆地构造类型分类的特征参数值。

2. 1 矿区面积与盆地面积的关系

  由表 2可见, 18个钾盐矿床中矿盆比 (矿区面

积 /盆地面积 )平均值为 5. 32%, 标准偏差是 6. 3%。

有 16个矿床的矿盆比比值较为集中,范围在 0. 53%

~ 16. 69% 之间。在 18个钾盐矿床中去掉最小值

0. 01% (盐岭钾盐矿床 )和最大值 24. 17% (上卡母矿

床 ) ,则平均值为 4. 47%, 标准偏差值是 4. 32%。由

此确定钾盐矿区面积约占盆地面积的 4. 47%。

  按照盆地规模类型划分,矿区面积与盆地面积的

比值如表 3, 大型盆地比值最大, 为 6. 24% , ; 其次为

超大型盆地, 比值是 6. 08% ;一般盆地和巨型盆地的

矿盆比均为 5. 49%;超巨型盆地最小,比值为 0. 9%。

由此可见,矿区面积不一定与盆地面积呈正比, 在较

小盆地中也可以形成大型钾矿, 而大盆地不一定形成

大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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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矿盆比比值特征

Tab le 2 The character ist ic of ratio of deposit area and basin area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矿区面积 /盆地面积 /%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矿区面积 /盆地面积 /%

1 盐岭钾盐矿床 0. 01 11 加蓬和刚果盆地 1. 63

2 东西伯利亚涅帕盆地 0. 80 12 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2. 62

3 E lk Po int盆地,威利斯顿 6. 05 13 埃布罗 5. 56

4 彼里皮亚特 0. 75 14 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0. 53

5 密执安 16. 69 15 中西西里 2. 07

6 新墨西哥 4. 27 16 苏伊士湾捷姆萨 8. 82

7 上卡母 24. 17 17 莱茵地堑 2. 31

8 亚马逊 4. 29 18 德国蔡希斯坦 1. 00

9 中亚盐盆地 10. 00 平均值 5. 32

10 死海 4. 17 标准偏差值 6. 30

表 3 盆地规模类型的特征参数值

Tab le 3 The character istic param eter of basin size type

盆地规模类型 一般盆地 大型盆地 超大型盆地 巨型盆地 超巨型盆地

矿盆比 /% 5. 49 6. 24 6. 08 5. 49 0. 90

矿区含矿密度 / ( 106 t /km2 ) 2. 233 4. 350 1. 834 0. 602 0. 397

盆地含矿密度 / ( 106 t /km2 ) 0. 076 0. 062 0. 043 0. 047 0. 003

钾盐厚度 /总盐层厚度 /% 无资料 5. 48 6. 75 10. 21 9. 55

表 4 盆地构造类型的特征参数值

Tab le 4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 eter of basin structure type

盆地构造类型 第一类 活动区 第二类 相对活动区 第三类 稳定区

矿盆比 /% 3. 62 6. 87 7. 94

矿区含矿密度 / ( 106 t /km2 ) 1. 884 5. 068 0. 436

盆地含矿密度 / ( 106 t /km2 ) 0. 058 0. 063 0. 023

钾盐厚度 /总盐层厚度 /% 4. 69 12. 27 4. 44

  从盆地构造类型上分析 (表 4) ,相对活动区盆地

和稳定区盆地的矿盆比值较大,达 6. 87%和 7. 94%。

而活动区的矿盆比最小,值为 3. 62%。

2. 2 含矿密度

  本文将含矿密度分为两类: 矿区含矿密度 (资源

量与矿区面积的比值 )和盆地含矿密度 (资源量与盆

地面积的比值 )。

  ( 1)矿区含矿密度

  由表 5可知, 17个钾盐矿床的矿区含矿密度平

均值是 2. 162 @ 106 t /km2
,其标准偏差为 3. 256 @ 106

t/km
2
。以去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作为评判矿区含

矿密度的特征值,则去掉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最大值 12. 5 @ 106 t /km 2
)和新墨西哥钾盐矿床 (最

小值 0. 013 @ 106 t/km2
) , 统计得到矿区含矿密度的

平均值为 1. 616 @ 106 t /km2
(标准偏差值是 1. 959 @

10
6
t /km

2
)。超大型盆地的矿区含矿密度值 1. 834 @

10
6
t /km

2
接近平均值,而大型盆地的矿区含矿密度值

4. 350 @ 106 t/km2
,远远大于平均值。超巨型盆地的

矿区含矿密度值最小, 仅为 0. 397 @ 106 t /km2
。由此

可见,盆地的矿区含矿密度与盆地规模类型没有必然

关系。按照盆地构造类型分类, 其中相对活动区盆地

的矿区含矿密度最大, 为 5. 068 @ 106 t /km2
, 活动区

含矿密度值 1. 884 @ 106 t /km2
,接近平均值, 而稳定区

的含矿密度值最小,仅为 0. 436 @ 106 t /km2
。

  ( 2)盆地含矿密度

  由表 6可知, 19个钾盐矿床的盆地含矿密度的

平均值约为 0. 049 @ 106 t /km 2
, 标准偏差值是 0. 052

@ 106 t/km2
。而去掉最大值 0. 157 @ 106 t /km2

(呵叻

盆地钾盐矿床 )和最小值 0. 000 004 @ 106 t /km2
(盐

岭钾盐矿床 ) ,则平均值为 0. 045 @ 106 t /km2
, 它的标

准偏差值是 0. 046 @ 106 t /km2
。由此确定盆地的含

矿密度值为 0. 045 @ 106 t /km2
。大型盆地和一般盆

地的盆地含矿密度值较大, 为 0. 062 @ 106 t /km2
和

0. 076 @ 106 t /km 2
, 超巨型盆地的含矿密度值最小,是

0. 003 @ 106 t /km2
。按盆地构造类型分类, 相对活动

区盆地的含矿密度值最大, 为 0. 063 @ 106 t /km2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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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矿区含矿密度特征

Tab le 5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atio of potash resource po ten tial and deposit area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资源量 /矿区面积 / ( 106 t /km 2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资源量 /矿区面积 / ( 106 t /km2 )

1 盐岭钾盐矿床 0. 087 10 塞尔希培 1. 902

2 东西伯利亚盆地中的涅帕盆地 0. 663 11 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5. 989

3 E lk Po int盆地,威利斯顿 1. 653 12 埃布罗 1. 688

4 彼里皮亚特 1. 277 13 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12. 500

5 Fundy盆地,新不伦瑞克 0. 058 14 中西西里 2. 778

6 新墨西哥 0. 013 15 蔡希斯坦 0. 130

7 亚马逊 0. 019 16 莱茵地堑 6. 000

8 中亚盐盆地 0. 632 17 死海 1. 263

9 加蓬和刚果盆地 0. 102 平均值 2. 162

标准偏差值 3. 256

表 6 盆地含矿密度特征

Tab le 6 The charac ter istic of the ratio of potash resource poten tial and basin area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资源量 /盆地面积 / ( 106 t /km 2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资源量 /盆地面积 / ( 106 t /km2 )

1 埃布罗 0. 094 11 E lk Point盆地,萨斯喀彻温 0. 111

2 中西西里 0. 058 12 E lk Point盆地,威利斯顿 0. 1

3 盐岭钾盐矿床 0. 000 004 13 滨里海凹地钾盐盆地 0. 003

4 莱茵地堑 0. 139 14 亚马逊 0. 001

5 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0. 067 15 中亚盐盆地 0. 063

6 达纳基尔洼地;裂谷盆地 0. 053 16 加蓬和刚果盆地 0. 002

7 死海 0. 053 17 涅帕盆地 0. 005

8 彼里皮亚特 0. 01 18 德国蔡希斯坦 0. 001

9 新墨西哥 0. 001 19 英国蔡希斯坦 0. 005

10 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0. 157 平均值 0. 049

标准偏差值 0. 052

  注:因为盐岭钾盐矿床的盆地含矿密度值是 0. 00 0004@ 106 t /km2,如果保留三位小数位则数值为 0,因此将其数值保留 6位小数位。

定区盆地最小,值是 0. 023 @ 106 t /km2
。

  通过分析对比可知, 在盆地规模类型中, 大型盆

地的矿区含矿密度最大,一般盆地的盆地含矿密度最

大,而大型盆地的该值仅次于一般盆地的数值。按照

盆地构造类型分类,则位于相对活动区盆地的矿区含

矿密度和盆地含矿密度均最大,稳定区盆地的含矿密

度最小。

2. 3 钾盐层最大厚度与纯盐层最大厚度的关系

  在资料完整的 14个钾盐矿床中,钾盐层最大厚

度 /总盐层最大厚度的平均值是 7. 68% , 标准偏差是

5. 62% (表 7 )。以去掉极值, 最大值 19. 6% ( E lk

Po int盆地 ) 威利斯顿 )和最小值 1. 56% (莱茵地堑 )

后,统计得到钾盐 /总盐层的特征参数为 7. 20% (标

准偏差值是 4. 55% ),即钾盐层最大厚度占总盐层最

大厚度的 7. 2%。

  按盆地规模类型分析, 巨型盆地的钾盐 /总盐的

特征参数最大, 高达 10. 21%, 次之是超巨型盆地

9. 55%,再次之为超大型盆地, 是 6. 75%, 而大型盆

地钾盐 /总盐值最小,为 5. 48%。

  按照盆地构造类型分类,相对活动区盆地构造类

型的钾盐 /总盐的特征参数比值最大, 达 12. 27%。

其次为活动区和稳定区盆地构造类型的特征参数,值

分别是 4. 69%和 4. 44%。

2. 4 资源量与特征参数的关系

  世界上钾盐矿床地理分布很不均匀,其盆地蕴藏

的钾盐资源量也各不相同。亚洲的超大型盆地呵叻

盆地钾盐资源量高达 266. 62亿 t
[ 16]
。加拿大、俄罗

斯、白俄罗斯、德国 4国是拥有钾盐储量最多的国家,

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92%, 资源量达 978. 6亿 ,t

储量 806亿 t
[ 17, 18]

。讨论资源量与上述特征参数的

关系,对可能存在的未发现钾盐资源量进行预测起到

一定帮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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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钾盐最大厚度与总盐层最大厚度比值特征

Table 7 The character istic of the ra tio ofmaxim um th ickness of potash and salt

序号 盆地及矿床名称 钾盐最大厚度 /m 总盐层最大厚度 /m 钾盐 /总盐层 /%

1 盐岭钾盐矿床 12. 8 685. 8 1. 87

2 东西伯利亚盆地中的涅帕盆地 76. 14 1161 6. 56

3 E lk Po int盆地,萨斯喀彻温 10. 37 60 17. 28

4 E lk Po int盆地,威利斯顿 29. 4 150 19. 60

5 密执安 30 600 5. 00

6 Fundy盆地,新不伦瑞克 45 750 6. 00

7 上卡母 82. 4 1 048. 4 7. 86

8 德国蔡希斯坦 100. 2 800 12. 53

9 中亚盐盆地 14 800 1. 75

10 加蓬和刚果盆地 21. 9 1 000 2. 19

11 呵叻盆地钾盐矿床 54. 18 586. 68 9. 24

12 莱茵地堑 10. 16 650 1. 56

13 前喀尔巴阡第三纪钾盐盆地 110 1550 7. 10

14 达纳基尔洼地;裂谷盆地 33. 8 374. 6 9. 02

平均值 7. 68

标准偏差值 5. 62

  ( 1)资源量与盆地规模的关系

  本文统计的世界上 26个主要含钾盆地中一般盆

地有 3个,其中 1个无资源量数据 (苏伊士湾捷姆萨

盆地 ), 2个矿床蕴藏钾盐资源量 4. 7 @ 108 ,t占世界
总资源量 0. 22%; 大型盆地, 有 8个, 蕴藏钾盐资源

量大于 66. 78 @ 108 ,t占世界总资源量 3. 13% ; 超大

型盆地有 7个, 281. 32 @ 108 t的资源量, 占总资源量
13. 2%; 巨型盆地,有 6个, 资源量达 1515. 36 @ 108 ,t

占总资源量最大,高达 71. 12%; 超巨型盆地有 2个,

资源量是 262. 68 @ 108 ,t占 12. 33%。

  以平均资源量 (总资源量 /盆地个数 )分析, 最高

是巨型盆地,平均资源量是 252. 56 @ 108 ,t以下依次

是,超巨型盆地, 超大型盆地和大型盆地, 平均资源量

分别是 131. 34 @ 108 ,t 46. 89 @ 108 t和 11. 13 @ 108 ,t
最低是一般盆地,平均资源量仅有 2. 35 @ 108 t。

图 1 盆地规模类型与资源量的柱状图

F ig. 1 The h istogram o f basin size type and

potash resource po ten tia l

  可见,巨型盆地所蕴藏的钾盐资源量最大, 占世

界钾盐总资源量的 71. 12% ,它的平均资源量也相对

较高,可达 252. 56 @ 108 t(见图 1)。

  ( 2)资源量与盆地构造类型关系

  由图 2可见,相对活动区盆地构造类型的平均资

源量最大,高达 211. 56亿 ,t占 26个钾盐矿床总资源

量的 62. 51% ;稳定区盆地构造类型的平均资源量有

118. 22亿 ,t占总资源量的 34. 93% ;资源量最小值为

活动区盆地构造类型, 仅有 8. 68亿 ,t占总资源量的

2. 56%。因此,在钾盐资源找矿过程中, 需要密切关

注盆地构造类型中的相对活动区盆地,其中蕴藏有丰

富的钾矿资源的可能性最大。

图 2 盆地构造类型与其蕴藏钾资源量关系图

F ig. 2 The re lation of po tash resource po tentia l

and basin structur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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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的应用意义

  通过对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分析表明, 矿盆面

积比为 4. 47%; 矿区含矿密度值为 1. 616 @ 106 t /
km

2
,盆地含矿密度值是 0. 045 @ 106 t /km2

; 钾盐 /总

盐层最大厚度值是 7. 2%。将上述数据用形象的图

形表示 (图 3)。由图 3可见,矿区面积与盆地面积相

比很小,而且钾盐层也只占总盐层厚度的很小一部

分,因此在蒸发岩盆地中寻找钾矿的难度很大。

  根据统计可见,钾盐矿床特征参数比值有一定的

规律性或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其原因是海水中钾离子

与钠离子含量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当海水蒸发浓

缩至钾盐沉积,在平面和厚度分布上,石盐与钾盐也

相应存有固定比值,正常海水沉积石盐与钾盐厚度理

论比值为 7. 7B 1
[ 20]
, 或钾盐厚度占全盐层厚度之比

为 11. 36%。因此,利用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可以

对不同类型蒸发岩沉积盆地中可能存在的钾盐资源

量进行预测。

  目前,关于钾盐成矿预测的方法尚未见报道, 但

在其它矿产,例如石油、煤及重要金属矿已有很多预

测资源的方法
[ 21]
, 具体在多金属结核和天然气领域

中的统计样品风度、品位的方法
[ 22]
和区带地质评价

参数的研究方法
[ 23]
,进行资源评价与预测。

  文章从中找出古代海相钾盐矿床的内在规律及

特征参数, 为寻找和预测我国钾盐矿床提供理论基

础。根据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拟订两种方法对未

发现的钾盐资源量进行预测。

  方法一: 体积估算法。具体步骤是:首先,求得预
测钾矿层的面积和厚度,对照盆地类型, 利用钾盐矿

床特征参数比值 (表 3, 表 4), 乘以预测盐盆地的面

积和盐层最大厚度而获得; 然后,相当于获得一个虚

拟的 /扁平透镜体 0状的钾矿体, 按公式 V=M* H /2

( V) 矿体体积, M ) 矿层面积, H ) 矿层厚度 ), 求出

钾矿体的体积 (透镜体的体积是矿层面积与矿层厚

度所构成矩形体积的一半 ); 最后, 将求得的体积乘

以钾盐比重和品位,就可获得预测钾盐资源量。其数

学公式是: PR = V* D* T (PR ) 预测钾盐资源量, V)

钾盐矿体, D -矿石比重, T ) 氯化钾品位 )。

  方法二: 含矿密度法。已知矿区面积或盆地面积
乘以对应的盆地类型的矿区含矿密度或盆地含矿密

度,按公式 PR = Q* S (PR ) 预测钾盐资源量, Q ) 矿

区含矿密度或盆地含矿密度, S ) 矿区面积或盆地面
积 )就可获得预测的钾盐资源量。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预测可以获得盆地可能存在

的钾盐资源量,这是一理论值,但并不一定代表蒸发

岩盆地中就蕴藏有这么多的矿产,主要代表被海水带

入盆地的钾总量, 这些钾离子能否成为钾盐矿、以及

形成多大规模的钾盐矿,受很多因素制约, 例如盆地

图 3 海相钾盐矿床的特征参数示意图

F ig. 3 Character istic param ete r p ic ture of the m arine or ig in potash depo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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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闭性, 补给来源, 古气候, 沉积环境及保存条件

等
[ 23]
。要查清其能否形成钾矿及控制因素是比较困

难的, 但有了理论预测资源量, 就有了在蒸发岩盆地

中找钾的理论依据,对于开展蒸发岩地质研究与钾盐

调查工作可以提供指导。

4 结论

  统计获得含钾盆地的矿盆面积比为 4. 47% ; 矿

区含矿密度值是 1. 616 @ 106 t/km2
, 盆地含矿密度值

是 0. 045 @ 106 t /km2
; 钾盐层最大厚度 /总盐层最大

厚度值是 7. 2%。盆地规模类型的特征参数为大型

盆地的矿盆比值、矿区含矿密度均为最大, 分别是

6. 24%和 4. 35 @ 106 t /km 2
。超巨型盆地的该值最

小,仅为 0. 9%和 0. 397 @ 106 t /km2
。一般盆地的盆

地含矿密度最大,值是 0. 076 @ 106 t/km2
。巨型盆地

的钾盐 /总盐值最大, 高达 10. 21%。按照盆地构造

类型划分,相对活动区的特征参数值较大, 分别是矿

盆比 6. 87%、矿区含矿密度 5. 068 @ 106 t /km2
、盆地

含矿密度 0. 063 @ 106 t /km2
、钾盐厚度 /纯盐层厚度

12. 27%。

  从钾盐资源量与盆地规模分析得出, 巨型盆地钾

盐资源最为富集,其次为超巨型盆地和超大型盆地。

从盆地构造类型分析, 相对活动区钾盐盆地, 不仅矿

区含矿密度高,而且盆地含矿密度值也很大, 它蕴藏

有丰富的钾盐资源, 因此, 未来在找钾过程中需要特

别关注由相对活动区构造类型产出的盆地。

  利用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拟订出两种钾盐资

源量预测方法:体积估算法和含矿密度法, 可以对不

同类型蒸发岩沉积盆地中可能存在的钾盐资源量进

行预测。

  上述海相钾盐矿床特征参数的研究, 对于分析我

国古代海相盆地各种可能的含钾线索与指标, 进行成

钾预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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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 f potash deposits in the world, w 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ortance of

26 marine orig in potash deposits and found out potash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marine o rig in. A ccord ing to the in-

fo rmation, w 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ratio of deposit area and basin area is 4. 47%, the ratio of resource po-

tentia l and deposit area is 1. 616 @106 t /km2
, the ratio o f resource po tentia l and basin area is 0. 045 @ 106 t /km2

and

the ratio of max imum thickness o f potash and salt is 7. 2% . Based on the sorts of structures, the basins located in

comparative act ive zones are the most abundant po tash resources d istributed. Such as continental shelves, depression

basins betw een continen tal edges and fo ld zones. Their ra tio o f deposit area and basin area is 6. 87%, the ratio of re-

source quantity and deposit area is 5. 068 @ 106 t /km2
, the ratio of resource poten tial and basin area is 0. 063 @ 106 t/

km
2
and the ratio of max imum thickness of potash and salt is 12. 27% . M eanwh ile, paper d 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m arine orig in potash deposi.t It is helpful to research the factors of po tash deposits form ing and for us to forecast the

resource poten tial of unfound potash deposits in the paleo-marine basins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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