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地球学报 2006正

罗布泊钾盐找矿新的突破与理论创新

1我国钾盐形势与罗布泊地区钾盐考察史

钾盐资源严重不足，是我国7种大宗紧缺矿产之一。

近年来我国钾肥的产量达150万t左右，而消费量约为800

万t，对外依存度高达85％。钾盐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农业

发展的需求，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改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彭

加木等)、新疆地矿局区调队、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郑绵平课题组)、原地矿部航空遥感中心、新疆地矿局

第三地质队等对罗布泊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和钾盐地

质调查研究，但未能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钾盐矿床。

2罗布泊钾盐找矿突破

“七五”、“八五”期间，笔者对柴达木与塔里木两个盆地

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两个盆地具有相近的大地构造、

自然地理、第四纪沉积演化与古气候条件，第四纪初期两者

还曾相通；12万km2的柴达木盆地沉积了丰富的钾盐资

源，56万姘的塔里木盆地也应该有钾盐矿的富集；罗布
泊坳陷还是塔里木盆地盐类物质的最后聚集地。

根据柴达木盆地的10年实践，建立了“新构造运动使

盆地产生沉积分异，制约沉降中心形成”的盆地迁移认识，

认为迁移后的盐湖“深盆”有利于成钾。这种认识用于罗布

泊。，综合构造、地层、遥感、补给等分析，确认罗北凹地是构

造迁移后的“深盆”，因此，将罗布泊坳陷找钾目标定位在罗

北凹地，这是前人找钾未涉足的地域。

经科学布置探矿工程，发现了罗北凹地卤水钾盐矿床，

证实了我们的科学预见。与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进一

步合作，进行大规模勘查，控制面积1300姘、储卤层平均
厚度71．0 m，平均孔隙度16．83％，卤水KCl品位1．40％，

探明资源／储量2．5亿t，揭示出超大型的优质硫酸盐型卤

水钾盐矿床，潜在经济价值5000亿元，已经国土资源部矿

产储量评审中心认定。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科研指导勘查，

勘查促进科研，贯彻科研一勘查一开发一体化方针的成功

范例，被认为是继20世纪50年代柴达木盆地察尔汗钾矿

床重大发现之后，我国找钾的第二次重大突破。

3理论创新

罗布泊盐湖找钾实践与研究，建立和完善了两个陆相

钾盐成矿理论。

(1)高山深盆迁移论：研究表明，盐湖发展过程中，盆

地中心随新构造运动不断迁移，钾盐富集在迁移后的深盆

中，得出”矿随盆移”的认识，即构造迁移控制了盐湖钾盐矿

的运移富集规律。笔者在研究中融入动态概念、加入时空

坐标，将袁见齐先生创立的“高山深盆”理论，发展为“高山

深盆迁移”论。

(2)两段式成钾论：勘查与研究发现，罗北凹地富钾卤

水储集层以钙芒硝岩为主，钙芒硝岩发育蜂窝状孔隙，具有

极好的骨架、极好的储集性。钙芒硝岩储集卤水钾盐，表明

该矿床是一种新类型钾盐矿，钙芒硝属于盐湖沉积第二阶

段的产物，这有别于传统认为的富钾卤水储于盐湖第三阶

段形成的石盐层的模式(可谓三段式成储理论)，因此，跳出

了三段式束缚，建立了两段式钾盐成矿理论，拓展了找钾思

路和勘查领域。

4理论指导扩大找矿成果

这些创新理论有效地指导了罗布泊盐湖大规模区域勘

查，新发现多处矿产地。2001～2002年，在罗布泊钾矿区

(罗北凹地)外围发现两个中型钾盐矿床，新增钾盐资源量

2100万t。该找钾成果已通过地调局组织的评审。2003～

2005年，在罗布泊外围又发现两个中型钾盐矿床，2005年

12月通过国家“305”项目办公室组织的验收。“十五”期间

共获得钾盐资源量7600万t。

5成果产业化与经济社会效益

继成钾理论与找矿取得重大突破后，钾盐项目组又及

时开展了开发条件研究，组织研制出一系列探测地下卤水

动力学特征、盐田法制取高质量钾}昆盐的新技术；制定开发

规划，科学评价矿床可采性、资源保证程度及盐田建设和首

采区选择的合理性；预测淡水资源等，有效解决了钾盐开发

过程中与地质有关的瓶颈问题及技术关键，这些成果促进

并加速了罗布泊钾盐矿的产业化进程。

2000年新疆自治区成立了罗布泊钾盐开发公司，现4

万t工业试验厂已建成投产。2004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决定对罗布泊钾盐开发投资80亿元，近期建设规模为年产

120万t钾肥，最终实现年产300万t硫酸钾、年产值50亿

元的目标，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之一。罗布泊所处的

若羌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发现超大型钾盐矿床后，国务院批

准设立了罗布泊镇，它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硫酸钾肥生产基

地，对缓解我国钾肥短缺形势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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