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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盆地蕴藏丰富的盐卤资源。从盆地海相三叠系盐类大量的热融 、水溶变质资料, 阐述了它对盆地

三叠系找钾方向的控制, 提出开辟富钾卤水———液态钾矿的找钾工作, 是四川盆地至为重要的找钾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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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四川盆地海相三叠系盐卤资源极其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成盐找钾地区之一。从多年四川

找钾实践资料表明, 盆地三叠系盐类沉积在其

特定的地史经历中长期埋藏, 受地热能的影响,

随地热温度的增高, 发生融熔的地热变质作用

和受水溶滤产生的水溶变质作用及叠加影响,

已使原始盐类沉积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盐

系剖面上所见硬石膏 、杂卤石 、硫镁矾 、无水钾

镁矾 、多钙钾石膏等钾镁盐矿物多系盐类埋藏

条件下的热融变质和水溶变质作用先后叠加影

响形成的产物。并由此导致固态可溶性钾矿的

溶滤破坏,钾组分转入液相,改变了原始沉积卤

水面貌,形成富钾卤水———液态钾矿,从而控制

了盆地三叠系的找钾方向 。本文通过四川盆地

海相三叠系盐类形成演化的地质背景条件, 从

盐类地热作用的大量热融 、水溶变质资料分析,

理顺和拓宽四川盆地找钾思路, 提出勘查开发

液态钾矿 ———富钾卤水的找钾工作, 是实现四

川盆地找钾工作突破的重要方向。

1　盐类形成演化的地质背景

四川盆地早 、中三叠世,在上扬子台地海水

旋进旋退及总的浅水海退背景下,形成大面积

的潮上蒸发岩与碳酸盐岩的频繁交互沉积(当

海平面上升时, 沉积碳酸盐岩;海平面下降时,

则形成蒸发岩) ,沉积物总厚 800 ～ 1300m
〔1〕
,于

嘉陵江组 ( Tij )和雷口坡组 ( T2l)沉积期发育 6

个成盐期17个聚盐期(图 1) ,形成20个大小不

等的盐盆 (体) ( 图 2) 〔2〕, 膏盐层厚达 500 ～

1700m,其中石盐层 10 ～ 200 余 m 。于南充 、宣

达 、成都 、垫江 、万县 、自贡等盐盆(体)中尚有杂

卤石分布,有的还见有硫镁矾 、无水钾镁矾 、多

钙钾石膏 、硫锶钾石等钾镁盐矿物。此外宣达 、

成都 、南充 、自贡等盐盆(体)还多处发现有富

钾 、高钾卤水分布
〔3〕
。

至中三叠世末,盆地受印支运动抬升影响,

海水全部退却,结束海相沉积历史,并以盆地南

部的泸州为中心, 经历印支期不同程度的古剥

蚀 。晚三叠世及中生代时, 燕山运动使盆地再

次沉降,广泛接受了 5000 ～ 7000m内陆河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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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泥岩沉积, 使早 、中三叠世盐类沉积深埋地

腹,经历一个地温缓慢增加,地静压力逐渐增大

过程,在地热能的作用下,盐卤沉积由此受到影

响,发生变质。喜马拉雅运动使盆地强烈褶皱,

于盆地东部形成一系列隔档式褶皱,在褶皱强

烈的高背斜, 盐类裸露, 遭受淋滤剥蚀,而向斜

及盆地西部广大地区, 盐类仍深埋地腹 。四川

盆地三叠系盐类即在上述地史发展经历的背景

条件下演化形成现今的面貌, 从而控制了四川

找钾方向。

图 1　四川盆地早 、中三叠世嘉陵江组 ———雷口坡组沉积期成盐旋回划分示意图

Fig.1　Demarcation diagram of salt forming cycle of triassic JialingJiang group—Leikoupo group

2　盐类变质资料

盆地三叠系盐类是经历了上述沉积成岩 、

剥蚀淋滤 、深埋及局部暴露,再次剥蚀淋滤等地

质 、水文地质发展演化形成的最终产物 。而埋

藏条件下的地热能是盐类热融 、水溶变质的一

个重要演化因素, 它使盐类原始沉积面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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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深刻的变化,形成新的矿物相 。

盐类物质具易溶 、熔融和易变特征 。盆地

三叠系盐类沉积,随着上覆层厚度的增加,地温

和地压的递增, 将发生脱水熔融—热融变质(据

资料, 盆地地温梯度为2.3℃/100m
①
, 三叠系盐

类在埋藏条件下, 地温将至少达到 80 ～ 170℃,

地层压力则达 45 ～ 120MPa) 。通常而言, 盐类

脱水熔融时,由常温相矿物向高温相矿物转变,

富含结晶水的矿物向含结晶水少的或不含结晶

水的矿物转变。而盐类脱水熔融产生的自身变

质液体(脱出的结晶水) , 在并无外来水参入的

情况下,又可使易溶盐类发生水溶变质,同时可

使原始沉积卤水成分发生改变, 与固相盐类重

建新的平衡。可见在埋藏条件下, 随着地温 、地

压的增加,盐类的热融 、水溶变质实际上是综合

叠加的,是一个多温的 、动态的变化过程 。

2.1　硬石膏是石膏地热变质 ———脱水熔融的

产物

　　盆地三叠系硬石膏分布极其广泛,面积超

过20×104km2, 累计厚度 500 ～ 700m。据资料

石膏( CaSO4·2H2O)当埋深在 600m 左右, 地温

超过 42℃时, 即发生脱水熔融转化为硬石膏

(CaSO4) , 其脱出的结晶水体积占石膏总体积的

48.6%〔4〕。盆地早 、中三叠世的古气温据成都

地质矿产研究所作的碳酸盐碳氧同位素资料的

测算为 34.6 ～ 36.9℃〔5〕,可见盆地三叠系的硬

石膏极大部分为潮上蒸发环境形成的石膏, 当

其长期处于埋藏条件, 在地热能的作用下,石膏

脱水熔融转化成硬石膏 。该转化不仅是石膏热

融变质的具体表现, 而且脱出的结晶水对盐类

具有极强的溶解力,在深埋封闭条件下,则成为

盐类水溶变质的重要水源基础。据 H·博歇特

研究指出:“单位体积石膏脱出的结晶水, 在

30℃可完全溶解 0.08m3的石盐或 0.54m3的光

卤石,或可把 0.81m3光卤石转变为钾石盐”〔6〕 。

同时“该饱和 CaSO4 溶液与钾石盐或光卤石反

应又可形成无水钾镁矾” 。可见盆地三叠系石

膏的脱出水对相邻盐系的盐卤,特别是含钾盐

类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

2.2　液态钾矿———富钾卤水可由盐类热融水

溶变质作用形成

　　盆地富钾卤水分布点多面广, 现以宣汉川

25井富钾卤水为例, 其矿化度为 352g/L,

K·103/Cl为 128.51, K/Br 为 15.5, Br·103/Cl 为

8.3,与正常海水的各浓缩阶段相比, K·103/Cl和

K/ Br 异常偏高, 而 Br·103/Cl 却明显偏低(表

1) ,两者很不协调。需要指出的是海水蒸发浓缩

析出氯化物盐类时,溴并不形成独立的矿物, 而

是以类像形式进入氯化物晶格。由于溴在固液

相的分配系数始终小于 1, 所以进入固相氯化物

中的溴总是要比留在液相中的溴少〔7〕,由此可见

宣汉富钾卤水 K·103/Cl 、K/Br 偏高,而 Br·103/Cl

偏低,显然是与固相钾矿的溶滤密切相关。

盆地三叠系硬石膏时空分布甚广 。在地热

表 1　川 25井富钾卤水与正常海水不同浓缩阶段水化学系数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aquachemical coefficients between brine and seawater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period

Br·103/Cl ( nMg/ nCl) ( nNa/ nCl) K·103/ Cl K/Br

浓1)

缩

阶

段

正常海水

石膏开始沉积

石盐开始沉积

泻利盐开始沉积

钾石盐开始沉积

光卤石开始沉积

3.4 0.127 0.86 19.76 5.8

3.05 0.158 0.83 17.90 5.7

5.5 0.160 0.70 30.50 5.6

14.1 0.470 0.39 83.90 5.9

21.0 0.750 0.15 115.70 5.4

17.8 0.856 0.076 86.00 4.8

川 25 井富钾卤水 8.3 0 0.018 0.77 0 128.51 15.5

　　注:1) 引自陈郁华译.普查钾盐矿床的地球化学方法(苏).见:中国地质科学院情报所编译.国外钾盐矿床普查资料(专辑).1972.

①西南石油局第二地质大队,四川钾盐找矿工作总结及找钾方向预测,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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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盆地三叠纪盐盆(体)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riassic salt Basin in Sichuan Basin

1—古陆;2—古断裂及编号;3—古剥蚀线及层位;4—沉积厚度等值线( m) ;5—盐盆(体) 边界;6—推测盐盆(体 )边

界;7—盐盆(体)编号

盆西成盐带:Ⅰ —广元盐盆(体) ;Ⅱ—旺苍盐盆(体) ;Ⅲ—剑阁盐盆(体) ;Ⅳ—江油盐盆( 体) ;Ⅴ—南充盐盆( 体) ;

Ⅵ —成都盐盆(体) ;Ⅶ —资中盐盆(体) ;Ⅷ —威远盐盆 (体 ) ;Ⅸ —威西盐盆( 体) ;Ⅹ —自贡盐盆 (体 ) ;Ⅺ—蒲江盐盆

(体)

盆东成盐带:Ⅹ Ⅱ —宣汉—达县盐盆(体) ;Ⅹ Ⅲ —开江盐盆 (体) ;Ⅹ Ⅳ—万县盐盆( 体) ;Ⅹ Ⅴ—梁平盐盆( 体) ;

Ⅹ Ⅵ —建南盐盆(体) Ⅹ Ⅶ —邻水盐盆(体) ;Ⅹ Ⅷ —垫江盐盆(体) ;Ⅹ Ⅸ —重庆盐盆(体) ;Ⅹ Ⅹ —涪陵盐盆(体)

变质作用下, 1m
3
体积石膏转化为石膏时,要释

放出 0.486m
3
结晶水, 仅此转化一项, 盆地众多

石膏所释放的结晶水, 其水量无疑是十分庞大

的,对易溶盐类具有极强的溶解力。在埋藏的

封闭条件下,该水体不会流失, 当其向上或向下

运移到相邻储层时, 与易溶盐层接触, 便将易溶

钾矿组分溶滤携入储层的原始沉积卤水中, 从

而改变沉积卤水原始面貌,形成液态钾矿 ———

富钾卤水 。可见富钾卤水可以由盐类地热熔融

脱出水溶滤易溶含钾盐类并携入沉积变质卤水

而形成。

2.3　无水钾镁矾和硫镁矾可由热融水溶变质

形成

　　南充 T1j
4
—T21

1
、宣达 T1j

5
—T21

1
、成都 T21

4

等盐盆(体)的含杂卤石石盐和含盐杂卤石中均

发现有硫镁矾分布, 前两盐盆 (体) 尚有无水

钾镁矾, 呈浸染或团块状分布 。

无水钾镁矾和硫镁矾在自然界原始沉积中

极其罕见 。从已有物理化学相平衡资料表明,

无水钾镁矾属高温矿物, 其形成温度至少在

37.5℃以上, 并随温度增高, 无水钾镁矾和硫

镁矾相区大为扩大 (图 3 、 图 4)
〔8〕
。上述诸盐

盆地盐类埋藏均在 2500 ～ 4500m以下, 地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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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70 ～ 130℃。由此可见四川盆地已发现的无

水钾镁矾和硫镁矾应是原始沉积的软钾镁矾和

泻利盐在地热能作用下, 经脱水熔融转化而

来, 并随上覆盖层和地温的增加, 脱水熔融乃

分阶段进行。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韩蔚田等

人在研究软钾镁矾 、 泻利盐 、 石盐组合的热变

质系列时, 证实了这种热变质阶段的存在〔8〕,

其阶段是:

图3　55℃时K+,Na+,Mg2+/ Cl-,SO4
2--H2O体系的平衡图

Fig.3　Equilibrium of sustem K
+、Na+、Mg2+/ Cl-,SO2-4 -H2O at 55℃

图4　90℃时K+,Na+,Mg2+/ Cl-,SO4
2--H2O体系的平衡图

Fig.4　Equilibrium of system K
+
, Na
+
,Mg

2+
/ Cl

-
,SO4

2-
-H2O at 90℃

　　①20℃第一次脱水熔融, 软钾镁矾转变为

钾镁矾;

②27.5℃第二次脱水熔融, 泻利盐转变为

六水泻盐;

③32℃第三次脱水熔融, 六水泻盐转变为

硫镁矾;

④37.5℃第四次脱水熔融,钾镁矾转变为

无水钾镁矾 。

在深埋封闭条件下 , 盐类热融水溶变

质形成的富钾卤水作用于硬石膏或杂卤石时,

也可形成无水钾镁矾和硫镁矿〔9〕, 其反应式

为:

2CaSO4+4K
++4Mg2++6SO4

2-+Na++Cl-+3H2O— ※

　　　　　→—(富钾热卤水) —————————※

K2MgCa2( SO4) 4·2H2O↑+MgSO4·H2O↑+K2Mg2( SO4) 3↑+NaCl↑

(反应边杂卤石) 　　　　(硫镁矾) 　　(无水钾镁矾) 　　　

K2MgCa2( SO4) 4·2H2O+3Mg
2+
+2k

+
+4SO4

2-
+Na

+
+Cl

-
+H20※

　　　　　　　　　→(富钾热卤水) ————————————※

K2Mg2( SO4) 3↑+MgSO4·H2O↑+NaCl+K2MgCa2( SO4) 4·2H20

(无水钾镁矾) 　　(硫镁矾) 　　 　　　(反应边杂卤石)

2.4　众多的杂卤石是水溶变质形成的

盆地三叠系 T1j
4、T1j

5 、T21
1、T21

4 诸盐系均

见有杂卤石分布 。但众多的杂卤石在盐系剖面

上并不赋存于石盐层中,而呈层状 、似层状或透

镜状产于硬石膏层中, 两者常呈薄互层状产出 。

当石膏脱水熔融转化为硬石膏时所释放出

的大量结晶水,除能自身溶滤 CaSO4 组分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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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溶盐更具极强溶解力, 当盐层和钾镁盐呈薄

层时释放出来的结晶水在向上部易溶盐及钾镁

盐层运移, 便形成 NaCl和 K 、Mg 均不饱和溶

液,该溶液作用于石膏, 便生成杂卤石,并由此

占领了易溶盐类的空间, 即形成现剖面上所见

的杂卤石与硬石膏的薄互层,其反应式为:

2(CaSO4·2H2O) +2K
+
+Mg

2+
+2SO4

2-
※K2SO4·MgSO4·2CaSO4·2H2O+H2O

　　　　　　　　　　　　　　　　→————杂卤石——— ——— ※

　　关于 NaCl及 K 、Mg 均不饱和的溶液作用

于石膏,形成杂卤石的可能性,中国地质大学李

亚文等已通过实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0〕
。这

样四川盆地三叠系众多杂卤石的形成,用水溶

变质的观点来解释已获得了实验佐证。

2.5　多钙钾石膏是含钾盐类水溶变质产物

四川华蓥山背斜北倾没端钻井于 T1j
5-2 —

T21
1-1
盐系发现有多钙钾石膏( K2SO4·5CaSO4·

H2O) ,呈浸染状和不规则斑状赋存于杂卤石和

含杂卤石的硬石膏中 。多钙钾石膏晶体大多包

裹有细粒硬石膏,并普遍交代杂卤石,保留有杂

卤石被交代的残余。根据水盐体系相平衡的研

究资料,多钙钾石膏是从富 KCl卤水中析出的

矿物,其相区位于 K-Na-Mg-Ca/Cl-SO4-

H2O六元体系( 55℃及 83℃)相图紧靠 2K的一

角(图 5) 。联系多钙钾石膏产区构造作用复杂

的背景条件及附近有富钾卤水分布, 当它作用

于硬石膏或杂卤石时, 则可形成多钙钾石膏 。

可见多钙钾石膏是含钾盐类在水溶变质过程

中,溶滤钾石盐的卤水作用于含钙的硫酸盐矿

物的产物 。这一认识已为韩蔚田 、蔡克勤的

55℃K, Na, Ca/Cl, SO4 —H2O 五元体系物理化

学实验资料所证实〔8〕。鉴于自然界的溶滤卤水

很难都是饱和的,从实验相图资料可以看出(图

6) :多钙钾石膏在稀释溶液中更易形成,且卤水

组成点靠近 KCl的方向更为有利①。由此进一

步得到证实, 多钙钾石膏的出现与 KCl盐类的

被溶滤变质密切相关。

注:虚线表示钙盐矿物的相区

图 5　55℃时 K+, Na+, Mg2+/Cl-, SO4
2--H2O 的体系的平衡图

Fig.5　Equilibrium of system K+, Na+,Mg2+/ Cl-, SO4
2--H2O at 55℃

2.6　硫锶钾石是含钾盐类经复杂淋滤变质作

用形成的产物

　　硫锶钾石(K2SO4·SrSO4)在我国尚属首次发

现。它产于华蓥山背斜 T lj
5-2—T2l

1-1盐系的杂

卤石 ———硬石膏中, 在细粒硬石膏菱镁矿粘土岩

①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钾盐地质研究室,川东北区富钾卤水及固体钾盐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研究,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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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中分布最多 。硫锶钾石晶体呈自形粒状,

大小在0.1 ～ 0.6mm。硫锶钾石交代硬石膏现

象普遍,晶体内常有较多的杂卤石 、硬石膏等矿

物的包裹体, 个别晶体仍保留有放射状杂卤石

假像。从硫锶钾石的这些特征表明, 它不是原

生沉积形成,而是成岩后含钾盐类经受热融, 水

溶复杂的变质作用形成的富钾卤水作用于杂卤

石 、硬石膏而形成的产物 。

3　盐类变质的旁证资料

3.1　沉积卤水普遍显示溶盐特征是盐类水溶

变质的旁证之一

盆地下 、中三叠统卤水分布之泛,卤层分布

于 T1j—T21的碳酸盐岩储层中,与相邻盐系关

系密切, 组成了储隔层相间平行叠置的含水组

合 。显而易见盆地深层地下卤水, 埋藏于地下

深处封闭环境,不具备渗入水掺杂条件,当属沉

积卤水, 然而这些卤水的水化学特征却普遍显

示某些溶滤特征 。以盆地广布的 T1j
5-1及

T21
1-2卤水为例, 矿化度多在 200g/L 以上, Br·

10
3
/Cl值在 3～ 8之间, Na/Cl(摩尔)一般在 0.93

～ 0.98间,与海水各浓缩阶段相比, Br.103/Cl仅

相当石盐析出阶段,而 Na/Cl(摩尔)远高于海水

各浓缩阶段(表 2) ,显示了某些溶盐的特征。推

测在盐类水溶变质过程中, 部分溶盐水被挤出

盐层,进入相邻卤层水并与之掺合,便形成上

图点符号

四元体图点编号

稀
释
比

饱和溶液体积与加水体积

1∶1 1∶1.5 1∶2 1∶2.5 1∶3

 (未形成)　 A、B、C 、D

★(个别形成) F E

★(部份形成) G、H G、H

○(普遍形成) M 、N M、N M 、N M、N

　　※※有利形成多钙钾石膏的方向;实验温度 55℃

图 6　K, Na, Ca/Cl, SO4—H2O体系中多钙钾石膏的形成条件

Fig.6　Forming condition of syngenite in system K, Na, Ca/ Cl, SO4—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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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四川盆地 T1j
5-1及 T2l

1-2卤层水 Br·103/ Cl及Na/Cl(摩尔)与正常海水阶段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Br·Cl and Na/ Cl( mol) between brine of sichuan Basin and cormal seawater

T1j
5-1及 T2l

1-2

沉积水

正常海水浓缩阶段

海　水 石盐析出 泻利盐析出 钾盐析出

Br·10
3
/Cl 3～ 8 3.40 5.50 14.1 21.0

n( Na)/ n( Cl) 0.93～ 0.98 0.86 0.70 0.39 0.15

述特征的沉积卤水。

3.2　盐系的 Br·10
3
/Cl特征是盐类热融水溶的

又一旁证

盆地 T1j
4+5盐系石盐的 Br·103/Cl由下而

上增高,在 T1j
4 、T1j

5的中上部普遍达到 0.44以

上,顶部可高达 0.5 ～ 0.6(图 7) , 应已进入钾盐

沉积阶段
〔7〕
。但盐系 Br·10

3
/Cl增高到顶部时,

其上并未见有钾矿层存在,这应是盐类热融变

质的脱出水溶滤所致,是盐类热融,水溶变质的

又一旁证。

3.3　各层段卤层水和硬石膏的δ
34
S 值对应一

致乃与石膏脱水熔融密切关联

盆地 T1j-T21各层段卤层水的硫同位素

(δ34S)和硬石膏的δ34S值相互对应, 基本一致,

且分布规律一致(表 3) 〔11〕 。这一特征和规律,

显示了卤水与硬石膏之间的渊源关系 。这对石

膏脱水熔融转化成硬石膏所脱出的结晶水(含

CaSO4组分)进入储层参与卤水形成的作用也

是一个佐证 。可见两者关联十分密切 。

1.灰岩;2.白云岩;3.石盐;4.薄互层;

5.泥质白云岩;6.硬石膏;7.杂卤石;8.变化趋势

图 7　四川盆地 T1j
4+5盐岩 Br·103/Cl特征图

Fig.7　Characteristics of Br·103/Cl in halite T1j
4+5 in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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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川盆地三叠系各层段硬石膏及卤水δ34S 值对比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δ34S value between anhydrice and brine at different triassic layers of sichuan Basin

层　　位
δ34S(‰)平均值

硬石膏 卤水
差值(‰)

海
相
三
叠
系

中统

下统

雷口坡组

嘉陵江组

T2l
4 16.9 15.6 1.3

T2l
3 21.9 20.0 1.9

T2l
1 28.3 30.9 -2.6

T1 j
4+5 28.3 29.2 -0.9

T1j
3 35.0

T1j
2 34.2 35.9 -1.7

T1j
1 36.4

4　找钾方向

回溯盆地海相三叠系盐类沉积及变质资

料,可以认定盆地早 、中三叠世具备成钾条件,

已达到成钾阶段,应有钾矿沉积。但盐类在埋

藏条件下, 经历了强烈而复杂的热融和水溶变

质作用,已使原含盐剖面的盐类物质发生深刻

变化,现所见硬石膏 、杂卤石 、硫镁矾 、无水钾镁

矾 、多钙钾石膏等矿物多系热融 、水溶变质产

物 、由此导致相邻卤层水的成分和品质发生改

变,有固态易溶钾组分的加入 。

盐类热融 、水溶变质作用,对盆地三叠系固

态钾矿的赋存和保存产生巨大影响,它具有破

坏和重建的双重作用及意义。特别是在深埋藏

的条件下, 盐类受地热能的影响所释放大量的

结晶水及岩层中的压密水,这两部分水均具极

强的溶解力, 一方面可导致固态可溶性钾矿的

溶滤破坏, 另一方面这部分水在溶盐运移中又

有利于将溶滤的固态钾组分向相邻储卤层液相

转入,形成富钾卤水 ———液态钾矿,从而控制了

四川盆地三叠系的找钾方向。

由此可见盆地三叠系盐类热融 、水溶变质

作用,导致固态钾矿的溶滤破坏,难以保存。即

使有少量残留保存, 从盆地的实际情况,其埋藏

深度已远远超出固态钾矿开采深度,无法开采

利用。目前世界上固态钾矿开采深度不超过

1200m,而该深度对四川盆地三叠系固态钾矿

来说, 实际上已不具备找钾及开采条件 。而浅

部钾矿又因褶皱紧密,构造复杂 ,地下水交替

强烈,经历现代剥蚀淋滤,保存条件更差 。这就

表明了盆地三叠系固态钾矿的找矿难度,实际

上已缺乏寻找固态钾矿的现实意义。

鉴于盐类热融 、水溶变质作用,使固态钾组

分转入液相,形成液态钾矿。而盆地三叠系液

态钾矿有着丰富的资源条件, 据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对盆地三叠系地下卤水资源评价研究资

料,仅三叠系中 、下统储卤层系卤水总资源量即

为 2200×10
8
m
3〔12〕
。且液态钾矿有较好的开发

条件,它不受开采深度限制,卤水在深处因受封

闭停滞, 在上覆层的负荷影响下, 具有承压特

点,初期多可在井口自流生产,中后期则可引流

抽汲提取。与固态钾矿开采相比,工艺简单,建

设周期短,投资省,效益高。液态钾矿尚普遍富

含溴 、碘 、硼 、锂 、铷等多种有用组分,多为国家

短缺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 经济价值极高,可

见液态钾矿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因此从现实出

发,有必要理顺和拓宽四川盆地找钾思路,转变

观念,扩大找钾领域,开辟和加强液态钾矿的勘

查开发,并进一步贯彻综合找矿方针,开展与油

气勘查工作的结合, 实施“油气盐卤钾”的兼探

工作,有效推动液态钾的找矿工作,这无疑是四

川盆地三叠系找钾工作至为重要的新方向 。可

以预见, 盆地三叠系液态钾矿只要投入一定的

工作,必将取得突破性的找钾进展,能获得有效

的社会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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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n Guidance of Heat-melted Salt of Triassic

Period in Search of Potash in Sichuan Basin

LIN Yao-ting, ZHEN Mao-quan

(1.The second geological group of southwest Bureau of petroleum, Zigong Sichuan 643000, China;

2.Geological drilling group of Sichuan Salt Industry , Zigong Sichuang 643000, China)

Abstracts:The Sichuan Basin is rich with salt and brine resourc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iassic ma-

rine salt and its derivatives after heat-melting and water soluting.points out its application in search of potash

which gave a new way for searching potash in Sichuan Basin.

Key words:Salt materials;Potash-rich brine;Leaching of potash mine;Heat-melt and sol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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