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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万象盆地通芒地区盐构造特征及成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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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象坳陷盆地腹地通芒地区古新世—始新世沉积了巨厚的膏盐岩, 塔贡组下盐层钾镁盐矿体呈盐

构造, 钾镁盐矿体与上覆碎屑岩之间整合接触, 在喜马拉雅运动中晚期的强烈挤压与差异载荷等作用下,形

成通芒地区狭长形隆起的盐背斜构造。研究表明通芒地区盐构造的成因受多重作用影响, 差异负载是通芒

地区盐构造初始形成时的动力来源,盐上盖层快速沉降是盐构造生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强烈的区域挤压作

用促进了差异负载 、重力作用与浮力作用的进一步发展, 所形成的构造样式相对较简单, 以发育盐构造初期

的盐枕及盐背斜为主。盐构造对于研究钾镁盐体的成因 、运动规律和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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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构造广泛分布于大陆架及陆地,盐构造

的研究在构造地质学 、含油气盆地分析和古钾

盐成矿成藏等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是当前世界

含油气 、古钾盐成盐盆地构造研究热点问题之

一
[ 1]

。盐构造与古钾盐成矿成藏密切相关, 戈

红星
[ 2]
认为前积作用 (差异负载作用之一 )在

许多前陆盆地 、拉裂盆地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中对盐构造的触发有着极大的影响 。挤压区的

盐较少发育到刺穿阶段, 大多停留在盐枕阶

段
[ 3]

。早期盐构造 (盐枕 、盐隆 )与上覆沉积盖

层呈整合接触关系
[ 4]

。盐岩易发生塑性流动,

因而盐层可改变自身及上覆地层产状,形成多

种类型圈闭
[ 1]

。但在古钾盐盐构造驱动机制

方面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对老挝万象盆地第

三系古钾盐矿床盐构造的研究更显粗浅 。此次

笔者等在万象盆地腹地通芒地区通过钻孔对钾

镁盐矿层的揭露以及参考前人在该区的资料,

对该区所揭露的盐构造进行详细剖析,为万象

盆地古钾盐成矿成藏 、盐盆地构造形态以及钾

盐矿床成矿规律等提供重要依据。

1　区域地质特征

万象盆地属沙空那空盆地一部分, 位于东

印板块北部 (图 1) 。其南 、西 、北部分别为北柬

埔寨 、南乌江 、湄公河深大断裂控制, 构成一个

独特的长期稳定持续下降的坳陷带 。其中沉积

了广厚的中新生代红色碎屑岩建造,特别是早

白垩世晚期燕山运动, 使坳陷内沿大断裂方向

形成一系列的凹陷和水下隆起, 严格制约着本

区古近纪的石盐或钾盐盐盆展布。

万象盆地西起班农阿布,东至班南罗,北自

班当坎,南到湄公河, 地势平坦, 西部属低山丘

陵区。出露二叠系至第四系地层, 受近东西向

的挤压或引张,盆地内东北缘及南部构造活动

相对较发育,以北北西向纵断层 、褶皱及近北东

向横断层为主,岩浆活动不发育。区内水系较

发育, 为热带雨林湿热气候。通芒地区位于万

象盆地腹地, 区内地形相对平坦, 海拔标高

1 60.68 ～ 182.85 m, 相对高差约 22 m。塔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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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含盐地层,第四系冲积物厚度较薄,构造

形迹不发育,多为村庄 、稻田 、林地 、水塘及沼泽

大面积覆盖。

2　盐构造特征

2.1　含盐地层特征

区内出露二叠系至第四系地层, 主要为侏

罗系 、白垩系 、古近系及第四系,缺失三叠系 、侏

罗系上统 、白垩系上统。含盐构造地层主要为

塔贡组,根据岩性及沉积组合特征,分为下 、中 、

上三段及六个亚段,钾镁盐矿主要产于下盐组 。

塔贡组与上覆地层古近系古新统—始新统班塔

博组 ( E1 -2 bt)呈角度不整合, 与下伏地层白垩

系下统班塔拉组 ( K1 bt
2
)呈平行或微角度不整

合关系 。

1)上段 ( E1 tg
3
) 。上碎屑岩层:棕红 、紫红

色中—厚层状 、块状含粉砂泥岩,局部含少量白

云质泥岩 、有少量石膏细脉, 底部为灰 、灰紫色

含石盐泥岩,具纹层状构造,含灰绿色白云质团

粒;产介形类 。 SinocyprissubovataGou, S.subob-

longaGou,轮藻等
[ 5]

;上盐层:灰白 、无色石盐

岩,含少量纹层状 、条带状 、薄层状硬石膏 。

图 1　万象盆地大地构造图

1.Nationalboundary;2.Fault;3.Supposedfault;4.Structureboundary;5.LocationofVientianebasin

Fig.1　TectonicmapofVientianebasin

　　2)中段 ( E1 tg
2
) 。中碎屑岩层:紫红 、暗紫

红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含粉砂泥岩,局部夹粉

砂岩,含灰绿色白云质团粒 、石膏团块及石盐细

脉, 见水平层理 、斜层理构造, 底部为灰黑 、灰

紫 、灰色含石盐泥岩 、含石膏泥岩;产介形类

CandonaSp, SinocypriszhengdongensisGou, 轮

藻, GyrogonaqianjiangiaZ.Wang等
[ 5]

。中盐

层:灰白色 、无色石盐岩,含少量纹层状 、条带状

硬石膏,中上部夹 1.70 ～ 6.07 m钾镁盐矿, 中

下部偶夹薄层或纹层状含白云质硬石膏, 含深

灰色有机质条带, 硬石膏中包裹有少量细粒赤

铁矿 、菱镁矿 、石英。

3)下段 ( E1 tg
1
) 。下碎屑岩层:灰绿 、灰褐

色白云质泥岩,裂隙发育, 裂隙中充填桔红色或

蜜黄色次生光卤石细脉。下盐层:顶部,浅白色

中 —细粒块状石盐岩,见浅灰色硬石膏细脉,底

部夹蜜黄色溢晶石;中上部, 无色 、灰白色细—

粗粒块状钾镁盐矿,矿物成分以光卤石 、石盐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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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少量溢晶石 、水氯镁石 、钾石盐,部分钻孔底

部见厚 4 m左右的钾石盐;下部, 灰色 、灰白色

中粗粒块状石盐岩,部分钻孔顶部见含光卤石

石盐岩,下部见深灰色有机质和灰色硬石膏网

脉;底部, 深灰 、灰白色中厚层状硬石膏,含深灰

色有机质纹层 。

各盐段受溶解或盐体塑性流动等因素影

响, 钾镁盐矿层厚度有一定差异,其厚度一般为

18.39 ～ 110.94 m, 平均 56.92 m, 呈中部厚四

周薄的变化趋势 。下盐段钾镁盐层的岩相 、沉

积类型和保存质量由于溶解和盐构造而变得复

杂。通芒地区钻孔揭露石盐层较厚,其中 ZK3、

T3钻孔该层厚分别为 345.27 m、402.13 m, 光

卤石厚度大于钾石盐, 钾石盐呈层状或夹层状

产出 。

2.2　盐构造形态

据钻孔所揭露地层显示, 区内沉积了较厚

的石盐及钾镁盐,钾镁盐体严格受盆地形态 、沉

积旋回及盐构造的控制 。万象盆地基底为元古

代结晶岩系,为稳定的沉积基底。通芒地区未

发现对古钾盐层有较大破坏的断裂构造, 且成

盐后构造活动亦较微弱
[ 5]

。钻孔揭露盐层底

板 (盆地基底 )埋深 LK10:127.12 m, LK1:

417.15 m, ZK3:615.00 m, ZK1:686.70 m
[ 5-6]

。

显示盆地内由西向东 、由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

逐渐变深的过程,与盆地的构造形态基本一致 。

通芒地区塔贡组下盐层钾镁盐矿体呈现盐构造

特征, 钾镁盐矿体与上覆碎屑岩之间呈整合接

触,构成狭长形隆起的盐背斜构造 (图 2) 。盐

背斜轴面倾向南西,西翼钾镁盐矿体相对较陡,

倾角约 14°～ 16°,向外逐渐变缓至 10°以下;东

翼近核部钾镁盐矿体倾角约 6°, 向外逐渐变缓

至近水平
[ 5]

, 呈两翼不对称背斜。翼部地层变

化平缓 、开阔,底板形态与顶板基本一致但更平

缓,向西有上翘过渡到另一盐背斜的趋势 。钾

镁盐构造之上塔贡组中盐层及上盐层呈平缓的

楔状产出,背斜核部盐层厚度相对较薄,往翼部

逐渐增厚。

图 2　通芒地区盐构造剖面示意图

Fig.2　SaltstructuralsectiondiagramofThongmangregion

2.3　盐岩流变特征

钾镁盐矿物多易溶于水,硬度小 ( <4), 密

度低 ( 1.6 ～ 1.99) 。具极强的吸湿性, 在空气

中易潮解,抗压强度较弱 、弹性模量较小 、容易

流动 。这些性质都说明钾镁盐属软弱层, 在垂

直应力 、水平应力作用下极易发生变形,从而影

响和控制其上 、下地层的构造变形行为 。

一般而言,湿盐比干盐容易流动,而自然界

的岩盐都含有 0.1% ～ 1.0%的晶间卤水
[ 7]

。

在多数盐盆中, 深度达到 2 500 ～ 3 000 m、温度

100 ℃时, 盐就可以发生塑性流动
[ 8]

。汤良

杰
[ 9]
认为只有在离地表极浅 (几米到几十米 ) ,

偏差应力较大和应变率较高的情况下, 岩盐可

能表现为脆塑性体,而在其它情况下,盐岩则表

现为强烈的塑性流体。在一定条件下, 盐岩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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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米深处就可以产生塑性流动, 这主要与盐

的纯度 、地温梯度和盐的干湿度等因素有关。

湿盐没有屈服强度,故其断裂作用甚微,上覆层

或基底层中的断裂一般都终止于与盐层的接触

处, 湿盐的形变全部由塑性流变完成。

由上述石盐及钾镁盐体的物理性质及力学

性质等特征显示,盐体塑性流动和非常规变形

是盐构造的主要特点, 是导致盐岩塑性流变的

重要因素,而上覆层的密度 、区域挤压作用以及

重力滑动等为塑性流变提供了外应力作用。因

而, 钾镁盐在一定的地形地貌 、构造环境 、适宜

的温压等条件下极易发生塑性变形, 形成盐构

造。

3　盐构造成因

早白垩世中晚期,晚燕山运动逐渐加剧,在

万象盆地内表现出近东西向的挤压抬升特征,

在盆地东北缘及西部形成深大断裂, 盆地地壳

曾多次发生缓慢抬升 —沉降构造旋回, 形成短

暂的湖泊沉积环境 。晚白垩世盆地持续抬升,

此时,万象盆地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古近纪是

红色陆源碎屑膏盐沉积盆地的形成阶段, 盆地

内发育三次明显的膏盐沉积,早期裂陷沉降和

晚期挤压抬升的构造作用较为显著 。新近纪为

红色陆源碎屑沉积及盐构造开始逐渐形成与演

化阶段,盐构造向盐背斜阶段发展。据盐构造

发育特征 、古地理特征以及钾盐物理性质等特

征, 初步认为通芒地区盐构造触发机制由以下

4种作用引起 。

3.1　差异负载作用

差异负载作用在盐构造的发育中具有普遍

性
[ 10-12]

,是指由于上覆层出现的厚度或相的变

化导致塑性层侧向压力差, 促使塑性层从高压

区流向低压区, 而其引发的构造变形往往是局

部的且变形幅度较小。

据万象坳陷盆地沉积盐膏层的厚度 、密度 、

强度以及古地理 、区域地质特征等分析,差异负

载作用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因沉积差异而造成

盆地内沉积厚度的变化而形成沉积差异负载,

主要是上覆地层沉积厚度差异, 而使盐膏层产

生差异负载作用 。通芒地区始新世 —第四系厚

度多在 153.18 ～ 430.86 m, 而处于盆地边缘的

那单地区厚达 500 m以上, 促使盐膏层向盆地

中心流动,造成盐构造作用的发生;二是剥蚀差

异负载作用,因强烈的剥蚀作用使盆地内多数

地区缺失新近系地层, 造成盐膏层上覆地层沉

积厚度变薄,有利于盐构造作用的产生。

盆地内差异沉降 、沉积相的变化普遍存在,

差异负载作用贯穿盐构造形成演化的全过程 。

始新世以来强烈的差异沉降增强了差异负载作

用,差异负载成为盐构造初始发育的主要动力,

盐膏层自盆地周缘向沉降中心快速运移, 形成

低幅度的盐枕构造。

3.2　浮力作用

Jackson
[ 13]
认为当盐层被上覆其它沉积物

掩埋到一定深度时,由于碎屑沉积物的压实 、失

水 、胶结等成岩作用, 上覆层的密度变得比盐体

的密度要大, 导致密度反转 (即密度大的物体

位于密度较小的物体上 ), 促使盐构造的发育

与生长 。戈红星
[ 2]
认为绝大多数盐构造都发

育在地壳的浅部 ( <8 km), 而位于此范围内的

沉积岩一般都表现为脆性变形。在重力作用

下,随着密度更大的上覆地层的下沉,盐体会向

上抬升,但模拟实验结果表明, 上浮力对盐构造

的触发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 14]

。

因盆地内古近系仅存古新统和始新统,新

近系地层整体缺失
[ 5-6]

, 含盐地层被塔贡组紫

色 、砖红色陆源细碎屑湖泊沉积与班塔博组紫

红色陆源碎屑河流沉积 、第四系冲积物所覆盖 。

而塔贡组膏盐层沉降速度快,盆地地温梯度低,

且盐上盖层部分地层缺失 、压实时间短 、成岩作

用较慢以及早期形成的盐体浮力与流动性较

差,可能造成盐体浮力作用相对较小 。

3.3　重力滑移作用

重力滑动在盐构造初始形成期具有重要作

用
[ 15-16]

。 Jackson
[ 13]
认为基底倾角超过 1°时,

侧向上盐层的塑性流动就比较有利 。万象盆地

膏盐岩沉积时受盆地东北及西南部断裂控制,

在断续构造挤压作用下盆地南西不断抬升,盆

地向东掀斜,西南缘沿断裂可能发生重力滑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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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漂浮在盐膏层之上的地层产生向东的重

力滑覆。盐膏体在重力作用下沿斜坡发生流

动, 产生由盆地边缘向中心运移的趋势,膏盐层

聚集加厚隆升形成早期的盐枕构造 。

早期盐构造生长缓慢且稳定, 自始新世晚

期以来,在构造挤压与差异负载等作用下,盐膏

层自盆地边缘向中心运动, 促使钾镁盐体向盆

地中心运移,具有加速生长的作用 。

3.4　构造挤压作用

一般认为,盐运动事件的时间通常与活跃

的区域性沉积作用事件的时间是一致的
[ 17]

。

区域构造挤压对万象坳陷盐构造晚期快速生长

有一定影响。白垩纪晚期以来,随着晚燕山运

动的发展, 万象坳陷进入强烈的构造挤压作用

环境, 强烈的近东西向挤压抬升在盆地东北部

形成一系列北北西向褶皱及断层, 使盆地东北

缘及西部强烈冲断抬升, 造成盆地坳陷中心快

速沉降,造成地层水平缩短, 此时盐膏层沉积厚

度薄 。古新世初期,万象盆地快速裂陷沉降,在

盆地东北部边缘出现北北西向正断层,盆地中

心快速沉降, 气候干旱酷热,盐膏层沉积快速,

构造挤压对盐膏层影响甚微。始新世晚期, 强

烈的喜玛拉雅构造运动在盆地内出现近东西向

挤压抬升, 在盆地东北缘及西部出现北北西向

褶皱 、近东西向平移断层,可能对成盐盆地的形

成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挤压作用加速了盐膏层

的塑性变形,同时上覆盖层增厚,造成差异负载

作用加强 。早期断续构造作用可能促使膏盐上

覆层局部减薄而产生构造差异负载作用, 可能

对膏盐层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构造作用

产生的流动在早期可能大于浮力作用和差异负

载作用。

另一方面,始新世晚期以来,由于喜玛拉雅

强烈的构造运动,造成万象坳陷山前冲断带与

盆地的整体抬升,剥蚀程度强烈,致使新近纪沉

积物缺失, 盐上盖层的卸载有利于盐构造的生

长, 且构造作用形成的地形高差是重力作用发

生与发展的基础 。因此, 挤压构造对盐构造的

分布与规模起到控制作用, 表征为通芒地区盐

构造呈快速生长趋势。

4　盐构造演化过程分析

盐构造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构造样式,因

而其形成演化过程也不尽相同 。根据万象坳陷

盆地盐构造形态 、塑性流变特征以及区域构造

等特征的综合分析, 将通芒地区盐构造划分为

4个演化阶段。

4.1　盐盆地形成阶段

白垩纪以前,万象盆地沉积了巨厚的灰色

含火山质夹煤陆源碎屑 、红色陆源碎屑
[ 5]

, 沉

积盆地与冈瓦纳古陆关系较为密切,可能属特

提斯海的一部分, 沉积盆地处于裂陷沉降与挤

压抬升逐渐形成与演化阶段 。早 、中白垩世晚

燕山运动逐渐加剧, 在盆地内表现出近东西向

的挤压抬升特征, 在盆地北东部及西部形成深

大断裂,盆地地壳曾多次缓慢沉降, 沉积了以楔

状交错层理岩屑石英砂岩及砂砾岩为主的白垩

系下统班塔拉组岩石组合, 形成短暂的河流湖

泊沉积环境 。

晚白垩世万象盆地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图

3 -A), 为万象红色含陆源碎屑膏盐沉积盆地

的形成与演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炎热干燥

环境下沉积了少量的石膏及石盐岩,盆地持续

抬升, 李兴振
[ 18]
认为此次构造抬升的时限与中

特提斯海洋的封闭时间完全一致。

4.2　膏盐层沉积阶段

古近纪是红色陆源碎屑膏盐沉积盆地的形

成与演化阶段,万象坳陷盆地内发育三次明显的

膏盐沉积,沉积了较厚的石盐层以及钾镁盐层,

较为纯净,钻孔揭露石盐层以及钾盐层厚度相对

较稳定,反映盆地盐构造发育缓慢 (图 3-B) 。

古新世初期,受晚燕山运动影响,万象坳陷

基底强烈沉降, 盆地开始坳陷形成沉积盆地 。

此时盆地周边地区地形平坦,剥蚀作用微弱,陆

源碎屑物供给不足, 仅在入湖口处沉积砂泥

质
[ 5]

。气候极为干燥炎热,盆地的蒸发量大于

补给量,面积逐渐减少,溶解度小的碳酸盐最先

析出, 钾盐最后才析出,盆地内所形成的膏盐直

接沉积于班塔拉组岩屑石英砂岩及砂砾岩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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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沉积的石盐层厚度大

且厚度变化较为平稳, 石盐岩上沉积不均匀的

钾石盐,厚度薄且变化较大, 之上为厚度相对较

大的光卤石层, 间夹极易溶解的水氯镁石及溢

晶石。石盐及光卤石较为纯净, 反映在沉积过

程中受陆源碎屑物的浸染较少。在膏盐层之

上,覆盖着粒度不等 、颜色不同 、平均厚35.75 m

的塔贡组下段陆源细碎屑物。

图 3　通芒地区盐构造演化示意图

Fig.3　SalttectonicevolutiondiagramofThongmangregion

　　古新世中 、晚期,盆地内发生较强烈的裂陷

和不均匀沉降作用,红色含陆源碎屑膏盐沉积

物在盆地内分布不均,且厚度差异较大。水体

面积进一步由西 、北及周边不断向南缩小,在西

部局部地区残留次级盆地, 沉积了厚平均

26.34 m的膏盐层,并直接整合于塔贡组中段泥

岩之上。随着气候转为炎热多雨, 沉积了平均

厚 67.35 m的塔贡组上段泥质层, 从而结束了

三个旋回的膏盐沉积。

4.3　盐枕发育阶段

古新世—始新世, 随着班塔博组盖层粉砂

质泥岩沉积, 标志着红色含陆源碎屑膏盐沉积

盆地的消亡。盐膏岩在持续埋藏过程中易发生

流动
[ 19-20]

,在盐膏岩密度小于上覆岩层密度的

情况下, 上覆盖层差异沉降造成的不均匀的压

力差异促使盐膏岩层发生横向流动,造成压力

相对较大的沉积边缘部位的盐膏岩向压力相对

较小的盆地中心部位流动, 形成波状的低幅度

褶皱, 使局部盐膏岩总体厚度增大, 形成盐枕构

造 (图 3 -C), 与上覆碎屑岩呈整合型接触关

系 。上覆碎屑岩层因风蚀 、水蚀作用造成部分

地层缺失,而造成对下伏盐膏层压实程度较低,

有利于盐构造的进一步发展。

4.4　盐背斜形成阶段

盐背斜是盐层与上覆层之间为整合接触的

狭长形盐隆 。更新世时, 在最晚一次近东西向

挤压作用下,在盆地东北缘及西部山前相继形

成一些次一级断裂
[ 5]
, 盆地腹地地层发生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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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并在全新世后万象坳陷盆地整体缓慢抬升。

盐膏层在近东西向区域性挤压作用 、上覆层的

密度差异 、差异负载以及重力滑动等作用逐渐

增强的趋势下,导致地层整体压缩,盐膏体发生

塑性流动和非常规变形,在横向上流动加速,使

早期产生的盐枕构造因塑性流变而进一步增

强, 逐步汇聚形成整合接触的狭长形盐隆构造

(图 3 -D), 盐构造进一步发育。但在发育过

程中, 随着近东西向挤压作用逐渐减弱直至停

止构造运动的情况下, 盐膏层上覆盖层密度所

形成的上浮作用 、差异负载以及重力滑动等作

用成为盐构造生长的主要动力, 而盐膏层上覆

层由于风蚀 、水蚀等作用造成部分地层出现沉

积间断,使上覆层厚度相对较薄,盐构造的驱动

机制在作用幅度方面有所减弱, 因而导致通芒

地区盐背斜构造仍处于发育阶段。

由上所述,钻孔揭露通芒地区盐构造严格

控制钾镁盐矿体,钾镁盐矿体与上覆碎屑岩呈

整合接触,盐构造形态呈狭长形盐隆,呈现盐构

造核部钾镁盐矿体较薄, 两翼逐渐增厚趋势。

在呵叻盆地钾盐矿床及万象盆地塔贡及那单等

矿段钾镁盐矿床中均可见盐构造, 以发育低幅

度盐枕或盐背斜构造为特征,反映盐背斜为钾

镁盐矿体的控矿构造, 对万象盆地钾盐找矿及

控矿规律具有一定指示意义 。

5　结　语

1)万象坳陷盆地钾镁盐矿体由西向东 、由

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逐渐变深, 与盆地的构造

形态基本一致 。在通芒地区钻孔揭露塔贡组下

盐层钾镁盐矿体呈现盐构造特征, 形成狭长形

隆起的盐背斜构造,盐背斜轴面倾向南西,西翼

钾镁盐矿体相对较陡,东翼较缓,向外逐渐变缓

至近水平,呈两翼不对称盐背斜构造,背斜核部

盐层厚度相对较薄,往翼部逐渐增厚。

2)差异负载及区域性挤压构造作用是通

芒地区盐枕构造形成的主要动力, 由于盐膏岩

上覆层因风蚀 、水蚀等强烈作用而导致部分地

层缺失,产生的浮力作用较小 。盐盆地的不对

称形态以及膏盐岩特有的物理力学特征, 促使

盐膏岩体向盆地中心运移, 对盐构造具有加速

生长的作用 。

3)通芒地区盐构造演化可分为盆地基底

形成阶段 、盐膏层沉积阶段 、盐枕发育阶段 、盐

背斜逐渐发育形成阶段四个连续演化阶段 。因

万象盆地构造基底相对较为稳定,后期构造运

动对盆地内的改造相对较为薄弱,但仍具有一

定影响 。据钻孔揭露,盐构造呈狭长形隆起的

盐背斜构造,与上覆碎屑岩层呈整合接触关系,

因盐上盖层部分沉积地层缺失以及盖层压实程

度差 、盖层与盐膏层密度差异小 、盐膏层的流动

性差 、盐构造生长时间短等因素的影响,盐构造

仍处于缓慢而稳定的发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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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laeocene-Eocenedepositedthickgypsum-saltrocklayerinThongmangareawhichislocated

inthehinterlandofVientianebasin.PotassiumandmagnesiumsaltdepositofTagonggroupandoverlying

clasticrockhaveaconformablecontact.AstripshapedupliftofthesaltanticlinewasformedinThong-

mangareabecauseofstrongextrusionanddifferenceofoverlyingweightinmiddleandlateHimalayan

movement.ThesalttectonicwasinfluencedbymanyfactorsinThongmangregion.Differenceofoverlying

weightwasthepowersourceofformingsaltstructure, andrapidsettlementofthecaplayerwasthemain

reasonforslowsalttectonicgrowth.Andstrongregionalsqueezingactionacceleratedfurtherdevelopment

ofoverlyingweightdifferences, gravityandbuoyancy.Thepatternsofsaltanticlinetectonicarerelatively

simplewhichmainlybeingsaltpillowandsaltanticline.Researchonsalttectonichasgreatsignificance

forstudyingthecausesofpotassiumandmagnesiumsalts, tectonizationandmineralization.

Keywords:Vientianebasin;Salttectonic;Formationmechanism;Differenceofoverlyingweight;Extru-

siontectonics;Gravityeffect;Buoyancy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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