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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钾肥是农业三大肥料之一，钾盐作为钾肥的主

要原料，一直是中国最为紧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之

一。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农业大国，据资

料统计，我国钾肥自给率约 50%，钾肥的短缺制约

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为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寻找钾肥生产基地，重点

是对毗邻的老挝和泰国积极寻找优质钾资源，弥补

我国钾盐资源缺口，稳定钾肥资源供给体系，为我

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1 区域地质概况

老挝万象盆地位于沙空那空盆地西北部，地处

中国南方—东印支板块之东印板块内，属呵叻盆地

北部的次级盆地。呵叻盆地是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

床之一，钾盐资源丰富。构造位置处于印支中间地

块，系藏滇印支地槽褶皱南段，其西、南和北东分

别为南乌江断裂（F8）、北柬埔寨断裂（F13）和

湄公河深大断裂（F15）控制，构成一个独特的长

期持续下降的拗陷带。盆地中部被普潘隆起所隔，

把大盆地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盆地，北面的称为

“沙空那空盆地”，南面的称为“呵叻盆地”（钟

维敷等，2003；郭远生等，2005）。

盆地是以晚元古代为基底、以新生代为盖层的

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构造多以平缓波状褶曲为主，

断裂较少，经晚燕山运动出现锥形，并逐渐演化为

由南向北东逐渐倾斜的不对称盆地。

2 含盐岩系沉积特征

研究区的主要含盐岩系是古近系古新统塔贡

组(E1tg)，属一套蒸发岩沉积序列，岩性由海相蒸发

盐岩系和陆源碎屑岩系组成，可划分为 3个蒸发盐

岩-碎屑岩沉积旋回❶。碎屑岩由两部分组成，下部

为厚度较小的青灰色泥岩，上部为厚度较大的棕红

色泥岩或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钾盐主矿层

（体）赋存于第一旋回蒸发盐岩的上部，该旋回由

下到上依次沉积：下石膏层→下石盐层→下钾盐层

→光卤石层→上石盐层→上钾石盐矿层→灰色+红
色碎屑岩层。

2.1 下石膏层(Ls)
岩性为灰白色、灰黑色硬石膏岩，薄层状，以

硬石膏为主，呈它形细粒晶，含少量泥质，局部夹

泥质纹层，可见微细水平层理，硬度大。

2.2 下石盐岩层

岩性为灰黑色，灰白色半透明—透明中厚层

状，石盐岩夹灰色条带硬石膏。

2.3 下钾石盐岩层

岩性为白色、灰白色或青色钾石盐岩，中晶结

构，块状构造。主要物质成分：石盐约 63%，钾石

盐约 35%，其他粘土物质约 2%。解理面或断面具

蜡质光泽，钾石盐与石盐颗粒呈镶嵌关系，呈不均

匀分布。岩心表面可见明显溶蚀，外凸的为石盐，

内凹的为钾石盐，石盐味咸，钾石盐味辣。与上层

光卤石呈渐变关系。

2.4 光卤石矿层(K)
岩性为白色半透明-透明、桔红色或桔黄色光卤

石岩，中细晶结构，厚层状构造。主要物质成分：

光卤石约 45%，石盐约 55%，钾石盐约 3%，其他

粘土物质约 2%。解理不发育，断面具油脂光泽，

岩心表面略见溶蚀，质硬味苦涩，极易潮解，易溶。

与上层石盐岩呈渐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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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石盐岩层

岩性为灰黑色，灰白色半透明—透明中厚层状

石盐岩夹灰色条带硬石膏，局部缺失该微层，光卤

石层与上钾石盐直接接触。

2.6 上钾石盐岩层

岩性为灰白色半透明-透明中厚层状钾石盐岩，

剖面上呈透镜状。

2.7 灰色+灰色碎屑岩层（Lc）
岩性为青灰色、灰黑色中厚层状泥岩、含盐泥

岩；棕红色中厚层状泥岩、含盐泥岩，含盐泥岩中

裂隙发育，裂隙中充填灰白色，桔红色细脉状石盐

岩，局部泥岩中充填桔红色细脉状杂卤石，宽度受

泥岩裂隙限制。

3 钾盐矿体（层）的富集规律

从详查工作控制的钾盐矿层（体）来看，其空

间分布、形态和厚度严格受“盐构造”控制❷，本

区的钾盐矿体（层）富集规律是在“盐背斜”核部

变厚，“盐背斜”两翼和“盐向斜”核部变薄。塞

塔尼通芒—班农刀矿段位于老挝万象盆地北西部，

剖面上钾盐层呈现为以 ZK3为中心的背斜构造，东

西向两翼较平缓，南翼较陡（图 1）。在平面上形

成一个呈东西向展布的椭圆饼状，钾盐矿体在盐背

斜核部 ZK1处最厚，达 237.88 m，在盐背斜西翼接

近向斜核部 ZK12-0处最薄 4.20 m。

图 1 老挝万象盆地赛塔尼通芒-班农刀地质剖面图❶

1-第四系；2-上碎屑岩；3-上岩层；4-中碎屑岩；5-中盐层；6-下碎屑岩；7-下盐层；8-钾盐层；9-钻孔编号；10-砂岩层

4 结论

（1）万象盆地塔贡矿区属于海源陆相沉积，

钾盐矿受层控作用明显，含矿层为古近系塔贡组，

钾盐矿产于盐岩层顶部，主矿体产于塔贡组下岩层

膏盐岩上或顶部、呈层状产出。矿石类型有钾石盐

和光卤石，属于两大不同的沉积类型，矿石结构、

构造简单，呈半自形粒状结构，成分较复杂。

（2）钾盐矿主要富集在塔贡组下段膏盐中，

下段钾盐矿体（层）呈板状矿体；上、中段膏盐层

中的钾盐矿（层）呈透镜体。钾盐矿体（层）经后

期改造，特别是“盐构造”的形成，使塑性流变的

钾盐矿进一步向构造应力薄弱地段既“盐背斜”核

部运移，具体表现为在“盐背斜”核部变厚，在“盐

背斜”两翼和“盐向斜”核部变薄。因此，“盐背

斜”是钾盐矿体（层）成矿期后的主要控矿构造，

控制了矿体（层）的形态和厚度。

注 释 /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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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钾盐北区Ⅰ矿段详查报告.内部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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