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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质演化与钾盐成矿

齐文#

!

$

"

#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7F

&

$

$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7F

内容提要!北美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床'北美大陆的钾盐储量占全球已探明钾盐储量的一半数%本

文在总结北美大陆地质构造单元划分#地质演化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晚古生代地台沉积序列及其与钾盐矿

床形成的关系'指出钾盐主要形成于欠补偿的海相地台型盆地'个别形成于海陆交互相的克拉通边缘地堑+裂谷盆

地中&钾盐层主要位于海相台地序列的最后一个旋
#

"

G<S[<S[=<

序列$'以及从台地向前陆盆地转化的过渡阶段

"

&AS<O1[<

序列$'当海相台地转化为前陆盆地之后'就不再有钾盐矿床的形成%北美晚古生代钾盐大规模集中成

矿作用'也与该时期北美大陆古赤道位置密切相关%钾盐矿床的形成是构造
I

盆地
I

古气候等多种因素耦合的结

果'钾盐找矿是有章可循的%

关键词!北美大陆&地质演化&钾盐成矿

!!

可溶性钾盐矿产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主要用于

生产农业肥料'是农作物必需的氮磷钾三大肥之一%

目前全球有
#"

个国家生产钾盐!加拿大#美国#巴

西#智利#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西班

牙#乌克兰#以色列#约旦#中国'此外'还有其它
#7

个国家拥有钾盐资源!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

富汗#巴基斯坦#泰国#老挝#埃塞俄比亚#刚果#伊

朗#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秘鲁'但尚未得到开

采利用%中国#印度和巴西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人

口与农业大国'是世界钾盐的主要市场%

世界上钾盐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我国已知氯

化钾资源总量约在
#%

亿吨左右"郑绵平等'

$%%9

$'

主要为第四纪盐湖卤水钾资源"青海柴达木盆地盐

湖#新疆罗布泊盐湖$%我国历来重视吸收国外钾盐

找矿经验'袁见齐先生曾系统总结了国外钾盐矿床

成因理论"

#5!%<

'

#5!%A

$'依据察尔汗钾盐湖发

现:

'在袁见齐先生的倡导下'我国盐类地质工作者

结合中国中#新生代钾盐找矿实践发展了中国特色

的陆相成钾理论"袁见齐等'

#5!7

&

#5!6

&吴必豪等'

#5!9

&郑绵平'

#5!9

&刘群等'

#5!F

&郑绵平等'

#5!5

&

张彭熹等'

#557

&杨谦等'

#557

&袁见齐等'

#556

&刘成

林等'

#555

$

;

'第四纪盐湖钾矿研究成果斐然"张彭

熹等'

#5!F

&郑绵平等'

#5!5

&王弭力等'

$%%#

$'但古

代钾盐矿床找矿没有突破'仅在云南江城勐野井有

一个第三纪小型钾石盐矿床"刘群等'

#5!F

&曲懿华

等'

#55!

$%为借鉴国外钾盐找矿经验'钱自强等

"

#55"

$编著了/国外矿床地质丛书
I

钾盐矿床0对国

外钾盐矿床进行了系统介绍'很多学者也分析研究

了国外钾盐矿床的成矿条件"朱洪发等'

#5!6

&宣之

强等'

#555

&魏东岩'

#555

'

$%%#

&刘成林等'

$%%9

&李

钟模'

$%%F

$%刘群"

#556

$借鉴西伯利亚涅帕钾盐矿

床成矿条件与找矿经验'提出
k

结合我国情况'应以

古生代为重点'如南方的寒武系#华北奥陶系'西北

石炭系'其次是中生代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坳陷"西靠

龙门一大巴台缘褶带$的三叠系'藏东一滇西海陆过

渡相的侏罗系都应进行相应的找矿#勘探工作%

k

郑

绵平等"

$%%9

$也指出'

k

中国中西部的塔里木盆地#

滇西
I

羌塘盆地#上扬子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仍具

有成钾远景'宜作为今后中国找钾的主攻目标
k

%

国外钾盐矿床主要产于海相沉积序列'而我国

(除三叠系外'对寒武#奥陶#泥盆#石炭及第三纪海

相膏盐层位工作不多)%因此'李悦言'谢家荣

"

#597

$'袁见齐先生等都先继提出重视我国海相找

钾调查%袁见齐先生建议(找钾工作的重点亦应转



第
##

期
!!!!!!!!!!!!!!!!!

齐文!北美地质演化与钾盐成矿

向海相层位)'(前期的基础地质研究应尽快先行一

步'构造#岩相
I

古地理#物探等方面应有所加强'以

便取得分析成钾条件的可靠资料'为进一步找矿打

下基础)"袁见齐'

#5!!

$%(以海相为主'海陆相和新

老地层并举)

A

%还应指出'四川七普和吴应林等对

四川三叠系"吴应林等'

#55"

&林耀庭和陈绍兰'

$%%!

$

MN

'刘群等和地矿部第三地质队及新疆地矿

局分别对陕北奥陶系和塔里木石炭系#第三系及华

北寒武系"刘群等'

#55"

'

#55F

$

B

'云南地质八队和

郑绵平等对滇东北和四川震旦系和寒武系"郑绵平

和李银彩'

#5F!

$等也作了相当多海相蒸发岩系成盐

找钾的地质调查和前期研究工作%

北美"加拿大#美国$已探明钾盐储量占全球钾

盐储量一半"表
#

$"

W<S=DS[=

'

.3P3$%%5

$'其钾盐

主要产出于古生代"

.

#

R

#

'

#

Y

$'特别是泥盆纪
*,G

盆地沉积了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床'是海相钾盐矿

床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们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开展海外钾盐风险勘查'也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成

果C

%本文从区域地质演化角度'探讨了北美钾盐

矿床形成条件与成矿规律'为走出国门开展国外钾

盐风险地质勘查#以及借鉴国外钾矿成矿条件#指导

国内钾盐找矿提供参考借鉴%

表
"

!

全球钾资源储量概况"

W

!

L

$百万吨#

#$%&'"

!

Z,-&7

5

,)$24-'2'-8'2$07

-'2'-8'%$2'

"

W

!

L

$

[.)

#

国家 储量 基础储量

加拿大
""%% ##%%%

俄罗斯
#!%% $$%%

白俄罗斯
F6% #%%%

德国
F#% !6%

巴西
7%% 9%%

世界总量
!7%% #!%%%

#

!

北美主要地质单元

北美大陆"包括格陵兰岛$主要有四个一级地质

构造单元'构成以地盾
:

克拉通为中心#环带状分布

显生宙造山带和中新生代大陆边缘的格局"图
#

$

"

J=22=<;SL

'

#55#

&

G=D

K

YN3#5FF

$'钾盐矿床均

形成于地台区!

"

#

$加拿大地盾!大面积出露前寒武纪结晶火成

岩和高度变质岩石'构造稳定'构成了北美大陆的核

心'从南部的苏必利尔湖"美国东北各州的局部$向

北延伸到北极群岛和格陵兰岛'面积达
!%%

万平方

公里%

"

$

$地台!在加拿大地盾外围'在前寒武纪基底

之上覆盖了相对平坦和微倾斜的古生代至中生代#

新生 代 沉 积 地 层% 北 美 中 部 地 台 "

-DCEO=1O

Y2<CT1O;

$构成了北美大陆腹地的大平原'美国西部

科罗拉多高原#加拿大地盾内部的哈德逊湾均属于

地台区%这些地台#地盾与基底共同构成了北美克

拉通%北美钾盐矿床主要形成于地台环境%

"

7

$显生宙造山带!环绕北美克拉通边缘呈线性

分布'厚度巨大#多期活动#变形强烈%东部为阿巴

拉契亚造山带"

&

??

<2<BM=<D

$#西部为科罗迪亚造山

带"

'1OU=22EO<D

$#北 部 为 埃 尔 斯 米 尔 造 山 带

"

*22ES;EOE

+

-DD@=C=<D

$和 加 里 东 造 山 带

"

'<2EU1D=<D

$%

"

"

$中生代和新生代大陆边缘!位于造山带外

围'主要为沉积岩'构成现代海岸平原#大陆架#大陆

斜坡%

$

!

北美地质演化概要

现代板块构造理论认为'北美大陆的形成是板

块裂解与碰撞的产物%

加拿大地盾是北美大陆最早形成的陆壳'最古

老的岩石年龄大于
63F

亿年'常达
$%

亿年至
76

亿

年'由一系列太古代板片#元古代岛弧与沉积盆地逐

步拼合而成%早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

北美板块是独立的大陆"劳伦亚古陆'

,<@OEDC=<

$'

泥盆纪时劳伦亚陆块与波罗的陆块碰撞'形成欧美

超大陆"

*@O<;EO=B<

$'二叠纪时地球上的主要陆块

都碰撞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泛大陆"

Y<D

K

<E<

$'至侏

罗纪时泛大陆裂解为劳亚和冈瓦纳两个超大陆%劳

伦亚是劳亚古陆的一部分'至白垩纪时劳伦亚是一

个独立的大陆'即北美洲%

7

!

地台沉积序列与成钾建造

加拿大地盾自寒武纪升出海面'以后没有再接

受长期连续的海侵影响'主要是相对海平面的整体

上升与下降"海侵与海退$'以及较小的局部相对升

降"盆地与穹隆$'从而在地台区形成了自晚寒武纪

以来厚度不等的灰岩#碎屑岩#页岩和蒸发岩沉积%

靠近地盾的地台区'沉积物厚度薄#沉积间断多&而

远离地盾的地台区'沉积物厚度大'沉积较连续'形

成了楔形克拉通覆盖充填%根据
,<]OEDBE.21SS

"

#597

$'北美古生代地台沉积物可以识别出三个大

的区域性不整合'分别是早奥陶纪末#早泥盆纪末和

F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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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陆构造单元划分"据
J=22=<;SL

'

#55#

$

Q=

K

3#

!

(EBC1D=BE2E;EDCS1TCME/1OCM&;EO=B<DB1DC=DEDC

"

<TCEOJ=22=<;SL

'

#55#

$

早石炭纪
P=SS=SS=

??

=<D

阶末'这三个区域不整合将

古生 代 地 台 沉 积 划 分 出
"

个 序 列!

.<@[

'

(=

??

EB<D1E

'

G<S[<S[=<

和
&AS<O1[<

序列"图
7

'图

中海平面变化主要参考
Y=C;<D---J3

'

#5F!

$%而

中#新生代地台沉积在早侏罗纪和白垩纪末有两个

区域不整合面'形成了
X@D=

和
(E

V

<S

两个沉积序

列%每个序列自下而上进一步分为海进与海退序

列'以海进序列为主'海退序列记录很少%

"

#

$

.<@[

序列"寒武系至下奥陶统$!寒武纪

时'陆缘海向大陆不断发展'环绕陆核形成了三个

带!内部近岸带'为浅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夹薄层灰

岩&中间带为灰岩#白云岩带&外带靠近地槽边缘'其

特征为深色粉砂岩#泥岩#砂岩以及不纯的灰岩#深

水燧石等%剖面上多数地区自下而上从砂岩向页岩

和灰岩过渡%寒武纪与奥陶纪接触面附近没有沉积

间断与岩性变化'仅有化石区别%早奥陶世末海退'

结束
.<@[

序列%

"

$

$

(=

??

EB<D1E

序列"中奥陶统至下泥盆统$!

中奥陶世
(=

??

EB<D1E

海进形成边缘海'直到泥盆纪

末%该套海进序列底部的砂岩成熟度高'厚度不大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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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北美克拉通
9

个沉积序列"据
S21SS

'

#597

$

Q=

K

3$

!

(MES=̀ BO<C1D=BUE

?

1S=C=1D<2SE

d

@EDBES

"

<TCEO.21SS

'

#597

$

但分布面积很广%中#晚奥陶世克拉通东侧受

&

??

<2<BM=<D

地槽抬升的影响'沉积物中粘土成分

较多'而克拉通西部#北部则以厚度#成分均一的灰

岩广泛分布为特征'在加拿大地盾区广泛分布其剥

蚀残余%由于边缘海坡度很小'在海岸边缘形成了

几百公里宽的浅水低能带'常干涸形成萨布哈

"

.<A[M<S

$环境%中古生代开始出现礁灰岩'志留纪

灰岩以白云岩为主'浅水#干旱环境特征明显'常见

盐类矿物及盐溶角砾%晚志留纪气候更趋炎热干

旱'在
P=BM=

K

<D

盆地和
/E] 1̂O[

盆地形成了局限

海盆'礁灰岩阻隔了盆地与开阔海的充分连通'盆地

内沉积大量蒸发岩'

P=BM=

K

<D

盆地出现了工业钾盐

堆积"图
"

'

&22=D

K

L-

和
NO=

KK

S,-

'

#59#

$%

"

7

$

G<S[<S[=<

序列"中泥盆统至密西西比亚

系$!北美地台
G<S[<S[=<

海沉积始于早泥盆纪末'

底部为石英砂岩'部分地区为砂质灰岩%至中泥盆

纪'克拉通东侧处于温暖的浅水碳酸盐台地相'有少

量礁灰岩分布'

P=BM=

K

<D

盆地再次沉积了更多蒸发

岩%下伏志留纪蒸发岩被大量淋滤'导致泥盆纪盖

层坍塌'形成盐溶角砾%克拉通西侧北美大平原北

部"加拿大西部盆地至美国
J=22=SC1D

盆地$'则形成

了巨量蒸发岩堆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床

"

L<O

?

EO'(

'

$%%7

$%

G<S[<S[=<

海侵初始阶段'在盆地西北部形成

局限海盆'沉积了部分蒸发岩"图
"<

$%随后海侵进

一步发展到整个加拿大西部沉积盆地"图
"A

$'形成

了更大面积的灰岩#蒸发岩堆积%随后'蒸发岩沉积

中止'灰岩#生物礁大量发育'每个礁体直径一般不

足
#[;

'通常生长于浅水#低能环境%中泥盆世末'

图
7

!

北美大湖区上志留系蒸发盆地岩相古地理略图

"据
&22=D

K

L-

和
NO=T

K

S,-

'

#59#

$

Q=

K

37

!

*4<

?

1O=CET<BES1TCME8

??

EO.=2@O=<D.EO=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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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CM2=D<&OBM

的生物礁生长成
YOES

d

@

-

=2E

壁

障滩"图
"A

$'近于连续'阻隔了盆地与外海的连通'

限制了海水补给'盆地内基底不均匀抬升导致的地

形变化形成了自西北向东南逐级浓缩的多级盆地

系'盆地内海水持续蒸发浓缩'从美国
J=22=SC1D

盆

地向北进入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南部和
&2AEOC<

东北

部'形成了厚达
7%%;

的(大草原组)蒸发岩'初期为

石膏#石盐'在上部
7%

"

F%;

堆积了世界上最大的

钾盐矿床'钾盐资源量达
6%%

亿吨以上"

Q@>ES

\

&

'

#5!$

&

L12CEOP3*

'

#595

$%晚泥盆世海侵有所发

展"图
"B

$'加拿大西部沉积盆地蒸发岩+白云岩表

现为萨布哈环境沉积'沉积中心向南迁移'进入美国

J=22=SC1D

盆地%

泥盆纪末经历了一次海退'在泥盆系
:

下石炭统

"密西西比亚系$界面处形成了一层标志性的#厚度

不足
#%;

但分布广泛的高铀沥青质页岩%颗粒骨

骼灰岩是密西西比亚系沉积物典型特征'密西西比

亚系末的砂岩代表了
G<S[<S[=<

序列的海退旋
#

%

早石炭纪时'加拿大东部沿海地区"新不伦什维

克$因一系列板块碰撞作用和阿巴拉契亚造山运动'

在元古代基底之上'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北东向延

5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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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北美地质演化与钾盐成矿

伸的地堑
I

地垒构造和山间盆地系"

P<O=C=;ES

N<S=D

$'盆地受多期活动的断层控制'盆地内沉积了

巨厚的冲洪积
I

湖积%链状地堑在东北端与海洋相

通'各次盆地形成半封闭环境'海水长期补给'从而

在
P1DBC1D

等多个次盆地的下石炭统
J=DUS1O

群

形成了蒸发岩+钾盐堆积'并在后期构造运动中形成

了盐底辟#盐脊#盐墙等复杂变形构造"

YECEO'

'

$%%9

&

JEAA('

'

$%%5

$%

"

"

$

&AS<O1[<

序列"宾夕法尼亚系至三叠系$!

下石炭统"密西西比亚系$与上石炭统"宾夕法尼亚

系$之间有一个区域性不整合面'不整合面之上的

&AS<O1[<

序列与早#中古生代以碳酸盐岩和蒸发岩

为主的地台序列有很大差异'由于地台周边全面抬

升'导致碎屑沉积从各个方向进入盆地%这是台地

环境向前陆盆地环境转变的过渡阶段%宾夕法尼亚

系沉积体系早期主要分布于台地边缘'中期扩展到

全部南部地台'沉积了广泛分布的页岩标志层和煤

层%整套序列以海陆交互相为特征'包含很多小的

高能和低能浅水韵律'组成了浅化巨旋回%在东部

阿巴拉契亚构造带以陆相为主'沿地台西侧主要为

海相大陆架环境'沉积了较薄的钙质砂岩#钙质泥

岩#灰岩和少量蒸发岩%在克拉通西南角"克拉通中

轴隆起的南端'现今科罗拉多高原四州!犹它#亚里

桑那#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称为四州角$'受西部科

迪勒拉地槽和南部
+@<BM=C<

地槽共同影响'晚古生

代出现强烈的差异升降'形成共轭盆地'宾夕法尼亚

系和二叠系红色长石砂岩最大沉积厚度达
F6%%;

%

早宾夕法尼亚纪'

&AS<O1[<

海侵进入四州角地区'

超覆于中密西西比灰岩顶部不整合面之上%在宾夕

法尼亚纪中晚期'

Y<O<U1̀

盆地西部边缘发育了一

系列生物礁壁障滩'并发展成碎屑滩和泻湖'盆地与

开阔海的联系受到局限'在盆地中央沉积了石膏#硬

石膏#石盐等蒸发岩'蒸发岩外围相变为生物碎屑灰

岩%蒸发岩沉积在
P=SS1@O=

期结束'其时沿东部断

裂的隆起区强烈上升'大量碎屑充填了盆地'结束了

盆地海侵的历史'盐类堆积受同沉积和后期构造运

动影响'产生塑性流变和重定位"

JED

K

EOU

'

#56"

$%

至中二叠世'

&AS<O1[<

海向地台西南退缩'仅

在美国西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南部形成残留

海盆地系'沿克拉通地台往北"肯萨斯州和奥克拉荷

马州$以陆相为主#局部泻湖相蒸发岩堆积%二叠纪

残留海盆被两个台地分隔为三个次盆地'其中

RE2<]<OE

盆地形成了工业钾盐堆积 "

QOED>E2

'

#5!!

$%

"

6

$

X@D=

序列和
(E

V

<S

序列!

X@D=

序列的时间

自中侏罗世至古新世'早期主要局限于北美西部的

科迪勒拉'至晚侏罗世和白垩纪(海道)超覆至克拉

通内部和大西洋边缘盆地%

X@D=

序列进一步分为

三个海侵
I

海退次旋回%底部旋回以源自克拉通内

的硅质碎屑为主'自晚侏罗世开始'西部造山带成为

碎屑主要来源'并在造山带附近堆积了很厚的碎屑

岩'往东过渡为页岩和台地碳酸盐岩%古新世基本

为碎屑岩%

(E

V

<S

序列是最新的沉积层序'由晚古新世至

全新世地层组成%分布范围小'由冲洪积#湖积和更

新世冰水堆积组成'构成地表松散堆积层"刘里斌等

译'

$%%%

$%

"

!

北美钾盐矿床成矿规律

如前 所 述'北 美 成 钾 盆 地 主 要 有 志 留 纪

P=BM=

K

<D

盆地#泥盆纪
*2[Y1=DC

盆地#石炭纪

P<O=C=;ES

盆地#

Y<O<U1̀

盆地和二叠纪
RE2<]<OE

盆地%北美大陆晚古生代钾盐矿床的大规模集中成

矿作用'是该时期特定的大地构造背景#沉积盆地演

化#古气候条件等多种有利成钾条件耦合的结果%

主要表现在!

"

#

$成盐盆地主要为海相地台盆地'分布于北

美克拉通上有显生宙沉积覆盖的地盾区%大陆边缘

盆地虽然有较厚沉积'但都没有形成钾盐矿床%

蒸发岩盆地形成于地台上相对稳定的构造环

境'如地台靠近地盾一侧'或大型穹隆边缘%盆地处

于欠补偿状态'沉积厚度小'以碳酸盐岩为主'少量

碎屑岩#蒸发岩%而地台区的构造相对活动地带'则

处于补偿
I

过补偿状态'沉积厚度明显增大'碎屑成

分相对较多'不利于蒸发岩的形成%

另一种成钾盆地为地堑环境"或裂谷盆地$'这

种成钾盆地在北美仅有加拿大东部
P<O=C=;ES

盆地

一例%和海相地台型盆地相反'这类成钾盆地位于

克拉通边缘沉积区'地堑内部较周边的沉积厚度大'

为海陆交互相'以粗碎屑为主%与现代非洲埃塞俄

比亚靠近红海的达纳基尔"

R<D<[=2

$地堑成钾条件

类似%

"

$

$成钾盆地都有长期沉降#沉积历史'经历了

多个海进
I

海退旋回%蒸发岩沉积都形成于晚古生

代的几个海相沉积序列中"

(=

??

EB<D1E

'

G<S[<S[=<

和
&AS<O1[<

序列$'包括!

<

(=

??

EB<D1E

序列'志留

纪末在美国
P=BM=

K

<D

盆地形成了局限海盆和工业

钾盐堆积&

=

G<S[<S[=<

序列'泥盆纪早中期在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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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通地盾&

$

*克拉通地台&

7

*克拉通边缘盆地&

"

*显生

宙地层厚度等值线"

[;

$&

6

*成盐盆地!"

<

*泥盆纪
*2[Y1=DC:

J=22=SC1D

盆地&

=

*早石炭世
P<O=C=;ES

盆地&

>

*志留纪
:

泥盆

纪
P=BM=

K

<D

盆地&

?

*晚石炭世
Y<O<U1̀

盆地&

@

*二叠纪

RE2<]<OE

盆地$

#

*

'O<C1D=BSM=E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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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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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T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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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DC

盆地和
J=22=SC1D

盆地沉积了(大草原组蒸发

岩"

YO<=O=E*4<

?

1O=CEQ;3

$)'堆积形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钾盐矿床%石炭纪早期在加拿大东海岸

P<O=C=;ES

盆地沉积了
J=DUS1O)O1@

?

蒸发岩+钾

盐&

>

&AS<O1[<

序列'上石炭统在美国犹它州

Y<O<U1̀

盆地形成了
LEO;1S<

组
Y<O<U1̀

段蒸发

岩'二叠纪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RE2<]<OE

盆地形成

了
.<2<U1

组蒸发岩%

钾盐矿床的大规模集中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海

相台地序列的最后一个旋回"

G<S[<S[=<

序列$'以

及从台地向前陆盆地转化的过渡阶段"

&AS<O1[<

序

列$%蒸发岩形成于主海退或次级海退旋回中'部分

盆地有多个成盐韵律%当盆地性质从海相台地转化

为前陆盆地性质时'就不再有钾盐矿床的形成%

"

7

$古纬度古气候条件!根据古地磁研究'北美

大陆在显生宙从南半球向北半球漂移'并伴随有逆

时针的左旋运动"图
!

$%寒武纪时赤道位于北美大

陆北端'志留
I

泥盆纪赤道位于北美大陆北部'至晚

古生代末的二叠纪'赤道位于美国南部'侏罗纪时赤

道位置已经离开北美'进入南美%显然'北美晚古生

代成钾盆地都位于古赤道附近%志留纪
:

泥盆纪钾

盐成矿带"

*2[Y1=DC

盆地和
J=22=SC1D

盆地$位于

美
:

加边境附近'到石炭纪*二叠纪'随着古赤道位

置的南移'钾盐成矿带"

P<O=C=;ES

盆地'

Y<O<U1̀

盆

地和
RE2<]<OE

盆地$也同步向南迁移到美国南部%

"

"

$钾盐的形成需要相对封闭的盆地条件'要

有长期的海水补给和持续的蒸发浓缩环境%北美成

钾盆地的封闭条件主要表现为!在海侵或海退过程

中'形成了伸入地台内部的狭长海道或多级盆地'各

次级盆地之间流通不畅#逐级浓缩成钾%形成阻隔

的主要有两类地质体!一为生物礁壁障'二为局部构

造隆起%

志留纪和泥盆纪的成盐成钾盆地以浅水和萨布

哈台地环境为主'以欠补偿沉积为特征%石炭纪和

二叠纪'地台沉积序列向前陆盆地序列过渡'盆地差

异升降大'碎屑补给丰富'以过补偿为特征%

6

!

结论

"

#

$钾盐矿床的形成受特定地质条件的制约'

是构造
:

盆地
:

古气候等多种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钾盐矿床的找矿也是有章可循的%

"

$

$北美钾盐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较高'但仍然

有一定找矿潜力%如泥盆纪萨斯喀彻温
I

威利斯顿

钾盐成矿带已经有
5

个开采中的钾矿'但该成钾带

为稳定地台盆地类型'成盐成钾盆地面积广'有多个

次级成钾旋回和多次沉积中心迁移现象'因此至今

仍然有大范围的有利成钾区域还没有开展勘查'这

也是近年该区钾盐勘查新一轮高潮的原因%早石炭

世新不伦瑞克滨海盆地成钾区的构造相对复杂'已

经在
P1DBC1D

次盆地发现钾矿'但周边仍然有不少

盐构造物探异常'值得进一步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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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目前新一轮海相钾盐找矿工作'不仅需

要依据矿化异常线索部署钻探工作'更需要加强基础

地质研究'深入分析大地构造#盆地演化#古地理与古

气候条件等'提升理论认识'准确圈定找钾靶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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