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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代盆地蒸发岩沉积旋回对比及库车

盆地成钾探讨
!

曹养同，刘成林，焦鹏程，陈永志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

摘 要 新疆库车盆地古近纪—新近纪发育巨厚的蒸发岩沉积，古近纪蒸发岩沉积主要发生在盆地西部的拜

城凹陷，新近纪吉迪克时期，蒸发岩沉积迁移至盆地东部的康村凹陷。根据剖面及钻井资料，利用蒸发岩沉积旋回，

对欧洲莱茵地堑盆地、库车盆地、云南兰坪<思茅盆地、江汉盆地、大汶口等盆地蒸发岩沉积特征进行分析和对比。结

合蒸发岩沉积背景及库车盆地钻井资料，对库车盆地成钾影响因素、成钾可能性、成钾层位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

库车盆地的次级构造单元拜城凹陷、康村凹陷具有成钾的能力，钾盐层应位于!!、!6蒸发岩沉积旋回的上部。对

比研究显示，库车盆地具有成钾的远景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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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蒸发岩的时空分布很广，从寒武纪到近代，

除奥陶纪尚未发现钾盐矿床外，其余地质时代均有钾

盐分布（钱自强等，!""#）。中生代—新生代，特别是白

垩纪—新近纪是地质历史上重要的成盐期。在中国，

中生代、新生代是成盐作用最强的地质时期，尤其是

白垩纪—新近纪，盐类沉积分布最广、成盐点最多（刘

群等，!"$%）。

蒸发岩含盐系剖面一般分为中部含盐段和上

部、下部石膏、碳酸盐岩段，其间有时夹杂部分薄层

碎屑岩沉积，构成一个蒸发岩沉积旋回，反映了盐湖

水体在成盐期有间断地淡水补给的特点。当沉积盆

地中蒸发岩伴随着碎屑岩沉积，即盐湖水体从淡!
咸!盐!咸!淡的旋回变化时，沉积物相应地发生

由碎屑岩!膏岩!盐岩!膏岩!碎屑岩变化。沉积

盆地中陆源碎屑&化学岩类沉积往往具有多旋回性

（刘群等，!"$%）。根据盆地中已有的钻孔资料，分析

钻孔岩性剖面中碎屑岩&膏岩&盐岩&膏岩&碎屑岩沉

积韵律的变化，可以对钻孔剖面逐步划出四级、三

级、二级、一级的沉积韵律。划分方法为：首先划分

出小的沉积韵律，比如碎屑岩&膏岩的变化，定为四

级韵律，然后将相同的四级韵律合并成三级韵律，逐

级向上合并，最后划出一级韵律（沉积旋回）。通过

划分，识别出沉积旋回期次，并进行沉积旋回对比。

文章通过对大致位于同一成盐时代和气候带上的欧

洲莱茵地堑、中国云南兰坪&思茅、湖北江汉、新疆库

车和山东大汶口等盆地（见图!）蒸发岩发育特征、钾

盐层赋存部位及其他地质因素的对比分析，以期预

测新疆库车盆地成钾的可能性及其赋存层位。

! 含盐盆地蒸发岩沉积特征

!’! 欧洲莱茵地堑

莱茵地堑位于欧洲西部，海西地块和黑森山之

间，地堑从瑞士的巴塞尔（()*+,）开始，向北延伸至法

兰克福，钾盐矿床分布于地堑的-个次级盆地中，即

法国境内的维特尔斯海姆（./00+,*1+/2）盆地、明许

豪森盆地（345611)4*+5）和联邦德国境内的布金根

（(477/57+5）盆地。地堑呈889&::.向展布，为一

大陆边缘构造（钱自强等，!""#）。自始新统至下中

新 统共发育!!、!;、!-等-个蒸发岩沉积旋回，具

图! 选取的中国盐盆分布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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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年代、岩性及地层厚度见图!。"个沉积旋回中以

!!沉积旋回盐层发育最好，绝大部分为盐岩沉积，

盐层厚度大于#$$%，在盐岩层顶部发育钾矿层。

!&" 潜江凹陷

潜江凹陷位于江汉盆地的中部，是江汉盆地次

一级构造单元。江汉盆地位于中扬子板块东北部，

是在前震旦系变质基底上发展起来的一个中、新生

代拉 张 型 断 陷 盆 地（朱 国 华 等，!$$’；刘 春 平 等，

!$$(）。潜江凹陷为盆地的沉积中心，古近纪时期发

育了一套巨厚的蒸发岩沉积，主要为膏岩、盐岩，并

在潜 江 组 的 潜 二 段 发 育 钾 盐 矿 层。根 据 刘 群 等

（)*#+）绘制的潜江组含盐系剖面，方志雄（!$$!）、张

永生等（!$$’）所做的江汉盆地潜江凹陷地层简表，

以及王必金等（!$$(）对江汉盆地幕式构造的研究资

料，依据蒸发岩沉积旋回变化规律，绘制了潜江凹陷

晚白垩世至新近纪综合地层剖面及蒸发岩沉积旋回

图（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潜江凹陷自古近系沙

市组至潜江组，发育完整的!)和!!两个蒸发岩沉

积旋回。!)沉积旋回（沙市组,新沟咀组）岩性组合

为：泥岩沉积,膏岩、盐岩沉积（沙市组）,砂岩、泥岩、

膏岩沉积（新沟咀组），反映了盐湖水体由淡!咸、盐

!淡的变化过程，但据陈波等（!$$+）对沙)’井（沙

市组下段）岩性剖面柱描述资料，!)沉积旋回盐层

累计厚度不大于)$$%。!!沉积旋回（潜江组）岩

性组合为：薄层粉砂岩、泥岩沉积,盐岩夹粉砂岩沉

积,盐岩、膏岩沉积,泥岩沉积，在沉积旋回中上部发

育钾盐矿层，!!沉积旋回蒸发岩沉积厚度较大，达

-$$$"’$$$%。!)和!!沉积旋回的顶部均发育

不整合面，反映了因构造运动，盐湖宁静稳定的沉积

环境被打破，由于淡水注入，发生蒸发岩沉积间断及

碎屑岩沉积的地质演化过程。

!&# 江城凹陷

江城凹陷属于云南兰坪,思茅盆地中次一级构

造单元。兰坪,思茅盆地位于特提斯,三江造山带，属

于特提斯构造域，由欧亚板块、印度板块、特提斯构

造带相互作用而成，是在前古生界构造基底上发育

起来的中、新生代凹陷盆地（袁品泉，)*#$#；薛纪春

等 ，!$$!；陈跃昆等，!$$-；廖宗廷等，!$$’）。中、新

生代以来，兰坪,思茅盆地发育一套巨厚的红色砂泥

岩建造、含盐建造、磨拉石建造，江城凹陷位于兰坪,
思茅盆地的中部，上白垩统（曼宽河组下段）发育少

量的膏岩沉积，至古新统（勐野井组）发育一套巨厚

的蒸发岩沉积并形成钾盐矿层（曲懿华，)**+）。依

据 前人资料，绘制出江城凹陷上白垩统至新近纪地

图! 欧洲莱茵地堑蒸发岩沉积特征（据钱自强等，)**-绘制）

./0&!123/%2456789:6769527/;5/9;<=2>6?<7652;/4@:/42076A24，BC7<?2（6=527D/6425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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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潜江凹陷蒸发岩沉积特征（据刘群等，"#$%；方志雄，&’’&；张永生等，&’’(；王必金等，&’’)绘制）

*+,-! ./0+1/234567845473/5+93+79:;/<4=:543/9+2>+42?+42,0/=5/99+:2（4;3/5@+A/34B-，"#$%；*42,，&’’&；

C842,/34B-，&’’(；D42,/34B-，&’’)）

层剖面及蒸发岩沉积剖面图（图E）。由图E可见，江

城凹陷自上白垩统至新近系存在!"和!&两个蒸发

岩沉积旋回，!"沉积旋回位于上白垩统的曼宽河组

下段，以碎屑岩和少量的膏岩沉积为主，沉积厚度相

对较小；!&沉积旋回位于古新统的勐野井组，下段

主要为泥砾岩、膏岩、盐岩沉积，夹部分灰绿色泥岩、

砂岩，至上段变为棕红色泥岩、粉砂岩沉积，夹石膏

脉体。!&旋回中单一的盐层厚度可达E"’F(1"，

并在沉积顶部（勐野井组下段）中发育钾盐矿层。

!-" 大汶口盆地

山东大汶口盆地位于鲁西隆起南部，产于以构

造拉张作用为主的中、新生代断陷盆地中，属于汶蒙

盆地西端的一个凹陷（朱忠德，"#$$；李钟模，"##E）。

含盐系地层位于中始新统上部，为一套含泥灰岩、含

泥盐岩、硬石膏岩沉积组合（李钟模，"##E）。依据前

人资料，绘制了大汶口盆地蒸发岩沉积特征图（图

(）。由图可见，大汶口盆地中始新统—上始新统的

中下部发育!"蒸发岩沉积旋回，表现为以灰岩沉积

为开端，逐渐变为膏岩、盐岩沉积，最后以含砂、含砾

的泥灰岩沉积结束，在旋回的中上部，发育钾盐矿

层，反映出盐湖演化晚期卤水已经达到钾盐矿物析

出阶段。

!-# 库车盆地

新疆库车盆地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北邻

南天山构造带，是一个在挤压构造背景下发育起来

的中、新生代再生前陆盆地（贾承造，"##&；G54841
/34B-，"##!；曹守连等，"##E；@A/34B-，"##E；卢华复

等，"##)）。整个盆地自古近纪的库姆格列木时期至

新近纪的吉迪克时期发育累计厚度约&’’’余米的

蒸发岩沉积（表"）。依据石油钻井资料，对盆地中

"!口钻井剖面进行了沉积旋回的对比，共识别出(
个 蒸发岩沉积旋回，其中库姆格列木群&个，苏维依

组"个，吉迪克组&个（图)）。受盆地基底控制和南

北向构造挤压应力变化的影响，古近纪蒸发岩沉积

主要发生在盆地西部，以拜城凹陷为中心，新近纪吉

迪克时期，盆地西北部转为陆源碎屑岩沉积（西南部

少量蒸发岩沉积），而东部发育巨厚的蒸发岩沉积，

以康村凹陷为沉积中心，显示出东西分带的特点。

" 张家良-"#$’-思茅盆地中、新生界含盐系地层-云南思茅地区钾盐地质研究论文集-云南省地质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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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江城凹陷蒸发岩沉积特征（据张家良，"#$%!；袁品泉，"#$%"绘制）

&’()! *+,’-+./012340103/+1’5/’3567+809610/+5’.:’0.(34+.(,+91+55’6.（07/+1;40.(+/0<)，"#$%；=>0.+/0<)，"#$%）

图? 大汶口盆地蒸发岩沉积特征（据朱忠德，"#$$；李钟模，"##!绘制）

&’()! *+,’-+./012340103/+1’5/’3567+809610/+5’.@0A+.B6>C05’.（07/+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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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蒸发岩沉积旋回中，以西部的!"沉积旋回

（始新世）和东部的!#沉积旋回（中新世）蒸发岩发

育最好，均为巨厚的盐、膏沉积，!$、!%、!!沉积旋

回中蒸发岩相对较小，为少量的中、薄层石膏沉积

（或中、薄层盐、膏沉积）。始新世末受印度板块和欧

亚板块碰撞的远距离效应影响，库车盆地自苏维依

时期开始蒸发岩沉积中心迁移，自盆地西部向东、向

南迁移，吉迪克时期在盆地南部、东部继续发育蒸发

岩沉积，但以东部发育最好。

" 蒸发岩沉积对比

!&" 构造背景对比

莱茵地堑沉积盆地属于拉张性构造盆地，是在

阿摩力克’海西造山运动时期形成的大陆边缘构造

盆地，早始新世之前盆地为淡水沉积且与海相隔，地

堑下沉始于始新世末，中新世’晚渐新世它成为北海

和古地中海的连接通道，盆地沉降作用持续到上新

世（钱自强等，$((#），而钾盐沉积恰恰发育在地堑南

部%个次级盆地中。对于中国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东部盆地一般为产于拉张性大地构造背景下的断陷

盆地，盆地中一般为陆相碎屑岩沉积；西部盆地一般

产于挤压性大地构造背景之下，盆地中的沉积相一

般为海相、海陆交互相或陆相。潜江凹陷、江城凹

陷、大汶口盆地、库车盆地#个沉积区均属于中、新

生代沉积盆地，不同的是潜江凹陷及其所在的江汉

盆地、大汶口盆地属于中国东部的拉张性断陷盆地，

其构造作用以拉张、伸展为主，构造环境与莱茵地堑

表" 库车盆地古近系#新近系岩性特征

$%&’(" )%*+,-./0,12%+3’*.4,’,5*//4%0%/.(0,67%’(,5(+(#8(,5(+(2(3*9(+.2*+:-;%&%2*+
年代地层单位 组（群） 岩性 地层厚度／)

新近系 库车组 杂色砾岩，紫红、灰绿含砾砂岩 约%***
新近系 康村组 杂色砾岩，紫红、灰绿含砾砂岩、粉砂岩 约%***
新近系 吉迪克组 紫红色含砾砂岩、灰绿色粉砂岩、泥岩、巨厚盐岩和石膏 约%***
古近系 苏维依组 灰绿色粉砂岩、泥岩、少量石膏 约"***
古近系 库姆格列木群 紫红色、灰绿色粉砂岩、粉砂质泥岩、泥岩夹灰绿色泥质条带、巨厚

的盐岩和石膏

约"***

图+ 库车盆地蒸发岩沉积特征（综合石油钻孔资料绘制）

,-.&+ /01-)023456784547305-93-79:;0<4=:54309-2>?@4A49-2（A4901:215-BB8:B09;:5=03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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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而江城凹陷所在的兰坪!思茅盆地及新疆库

车盆地属于以构造挤压为主的沉积盆地。江城凹

陷、库车盆地属于中国西部的中、新生代凹陷盆地，

盆地的发育受燕山期!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的影响，

具有相似的大地构造地质背景。一般认为，钾盐的

沉积受沉积盆地中次一级地质构造单元控制（蔡克

勤等，"##$；刘成林等，%&&’），江城凹陷位于兰坪!思

茅盆地的中部，是盆地沉积厚度最大的区域，同样，

库车盆地的拜城凹陷、康村凹陷阳霞凹陷分别位于

盆地西部、东部，拜城凹陷是古近纪时期库车盆地蒸

发岩沉积中心，蒸发岩沉积厚度最大，康村凹陷为新

近纪早期库车盆地蒸发岩沉积中心，三者均为盆地

中次一级构造单元，有利于富钾卤水的汇集。潜江

凹陷属于中国东部中、新生代断陷盆地，盆地的发育

同样受燕山期!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的影响，虽然属

于拉张性断陷盆地，但潜江凹陷同样为江汉盆地的

沉积中心，同样属于沉积盆地中次一级的构造单元，

不同的是，前者蒸发岩沉积过程中受海水补给!，后

者蒸发岩属于内陆湖盆沉积（吴必豪等，"#()）。大

汶口盆地属于汶蒙盆地西端的一个次级凹陷，在这

种次级凹陷中发育钾盐沉积。*个盆地蒸发岩沉积

构造背景对比见表%。

!+! 沉积旋回对比

由于盆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构造条件、气候条件

不同，只能依据沉积旋回所在的时代或地层层位对

各盆地进行对比（图,）。从图上可看出，除大汶口盆

地外，其余盆地的"%沉积旋回均发育较好，并在"%
沉积旋回之前出现沉积厚度相对较小的""沉积旋

回。这种沉积特征可能反映了盆地构造环境较稳

定，盐湖演化晚期（"%沉积旋回中上部）可能形成钾

盐矿层。莱茵地堑盆地蒸发岩沉积属于海相化学岩

型，在)个封闭的次级盆地中，相对稳定构造条件和

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大汶口盆地蒸发岩沉积没

有经历前期的“小”旋回，直接过度到“大”旋回，这是

与其他$个盆地最大的差异之处。

从图,可以看出，除大汶口盆地，其余$个盐盆

的成盐旋回在层位上具有一致性。古新统库车、潜

江、江城均发育成盐旋回，只是前两者发育""沉积

旋回，后者发育"%沉积旋回；始新统前两者发育成

盐旋回，后者虽无成盐旋回，但在上白垩统发育""
成盐旋回，说明后者成盐旋回较前两者早，成盐旋回

发生“错位”的原因可能与盆地的封闭性、构造环境、

气候条件不同有关；渐新统只在库车盆地、莱茵盆地

发育")沉积旋回；中新统则只在库车盆地发育较好

的"$和"*沉积旋回。

对于库车盆地的拜城凹陷（位于盆地西部），始

新统"%沉积旋回最好，为巨厚的盐、膏沉积，与潜江

凹陷"%沉积旋回在成盐时代和成盐特征上都极其

相似，潜江凹陷"%沉积旋回中上部已经成钾，据此

推断库车盆地"%沉积旋回应该具有良好的成钾前

景，若能成钾，则应位于"%沉积旋回的上部。江城

凹陷"%沉积旋回虽然在时代上不同于库车盆地，成

盐旋回发生“错位”，但两个盆地中""至"%沉积旋

回 总体上具有相似的成盐特征，江城凹陷钾盐矿层

位于"%沉积旋回上部，进一步说明库车盆地"%沉

积旋回中上部成钾的可能性。

对于库车盆地的康村凹陷（位于盆地东部），中

新统发育"$、"*沉积旋回，"$沉积旋回为巨厚的

盐、膏沉积，为库车盆地古近纪剩余卤水向东部迁

移 、沉积成盐的产物，从成盐韵律变化、盐类矿物组

表! 蒸发岩沉积构造背景对比

"#$%&! ’())&%#*+(,(-*&.*(,+./&**+,0/-()1&2(/+*+(,(-&3#2()#*&/
盆地名称 钾盐层 构造性质 沉积中心 沉积中心构造级别 发育时代

莱茵地堑 发育钾盐矿层 拉张型构造盆地 地堑中三个次级盆地

大汶口盆地 发育钾盐矿层 拉张型构造盆地 大汶口盆地（属于汶蒙盆地

西部次级凹陷） 均属于沉积盆地中次

一级构造单元 均为中、新生代江汉盆地 发育钾盐矿层 拉张型构造盆地 潜江凹陷

兰坪!思茅盆地 发育钾盐矿层 挤压型构造盆地 江城凹陷

库车盆地 暂未发现 挤压型构造盆地 拜城凹陷

库车盆地 暂未发现 挤压型构造盆地 康村凹陷

! 刘成林，杨海军，顾乔元，焦鹏程+%&&(+塔里木盆地重要蒸发岩坳陷成盐及油气生储条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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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个成钾盆地蒸发岩沉积旋回对比

"#$%! &’(()*+,#’-’./)0#1)-,+(2323*)/’.)4+5’(+,)/’..#4)6+/#-/

合、盐湖演化阶段上，与拜城凹陷!7沉积旋回具有

相似的特征"，所以，!8沉积旋回可能出现高浓度

富钾卤水，形成钾矿层，若有，则应位于!8沉积旋回

的上部。各盆地蒸发岩沉积旋回对比见表9。

9 库车盆地成钾分析

!%" 成钾与保存影响因素分析

库车盆地为中、新生代前陆盆地，中、新生代以

来盆地内构造活动强烈，而巨厚的蒸发岩沉积一般

发生在强烈构造活动之后的宁静期（图:），如!;、

!7沉积旋回发生在燕山期后相对宁静的构造环境，

!9沉积旋回由于早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兴起，盐湖

沉积中心开始由西向东、向南迁移，在迁移过程中仅

发育少量的薄层膏岩沉积。!8沉积旋回发生在相

对宁静的早喜马拉雅构造晚期，此时早喜马拉雅构

造运动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地质环境相对稳定，在这

种构造运动期后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发育了!8沉积

旋回。一般来说，在相对稳定的大地构造条件下，卤

水朝着特定的成盐方向演化，在干旱气候条件下，盐

湖演化晚期发生卤水浓缩，出现钾富集，形成钾盐矿

层。但是，中新世中晚期，受中喜马拉雅强烈构造运

动的影响，盆地内的蒸发岩开始发生强烈的变形，形

成各种盐构造，甚至部分盐层出露地表，形成各种盐

丘，这种强烈活动的后期构造环境对钾盐的保存十

分不利，容易发生大规模后退变质作用（蔡克勤等，

;<:=），特别是对于这种陆源碎屑>化学岩类的蒸发

岩沉积来说，对比化学岩型的钾盐层，其钾盐层稳定

性较差#，钾盐在地层中遇水易溶失。一般认为，蒸

发岩在构造挤压下（即各种盐丘体形成的过程中），

容易发生晶间脱水作用，这种晶间卤水虽然含盐度

很高，但由于钾盐的溶解度大于石盐，对于钾盐具

有一定的溶解能力。另外构造挤压或构造伸展易于

在盐层周围的碎屑岩地层中产生节理、断裂、破碎

带，伴随着地表水的下渗，对钾盐具有强烈的溶解作

用。新近纪以来，库车盆地在天山构造带和塔里木

板块南北向的挤压下，发育7组基本的断裂构造，北

西>南东向断裂构造和北东>南西向断裂构造，主要位

" 刘成林，杨海军，顾乔元，焦鹏程%7??:%塔里木盆地重要蒸发岩坳陷成盐及油气生储条件研究报告%8@>;@?%

# 刘 群，许德明%;<:?%钾盐矿床分类及其找矿意义%云南思茅地区钾盐地质研究论文集%云南省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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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部逆冲带、克拉苏!依奇克里克构造带、秋里塔

格构造带，并在北部形成一系列向南逆冲的冲断层，

在南部形成一系列向北逆冲的冲断层（何光玉等，

"##$），这种复杂的断裂构造对钾盐层的后期保存具

有强烈的破坏作用。所以虽然库车盆地有良好的成

钾可能性，但受后期的构造活动影响，对钾盐的保存

不利。

!%" 成钾可能性分析

依据上述资料，分别对库车盆地西部拜城凹陷

的钻井!""沉积旋回上部和盆地东部康村凹陷的

钻井"$沉积旋回上部的蒸发岩岩屑样品进行钾含

量变化分析，发现拜城凹陷的地层在""沉积旋回上

部盐岩段出现了钾含量变化曲线高峰，显示了盐湖

卤水演化至晚期开始发生钾的浓缩，同样康村凹陷!

地层在"$沉积旋回上部出现&／’(、&／)*变化曲线

高峰，说明盐湖演化晚期（"$沉积旋回上部）也已经

出现钾浓缩阶段，预示了良好的成钾前景。综上所

述，库车盆地蒸发岩沉积具有良好的成钾前景，成钾

区域为盆地西部的库车凹陷、东部的康村凹陷，成钾

层位分别位于""、"$蒸发岩沉积旋回的上部，但受

后期构造运动影响，不利于钾盐的保存。

$ 结 论

通过对欧洲莱茵地堑盆地、云南江城凹陷、湖北

潜江凹陷、山东大汶口盆地、新疆库车盆地（拜城凹

陷和康村凹陷）蒸发岩沉积旋回的对比和分析，获得

以下认识：

（+）上述含盐盆地具有基本相同的成盐成钾时

代———古近纪和新近纪，江城凹陷、拜城凹陷、康村

凹陷在中、新生代以来具有相同的大地构造演化背

景。据此推断，拜城凹陷、康村凹陷具有成钾可能

性。

（"）除大汶口盆地外，其余盆地均具有先“小”

旋回（"+），后“大”旋回（""）的特点，“大”旋回中上

部一般发育钾盐矿层。另外，拜城凹陷与潜江凹陷

""沉积旋回在成盐时代和成盐特征上，都极为相

似，拜城凹陷钻井岩屑钾含量变化显示了盐湖晚期

的钾浓缩。潜江凹陷""旋回中上部已经成钾，据此

推断库车盆地""旋回应该具有良好的成钾前景，若

能成钾，则应位于""沉积旋回的上部。

（,）康村凹陷"$沉积旋回与拜城凹陷""沉积

表! 蒸发岩沉积旋回对比

#$%&’! ()**’&$+,)-)./’0,1’-+$*2323&’/).’4$5)*$+’/

盆地名称 沉积中心 蒸发岩类型 蒸发岩层位 沉积旋回特征 钾矿层位

莱茵地堑 地堑中三个次级盆地 海源化学岩型 下中新统 -,旋回：厚层灰岩、膏、盐沉积 未见

莱茵地堑 地堑中三个次级盆地 海源化学岩型 渐新统 -"旋回：巨厚含泥膏、盐沉积 -"旋回上部

莱茵地堑 地堑中三个次级盆地 海源化学岩型 始新统 -+旋回：灰岩、砾岩、薄层盐、膏沉积 未见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上始新统—下渐新统 -"旋回：巨厚膏、盐沉积 -"旋回上部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古新统—下始新统 -+旋回：薄层盐、膏沉积 未见

兰坪!思茅盆地 江城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古新统 -"旋回：巨厚膏、盐沉积 -"旋回上部

兰坪!思茅盆地 江城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上白垩统 -+旋回：薄层膏、泥沉积 未见

大汶口盆地 大汶口盆地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始新统 -"旋回：巨厚膏、盐沉积 -"旋回中上部

库车盆地 康村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中新统 -.旋回：薄层膏、泥沉积 未发现

库车盆地 康村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中新统 -$旋回：巨厚膏、盐沉积 未发现

库车盆地 康村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中新统 -,旋回：薄层膏、泥沉积 未发现

库车盆地 康村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中新统 -"旋回：巨厚膏、盐沉积 未发现

库车盆地 康村凹陷 陆源碎屑!化学岩型 中新统 -+旋回：薄层膏、膏沉积 未发现

! 刘成林，杨海军，顾乔元，焦鹏程%"##/%塔里木盆地重要蒸发岩坳陷成盐及油气生储条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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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库车盆地蒸发岩沉积构造环境（综合石油钻孔资料，"#$%$&’(%$)，*+!,）

-#.)! /’0#1’2(%34%20(’5(62#5’27#3621’2(68’7%963%(’:#2;&<%=%:#2（=%:’06203#$$>6$’:8639’(36$’&1，

"#$%$&’(%$)，*+!,）

旋回在成盐韵律变化及盐类矿物组合上，具有相似

的特征，钻井岩屑钾含量变化分析进一步证实其成

钾可能性。所以!?沉积旋回也具有良好的成钾可

能，若有，应位于!?旋回上部。

总之，对比研究认为，库车盆地具有很好的成钾

可能，具有进一步勘查潜力。

!"#"$"%&"’

"#$%$&@A，B%2A%30’2=6$%20C’(3DE)*+!,)F>3626$6.4688$&5(&%(G

#2.:’%$’7’$::#25’(>’H3#%::#5［B］)/5#’25’，IJK：**KLM**L,)

F%#; N%20O&%2BN)*+!L)H>’1#2’3%$#P%(#625620#(#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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