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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新高原盐湖资源及盆地结构
‘

胡东生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

西 宁 �������

摘 要 通过蒙新高原典型盐湖 区 的解剖研究
，

查清 了代表性盐湖盆地的相环境及其沉积建

造
，

将盐湖盆地环境的变化形式划分为沉陷型
、

抬升型和改造型
，

并归结 了盐湖盆地相环境分异与

盆地地质结构之间的相互 关系
�

为开发大陆干旱 区盆地的盆湖 和 卤水资源及其环境演化的理论研

究提供 了依据
�

关键词
�

盐湖相环境 盆地变迁形式 蒙新高原

�
�

前 言

����年 �一�� 月间 笔者随同我所科技
、

管理和课题组的专家一行五人
，

驱车对我国重要

的盐湖分布区一新疆和内蒙古 �西部�等地区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

历时一月有余
，

行程一万多公

里
，

总计考察盐湖 �� 多个
�

本文就考察期间获取的野外实地材料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盐湖资源

与环境的一些问题作概略的讨论
�

�
�

考察区概貌

蒙新高原是全球欧亚草屋荒漠的一部分
，

高原平均海拔为 ����� 左右 �高原边缘山系主

要有天山
、

阿尔奉山
、

阴山等
，

平均海拔 ����一 ����� �由高原和山系相间组成的内陆盆地星罗

棋 布
�

内蒙古 �西部�一新疆一线这一广大地 区是我国著名的干旱区
，

年降水量一般小于

�����
，

夏季酷热冬季严寒
，

常年大风不断
，

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分布区
�

新疆一 内蒙古地区

处于我国三级地形地貌的二级阶梯单元
，

构成了低于青藏高原屋脊地貌和高于中国东部平原

地貌的景观格局
�

这一地区也是我国著名的盆地分布区
，

如塔里木盆地
、

准噶尔盆地
、

鄂尔多斯

盆地
、

阿拉善盆地等
�

这些内陆封闭盆地普遍形成各种类型的盐湖矿产资源
，

是国家盐化工产

业和地方乡镇工业的基本原料基地
�

蒙新地区的这些内陆盆地多属于古老地台建造的后生断陷盆地
，

周边山系多是古生代以

前的沉积岩系地层
，

岩石组成的可溶牲组分比较单一
，

转移到中一新生代盆地的盐类物质便以

芒硝
、

天然碱和石盐为主要成盐矿物组合
，

而且盐湖湖表卤水及晶间卤水中赋存元素的富集频

带也比较狭窄
�

这与青藏高原盐湖类型多
、

赋含元素丰富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

从盐湖成盐演

化规律的进程分析
，

蒙新高原的盐湖均处于碳酸盐一硫酸盐型卤水的发展阶段
，

天然卤水还未

出现氯化物型的析盐阶段
�

蒙新高原个别盐湖矿区利用 日晒盐池分异出氯化物型 卤水及其沉

演物序列
，

是属于人工地质营力
，

与天然卤水的演化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

由此表明
，

盐湖卤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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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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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及成盐矿物组合是与盐湖的成盐环境密切相关的
�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表明
，

蒙新高原的盐湖盆地处于新生代沉积盆地的边部
，

属于大型山间

断陷盆地的次级盆地序列
，

构成成盐的次级盆地均是断陷盆地之中的最低洼处
，

而且这些成盐
盆地都与现代水系流网荐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

从地球资源观测卫星的、 威影象的赫乳夏扁角
， ’

秦
新高原的盐湖盆地在第四纪以来

，

也经历了从大水期一退萎期一成盐期的湖水变迁过程
，

直至

现在周边出系的河流仍经过山前戈壁带进入冲积平原
，

通过地表径流的形式补给湖表卤水或

通过地下潜流的形式初步给晶间卤水
，

这些源头活水是现代盐湖矿产资源动态储量增长的基

本条件
�

另一方面
，

在蒙新高原的成盐盆地的边缘
，

是周边山系河流的出山 口和地下水泉线的

出露带
，

也是人工绿洲的发祥地
，

工业用水
，

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消耗比例十分巨大
，

也直接

影响到盐湖卤水的补给量
，

造成相关联系的地质效应
�

在这种人类调水机制的持续作用下
，

一

则致使湖表水面出现退缩并降低了晶间卤水水位
，

二则也使湖水变质程度提高和晶间卤水老

化
�

这些都是近代盐湖演化中出现的新的地质营力作用
，

在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也要充分注

意到
�

盐湖资源的形成是与成盐环境枚息相关的
，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是离不开环境的制约
�

从

宏观角度分析
，

蒙新高原的盐湖盆地多属次级成盐盆地 其再生环境容量十分有限
，

而且成盐

中心住住就是低洼中心
，

开发及利用过程中的污染源很容易对盐湖资源造成不 良的影响
�

如何

改善盐湖矿区的生产
、

生活及生态环境也是盐湖资源工业化开采的新问题 掌握得当
，

才能使

资源与环境相得益彰平衡发展
�

�
�

盐湖资源

蒙新高原的盐湖数量很大
，

据初步统计约有 ��� 多个
�

这次重点考察的盐湖约 �� 多个
，

都

是本地著名的盐湖区
，

它们的盆地演化及成盐环境历程在蒙新高原的盐湖中具有典型的代表

性
�

由于篇幅所限
，

仅就其中主要的几个盐湖区介绍如下
�

�
�

� 苛苛苏盐湖

是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一个小型盐湖
，

处于阿尔泰山前沿古冲积扇的边缘
，

属于扇前

湖
�

湖水北部深
、

南部浅
，

湖西南部有石盐的大量沉积
，

形成盐坪地带
�冬季湖表卤水中有芒硝

析出
�

苛苛苏盐湖实质上为山前小型坳陷盆地
，

由北住南其岩性剖面 �见图 �� 为
�

阿尔泰山褶皱山系一戈壁带一沙漠带一盐湖一沙坪台地
�

其盐湖卤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依靠山

前潜水的迁移
，

季节性洪水对湖水量的影响也较大
�

�
�

� 玛纳斯盐湖

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部
，

湖盆结构比较复杂
�

湖泊形态呈矩形
，

长约 ����
，

宽达 ����
，

沿

北东向延展
�

湖的北东面有布克河的补给
，

西南面有玛纳斯河等的补给 �由于近代农垦及上游

兴建水库
，

玛纳斯湖己没有地表径流的补给水
，

湖表卤水基本干涸
，

晶间卤水主要依靠地下潜

流的补给
，

并且受季节性洪水的影响较大
�

湖内基本演变为干盐滩
，

盐田再生盐的 口感略带苦

味
，

是由于沟槽采矿老卤不能排出所至
�甚至出现晶间卤水的异常变化

，

镁含量明显增高
，

至使

局部盐池有水氯镁石析出
，

这与深层 卤水上涌的扰动作用有关
�

玛纳斯盐湖盆地属于准噶尔盆地的次级断坳盆地
，

是准噶尔盆地的低洼中心
，

其地质结构

具有挤压性的运动方式
，

其地质剖面 �见图 �� 由西住东依次为
�

玛依力山褶皱系高山带 �古生

代�一陆相红色碎屑沉积褶皱岩系中山带 �中生代�一湖相泥岩系雅丹低山带 �晚新生代�一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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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

何柯苏

郭冲输扮
图 � 柯柯苏盐湖地质剖面图

冲红色碎屑岩系台地 �第三纪�一冲积砂砾平原 �早第四纪�一现代盐湖沉积洼地 �晚第四纪�一

斜冲砂砾台地 �早第四纪�等
�

从玛纳斯湖盆的地质结构及岩性组合分析
，

玛纳斯现代盐湖沉积

中有第三纪盐类堆积再溶蚀产物的选加
，

致使盐湖卤水变质程度较高
，

这对玛纳斯盐湖晶间卤

水的后期变化及再生盐的品质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

�
�

� 艾比湖

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南端
，

是由阿拉套山和玛依力山之间形成的断陷峡谷
，

即阿拉山 口峪

谷 �见图 �一�� 的东南缘
，

也是一个次级断陷盆地
�

从艾比湖盆地的地质剖面 �见图 �一�� 表明
，

玛依力山 ��

一

—摹凤
又
健派

艾里 克湖
玛拉斯湖

一

�
「勺 ‘

分
谈�

�

图 � 玛拉斯盐湖地质剖面图

艾比湖是晚新生代以来形成的挤压型沉积盆地
，

由两倾向中央依次为
�

晚古生代沉积褶皱岩系

中山带一早新生代山前褶皱岩系低山带一早第四纪砂砾岩系丘陵带一晚第四纪盐类沉积岩系

平原带
�

艾比湖的盐类沉积岩相
，

水平展布为
�

过缘相芒硝带一中心相石盐带 �垂直展布为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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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阿拉山 口及艾比湖地质剖面图

部为芒硝带一上部为石盐带
�

由此表明
，

艾比湖卤水的变质程度是逐步加深的
，

中间并未出现

明显的逆向变化
�

艾比湖水量的补给主要依赖奎屯河 �东南面�
、

精河 �南面�
、

博尔塔拉河 �西南

面�等 季节性洪水对湖水水量的影响很大
�

�
�

� 乌尊布拉克盐湖

位于东天山的南段
，

是一个小型的山间断陷盆地
�

根据野外考察资料
，

乌尊布拉克盆地是

一个正在活动和正在发展的地堑盆地 �见图 ��
，

其地质结构 比较对称
，

由两侧向中央依次为
�

晚古生代
、

中生代褶皱岩系低山带一早更新世洪积岩系戈壁扇锥带一中更新世冲积岩系沙漠

扇坪带一晚更新世湖积岩系石盐潍坪带一全新世变质岩系硝酸盐沉陷带
�

从地球卫星的遥感影象资料分析
，

乌尊布拉克盆地其走向沿 ��� 向延展
，

长约 �����
，

宽约 ���� �其盐湖区即是地堑的中央坳陷呈锯齿状延展
，

整体走向与盆地走向一致
�

乌尊布

拉克盐湖的水量补给来源主要依靠浅山漫流及其潜水渗流
，

由于周边山系狭窄和山前戈壁沙

漠分布广大
，

天然降水已对盐湖水位的影响不大
，

盐滩晶间卤水一般埋深 �
�

�一 �
�

��
，

中央次

生沉陷带的浅水水位深约 �
�

�一 �
�

�� �中央沉陷带也是乌尊布拉克盐湖中硝酸盐矿物的富集

分布区
�

硝酸盐矿物的形成与大气化学作用以及固氮细菌作用密切相关
，

由此表明乌尊布拉克

盆地的中居断陷深部切穿了有机质沉积层
，

并且受到大气核爆沉降区的影响
，

这些方面都是盐

湖中心卤水发生变质的迭加因素
，

这在乌尊布拉克盐湖成盐演化及卤水变质作用的研究中应

引起注意
�

�� � 七角井盐湖

位于北天山东段
，

是一个菱形山间断陷盆地
，

整体走向近东西向
，

长约 ����
，

宽约 ����
�

七角井盐湖湖表卤水基本干涸
，

晶间卤水的补给主要依赖北面高山的泉线溪流和大气降水
�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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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

乌尊布拉克盐湖地质剖面图

据野外调查
，

七角井盐湖盆地具有挤压型盆地结构的特征
，

盆地南
、

北两侧为古生代沉积岩相

建造的褶皱山系
，

盆地中央有中生代浅海相碎屑岩建造的穿刺构造
�

七角井盆地地质剖面 �见

图 �� 由南住北依次为
�

中生代褶皱岩系中山带一第三纪平缓岩系低山带一第四纪早期洪积岩

系戈壁带一第四纪中期冲积岩系沙滩带一中生代隆起岩系孤丘带一第四纪晚期湖泊岩系盐壳

带一第四纪中期冲积岩系沙滩带一第四纪早期洪积戈壁带一第三纪平缓岩系低山带一中生代

褶皱岩系中山带
�

�
�

� 居延海东部盐湖 �哈登贺少盐湖�

位于东居延海 �苏古诺尔�东南方向约 ����
，

发育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端
�

是一个干涸

的盐岩矿床
，

晶间卤水水位埋深在 �� 以上
，

物质组成由上往下 �见图 �� 依次为
�

活动沙丘一石

�����������

�
������ ��������口������� � ��

天山�北��� �

环哪褥熟
绿头山 七���井

‘

�
� � � �

�
� � �� �

� 卜
�

瞬氦�� �

图 � 七角井盐湖地质剖面图

盐一芒硝一含水泥炭层 �富钾�
�

在水平分异上具有南面是芒硝
、

北面是石盐的分布特征
，

意味

着盐湖 卤水的补给来源是以南面水系为主
�

居延海东部盐湖掩埋在 �� 厚的活动沙漠之下
，

对定位勘探和挖掘采矿造成了很大困难
�

从地球资源观测卫星的遥感影象的解译研究表明
，

居延海东部盐湖总体形态呈椭圆状
，

面积约



图 � 居延海东部盐湖 �哈登贺少盐湖�地质剖面图

为 ����
�

，

属于黑河 一弱水的扇前湖系列
，

是一个次级构造盆地
�

从区域地壳动力学要素分

析
，

居延海东部盐湖盆地是一个右行扭动盆地 �见图 �一��
，

主控断裂走向呈北西向�� ��
�

��
，

次级断裂走向呈北东东向 �������
�北西向主控断裂控制了盐湖盆地的形成

，

北东东向次级断

裂使盐湖盆地发生雁列式位移
�

从盐湖盐层与表层沙丘的接触关系来看
，

居延海东部盐湖的成

盐时期在现代沙漠出现以前便 已形成
，

这对认识西北干旱区的环境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 雅布赖盐湖

位于 巴丹吉林沙漠的东南部
，

发育在雅布赖山的东南缘
，

是一个矩形低洼盆地
，

面积约达

���� “ ，

包括雅布赖盐湖和中泉子盐湖两部分
，

中间被现代沙丘所分割
�

地球资源观测卫星的

遥感解译研究表明
，

雅布赖盐湖盆地的形成受控于北东东向�� ����� 断裂和北西向 �� �����

断裂的共扼剪切作用
，

其运动方式表现为左行扭动 �见图 �一��
·

雅布赖盐湖盆地的南西方是以芒硝沉积为主 �中泉子盐湖�
，

北东方是以石盐沉积为主 �雅

布赖盐湖�
，

其表层多有现代流沙沙垅覆盖 �厚达 �� 左右��见图 �一��
�

覆盖砂层剥离后
，

盐岩

表层平整光滑
，

即意味着盐湖成盐干涸以后才被流沙所掩埋 说明这一地区的气候环境是 日趋

干旱的
�

��



雅布赖 兀��

图 � 雅布赖盐湖地质剖面图

�
�

� 合同察汗淖盐湖

位于毛乌素沙漠的北部
，

面积约达 ����
�

，

为天然碱沉积盐湖
�

湖表卤水渐趋干涸
，

晶间

卤水埋深约 ��
�

边缘表层天然碱壳上复有 �
�

�一 �
�

�� 厚的沙丘
�

根据地球资源观测卫星遥感影象的解译研究
，

合同察汗淖是毛乌素沙漠湖泊群的一部分
，

其湖区主要受两组剪切断裂系 �� ���� 和 � ����� 的共扼控制
，

其外围还发育有较早北西西向

断裂 〔见图 ��
�

由于这些断裂网络的存在
，

合同察汗淖及其湖泊群的潜水之间都有相互沟通的

地下渠道 �隐伏的富水带�
，

这对评价毛乌素沙漠中湖泊群 �碱湖�盐类资源的动态储量有着重

要意义
�

另外
，

根据在合同察汗淖碱矿采掘区的观察
，

厚层天然碱矿层之间有多层微薄 �厚约 �
�

�

一 �
�

���层状的黄沙 并 巨碱矿层面平整光滑
�

说明天然碱沉积过程中曾发生多次间断
，

这对

研究区域气候波动变化历程是十分重要的
�

从毛乌素沙漠湖泊群与外围水系流网的关系表明
，

合同察汉淖及湖泊群的形成是鄂尔多

斯地台在晚新生代晚期发生微弱抬升的结果
，

导致湖泊群的古水系产生高程袭夺
，

如秃尾河
、

榆林河
、

海流兔河
、

纳林河等就属于袭夺河演变而来

�
�

盐湖盆地的结构

蒙新高原盐湖的地质层序和构成条件表明
，

盐湖盆地的形成不是同模式
，

而是不同地区的

��



图 � 毛乌素沙漠北部湖泊群展布图

盐湖盆地有其不同的特征
�

由于盆地的动力学成因不同
，

也会对成盐成矿发生构造影响
，

以致

盆地中蕴藏的矿产各有特色���
�

根据大陆盆地动力学的分析
，

其形成的力学结构类型主要有以

下几种① 挤压型
、

拉张型
、

扭动型
�

�
�

� 挤压型盐湖盆地

从考察区盐湖盆地采集的地质资料和地球观测卫星遥感影象分析研究表明
，

玛纳斯盆地
、

艾比湖盆地
、

七角井盆地等均属挤压型盆地
�

这些挤压型盆地是大型断陷盆地中的边缘次级盆

地
�

如玛纳斯盆地是准噶尔盆地的边缘次级盆地
�

艾比湖盆地是一种峡谷盆地
，

实质是巴尔喀

什一阿拉湖盆地 �哈萨克斯坦�与准噶尔盆地之间的过度型次级盆地
�

七角井盆地也是一种边

缘型次级盆地
，

它是吐哈 �吐鲁番一哈密�盆地的北部边缘型次级盆地
�

根据综合分析
，

这些挤压型盆地具有共同的征特
�

盆地边缘出系挤压强烈 盆地中轴线上

形成次级挤压褶皱或小型隆起
，

并有错滑断裂的发育 �见图 �
、

�
、

�� �盆地中次级褶皱或隆起的

核部地层时代一般较老
，

是盐湖盆地的基底 �新生代早期�地层
，

甚至还会形成盆地内两个 �或

两个以
�

匕 不同部位的沉积中心
，

如玛纳斯盆地中有两个至三个次级沉降中心一玛纳斯湖和艾

里克湖 �北湖
、

南湖�� 七角井盆地中有两个沉降中心一七角井东
、

西盐湖等
�

挤压型盐湖盆地的地质结构和构造形式对研究盐类矿产资源的形成和晶间卤水的动态分

析是十分有价值的
�

按照挤庄型盐湖盆地的地球动力学机制分析 这种类型的盐湖具有丰富的

深部水力联系
，

在一定条件下可与湖表卤水或晶间卤水相沟通
，

引起卤水演化过程中出现兑卤

现象
�

导致 卤水在不同的演化阶段存在双向变质 �前进变质和后退变质�的迭加作用 对盐湖资

源的开采及远景储量计算有很大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挤压型盐湖盆地的展布位置处于断陷盆地的边缘次级盆地或褶皱山系的边缘

次级盆地
，

盆地地层组成和沉积建造具有二元结构特征
�

由于盆地水平地层中迭加有穿刺构造

① 许靖华 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西宁�的学术讲座 个人记录 ����
�

�



作用
，

有可能使早新生代的盆系建造和盆丘构造超复在第四幻湖相沉积之上
，

对现代盐类沉积

作用的扰动较大
，

扩充了现代成盐物质的来源
，

而且对卤水的变质也有重要影响
�

另外
，

由于边缘挤压型盆地导致盆地组成物质出现时空和相态等方面的超越
，

它对研究环

境演化方面的意义亦是十分重要的
，

如赛里木湖
、

巴里坤湖等
�

�
�

� 拉张型盐湖盆地

根据野外考察和地球观测卫星遥感影象的综合分析
，

苛苛苏盆地
、

乌尊布拉克盆地
、

艾丁

湖盆地等均属于拉张型盆地
�

苛苛苏盆地是准噶尔盆地的山前次级盆地
，

乌尊布拉克盆地是东

天山南支山系库鲁塔格山前次级盆地
，

艾丁湖盆地是天山北支博格达山山前次级盆地 �吐哈盆

地是一级盆地�等
�

由此表明
，

这些拉张型盐湖盆地均是山前次级盆地
，

它们一般是大型断陷盆

地的派生盆地
，

主要受断陷盆地的继承性构造活动作用的控制
�

综合分析表明
，

这些拉张型盆地具有的共同特征是
，

山系前缘拉张强烈
，

盆地中轴线是沉

降最大的部位 �见图 �
、

��
，

也是盆地沉积建造中时代最新地质营力作用最活跃的地方
�

由于受

新构造运动作用力的不同影响
，

有些拉张型盆地仅表现为山前凹陷堆积 �如苛苛苏盐湖盆地�
，

有些表现为对称式沉积形式 �如艾丁湖盐湖盆地�
，

还有些表现为正在活动和正在发展的地堑

构造沉积建造 �如乌尊布拉克盐湖盆地�
�

拉张型盐湖盆地的地质构造形式
，

对研究盐系地层的沉积层序和成盐物质来源的历史分

析有着重要意义
�

按照拉张型盐湖盆地的地球动力机制分祈
，

山前盆地其内部拉张以后表现为

侧向拉张
，

后生沉积物使由山前边缘地带向断陷中心依次单向迭置
，

沉积物受重力作用发生分

异现象 �如苛苛苏盐湖盆地等�
�如受到对称拉张作用的影响

，

后生沉积物便出现由两侧向中央

依次双向迭置的层序 �如艾丁湖盐湖盆地��如拉张现象持续作用
，

就会在后生沉积物中产生再

次凹陷 �如乌尊拉克盐湖盆地等�
�

拉张作用还可以使深部封闭地层转变为开放环境
，

导致深部

与表层的物质交换及固液相反应的发生
，

女压乌尊布拉克盐湖石盐壳中央的硝酸盐带
，

正是处于

最新凹陷带中 �见图 ���而且硝酸盐的形成就是由于拉张作用导致深部有机层的分解并沿开

放通道上升
，

继而与盐壳晶间卤水发生反应所形成的 并受到大气化学作用的影响
�

综上所述 拉张型盐湖盆地的展布位置均处于褶皱山系的山前次级盆地
，

盆地地层组成和

沉积建造具有单向结构或双向结构特征
�

由于盆地拉张作用的表现形式不同
，

分别控制了盆地

内部地质结构的形成和物质演化
，

尤其对一些特殊盐类矿物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拉张型盐湖

盆地也具有阶梯状水力联系 由于这种地质结构能够具备
“

盐筛效应
”

川
，

故而对盐湖成盐作用

和晶间卤水的演化有重要新意
�

另外
，

由于山前拉张型盆地的沉降中心往往受张应力作用所控制
，

常常形成开放或半开放

系统
，

是沟通深层物质交换的良好环境
，

也易使一些喜盐碱细菌活化
，

导致生物作用参与成盐

过程
，

它对研究盐湖成盐物质演化及新型盐类沉积等方面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
�

� 扭动型盐湖盆地

根据考察资料和地球观察卫星遥感影象综合分析研究表明
，

居延海东部盐湖盆地
、

雅布赖

盐湖盆地
、

合同察汗淖盐湖盆地等均属于扭动型盐湖盆地
�

居延海东部盐湖处于阿拉善盆地的

西北部
�

是其扇前湖泊盆地的次级盆地
�

雅布赖盐湖盆地处于阿拉善盆地的中南部
，

是其古河

道扇缘的次级盆地
�

合同察汗淖盐湖盆地处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中东部 是其缓慢抬升袭夺的回

流扇坪的次级盆地
�

综合分析表明
，

这些扭动型盆地具有的共同特征是
�凹陷深度较小

，

现代湖泊沉积厚度也

较小
，

与沉积厚度相比其水平展布较大
，

形成浅而宽的盐坪岩系沉积建造
�盆地内部扭动断裂

��



发育
，

主干断裂大多受区域断裂线的控制
，

盆地 �湖区�中心住住派生共扼剪切断裂带 �见图 �
、

�
、

��
�

从扭动型盆地断裂系的发生时间来看
，

主干断裂系控制这些次级盆地的形成时期及分布

位置 派生剪切断裂系对次级盆地内盐系地层的变形变质有重要的影响
�

扭动型盐湖盆地的地质结构和构造形式
，

对研究盐类矿物成分变质作用和后期改造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

按照扭动型盐湖盆地的地球动力学机制分析
，

这些次级盐湖盆地的垂向运动表

现得不太显著
，

多呈现为
“

浅水盐盘
”
巨�〕结构

，

盘状沉积的甲心主要受盆地派生断裂网络造成的

低洼部位的影响
�

由于这种平缓盘状湖泊景观的造就
，

住住容易被后期沙漠所掩盖
，

在采矿业

中亦称为
“

沙漠掩盖的古盐湖矿床
”

�与沙下湖或沙下盐湖在概念上有所区别�
�

而且盘状盐湖

盆地的扭动形式受大型沉积盆地的控制
，

扭动方向与其保持一致
�

阿拉善盆地西北部的居延海

东部次级盐湖盆地的扭动方向为右行
，

阿拉善盆地东南部的雅布赖次级盐湖盆地的扭动方向

为左行
，

因阿拉善盆地受横亘中央的阿拉善弧的影响
，

其两侧地块的运动互为逆向
，

其弧前盆

地和弧后盆地的扭动方向互为映射关系
�

鄂尔多斯盆地中东部的合同察汗淖盐湖群
，

其盐湖次

级盆地均受共扼断裂系的控制
，

其总体扭动方向为右行
，

与鄂尔多斯地块在第四纪以来的扭动

方向���相一致
�

综上所述
，

扭动型盐湖盆地的展布处于大型沉积盆地基底之上
，

垂直运动不明显
，

次级盐

湖盆地沉积中心受派生剪切断裂网络的控制
，

其运动方向与区域地块 �古沉积盆地�作用的方

式保持联系
�

由此可见
，

扭动型盐湖盆地的形成及演化是古沉积盆地在晚新生代以来的后期改

造过程
，

也是古沉积盆地构造活化的缩影
�

这些古沉积盆地现在多为沙漠分布区
，

如阿拉善盆

地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 鄂尔多斯盆地的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等
�

而且次级盐湖

盆地在成盐之后多被沙漠所覆盖
，

也有少数盐湖尚残留少量湖表卤水 �近饱和 卤水�
，

其水量来

源仅依靠沙下渗流的补给
�

故而这些扭动型盐湖盆地对研究干旱区沙漠地带的环境变迁具有

重大价值
�

另外
，

由于扭动型盆地的断裂活动一直可以延续到盐湖成盐之后
，

对盐类矿床的变形变质

和动力成岩成矿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

它的扭动方式及其展布范围对沙漠区寻找隐伏盐类矿床

以及预测成矿地段也有指导意义
，

值得在找矿勘察和地质普查中推广运用
�

�
�

讨论

在中国大陆的盐湖分布区中
，

蒙新高原盐湖区占其总面积的 ���以上
，

它的盐类资源开发

在区域经济调配和边疆地区生产力发展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

由于干旱
、

沙漠
、

盐湖三位一体的

景观构型
，

使盐湖矿床大多处于隐伏及半隐伏的状态
，

给正确评价盐类矿物及卤水资源开发造

成一定的盲 目性
�

通过盐湖盆地地球动力学的分析
，

深入认识盐类沉积的赋存状态和成盐盆地

的地质结构
，

寻找隐伏盐岩矿体和地下卤水资源
，

并对盐湖盆地的地质演化和成盐盆地的地质

分形研究等都有积极意义
�

以往对盐湖的分类着重于水化学及卤水演化方面的依据
，

对成盐盆

地的地质结构及环境演变往往重视不够
，

本文拟用地球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去认识盐湖盆地的

结构及其成盐成矿演化
，

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思路
，

并待取得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
�

参加野外考察的有王政存处长
、

郑喜玉研究员
，

并得到陈克造研究 员的大 力支持
，

谨表谢忱
�

本文是考察

成果的一部分
，

其他研究成果将 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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