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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碱矿床地质特征'成因及成矿预测
"""以安棚碱矿床为例

陈建立
!

%>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郑州
(J$$$$

#

!>

河南省第一地质勘查院"郑州
(J$$$$

$

摘要!

!

以安棚天然碱矿为例%通过分析泌阳凹陷天然碱矿的地质特征&底面构造特征&矿石特征%

论述天然碱矿成矿地质条件&矿床成因%对天然碱矿进行了成矿预测'指出凹陷内安店次凹和程

店次凹可能会有天然碱矿"南阳凹陷的汉冢&桐寨铺次级凹陷可能会存在碱矿%碱卤水层物质来源

具有深源性"提出了钾&锂等矿床的勘查方向'

关键词!

!

泌阳凹陷碱矿床"安棚碱矿"地质特征"矿床成因"成矿预测"天然碱"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

FG%#

"

FG%&>!%

!

文献标识码!

!

H

$

!

引言

泌阳凹陷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赋存有石油&碱

矿&芒硝矿&石膏矿等重要矿产%是典型的聚宝盆'

而其中的吴城碱矿&安棚碱矿的勘查与开发更成就

了,中国天然碱都-之名'泌阳凹陷中的天然碱矿属

古代天然碱矿)

%

*

%其规模仅次于美国绿河碱矿%且品

位高&质量优'笔者自
!$$J

年以来勘查和研究河南

省中新生代盆地特别是泌阳凹陷天然碱&油页岩&钾

岩&岩盐等%发现吴城盆地较小%吴城碱矿赋存于盆

地仅有的一个中心凹陷"而泌阳凹陷较大%有数个次

级凹陷%目前仅安棚次凹中发现了碱矿'因此%研究

安棚碱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成因%将有助于在整个泌

阳凹陷中进行成矿预测%以发现更多的矿床'

%

!

泌阳凹陷地质概况

泌阳凹陷是南襄盆地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位

于唐河&泌阳&桐柏
#

个县之间%东部及南部为桐柏

山%北部为社旗凸起%西隔唐河低隆起与南阳凹陷毗

邻%面积约
%$$$VD

!

'

?`

向内乡+桐柏断裂及

??B

向栗园+泌阳断裂控制了泌阳凹陷从晚白垩

世到古近纪的沉积%凹陷东南深且沉降迅速%西北浅

而沉降相对较缓%形成了断陷式的箕形凹陷#图
%

%

图
!

$'凹陷各时期底面总体呈北高南低%倾斜度北

缓南陡%约
(o

"

%!o

'天然碱矿形成于凹陷内各时期

沉积中心小面积的次级凹陷%如安棚碱矿赋存于安

棚+毕冲次凹%面积
%$

多
VD

!

)

%!

*

%目前提交的天然

碱矿#包括在它南部最新勘查的曹庄碱矿$资源储量

"

%>%$I%$

"

,

'在泌阳凹陷其他部位分布的安店&

程店等次级凹陷以及与之相邻的南阳盆地中是否也

可形成天然碱矿. 通过近年的勘查&研究认为%整个

泌阳凹陷内的次级凹陷具备相同的成矿地质条件%

可能形成天然碱矿等'

!

!

泌阳凹陷地质特征

!"#

!

周缘地层

泌阳凹陷周缘地层主要为!

$

中元古界大河群%

主要岩性为混合片麻岩及大理岩类"

%

中元古界龟

山组%主要岩性为片岩&变粒岩类"

&

下古生界二郎

坪群刘山岩组#

FE

%

4

$&张家大庄组#

FE

%

N

$和大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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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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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O

新近系尹庄组"

!>

古近系廖庄组"

#>

古近系核桃园组三段"

(>

古近系核桃园组二段"

J>

古近系核桃园组一段上

部"

G>

古近系核桃园组一段下部"

'>

古近系大仓房租"

">

古近系玉皇顶组"

&>

浅湖白云岩砂泥岩相"

%$>

含碱层位"

%%>

钻井编

号及井深(
D

"

%!>

地层界线"

%#>

实测及推测断层

图
!

!

泌阳凹陷区域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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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系"

!>

新近系尹庄组"

#>

古近系核桃园组三段 廖庄组砂岩&砂质泥岩"

(>

泥盆系南湾组变粒

岩&浅粒岩等"

J>

下古生界刘山岩组变凝灰岩&变细碧岩&变角斑岩"

G>

大栗树组细碧岩夹角斑岩

等"

'>

歪头山组二云片岩系&变粒岩&大理岩等"

">

张家大庄组细碧角斑岩系&变粒岩&大理岩等"

&>

中元古界龟山组斜长角闪片岩&二云石英片岩等"

%$>

中元古界大河组变粒岩&斜长角闪岩"

%%>

太古界桐柏山群混合岩"

%!>

燕山晚期黑云花岗岩"

%#>

华力西早期黑云母花岗岩"

%(>

华力西

期超基性岩"

%J>

断裂"

%G>

岩层片理片麻理产状"

%'>

倒转岩层内的片理&片麻理产状"

%">

布格重

力等值线"

%&>

施工钻井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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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FE

%

.

$%主要岩性为变细碧岩 变角斑岩&云英片

岩&变粒岩"

-

泥盆系南湾组#

T(

$%主要岩性为变粒

岩&云母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变粒岩夹大理岩

等#图
!

$'

!"!

!

凹陷内地层

泌阳凹陷形成于中新生代%根据详细的地震资料

和大量的钻井&录井和地球物理测井资料%基本确立

了凹陷内沉积地层层序#图
%

%图
!

$'基底为上白垩

统%零星出露于凹陷东北缘%主要岩性为浅红色厚层

砾岩&紫红色含砾砂岩夹灰白色砂砾岩&薄层砾岩透

镜体"凹陷的沉积主体自下而上为古近系玉皇顶组

#

B

%

!0

$&大仓房组#

B

!

!

.

$&核桃园组#

B

#

!

&

$&廖庄组

#

B

#

4

$%各时期沉积中心基本叠合%最大沉积厚度

"$$$D

"上部覆盖新近系凤凰镇组和第四系平原组%

分布于盆地浅部%覆盖了盆地内的大部基岩'

主要赋矿地层古近系#

B

$特征如下#图
#

$!

图
$

!

泌阳凹陷新生代地层综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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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皇顶组!整合覆盖于胡岗组之上%主要岩

性为棕红色砾岩与砂砾岩互层%夹钙泥质粉砂岩&砂

质泥岩'

#

!

$大仓房组!岩性为厚层棕红色砂砾岩&粉细

砂岩与棕红色夹紫红色泥岩&薄层石膏呈不等厚互

层%泥岩中含砂及少量石膏团块'

#

#

$核桃园组!为天然碱矿&芒硝&油页岩&石油

的主要赋存层位%主要岩性为深灰&灰&灰绿色砂 泥

岩&白云岩%沉积剖面显示粗 细 粗的特点'在湖盆

边缘地带发育有多种类型的三角洲%沉积了很厚的

砂岩&砾岩%构成粗粒碎屑沉积"但在凹陷中心安棚

+毕冲一带%沉积物明显变细%发育白云岩系%内部

有油页岩&碱岩层'沉积中心厚度在
#$$$D

以上'

自下而上分为
#

个岩性段'

核一段#

B

#

!

&

%

$!主要岩性为深灰色泥岩&白云质

泥岩&泥质白云岩&页岩及薄层粉细砂层岩'在凹陷

中心较深湖区沉积了厚达
%J$$D

以上的深灰色泥

岩&白云质泥岩&泥质白云岩&页岩及薄层粉细砂层

岩%在白云岩系中发育多层碱岩%由密集的纹层状到

单层碱层%厚
#>G$D

%有液体碱层的存在"而湖盆边

缘各类三角洲砂岩体沉积构成砂岩与泥岩互层%是

凹陷的主要生&储油层段'

核二段#

B

#

!

&

!

$!岩性主要为深灰&灰&褐灰色泥

岩&白云质泥岩与泥质白云岩互层%夹浅灰色薄层粉

砂岩'在该段的下部和中部白云岩系中夹薄层碱%

单碱层最大厚度为
!>($D

%一般厚
#

%D

%并有多层

液体碱层'

核三段#

B

#

!

&

#

$!主要岩性为灰 灰绿色泥岩&泥

质粉砂岩夹泥质 粉砂质白云岩及灰绿色钙质页岩&

劣质油页岩%主要沉积在凹陷沉积中心"在地层边部

发育多种类型三角洲和河流 洪积砂岩&砾岩'

#

(

$廖庄组!下段为棕红色含砾砂岩&砂岩与棕

红&紫红&灰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互层%属河流 洪

积平原沉积%最大沉积厚度
'!$D

"上段以灰绿色泥

膏岩与紫红色泥膏岩和泥岩互层%其中石膏呈纤维

层状和团块状'

!"$

!

构造

?`

向的唐河+栗园断裂和
??B

向的泌阳+

栗园断裂是泌阳凹陷发育演化最重要的基底断裂

#图
%

%图
(

$'唐河+栗园断裂是华北陆块与扬子陆

块主缝合带#西峡+桐柏+商城断裂带$后期局部负

反转而成%具有深源性和复杂性"该断裂为泌阳凹陷

南缘的边界大断裂%走向
?``

%

?

倾%延伸长
##

VD

%自西而东断距逐渐变大%最大达
"$$$D

以上"

断面倾角上陡下缓%平面上呈凹向盆地的弧形'栗

园+泌阳断裂为盆地东缘的边界大断裂%走向由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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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核二段底面构造及成矿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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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河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

%>

地震等深线(
D

"

!>

实测及推测断层"

#>

见碱矿钻井及编号"

(>

油田施工钻井及编号"

J>

查明碱矿分布范围"

G>

油田分布范围

段的
??B

向转为
?BB

向%倾向
?`

%延伸长
#%

VD

%最大断距在南段达
"$$$D

以上"断层倾角上

缓下陡%平面上呈弧形延伸'南部的唐河+栗园断

裂&东部的泌阳+栗园断裂以及隐伏的古城+毕店

+安棚走滑构造带控制着泌阳凹陷的构造演化和构

造样式%依此将泌阳凹陷划分为南部陡坡构造带&东

部陡坡构造带&中央凹陷带&北部缓坡构造带'

#

!

碱矿床地质特征

$"#

!

含矿段基本特征

#

%

$含矿层位'安棚碱矿层#包括其南部矿区$

赋存于泌阳凹陷东南部的深凹陷区安棚+毕冲次凹

核桃园组%主要为核三段的上部和核二段中&下部%

长轴
?BC@̀

向展布%在查明的面积
"

!$VD

! 范围

内分布着
%$

余层碱层'

#

!

$碱层的产状&规模及展布'碱矿分为固体碱

层和液体碱层两类'固体碱层一般呈层状&似层状&

纹层状&条带状&团块状&透镜状或脉状"矿层与岩层

产状一致%倾角
(o

"

%!o

%由密集纹层状到单层厚达

#>GD

"主要分布在核二段&核三段%矿层在凹陷中

部厚&边部薄%南部厚&北部薄'液体碱层在矿区西

部的少数几个钻井中发现
#

层%控制程度差%厚
J

"

'D

%

延伸程度不详"矿化度最高

!$"

5

(

W

%

'>JD

# 碱卤水可

制取
%,

纯碱"伴生钾&锂

等%可工业制取'

#

#

$含矿岩石'含矿岩

石主要为白云岩系&油页

岩&碱矿层'

白云岩系'砂质泥晶

白云岩&含泥质泥晶白云

岩&泥质白云岩&砂质白云

岩及含沸石白云岩%自上而

下白云岩逐渐增多%颜色逐

渐加深至深褐色%石油&黄

铁矿&有机质&次生方解石&

石膏以及盐类矿物充填于

岩石的溶孔&溶洞或裂隙

中'在碱层的白云岩及其

围岩中有零星的或呈菊花

状排列的碳钠钙石%含量为

JL

左右"方沸石和钠沸石

与含碱的白云岩关系密切%靠近碱层%沸石含量增

加%最高含量达
#$L

%构成含沸石的白云岩'沸石

类矿物常产于盐&碱环境中%有重要的指相意义)

#

*

'

碱矿层'主要由重碳钠盐#

?7\)K

#

$和碳氢钠

石#

?7

!

)K

#

0

#?7\)K

#

$组成%含少量碳钠钙石'

碱矿可分为两种矿石类型!重碳钠盐碱矿和碳氢钠

石碱矿'两种矿石可单独形成碱矿层%也可共生形

成碱矿层'碱矿层颜色为灰&灰褐&深褐色%结晶粒

状结构%块状构造%呈团块状&星散状分布'碱矿层

的顶&底板大多为白云岩%少数为油页岩或泥岩'

$"!

!

矿石特征

#>!>%

!

矿石的矿物成分

通过对碱矿石的薄片鉴定&

d

射线衍射&差热分

析&红外光谱分析&化学分析等资料的研究%矿区天

然碱矿的主要矿物成分有重碳钠盐和少量天然碱&

碳氢钠石%还有碳钠钙石&方沸石&钠沸石&硅硼钠

石&石膏&黄铁矿以及钙芒硝等自生矿物和大量陆源

碎屑矿物'矿物组合比较简单%主要矿物特征如下'

#

%

$重碳钠盐#

?7\)K

#

$'

单斜晶系%呈浅棕或棕褐色%中细晶结构%玻璃

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
!>J

左右%比重
!>!

"

!>!!

'

具碱味%溶于水%在
JL

稀盐酸中溶解并释放
)K

!

气

G&#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体%其溶液静放晶出漏斗状石盐晶骸'重碳钠盐是

构成碱矿层的主要矿物之一%常构成单矿物岩'有

重结晶现象%使内部纹理和围岩纹理受到挤压&穿

刺'多呈层状&透镜状产出%亦有呈团块状&结核状%

结核周围有黄铁矿圆球及条带集合体'其围岩为白

云岩&白云质泥岩或泥质白云岩&油页岩'

#

!

$天然碱#

?7

!

)K

#

0

?7\)K

#

0

!\

!

K

$'

天然碱矿物属单斜晶系%晶体#

$%$

$呈板状或沿

E

轴延长呈细柱状&叶片状'粒径!细粒
#

$>JDD

%

一般
$>!

"

%$DD

%个别
#

"

';D

'集合体具板状&

纤维状&放射状'颜色为蜡黄 浅黄色%少数呈白色%

含有机质者呈深棕色'硬度
!

"

#

#实测显微硬度
J#

"

'!V

5

(

DD

!

$%比重
!>%(

左右'加酸起泡强烈%溶

于水%有碱味'碎屑水浸溶解速度较慢%

#D.+

后边

缘变浑圆状%后重结晶为放射状&斜十字小晶体%进

而发育为羽毛状聚晶'

天然碱集合体构成厚薄不一的层状&似层状&透

镜状&团块状'不显层理%只在较厚层时可见到纹

理'常有泥岩夹层%且与氯碳钠镁岩&碳钠钙岩&油

页岩&重碳钠岩等组成韵律互层%或后者呈晶线晶洞

的充填物%或者互相穿插&包裹&镶嵌'

共生矿物有岩盐&碳钠钙石&氯碳钠镁石&重碳

钠盐&白云石&菱镁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等'薄层天

然碱通常是不纯的'天然碱还经常脱水而使表面产

生疏松土状白色粉末'

#

#

$碳氢钠石#

?7

!

)K

#

0

#?7\)K

#

$'

碳氢钠石属三斜晶系%呈淡褐色%中 粗晶结构%

晶体长
%

"

#;D

%宽
$>%

"

%;D

%柱状&板状晶'玻璃

光泽%断口不平或贝壳状%硬度
!>J

"

#

%比重
!>#%

"

!>#(

'具碱味%溶于水%在冷水中棱角状碎屑颗粒迅

速变成次圆状%并析出大量重碳钠盐%其溶解速度是

天然碱的
!

倍%是重碳钠盐的
#

倍多'

在
JL

稀盐酸中溶解%并释放
)K

!

气体%其溶液

静放晶出石盐晶骸'常见的次生变化是%新鲜的碳

氢钠石受空气中的水解作用%其表面形成一层白色

或灰白色薄膜+++重碳钠盐%被溶解流失的为其中

的
?7

!

)K

#

'

#>!>!

!

矿石的化学成分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为
?7\)K

#

%

?7

!

)K

#

%水不

溶物%少量
@K

!l

(

%

)7

!O

%

9

5

!O

%

M3

!

)K

#

%

[

O

%

@-K

%

Y

!

K

J

及
Y-

l

%

Z

l

%

)%

l等%稀有元素含量甚微'

矿 层 中
?7\)K

#

含 量 高 于
?7

!

)K

#

%

!

#

?7\)K

#

$

N%!>"JL

"

G%>J#L

%平均
#$>#"L

"

!

#

?7

!

)K

#

$

N#>!!L

"

(%>JJL

%平均
%J>J%L

"

表
#

!

主要天然碱矿层的有害组分

R7/43%

!

i+U7̂*-7/43;*+1,.,03+,1.+

,<3D7

b

*--*+7*-347

6

3-1

矿层号
平均

!

Y

(

L

?7)4 ?7

!

@K

(

M3

!

K

#

( $>J( $>$# $>$G$

J $>"! $>%J $>$%%

'$ $>%% $>$J $>$$(

' $>%' $>%! $>$!%

" $>J( $>%$ $>$$J

& $>!' $>%$ $>$%J

%$ $>%J $>$" $>$%$

%% $>%# $>$& $>$#$

!

#

?7\)K

#

O?7

!

)K

#

$

N%&>GJL

"

"G>J%L

%平均

(J>!'L

'

矿石中除主要有用组分外%其他元素含量均很

低%暂不能利用'如
!

#

Z

l

$

N$

"

$>$%L

%

!

#

Y-

l

$一

般
#

$>$$%L

%

!

#

Y

!

K

#

$

N$

"

$>!!L

%

!

#

[

O

$

N

$>$%L

"

$>%%L

%

!

#

W.

O

$

N$

"

$>$$%%L

'

有害组分主要为
?7

!

@K

(

%

?7)4

和
M3

!

K

#

#表

%

$'

!

#

?7)4

$

N$>%!L

"

$>"!L

%个别层位更高%自

矿区北部至南部逐渐增高%呈现出随着碱矿层埋深

增大而质量分数逐渐增高的规律"

!

#

?7

!

@K

(

$

N

$>$#L

"

$>%JL

%含量较低"

!

#

M3

!

K

#

$

N$>$$(L

"

$>$G$L

%含量甚微%对工业生产和食用没有影响'

$"$

!

围岩和夹石

碱矿层的围岩主要为油页岩&泥质白云岩和白

云质泥岩%部分为含碳钠钙石白云岩&粉砂质白云

岩'矿层与围岩的接触关系清晰'

碱矿层的夹石主要为泥质白云岩&油页岩'夹

石与矿层界面清晰%呈层状&似层状或纹层状分布于

矿层中间'

(

!

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成因探讨

%"#

!

沉积环境分析

沉积岩石组合特征和构造特征能综合反映出其

沉积环境的变化'廖庄组反映出湖盆全面下沉初期

干旱氧化的古气候&浅湖 半咸湖相为主的沉积环

境'核一段%湖盆不断扩大%面积
J$$VD

!

%水体逐

渐加深"核二段%湖盆由持续稳定下沉逐渐转为缓慢

上升%湖水变浅%开始湖盆蒸发浓缩咸化阶段"中部

'&#

第
!"

卷
!

第
#

期 陈建立!泌阳凹陷碱矿床地质特征&成因及成矿预测+++以安棚碱矿床为例



表
!

!

泌阳凹陷周缘$南'东部%岩石
!

$

?7

!

K

%

R7/43!

!

R<3!

$

?7

!

K

%

*U-*;V7,1*0,<3-+7+8

371,3-+D7-

5

.+1*UY.

6

7+

5

83

A

-311.*+

岩石名称
!

#

?7

!

K

$(

L

备注

片岩&片麻岩类
!>JG

"

(>J"

混合岩
(>!J

"

G>$J

黑云母花岗岩
(>%(

"

J>("

细
碧
角
斑
岩
系

细碧岩
#>(

"

J>"

细碧玢岩
J>'

"

G>G!

角斑岩
(>(#

"

G>G(

石英角斑岩
#>#"

"

J>&#

透闪 阳起角斑岩
J>$(

"

G>%(

细碧角斑岩
J>$

"

">%

出露面积
"

%J$VD

!

!!

白云岩不甚发育%说明此时水质发生淡化%

在湖盆边缘有多种类型三角洲沉积的砂岩&砂砾岩%

并向湖盆中心延伸"核三段%湖盆持续上升%湖水变

浅%以湖盆萎缩滨湖相沉积为主要阶段%湖盆边缘则

为三角洲和河流 洪积环境'至廖庄组时期%湖盆进

一步上升&萎缩%湖水变浅%时而露出水面%系湖盆消

亡期%沉积中心向
?B

向边缘断裂一侧下降盘偏移"

早期属河流 洪积平原沉积%晚期属盐湖沉积%末期

全面遭受剥蚀%凹陷残留面积为
#(GVD

!

'

%"!

!

矿床成因

(>!>%

!

丰富的物质来源

盐类矿床物质来源具有多源性%尤其是陆相 化

学岩型盐类矿床更是如此)

(J

*

'泌阳凹陷天然碱矿

物质来源也有表源和深源两种'

#

%

$盆地周缘隆起区是主要的物源区+++表源'

泌阳凹陷南部和东部古隆起区分布着大面积的

太古界&中元古界及下古生界和多期岩浆岩&火山岩

#图
!

$%它们含有丰富的钠质#表
!

$%其
?7

!

K

含量

比岩浆岩的平均值高出
!$L

左右%而一般沉积岩的

!

#

?7

!

K

$仅为
%>%#L

"

[

!

K

也很丰富"较多分布的

基性&超基性岩成为镁的供给区#含镁
%!L

"

($L

$"雨水和风化作用在周围的酸性岩石中捕获了

溶质供给湖盆%如
[

O

%

?7

O

%

)7

!O

%

9

5

!O

%

)4

l

%

@K

!l

(

%

\)K

l

#

等%但 主 要 为
?7

O

%

9

5

!O

%

@K

!l

(

%

\)K

l

#

%它们或是碱矿物的成分%或是在湖盆卤水演

化过程中对碱矿物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

!

$深部物质来源'关于矿床物质的深部来源

研究不足%利用地质构造&重金属和微量元素含量等

对矿床的物质来源进行研究%其深源性)

J

*特征明显'

泌阳凹陷是中&新生代断陷盆地%其发生&发展

严格受南部和东部基岩大断裂的控制%该断裂完全

有可能成为盆地深源物质补给的通道'

一般认为%蒸发岩中微量元素和重金属元素含量

与海水相比高出
%

"

!

个数量级或者更高时%可作为

证明物质深源的标志'由表
#

&表
(

可见%

Y

元素不仅

在核桃园组卤水中含量高#泌
G&

井为
JJ&>""D

5

(

W

%

泌
!

井为
!!'>JD

5

(

W

$%而且岩石#泥质白云岩$及其

提纯黏土中含量亦很高%泌
!

井卤水也加工出硼砂%

还发现水硅硼钠石'这些都说明卤水和岩石中的硼

已高度富集#本区地表水中硼含量仅
">JJD

5

(

W

$'

硼贯穿于地壳物质发展的各个构造旋回和物质总的

循环中%且地壳中不同形式的硼矿化均与硼的统一物

质+++深源挥发组分有关'许多资料表明%硼在海水

和大洋中浓度增高的原因往往与火山活动有关"盐湖

卤水中硼的浓度增高%如果周围没有硼矿床的物质供

给%则往往与深部来源有关'泌阳凹陷周围没有硼矿

床%岩石#各期花岗岩$中
!

#

Y

$仅
$>$%I%$

lG

%大大低

于它的地壳丰度值#

#I%$

lG

"

J$I%$

lG

$%由此推测

本区硼的来源与深部热卤水补给有关'

表
$

!

安棚碱矿卤水及固体矿微量元素组成

R7/43#

!

)*D

A

7-.1*+*UD.;-*C343D3+,;*+,3+,1/3,_33+/-.+37+81*4.8*-3*UH+

A

3+

5

,-*+783

A

*1.,7+8137_7,3-

元素 海水
卤水

泌
!

井 泌
G&

井 安
#

井
安

#

井固体碱 潜江凹陷

Y $>$$$(J $>$!!'

"

$>%( $>$JG $>$$$(%G

"

$>$!G" $>$$G( $>$%

"

$>$!

W. $>$$$$%' $>$$% $>$$$'% $>$$$$$J

"

$>$$$J% $>$$%(J! $>$$J

"

$>$$G

Y- $>$$GJ $>$$$(" $>$$$## $>$$$$!G

"

$>$$$#G" $>$$&J $>$#

"

$>$G

Z $>$$$$$G $>$$$%G( $>$$$!% $>$$$$#'

"

$>$$$"J" $ $>$$$'

"

$>$$%

:/ $>$$$$%! $>$$$G( $>$$$## $>$$$$%!

"

$>$$$$& $>$$! $>$$$##

)1 $>$$$$$$$J $>$$$$% $ $ $ $>$$$##

@- $>$$$"

#

$>$$$! $>$$$%' $>$$$$$"'

"

$>$$$%(# $>$$!J $>$$%(!

[ $>$#" $>%

"

$>! $>$!'J $>$$%!

"

$>$J(# $>$'

"

$>$& $>$%

"

$>!

!

量的单位!

!

Y

(

L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表
%

!

安棚碱矿卤水及固体矿重金属元素组成

R7/43(

!

)*D

A

7-.1*+*U<37̂

6

D3,74;*+,3+,1/3,_33+/3,_33+/-.+37+81*4.8*-3*UH+

A

3+

5

,-*+783

A

*1.,7+8137_7,3-

元素 海水
卤水

泌
!

井 泌
G&

井 安
#

井
安

#

井固体碱

F/ $>$$$$$$$& $ $>$$$##( $ $>$$!%J

9+ $>$$$$$% $>$$$$%"

"

$>$$$$#G $>$$$$# $>$G

"

$>#& $>$%J(

)0 $>$$$$$# $ $>$$$$!% $>%#

"

$>J# $>$$!(J

?. $>$$$$! $ $>$$$%"! $ $>$$%#J

)- $>$$$$$$G $>$$$$$$"

"

$>$$$$$G( $>$$$$$J" $>$$"

"

%>#( $>$$%'J

M3 $>$$$$% $>$$$G

"

$>$$$& $>$$$#( %

"

%!>J $>GJ!J

!

量的单位!

!

Y

(

L

(>!>!

!

有利的古构造和古地势

泌阳凹陷是受
?B

向和近
B`

向两组断裂交汇

形成的拉张性内陆闭流盆地%南部&东部及东北部为

桐柏山系%西北及西部为低隆起的被高山环绕的盆

地%封闭情况较好'盆地沉降及沉积速度快%据统

计%古近系沉积速度为
$>!(DD

%是南阳凹陷的
%>G

倍%为我国地台型沉积速度的
!(

倍%沉积环境十分

稳定'

(>!>#

!

有利的古气候

通过分析古生物孢粉组合%核桃园组沉积时期

为亚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岩石组合特征显示以干

旱为主伴有交替出现的相对湿润的气候环境%这种

蒸发气候有利于盐类矿物的积聚'

泌阳凹陷的构造形态特征决定了它是封闭良好

的内陆湖盆%为天然碱矿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储集

场所"盆地在持续的沉降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封闭性%

且沉积中心始终在泌阳凹陷东南部安棚一带%使盐

类矿物得以长期稳定沉积"干旱 半干旱的气候条件

有利于盐类矿物的富集'富钠的碳酸盐型卤水是生

成碱矿物的物质条件'泌阳凹陷中有机质的分解释

放出大量的
)K

!

%成为卤水中
)K

!

的来源'盆地周

围大面积分布的细碧岩和细碧角斑岩风化剥蚀后%

为卤水增加了大量的钠'在天然碱矿沉积前%活泼

的
9

5

!O

%

)7

!O首先与
)K

!

结合沉积为白云岩%卤水

变为富钠的碳酸盐型卤水%最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

化学反应形成天然碱矿'

J

!

成矿预测

#

%

$天然碱矿赋矿有利区段在泌阳凹陷的次级

凹陷%安棚天然碱矿即赋存于安棚+毕冲次凹中%通

过三维地震对天然碱矿的主要赋矿层位核二段&核

一段底面构造分析%安棚碱矿东南部碱矿层将进一

步延伸#正在勘查的曹庄天然碱矿普查项目已证

实$"在北西部的安店次凹和北部的程店次凹可能会

赋存有天然碱矿'

#

!

$如果天然碱矿的物质来源与深源有关%已查

明的泌阳凹陷中的安棚碱矿&吴城盆地的吴城碱矿

均位于南部深大断裂的北部%那么南阳凹陷内乡+

桐柏断裂两侧具相似构造特征的汉冢&桐寨铺次级

凹陷可能会有碱矿的存在'

#

#

$在矿区西部发现的碱卤水层除含有天然碱

外%还含有钾&锂&硼&锶%对其成因尚不明确'笔者

认为与南部的深大断裂关系密切%其物质来源具有

深源性%与固体碱层成因及控矿因素不同%应加强其

赋存状态的研究%以期发现相应的钾&锂等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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