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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盐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

郑绵平，齐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摘 要：介绍了我国盐湖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自然环境资源概况，提出了加强勘查、制定整体规划、加大科技

投入、注重综合开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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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盐湖是一种咸化水体，通常是指湖水含盐度 F
（K:E=;L）M N’ !O（大于海水平均盐度）的湖泊，也包

括表面卤水干涸、由含盐沉积与晶间卤水组成的干

盐湖（地下卤水湖）。

盐湖中沉积的盐类矿物约达 "## 种。目前，人

类已经从盐湖中大量开采石盐、碱、芒硝和钾、锂、

镁、硼、溴、硝石、石膏和医用淤泥等基本化工、农业、

轻工、冶金、建筑和医疗等重要原料。盐湖中还赋存

着具有工业意义的铷、铯、钨、锶、铀以及氯化钙、菱

镁矿、沸石、锂蒙脱石等资源。

盐湖中还发育有大量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与科学

意义的嗜盐藻、盐卤虫、螺旋藻、轮虫等特异生物资

源和耐旱、耐盐碱基因资源，它们为人类获取蛋白

质、天然食物色素、能源、多种工业—科学材料和净

化环境，为变盐湖为“良田”开拓了良好的前景。同

时盐湖又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医疗淤泥资源。盐湖

卤水的储热特点，已开始用于“ 太阳能盐水池”发

电。

盐湖也是自然环境信息和天然实验室；盐湖还

是“碳沉积池”（E:<C>5 875P8）、“ 自然生物反应器”

（5:*?<; C7><;:)*><8）。盐湖沉积占世界陆表面积相

当大，有大量碳酸盐沉积，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与

人类有关的温室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盐湖国家，据 "### 年最新统计，

我国有盐湖% !##多个，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干旱

和半干旱地区，其边界大致与 !## BB 等降水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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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秦岭以北、大兴安岭—太行山一线以西，包括

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内蒙、陕西、山西、宁夏、河

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均有盐湖分布。

!" 盐湖矿产资源

盐湖是特定自然地理与地质环境的产物，其基

本形成条件是适宜的气候、地形与水盐补给。我国

盐湖发育区在气候、地貌等自然地理条件和地质背

景上千差万别，因而各地形成的盐湖在地貌环境、卤

水成分、盐类资源等方面各具特色。根据这些差别

可将我国盐湖分为四大盐湖分布区，即青藏高原盐

湖区、西北盐湖区、东北盐湖区和东部分散盐湖区

（表 !）。

表 !" 中国盐湖类型及其分布

#$%&’! ()*+’,’ ,$&*+’ &$-’, $+. /&$0$, *+ ()*+$ 1&$,,*2*’. $1134.*+5 63 60/’, 32 7*+’4$& .’/3,*6, 8*6) /36’+6*$& 1377’41*$&
,*5+*2*1$+1’

盐湖区
钾镁盐湖

个数 比率（"）

特种盐湖

个数 比率（"）

普通盐湖（盐、碱、芒硝等）

个数 比率（" ）

硝酸盐 # 石盐湖

个数 比率（"）

合计

个数 比率（"）

（ $）青藏高原盐湖区 % &’ (’ )* +,( +(- + . **, *,- !
（!）西北盐湖区 , **- * + +- * +%, *’- ! ( !’’ +/( +(- *
（"）内蒙 # # 东北盐湖区 + !%- % , ,- / *’+ *,- , . +’( +!- !
（#）东部分散盐湖区 . . . . %, /- * . %,$ %- &
合计 !+ (% (/( ( )(,

注：$未计地下孔隙卤水湖。钾镁盐湖 !（012）’!" ；特种盐湖 "（012）’’- &" 、!（3412）’*’’ 56 . 3、!（7+8*）’! ’’’ 56 . 3。

9: !" 青藏高原盐湖区

平均海拔, ’’’ 5 以上，构成中国地貌上最高

的“一级台阶”。本区盐湖数量多，类型全，矿产丰

富。各类盐湖约 **, 个，总面积约++ ’’’ 95+，占该

区湖泊总面积的近 ! . +。以丰富的钾、硼、锂、镁矿

产而引人注目。

+- !- !: 柴达木盆地盐湖

本区的柴达木盆地为大型山间盆地，海拔在

+ %/’ ; * (’’ 5 左右。盆地中盐湖演化时间长，盐

湖水化学类型以氯化物型和硫酸盐型为主，盐类沉

积厚度大，储量丰富：其中 012 储量达 *- (( 亿吨，

0+<8, 约 &- %( 亿吨（ 折合 012 ,- (& 亿吨），3412 约

!- ( 万吨，7+8* 约 !- %/ 万吨。柴达木盆地盐湖钾、

锂、硼资源有如下特点：（!）钾盐资源丰富，约占全

国盐湖钾资源量的 %’" 。钾盐是我国的急缺矿产，

农业需求量很大，目前每年进口达 &’’ 多万吨。世

界上钾盐主要为固体古盐矿，而我国则以第四纪盐

湖固—液体钾盐矿为主，察尔汗盐湖面积达& (’’
95+ 以上，是一个综合性的钾、硼、锂盐湖矿床，也是

我国主要钾肥生产基地，青海钾盐二期工程投产后

产量为 !&’ 万 = . >。（+）锂资源丰富，资源总量约和

西藏高原盐湖相当，但卤水中镁 . 锂比很高。如东台

吉乃尔、西台吉乃尔、一里坪盐湖均为大型锂、钾盐

湖矿床，察尔汗盐湖亦有巨量锂伴生。高镁 . 锂比卤

水中锂的分离提取成本高，是世界性难题，目前该难

题已有突破，西台吉乃尔盐湖大规模钾、锂、硼综合

开发项目也正在进行之中，计划生产规模为碳酸锂

*- & 万吨、硼酸 *- & 万吨、硫酸钾 !’’ 万吨。（*）镁

盐资源丰富，达数十亿吨之多。作为耐火材料和镁

合金原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石盐、芒硝储量

惊人，石盐达数千亿吨之巨，芒硝亦达数十亿吨。

（&）硼以卤水矿为主，资源总量约为西藏高原的 ! .
*。本区盐湖资源开发历史较长，除上述盐湖外，茶

卡、柯柯、大柴旦、马海、昆特依、察汉斯拉图、大浪滩

和一里沟等也有小规模开发，产品主要有钾肥、石

盐、芒硝、无水芒硝、硼砂、低钠盐、水氯镁石等。本

区开发的外部条件较好，有青藏铁路从察尔汗盐湖

跨越通过，“ 西气东输”管道从柴达木盆地贯穿，电

力资源丰富，交通较为便利，盆地边缘的淡水资源相

当丰富。

+- !- +: 西藏高原盐湖

西藏高原面上的盐湖海拔多在, ’’’ 5 以上，

湖盆地多为断裂控制的规模不一的断陷或断拗盆

地，盐湖小者几平方公里，大者达数百平方公里。一

般成盐时间短，盐层较薄。盐湖水化学类型多为硫

酸盐型、碳酸盐型。西藏盐湖资源表现出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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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卤水型硼矿资源均很丰富，集中了全国 " #
$ 以上硼资源，总量达数千万吨。固体硼矿除硼砂

矿，还有库水硼镁石、多水硼镁石、柱硼镁石矿物等

构成的新类型“ 镁硼矿”硼矿床以及钠硼解石硼矿

床等，品位高（ 富矿品位 %"&$ $’( 左右）、埋藏浅

（可人工露天开采），如扎仓茶卡镁硼矿、秋里南木

硼砂矿、麻米错钠硼解石硼矿、聂耳错镁硼矿等。

（"）锂资源丰富，)*+, 资源量达数千万吨。富锂碳

酸盐型盐湖形成了卤水锂矿与固体锂矿共存的新类

型锂矿床。由于碳酸锂的溶解度特性，有利于利用

太阳池技术直接从卤水中沉淀出碳酸锂工业产品

（盐田混合盐中品位可达 -’(以上），大大降低了工

艺复杂程度和开发成本。此外，西藏盐湖中还蕴藏

有钾、石盐、芒硝、碱、水菱镁矿、石膏等矿产。该区

盐湖数量多，勘查程度低，对盐湖资源总量还不完全

清楚。本区大部分盐湖的交通、能源条件极差，人力

与生活资源供给匮乏，开发的外部条件很差，但一般

淡水丰富，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较好。受外部经济

技术条件限制，本区盐湖只能以经济价值高的锂、硼

为主要开发对象。石盐开采历史悠久，主要供当地

使用。钾、碱、硝等虽然资源丰富，也只能综合利用。

!" !# 西北盐湖区

西北盐湖区位于青藏高原以北、贺兰山以西，包

括新疆塔里木盆地（海拔 .’’ / ! ’’’ 0）、天山盆地

（海拔 "’’ / 1’’ 0）、准噶尔盆地（ 海拔 "’’ / ! 1’’
0）以及阿拉善高原沙漠带（ 海拔! ’’’ / " ’’’ 0）。

该区位于远离海洋的内陆，潮湿气流难以抵达，气候

极端干旱。大型内陆盆地形成了宽广的戈壁、沙漠，

盆地内盐湖多已干涸，仅在盆地与山麓的边缘形成

现代卤水湖。本区盐湖以产石盐、芒硝的“ 普通盐

湖”为主，但在阿拉善西部—罗布泊及玛纳斯湖卤

水含钾镁较高，罗布泊干盐湖面积达"’ ’’’ 20"，是

我国最大的（干）盐湖，3+, 资源量达 $4 1 亿吨，仅次

于察尔汗盐湖，约占全国盐湖钾资源量的 ! # 5，属超

大型钾矿床，目前大规模开发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在罗布泊北缘及天山盆地的吐鲁番—哈密盆地等

处，还发现了分布范围较广的硝酸盐盐湖和裂隙充

填型硝石矿。

!" $# 内蒙—东北盐湖区及东部分散盐湖区

贺兰山以东、秦岭以北的半干旱—半潮湿气候

区，包括内蒙、东北及华北广大地区。除内陆盐湖

外，亦有少量滨海盐湖。本区地质构造较稳定，盐湖

面积小，卤水浅，盐类矿产资源以芒硝、碱、石盐为

主，其天然碱储量占全国盐湖探明天然碱储量的

6’(以上。由于本区人口相对稠密，能源、交通等条

件较好，因而石盐、芒硝、天然碱等普通盐类矿产均

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

!" 盐湖生物资源

盐湖是极端环境的产物，从盐沼带到盐水域的

含盐量很高，生物不易生存，一般盐度越高生物种类

越少，但仍有一些生物适应了高盐环境，形成对盐度

的耐受性和依赖性，这种生物称之为盐生生物。

盐湖生态系统包括盐沼带和盐水域两个亚系

统。盐沼带生物资源主要是指多种盐生植物，如盐

蒿、盐生藜科、田菁、红柳、紫穗槐、沙枣、沙柳、杞柳、

沙拐柳、花棒以及沙棘、麻黄、沙冬青、甘草等。我国

许多盐湖区的盐沼带往往就是重要的牧场，盐生植

物多为牛羊喜吃的饲料，含有较高的盐分、矿物质和

粗脂肪。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用盐地上 " 种藜科遍

生性的肉质盐生植物喂养山羊、绵羊，结果羊的体重

比一般干草饲养增长快，估计每公顷盐地的盐生植

物可养 "’ 只羊。其次，盐生植物具有抗旱、抗盐特

性，可作为沙漠、戈壁、盐碱地等特殊环境植被恢复

的苗林，特别是有些盐生植物还有大量吸取盐碱、改

良土质的效果。据测定，每 ’4 77 80" 生长 ! 年的盐

蒿，能吸取盐土中 -" 29 盐和 75 29 粗碱。澳大利亚

的一种 !"!#$%&’( 盐生植物亦有吸取土壤盐分的特

性，在印度用于改造盐碱地。此外，生物学家应用现

代基因工程技术，从抗盐植物中提取抗盐基因，将其

转入普通的蔬菜等植物中，已经培养出抗盐西红柿

等品种，不仅可改造盐碱地，还把盐碱地作为良田，

直接种植出优质的食品。

盐水域生物资源则主要是一些耐盐或嗜盐的浮

游节肢动物及菌藻，如盐藻、卤虫、螺旋藻、轮虫、嗜

盐菌和嗜碱菌等，其中杜氏藻、卤虫和螺旋藻的开发

已在国内外获得成功。（!）杜氏藻是一种真核藻

类，可在 "’: /$6’:盐度的盐水中存活，盐度低于

":则细胞破裂死亡，它的最佳繁殖盐度为 !"’:，

宜于进行粗放式养殖。杜氏藻体内 ! ; 胡萝卜素

（均为干重）可高达 .( / !’(，并富含 $’( 左右甘

油和 $’( /5’(蛋白质以及脂肪酸、叶绿素和四烯

油等，! ; 胡萝卜素营养价值高，国外已广泛用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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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品和化妆品中。盐藻在化工、轻工和养殖业中

都有应用，是 一 种 重 要 的 经 济 藻 类 和 新 的“ 农 作

物”。（!）卤虫是一种广盐性生物，通常在盐度 "#
$!!#的卤水中均能生长，从幼体到成虫的生长周

期约 ! 周，适宜在盐湖或盐田中进行粗放式养殖。

卤虫成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其成虫干重含蛋白质

达 "%# $&’#，脂肪约 ()#，有增加鱼虾抗病害、促

进生长成熟的作用，是人工海产养殖（ 特别是对虾

幼体）的优质饲料。（*）螺旋藻是一种广盐性生物，

在淡水 $ 海水 $ 高盐水中均能生长，可在盐湖或工

厂中养殖生产，由于其高效光合作用，产率较高，单

位面积生产蛋白质的速度比大豆高 !’ 倍。螺旋藻

对人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而均衡的优质蛋白

质、氨基酸、叶绿素、矿物质和胡萝卜素等，还具有抗

衰老的作用，( +, 螺旋藻的营养成分相当于 (’’ +,
各种蔬菜的营养总和。（-）嗜盐菌是经过长期演化

适应了高盐度的微生物，在工业生产中有一定的应

用，如嗜碱菌产出的碱性蛋白酶可作洗涤剂添加剂，

耐碱菌可用于处理碱法纸浆黑液等。嗜盐菌紫膜是

一种比叶绿素简单得多的光合作用膜，对于光能转

换与太阳能利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嗜盐菌的特殊

基因对于创建抗盐新生物品种等基因工程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盐湖生态系统中还有轮虫、蒙古裸

腹蚤、罗非鱼、火烈鸟等，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用

意义。

美国在 !’ 世纪 %’ 年代就已经开始重视盐湖生

物开发与研究，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开发研究经费，

使美国在盐生生物工程及其产品的专利技术与市场

竞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盐生生物资源的

开发利用起步较国外晚，从沿海盐池到内陆盐湖，盐

卤虫资源获得了充分的利用；有关企业在内蒙吉兰

泰、甘肃高台湖和新疆中泉子盐湖开展了盐藻利用

的生产；螺旋藻已在全国有多处淡水或海水养殖基

地，全国年产量在 &’’ . 以上；嗜盐菌研究与应用也

有较大进展。国内盐生生物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

不足，产品科技含量低、质量差，总体水平远落后于

国外，亟待加强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以形成一批

源头与核心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出创新性的、有竞争

力的产品。同时应将盐生生物资源纳入国家管理规

划，积极推广相关技术，形成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

开发态势，推动盐生生物资源的开发。

盐生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孕育着新型盐水

养殖业和盐碱种植业的诞生，是传统农业活动范围

的扩展，可称之为“ 盐湖农业”［(］。我国盐湖众多，

分布地域广阔，既有世界海拔最高的盐湖，也有海拔

/ ("- 0 的内陆盐湖，水化学类型齐全，具备从高寒

缺氧到高温干旱等各种极端环境，盐生生物种类多，

基因资源丰富。同时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有限，盐湖生物资源的开发对于干旱—半干旱

区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 自然环境资源

!" #$ 卤水太阳池

人们较早就已经发现，自然界中有些深度较大

的盐湖（通常大于 (" 0 深）淡水补给使表层湖水盐

度降低，而深部卤水盐度较高，上下层不能完全均一

混合，形成天然盐度梯度。这种盐湖中会出现温度

梯度，深层湖水温度较高，储集了大量日光照射进来

的能量—称为盐湖太阳池效应。西藏盐湖也发现了

这种现象，如作者等在错尼湖发现：湖表盐度 (1 "#
$!1 "#，水温 / *2，最深部约 -!1 " 0 处盐度达

(-#，水温为 (! $ (*2，中间部位 )2，中下层达

()2。

人们根据上述现象建造人工太阳池，使底层水

温达到了 %’ $ (’’2，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应用

这项技术，用来发电、供暖及盐田化工生产，已达到

工业化实用阶段。我国西藏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

中也应用了这项技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西藏

盐湖锂资源的开发获得成功。

我国西部盐湖众多，日照强烈。在盐湖开发中

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利用太阳池技术，是一项环保型

产业，可用于发电、盐田化工生产、供暖、种植—养殖

业及畜产品加工等，可弥补西部交通、能源条件较差

的缺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 特色旅游与医疗

盐湖常被视为死亡之海，是遥远而神秘的。湖

水因含有很高的各类离子组分而呈现出美丽的湛蓝

色或蓝绿色，湖中碧波荡漾，湖底白云倒映、积盐似

雪，湖边常有大片湿地，水草丰美、生机盎然。盐湖

或与雪山、草地相辉映，或与戈壁、沙漠相依伴，风景

独特，是很好的景观资源。

由于盐湖水盐度高，比重大，不会游泳的人也可

以轻松地漂浮于水面，享受轻于鸿毛、入水不沉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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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感受。盐湖湖底淤泥也比普通淡水湖淤泥含有更

多的盐类物质和微量元素，国外已将盐湖黑泥用于

美容护肤品。目前已知氯、硫对人体皮肤具有增白、

除脂、杀菌作用，可治疗某些皮肤病；溴、碘、锂等有

镇静神经的作用；钾、钠、钙、镁等是人体必需的矿物

质。因而卤水漂浮浴、盐湖泥疗等是具有盐湖特色

的旅游项目。

此外，原生沉积石盐（ 粗盐）和母卤沉积石盐、

光卤石等，往往含微量元素较高，可作为浴盐之用，

也是近年来开发出来的盐类矿物的一种新用途。此

外，由于盐地潮湿而不会发热，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盐地的表面也可以阻止轮胎过热，基于这一特性，盐

滩区碾平的盐地，也是火爆速度赛车场的最佳选择，

这必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国外如以色列死海、美国大盐湖等在盐湖旅游

开发上起步很早，我国最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专门的

盐湖旅游项目，如运城盐湖 !""! 年开发了盐水漂浮

与黑泥洗浴休闲度假中心和盐文化旅游中心，新疆

!""# 年实施建设具有盐文化和度假休闲文化的盐

湖城旅游景区。

!" 我国盐湖资源开发

我国西部地区受自然条件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但这些地区盐湖分布广，数量多，盐湖的

矿产、生物、环境等资源丰富，潜在经济价值极大。

盐湖资源开发成本低，建设周期较短，可以进行多元

化综合性开发，形成盐湖开发产业链，从而走出一条

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盐湖资源的开发不

仅可满足国家建设对资源的需求，特别对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 #$ 加强资源勘查和基础性研究和观测，查

清可利用资源量及其开采条件

$ $ 我国西部盐湖资源的勘查程度很低。在西藏高

原，大部分盐湖只有零星的水化学分析数据，部分盐

湖至今人迹罕至。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虽然经过了

几十年的地质勘查，但各盐湖矿床的勘查程度不同，

部分矿床勘查程度低，能够利用的矿产储量及工程

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不够清楚。新疆盐湖区多数盐

湖都没有开展长期观察和系统盐湖科学研究，地质

勘查程度也很低。特别是对卤水型矿床（ 包括地表

卤水和潜卤水），无论是勘查理论还是实际勘查程

度，都不能满足对矿床评价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

青藏高原盐湖锂、硼、钾、镁矿床，以及蒙新地区具备

开发条件的石盐、天然碱、芒硝、钠硝石等矿床，根据

各区盐湖资源的特色优势与市场需求，展开新一轮

盐湖资源勘查，尽快查清盐湖资源家底。同时，由于

盐湖常为固液矿并存，因受气候和水文地质条件变

化，而使固液矿随年份和季节不断变化，也有必要开

展相应基础地质、湖面监测和水文、气象观测，建立

盐湖野外科学观察站，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

为盐湖合理、有序开发提供科学基础数据。

!" %$ 重视制定盐湖科技和产业化整体规划

盐湖既是一种固液相动态矿产（可谓“活矿”），

又是多矿种、共存生物资源的“ 复合型”资源，必须

采取综合调查研究和综合利用、统一开发，才能合理

和充分利用盐湖资源。它涉及到地质学、生物学、化

学、物理学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盐湖学）和跨

部门产业，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 年国家科

委成立了直属的“盐湖勘查与综合利用组”，组织地

质、勘探工程、化学、化工和采矿等专业和部门，制定

了十年规划（%&’( ) %&*# 年），它对我国、特别是青

藏高原盐湖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并培养

了大量盐湖专业人才。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在柴达木、新疆已出现“盐湖热”，一些有实力企

业已开始介入盐湖开发。但由于规划工作滞后，多

数盐湖矿区缺乏整体规划，有些盐湖无序开发，如一

湖多个厂家开采、就地排放老卤（ 如察尔汗铁路以

东的某些民营企业），无序开发、采富弃“ 贫”（ 如西

藏扎仓茶卡）等等。为了促使我国盐湖优势更有效

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当务之急，亟需强调统一规划，

整体开发，重视和加强制定不同层次的全国盐湖中

长期科研、产业化规划，省区的总体规划和各个盐湖

的开发规划。顺应新形势下的有利契机，将盐湖资

源研究与产业化作为一个“西部开发”的重点来抓、

将科研—勘查—产业一体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通盘

规划，克服以往科研与生产“ 两张皮”的弊病，将会

大大促进我国盐湖学与大盐湖产业的飞速发展。

!" &$ 加强科技投入，大力培养人才，突破开

发的技术瓶颈

$ $ 我国盐湖资源十分丰富，但盐湖矿产资源的开

发却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上。例如，西藏盐湖硼矿

仅开采 +!,# 品位 !-. ) #". 以上的固体富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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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含 !"#$ "%& ’(&左右的中等富矿在开采中被废

弃；青海大柴旦盐湖富硼矿开采完以后，固体贫矿和

卤水矿无法开采；约占全国硼资源量 )*& 的液体矿

提硼技术尚未成功；青海硫酸盐型锂盐湖卤水 +, -
./ 比很高，从中经济有效地提锂是世界性难题，目

前对该类型提锂虽有所突破，但离卤水提锂产业化

还有相当距离。已经有大量科研基础和多年生产经

验的氯化钾生产工艺流程虽然较为成熟，青海盐湖

集团已可产优质钾肥，并自行研制出先进采盐船等，

但大量民营企业的产品质量较差（含 012 仅 %*& ’
%3& ），综合利用程度和高值化程度与国外仍有相

当大差距。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科研

投入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和专业人才不足也是

根本原因之一。国外盐湖工业化开发有上百年的历

史，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积累；而且科研与产业

化也十分密切；特别是大企业设有相关的高水平研

发机构等，这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盐湖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刚刚起步，

技术含量低。盐湖卤虫资源开发局限于捕捞，在卤

虫品系改良、卤虫卵高值化产品的开发上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在盐藻、盐菌以及抗盐基因等研究中，

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专利，而我国从科研队伍到

科研成果，都还处于开创阶段。

总之，亟待加强盐湖科研投入，加快对制约盐湖

资源综合利用的重大科技问题的攻关，为资源开发

注入后劲。

!" #$ 注重综合开发，发展大盐湖产业

然而传统的盐湖资源开发仅限于盐类矿产开采

利用，并且常常是单一产品的开采。国外盐湖企业

十分重视综合利用与产品高值化开发，如美国大盐

湖矿物化学品公司产品达 4* 余种，而我国盐化工初

级产品不足 53 种，差距十分明显。由于产品单一，

造成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尾矿（ 老卤）处理

及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因此而成为沉重负担，企业规

模也得不到有效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多矿种综合

利用、高值新产品开发、生物资源与环境资源的综合

开发，实现盐湖资源的物尽其用和良性开发；大力发

展大盐湖产业。

!" !$ 加强管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6 6 我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国

家在推动盐湖资源开发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管，注意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青海

察尔汗盐湖、西藏扎仓茶卡盐湖都曾有十余家单位

同时开采，不合理竞争会造成采富弃贫；对于固、液

态共存的盐湖矿床，不科学的开采还会加速液体矿

的消亡，缩短盐湖矿床服务寿命，更谈不上综合利用

与可持续发展。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必

须注意环境保护，合理利用淡水、排放老卤，积极应

用太阳池等绿色环保新技术。例如，青海察尔汗盐

湖仅生产 012，兼产小部分 78；而该湖还赋存有 ./12
资源量达 ((3 万吨和 !"#$ 达 3)( 万吨，+,12" 达

39 3亿吨，其潜在价值仅折合 ./12、硼砂、水氯镁石

计，约达" (**亿元以上，较 012 资源潜在价值（ 约

3"% 亿元），大 3 倍以上。目前察尔汗盐湖每生产 5:
012 约排放老卤 )* :，根据目前的 012 生产量，每年

排放老卤约3 ***万吨，老卤就地排放会破坏盐湖资

源与环境，必须加强老卤排放管理；国家有关部门和

科技界也应重视该湖宝贵资源综合利用的立项研究

和试验；而企业也应摒弃以往只顾 012 生产的“ 单

打一”思路和做法，切实采取措施，下大力气加强大

宗氯化镁和锂硼（ 察尔汗西段别勒滩）的综合利用

研究与试验，使察尔汗成为名符其实的“ 聚宝盆”，

也能使企业取得更大效益。

同时应将盐生生物资源纳入国家管理范畴，从

资源勘查到开发与管理，制定规范，做到科学、有序

的开发，并保护特异盐湖生物基因资源，保护国家长

远利益，推动盐生生物资源的开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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