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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发展历史
国土资源部拉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依托单

位西藏地勘局中心实验室，建室于 １９７２年 ８月。
１９８３年大批援藏干部内调后，固定人员编制６０人。
１９９４年首次申请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现场评审。
２００４年批准为西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８年批准
为西藏自治区工程技术中心综合研究平台。２００９
年和西藏大学产学研联合，实验室成为西藏大学理

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２０１２年检测中心被授权成
为西藏唯一的珠宝玉石检测实验室。至今，已建设

成为西藏地区设备较为齐全、测试技术先进的综合

性检测实验室。

２ 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
检测中心总体定位和目标是：为西藏地区矿产资

源调查和综合利用提供技术支撑，通过不断地更新仪

器设备，引进技术人员，顺应国际地质实验测试技术

发展和适应国家地质勘查工作对地质实验测试的需

求，主动服务于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特别是结

合《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和西藏自治区

找矿战略突破行动纲要的实施，逐步把检测中心建成

为国内一流的高原矿产资源综合性检测实验室。面

向自治区矿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内科研院所的

合作，在盐湖卤水矿产资源调查、分析测试、资源综合

利用开发，硫化型低品位铜矿资源的环保、有效利用，

西藏地区特色矿石矿物产品的分析测试技术研究等

方面，通过矿产资源领域相关技术研究，取得一些原

创性和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培养一批能立足高原环

境的创新型研究团队和多学科交叉杰出人才，将实验

室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原地球科学及相关

领域研究基地，为西藏地区矿产资源战略部署和规

划、区域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大型－超大型矿床发现
提供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科学咨询。

检测中心以西藏地区丰富的特色矿产资源为对

象，做好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特色矿产资源现

代分析测试技术研究；二是加强特色矿产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研究；三是加强矿山自然环境保护、修复治

理技术研究。

３ 仪器设备
自２００４年开始，检测中心在大型仪器引进和实

验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分析测试仪器

设备和手段、岩石矿物和珠宝玉石鉴定、矿物选冶和

矿山工程技术等已与国内实验室接轨（实验室主要

仪器见图１）。各类样品分析数量快速增长，大型仪
器实现全天连续运转，为矿产资源调查、资源综合利

用以及矿山环境保护等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翔

实可靠的数据，为西藏地区矿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岩石矿物分析测试方面，实验室拥有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２台，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２
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

仪、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和样品前处理等仪器设备。

对地质样品的分析测试以现代光谱／质谱大型仪器
为主，准确分析测试项目或元素由原来的不足３０个
拓展到近６０个，特别是微量、痕量分析能力得到大
幅度提高。

在岩石矿物和宝玉石鉴定方面，实验室拥有宝

石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折光仪、能量色散 Ｘ射线荧
光光谱仪、精密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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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室主要仪器

在矿物选冶和工程应用方面，实验室拥有浮选

仪、磁选仪以及常规土工仪器设备。

作为西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实验室还为西藏大学、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

自治区药检所、自治区藏药厂等提供了大量分析测

试数据和产品开发研究，参与鉴定并编写《藏药材

质量标准》（上部已出版）中矿物药材标准制定。

４　实验测试技术和科研创新
西藏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矿石矿物类型独

特，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较宽。实验室紧紧围

绕西藏矿产资源调查，结合大型仪器开展了大量高

原环境条件下的分析测试技术研究，承担的科研项

目主要涉及标准物质研制、分析方法研究、盐湖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工艺研究、低品位硫化铜矿微生物冶

金研究、环境资源调查等多个领域，在特色矿产资源

分析测试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已形成精准的分析测

试技术。

４．１　标准物质研制
检测中心研制的铜矿石、铅矿石、锌矿石、锑矿

石系列８个国家一级标准物质（ＧＢＷ０７１６９～ＧＢＷ
０７１７６），填补了西藏标准物质研制空白。２００９年研

制５个盐湖沉积物标准物质，由于含盐类样品的
特性，正在进行稳定性考察。２０１２年又研制５个钼
铜矿矿石成分标准物质，正在进行标准物质定值分

析和稳定性考察。２０１３年拟研（复）制西藏地区
５个水系沉积物标准物质，已获得中国地质调查局
计划项目“地质调查标准化建设与标准研制更新”

资助。根据西藏地区矿物特点，实验室还计划研制

一批铜铅锌有色金属富矿标准物质。

４．２　分析方法研究
检测中心地处海拔３７００米，低氧低分压，在实

际分析测试过程中，已不断试验积累了一套适应高

原环境的样品前处理条件、仪器设备条件调试等经

验，如高海拔地区样品分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仪的雾化器压力合适值，为仪器公司此类设备在

高原地区正常使用和全面推广提供了支撑。

如图２所示，自２００５年开始，西藏实验室测试样
品能力增速明显，年度样品测试总件数首次突破１万
件，２０１１年分析样品总数已超过５万件。从样品来源
分布看，在２００７年以前分析测试样品主要来自西藏
地勘局所属的各地质队，超过９５％；２００７年以后的样
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局属各地质队和矿业公司。

近两年，矿泉水资源调查样品、地热资源调查样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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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卤水样品以及铜铅锌和铁选冶样品逐渐增多，水质

样品在２０１１年接近样品总量的１０％。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测试样品统计

２００５年以来西藏实验室完成了多布杂铜金矿、
冲江铜钼矿、邦普钼铜矿、驱龙铜钼矿、蒙亚啊铅锌

矿以及普桑果铜多金属矿、朱诺铜铅锌矿区、鄂雅错

盐湖、聂尔错盐湖、马拉松多铜钼矿区等典型矿区普

查、详查工作的地质样品分析测试，为矿区资源储量

的科学评估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提交了大量准确数

据。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利用 Ｘ射线荧光全扫描技
术研究邦普矿区地质样品过程中，发现样品中有高

背景的钼异常，通过西藏天仁矿业公司４年的地质
勘探和西藏实验室分析，邦普矿区目前已成为西藏

地区最大的钼铜矿区。

２０１２年，实验室完成了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承担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项目“钼铜矿分析方法

研究和钼铜矿标准物质”的研究内容，利用光谱／质
谱技术制定了钼铜矿石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编写了

作业指导书，为西藏地区钼铜矿石样品的快速、精准

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撑。

２０１３年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计划项目“地质实
验测试技术研发示范与应用”（１２１２０１１３０１４３００）资
助，建立了以光谱／质谱技术为主的“铜多金属富矿
成矿元素现代分析技术研究”，编制铜多金属富矿

中２０个成矿元素的现代光谱／质谱分析测试作业
指导书。

４．３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实验室在不断提高地质实验测试技术的同时，

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

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验室开展了扎布耶盐湖卤
水提取碳酸锂工艺研究，用沉淀法成功提取出碳酸

锂并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中 国 专 利 号：ＣＮ
１１０６３５８Ａ）。２００８年完成了藏北硫酸镁亚型盐

湖———鄂雅错盐湖卤水锂硼钾镁资源综合利用研

究，为西藏地区硫酸镁型盐湖卤水资源综合利用奠

定了基础。２００９年与西藏自治区矿业集团公司合
作完成《鄂雅错盐湖卤水锂硼钾镁资源综合利用研

究》项目，成果正在应用于聂尔错盐湖卤水资源开

发应用研究。

２００９年完成低品位硫化型铜矿资源高寒条件
下微生物冶金应用基础研究，为西藏地区大量低品

位硫化型铜矿和废矿石资源环保高效利用提供技术

支撑。

４．４　相关领域科研创新
根据西藏地区资源勘查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实

验室近年来也开展了其他领域基础性研究。２００７
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拉萨河流域水体重

金属污染及其控制对策研究”（２０７６７００５）。
２０１２年承担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西藏典型地热田地热水资源科学利用研究”

（２０１２１１０３５）。针对医疗型地热资源，开展地热流
体分析方法、医疗型地热成因、医疗型地热治病保健

机理、医疗型地热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研究，为西藏

地区大量地热资源综合利用奠定基础。

５　高原实验室发展和分析测试关键技术问题
５．１　高原地质实验室的发展问题

（１）定位不明确，行业中地位较低
实验测试是地质事业的“眼睛”，不应该把实验

测试当作一项单纯的服务性工作或辅助工作。实验

测试在行业中地位低、定位不明确也与本实验室长

期以来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实验测试形象建设有

关。因此，重塑实验测试在地质工作中的形象非常

重要。

（２）实验测试经费不足，可能影响测试质量
地质实验测试是基础性研究工作，单纯以测试样

品数量来衡量和考核经济收入，势必造成只重数量而

测试质量严重下滑的趋势，长此以往，地质成果质量

下降，实验室也将会面临真正的生存问题。另外，西

藏地区测试成本相比内地较高，在测试基础投入方面

也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应在可行的前提下弥补成本

增加造成的测试负担，有必要提高西藏这类边远地区

地质实验测试预算标准或增加边远补贴系数。

（３）缺乏系统规划，对外交流合作少
对地质实验测试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不能科学管

理，往往忽略了地质实验测试专业的长期、系统规划

而任其发展。应结合一个时期的地质勘查、开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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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对地质实验测试进行综合规划并提出要求，

避免地质工作室内研究和野外勘查研究脱节。

５．２　亟需解决的分析测试关键技术
（１）盐湖卤水资源综合利用元素分析方法研究
盐湖卤水组分检测技术是急需解决的难题，根

据盐湖资源调查和综合利用开发需要，应研制按盐

湖类型、以现场快速测试为主的方法体系。

（２）高温地热泉水组分检测技术研究
对高温地热泉水分析往往都是采样送回实验室

内，按照矿泉水水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和质量判定，

其结果不能完全代表地热泉水最初的真实水化学特

征。因此，地热泉水分析应以现场和室内检测相结

合，并考察室内分析和现场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同时

要注重一些元素（如 Ａｓ、Ｂ、Ｓｉ等）的形态分析（或价
态分析）。

（３）西藏地区优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低品位硫化铜矿的选冶加工、钼铜矿选冶加工

以及盐湖卤水资源综合利用等西藏特色资源选冶技

术研究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６　实验室发展规划
西藏地质实验室是西藏地区唯一的以地质实验

测试为主的综合性无机分析实验室，为更好地服务

于西藏地区找矿战略行动和矿业经济发展，同时也

要适应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需不断拓展和提

升自身分析测试能力，在特色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

护等方面不断完善实验室建设。

６．１　测试能力拓展和提升
为适应西藏地区找矿战略突破行动的全面实

施，服务好“青藏专项”总体部署中的各项地质勘探

工作，较好地推动西藏矿业经济的发展，西藏地质实

验室不能局限于目前铜铅锌铁等矿产资源常规分

析，应进一步加强稀土元素分析、多目标地球化学调

查以及岩石矿物鉴定等领域的技术力量。为更好地

保护本地区水资源、土壤环境资源以及高原湖泊资

源，西藏实验室应逐步增加水、土壤样品中有机分析

测试内容，同时加强微量、痕量、超痕量级检测技术。

６．２　高原特色实验室建设
西藏地区有丰富的盐湖卤水、地热资源和充足

的太阳能，以参与中国地质学院郑绵平院士的国土

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西部重点盐湖环境科

学观测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２０１０１１００１）为契
机，拟建成“高原特色盐湖卤水分析测试和资源综

合利用专业实验室”，为盐湖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

供盐湖卤水应用基础研究和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的平

台。在组织实施西藏多吉院士承担的国土资源部公

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西藏典型地热田地热水资源科

学利用研究”（２０１２１１０３５）的同时，加强与企业合
作，组建“西藏医疗型地热资源检测与综合利用研

究实验室”，开展热泉水治病、保健与水化学成分之

间的关系研究，同时结合不同治病保健温泉研制地

热温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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