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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研究目的 】在全球碳中和和绿色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锂作为关键矿产已成为全球共识，非洲锂矿资源的

勘查开发逐渐引起了各国重视，本文分析非洲锂矿成矿特征与勘查开发潜力，为服务非洲锂产业国际合作提供参

考。 【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跟踪研究非洲锂资源重大勘查发现和开发动态，综述非洲主要国家的锂资源成矿特征，

分析开发潜力，研判非洲锂产业发展前景。 【 研究结果 】非洲已探明资源主要为 LCT型伟晶岩矿床，分布在刚果

（金）、马里、津巴布韦、加纳和纳米比亚的富锂伟晶岩带中，具有资源量大、品位高、开发条件优越等特点，吸引了

多国矿业公司的投资。 【 结论 】非洲锂矿勘查起步晚，开发进度缓慢，但资源禀赋良好，当前的优质资源已被各国

提前锁定，未来有望成为全球锂资源供应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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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点: （1）系统梳理了非洲锂矿成矿特征，划分了 5个锂矿成矿带；（2）分析非洲锂矿勘查开发潜力，提出非洲

锂产业发展将成为下一轮锂产能扩张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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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result of mineral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Obj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  carbon  neutral  and  the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lithium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as  a  key mineral.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Africa have put  on the agend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Lithium industry in Africa, we analyze 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Lithium deposits in Africa. [Method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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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Lithium industry by tracking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Africa. [Results] Africa's proven resources are mainly LCT pegmatite deposits, distributed in the lithium rich pegmatite
belt of Congo (DRC), Mali, Zimbabwe, Ghana and Namibia,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resources, high grade and favorabl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so that it is attracting the investment of mining companies from Australia, China and the UK. [Conclusions]
Africa  has  a  late  start  in  lithium  exploration  and  slow  development  progress,  but  has  good  resource  endowment.  The  current
high−quality  resources  have  been  locked in  advance,  and  it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of  global  lithium resource
suppl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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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Africa
Highlight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um mineralization in Africa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nd five lithium metallogenic
belts were divided; (2)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lithium in Africa is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hium
industry in Africa will become the new focus of the future capacity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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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锂被称为“21世纪绿色高能金属”和“白色石

油”，在各国政府对碳中和概念的不断重视的背景

下，动力电池、储能电池领域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对

上游锂资源的大量需求，锂资源的安全供应已经成

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以及绿色能源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全球锂矿资源分布高度集中，主要在南美的

“锂三角”地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国，分

别占全球探明资源量的 50%、16%、7.6%、7%和

4.3%（表 1）。近年来，全球各地掀起锂矿勘查开发

热潮，从 2018—2022年全球探明锂资源量增加

39%（表 1），其中德国、加拿大、美国、阿根廷的锂

资源量均增加了一倍以上。与此同时，非洲锂矿也

吸引了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等各国企业的投资。

前人聚焦刚果（金）、马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

加纳等非洲锂资源大国开展了锂矿地质背景和典

型矿床成矿特征等的研究（Grenholm, 2011; 施俊等,
2012; 宁福俊等 ,  2018; Dittrich et al.,  2019; 杨远东

等, 2020; 姚德环, 2020; 刘建权等, 2021; 曾瑞垠等,
2024）。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非洲锂矿成

矿地质特征开展综述，分析非洲锂矿的资源禀赋和

勘查开发格局，并对非洲在全球锂产业链中的地位

进行展望，为非洲锂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2　非洲锂矿成矿特征

截至 2022年 ，非洲已探明的锂矿储量为

275万 t，占全球 5.1%，总资源量为 1179万 t，占全

球 4.9%（表 2），主要矿床类型为 LCT型伟晶岩矿

床，分布在刚果（金）中元古代 Kibaran稀有金属成

矿带、马里中元古代 Birimian绿岩带、津巴布韦新

太古代克拉通伟晶岩带、加纳中元古代 Cape Coast
地区伟晶岩带和纳米比亚新元古代 Damara穹隆带

（图 1）。典型矿床包括刚果（金）Manono矿床、马

里 Goulamina矿床、津巴布韦 Bikita矿床、加纳

Karibib矿床、纳米比亚 Ewoyaa矿床（表 3）。 

2.1  刚果（金）锂矿成矿特征

刚果 （金 ）截至 2022年探明的锂资源量为

676万 t，储量为 214万 t，主要分布在东部 Kibaran
中元古代稀有金属成矿带内（盛涛等, 2021），该成矿

带呈北东—南西向沿刚果（金）Katanga省穿过布隆

迪、坦桑尼亚东北部、卢旺达，延伸至乌干达西南

部，是世界上最大的伟晶岩型稀有矿产成矿带之

一。该成矿带发生了完整的陆内裂谷演化旋回

（1400~1100 Ma），受 Ubendia造山作用影响，在坦

桑尼亚克拉通、刚果克拉通和卡拉哈里克拉通之间

形成了伸展沉积盆地，伴随着岩石圈减薄，镁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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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侵入形成了双峰式岩浆岩（G1），主要岩性为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在后期挤压过程中，受热熔融后

形成了二云花岗岩（G2），通常位于 G1花岗岩外围，

其周围的沉积地层发生了韧性变形和中高温变质

作用；随后，该区经历了横向剪切作用，形成了偏碱

性花岗岩（G3）；最后，在 Lomamian造山作用下强

过铝质岩浆侵入早期花岗岩，在 Kibaran带沉积岩

接触带上，形成了高钾过铝质花岗岩（G4），该成矿

带的稀有金属矿化与 G4期花岗岩密切相关。

Manono锂矿床是目前已发现的全球储量最

大、品位最高的硬岩锂矿床之一，锂探明储量为

214万 t，资源量 668万 t，品位 1.63%；锡探明储量

为 13万 t，资源量 31.44万 t，品位 0.076%；钽资源

量 1.741万 t，品位 0.004%。矿区分为 Manono矿段

和 Kitotolo矿段 2个矿段，共 6条伟晶岩脉（表 4，
图 2），矿脉走向长度超过 15 km，宽 800 m，走向

NE40°~60°，倾向 SE，倾角 30°~50°。矿区地层主要

由 Kibaran超群、新近系和第四系组成（图 2），矿区

构造主要为北东向背斜和断裂，以及北西向断裂，

伟晶岩主要沿北东向断裂产出，矿区内 (977±18)~
(966±21)  Ma形 成 的 G4花 岗 岩 （ Dewaele  et  al.,
2016）被认为是锂矿成矿的母岩之一（张学良等 ,
2016; 杨远东等, 2020）。Manono矿床属于 LCT型

伟晶岩矿床，具有典型的分带特征，由外向内依次

发育花岗细晶岩带、白云母长石石英带、石英钠长

石带、锂辉石带和石英内核，锂辉石带占整个伟晶

岩的 40%~70%，带内锂辉石、石英、钠长石、白云

母、铌钽铁矿和锡石共生，一般钾长石的含量较少，

因此高钠长石和低钾长石的伟晶岩可以作为

Manono地区锂矿的找矿标志（曾瑞垠等 ,  2024）。 

2.2  马里锂矿成矿特征

截至 2022年，马里探明的锂资源量为 222万

t，储量为 79万 t，主要分布在南部 Bougouni地区，

勘查发现了 2座大型的伟晶岩型锂矿床，Goulamina
锂矿床和 Bougouni锂矿床（图 3），产在马恩—莱奥

地盾的伟晶岩内。

马恩—莱奥地盾是西非铁、铝和金等矿产资源

的重要产地，马里西南部主要为莱奥域，主要岩性

为花岗岩岩基、火山弧岩石系列和变质沉积岩，整

体红土化较为严重，出露的地层为 Birimian超群，

岩性为弱变质火山−沉积序列，在 Eburnean造山期

（2.27~2.05 Ga）被大量花岗岩和伟晶岩侵入。该地

区的赋矿伟晶岩与花岗岩被证实为同源（Wilde et
al., 2021），因此伟晶岩未呈现分带性，但后期该地区

发生了北西—南东向的韧性剪切作用以及持续的

碰撞环境，致使赋矿伟晶岩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拉伸

和在热液作用下的钠长石化。

Goulamina锂矿床是已发现的全球第三大伟

晶岩型锂矿床，锂探明储量为 78.5万 t，资源量

198.1万 t，品位 1.38%，其由 5个平行锂辉石伟晶岩

岩脉（Main、West、West I、Sangar I、Sangar II）和一

个网状伟晶岩岩脉群（Danaya）组成（表 5），这些岩

脉侵入高钾过铝质 Goulamina花岗岩 ，该岩体

在 Eburnean造山运动的峰值期（约 2.1 Ga）侵入马

恩—莱奥地盾，岩体南北长逾 20  km，东西宽约

8 km（Wilde et al., 2021）。矿区内单个伟晶岩脉厚

度 10~80 m，沿北西—南东向延伸超过 1~1.5 km。

该矿床的伟晶岩体是单相均质岩体，并无分带结

 

表 1  全球主要国家锂资源量分布情况（万吨）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lithium resources in major
countries (10 kt)

国家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阿根廷 5041 4994 4028 3937 3008
玻利维亚 3900 3900 3900 3900 3900
美国 3882 3697 2557 2390 2302
智利 2734 2676 2325 2365 2165

澳大利亚 1779 1773 1715 1580 1493
加拿大 1872 1622 793 781 728
中国 1126 1024 1134 1134 1182
德国 704 704 704 597 42

刚果（金） 676 668 662 662 664
墨西哥 366 366 356 356 356
其他国家 1796 1714 1599 1540 1349
总计 23876 23138 19773 19242 17189

　　注：数据来源于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截至2023年
2月）。

 

表 2  非洲主要锂矿资源国家储量、资源量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lithium reserves and resources in
major Africa countries

国家
储量/
万t

资源量/
万t

占非洲储量

比例/%
占非洲资源量

比例/%
刚果（金） 214 676 57.9 57.3

马里 78.5 222 21.2 18.8
津巴布韦 50.4 175 13.6 14.8
纳米比亚 3.3 68 0.9 5.8
加纳 23.5 38 6.4 3.2
合计 370 1179 5.1（占全球） 4.9（占全球）

　　注：数据来源于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截至202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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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90%为锂辉石伟晶岩，由钠长石、微斜长石、石

英、白云母和锂辉石组成，见少量的绿柱石、锡石和

钽铌矿物，锂辉石分布均匀，其含量可占岩体总量

的 25%（Otto and LeGras, 2018）。
 

2.3  津巴布韦锂矿成矿特征

截至 2022年，津巴布韦探明的锂资源量为

129万 t，储量为 46万 t，主要分布在津巴布韦克

拉通的伟晶岩带中，在已发现的 12个伟晶岩带中

（图 4），只有 Bikita、Kamativi、Arcadia和 Zulu的伟

晶岩对锂、钽、锡、铌和铯的开采具有重要意义。

Masvingo绿岩带内主要出露由上布拉瓦约群

（Bulawayan）和下布拉瓦约群组成（Dodson et  al.,
2001; 刘建权等, 2021），上布拉瓦约群主要岩性为

绿泥岩、蛇纹岩、角闪石片岩和变质沉积岩，下布拉

瓦约群主要岩性为石英云母片岩、变质泥岩和长英

岩（图 5a）。在 2700 Ma，Limpopo活动带沿西北向

逆冲于津巴布韦克拉通，形成了背斜构造（图 4），随
后在 2670 Ma Masvingo绿岩带内形成了 NW−SE

 

1300 2600

图 1  非洲锂矿床分布图
1—比里姆成矿带；2—开普考斯特伟晶岩带；3—基巴兰成矿带；4—马拉穹隆伟晶岩带；5—津巴布韦克拉通伟晶岩带

Fig.1  Distribution of lithium deposits in Africa
1–Birimian  metallogenic  belt;  2–Cape  Coast  pegmatite  belt;  3–Kibaran  metallogenic  belt;  4–Damara  dome  pegmatite  belt;  5–Zimbabwe  Craton

pegmatit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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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 Gono断层 （姚德环 ,  2020），在伸展环境下

Chilimanzi花岗岩侵入，伟晶岩熔体沿该断层上涌，

后结晶成矿（图 5b）。
Bikita锂矿床锂资源量为 60.8万 t，品位 1.13%，

位于津巴布韦 Masvingo省东约 60 km，伟晶岩脉

长 1700 m，宽 20~70 m，厚约 30~40 m，北北东走向，

倾向为 30°~45°E（图 5c） ，主要分布在 Masvingo
绿岩带内。伟晶岩中的富锂矿物是与附近的

Chilimanzi花岗侵入体相互作用，经交代变质而形

成 （ Gwavava  and  Ranganai,  2009;  Melcher  et  al.,
2015）。Gono断层将 Bikita矿区分为上盘 Bikita伟

晶岩和下盘 Riverton伟晶岩，分别由数十个独立的

伟晶岩脉组成。其中 Riverton伟晶岩主要富集铍

和锡，西部发现有少量的锂矿。Bikita伟晶岩带北

部主要为绿柱石伟晶岩，锂矿主要富集在南部的 AI
Hayat和 Bikita伟晶岩中（图 5c），主要为 LCT型伟

晶岩，岩体有明显的分带性，边界带主要由长石和

白云母组成，中间带主要有其次是由锂辉石、铯榴

石和少量的透锂长石组成，核心带主要由透锂长

石、锂辉石和铯榴石矿物组合，以及石英、锂云母和

长石矿物组合组成（Dittrich et al., 2019）。 

2.4  纳米比亚锂矿成矿特征

截至 2022年，纳米比亚探明的锂资源量为

55万 t，储量为 3万 t，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中部新

元古代 Damara穹隆带的 Karibib伟晶岩带中，主要

包括 Karibib矿床和 Uis矿床。

Damara穹隆带记录了新元古代裂谷作用，以及

刚果克拉通和卡拉哈里克拉通之间的增生事件，

Damara穹隆的变形发生在 500~530  Ma（施俊等 ,
2012; 宁福俊等, 2018），根据构造演化该穹隆带可

分为 3个构造单元：（1）北部区为变质程度较低的褶

皱前陆盆地；（2）中心区为被动大陆边缘的弧后地

区，钙质、泥质沉积物和少量的火山岩覆盖在基底

岩石上；（3）南部区为构造缝合带，主要岩性为泥质

沉积物 （Martin  et  al.,  1986）。Damara穹隆发现

200多处侵入体，主要为构造后期花岗岩和伟晶岩，

大部分沿构造线成北东向走向。

Damara穹隆带内主要分布 5个大型伟晶岩带

（图 6），其中南部地区的 Karibib伟晶岩带中发现了

大量的锂富集 （Černý  and  Ercit,  2005;  Ashworth,
2014）。Karibib矿床锂探明储量为 4万 t，资源量

 

表 3  非洲典型锂矿床成矿特征

Table 3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lithium deposits in Africa
矿床名称 赋矿地层 地层岩性 赋矿围岩 控矿主要构造 成矿时代 赋矿伟晶岩产状 文献来源

Manono Kibaran超群

绿片岩相—角闪

岩相的变质泥岩

和石英岩

后造山期G4
（最晚期）

Lukushi
高钾过铝质

花岗岩

Kibaran
造山运动

(977±18)~
(966±21) Ma

2个矿段，总长15 km，

宽800 m，走向NE 40°~
60°，倾向SE，倾角30°~
50°

Dewaele et al., 2016;
张学良等, 2016;
杨远东等, 2020;
曾瑞垠等, 2024

Goulamina

太古代

基底地层

（上覆盖红土

风化层）

变质岩、杂砾岩

和变砾岩

Goulamina
过铝质花岗岩

Eburnean
造山运动

2.1 Ga
5个矿段，总长1~1.5 
km，厚10~80 m

Otto and LeGras, 2018;
Wilde et al., 2021

Bikita 上Bulawayo群
绿泥岩、蛇纹

岩、角闪石片岩

和变质沉积岩

Chilimanzi
花岗岩

Limpopo
造山运动

2670 Ma

长1700 m，宽20~70 
m，厚约 3 0 ~ 4 0   m，

NNE走向，倾向为30°~
45°E

Gwavava and
Ranganai, 2009;

Melcher et al., 2015;
Dittrich et al., 2019

Karibib Karibib组 云母片岩和碳酸

盐岩

Damara
期花岗岩

Damara
造山运动

468~514 Ma
2个矿段，总长25 km，

宽2~6 km，厚9~25 m，

倾向NW，倾角20°~60°

Jung et al., 2002;
Ashworth, 2014

Ewoyaa Bitimian岩系

千枚岩、拉斑玄

武岩和安山质凝

灰岩

Cape Coast
富碱质Ⅰ型

花岗岩

Eburnean
造山作用

2.2 Ga
走向NE，倾向SE，倾

角70°~90°
Mensah, 1998;
Grenholm, 2011

 

表 4  Manono 矿区伟晶岩脉特征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pegmatite dikes in Manono area
伟晶岩 长度/m 厚度/m 一般倾角，SE

Roche Dure 2700 220 40°
Kyoni 400 20 26°
Mpete 1000 60 26°
Tampete 1700 60 26°
Carriere 5400 230 20°~40°
Malata 1300 20 10°~15°

　　注：资料据AVZ Minerals公司2022年2月勘查报告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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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 t，品位 0.43%；钽探明储量 481 t，资源量 659 t，
品位 0.005%。该伟晶岩带赋存于 Karibib组的黑云

母片岩和碳酸盐岩、Chuos组石英岩、Abbabis组基

底片麻岩和 Damara期花岗岩中，主要包括 Rubicon

伟晶岩和 Helikon伟晶岩 ，形成时代在 468~514
Ma（Jung et al., 2002; Melcher et al., 2015），岩体呈典

型的 LCT伟晶岩的分带特征，最外侧为钠长石、条

纹长石、石英、白云母组合，向内为过渡为粗粒长

 

图 2  Manono矿区地质简图（据 AVZ Minerals公司 2019年 2月勘查报告修改）
Fig.2  Geological map of Manono area (modified from AVZ Minerals Survey Report Feb. 2019)

 

图 3  Goulamina和 Bougouni锂矿床地质背景简图（据Wilde et al., 2021修改）
Fig.3  Geological setting map of the Goulamina and Bougouni pegmatite fields (modified from Wilde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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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锂云母组合，再向内为锂云母—透锂长石赋矿

段，核部主要为石英。Rubicon伟晶岩呈一个突出

的山脊状，倾向北西，倾角 20°~65°，地表露头长约

10 km，宽约 4 km，厚 1~3 m；Helikon伟晶岩向北距

离 Rubicon伟晶岩 7 km处，可细分为 7个矿段，地

表露头长约 15 km，宽 2~6 km，厚 9~25 m（Ashworth,
2014）。主要含锂矿物为锂云母、透锂长石，伴生矿

物为金、锡、绿柱石、钽铁矿、铀矿等。 

2.5  加纳锂矿成矿特征

截至 2022年，加纳探明的锂资源量为 19万 t，
主要分布在加纳西南部 Cape Coast地区的伟晶岩

中，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从 Cape Coast经 Saltpond到

Mankwadzi最后到Winneba，延伸上百千米，已发现具

有经济价值的富锂伟晶岩包括 Ewoyaa、Abonko和

Kaanpakrom矿床。

Cape Coast地区的伟晶岩主要产于 Bitimian岩

系，主要岩性为千枚岩、拉斑玄武岩和安山质凝灰

岩（Grenholm,  2011），形成于 Eburnean造山作用

（约 2.0 Ga）的减弱期，与 Cape Coast花岗质杂岩（岩

性为过铝质富碱性二云母花岗闪长岩）密切相关，

产于花岗岩体岩基中。成矿伟晶岩多以粗粒岩脉

形式产出，宽度可达数米，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

角 70°~90°，成矿岩体也表现为伟晶岩型锂矿床的

典型分带特征，最外侧的边缘带由细粒长石、石英

和白云母组成，向内一层的外墙带中以上矿物表现

为更粗粒，还常见白云母和绿柱石，再向内的中间

带出现了锂云母和白云母，内核带由不含矿的块

状长石、电气石自形晶和石英晶体组成（Mensah,
1998）。 

3　非洲锂资源勘查开发潜力
 

3.1  非洲锂矿勘查进展

近年来，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从 2016年起全

球进入“锂矿找矿热”，截至 2022年勘查投入增加

了 3.2倍。非洲的锂矿勘查热度较全球滞后 1年，

2017年勘查投入较上一年激增 10倍，2018年较

2017年激增 3倍，随后三年略有降低，2022年勘

查投资额激增至 4440万美元，占全球比例 9.5%
（图 7）。勘查投入主要集中在刚果（金）、纳米比

亚、加纳、马里和津巴布韦这 5个国家，全部由小型

勘查公司完成，在 2017年以前以草根勘查阶段为

主，2018—2022年 70%以上的勘查投入集中到了

详查阶段，2022年矿山勘查比例由历年来的个位占

比明显上升至 23%。随着勘查投入的增加，非洲新

 

图 4  津巴布韦克拉通的 LCT伟晶岩分布（据 Dittrich et al., 2019修改）
Fig.4  LCT pegmatites distribution of the Zimbabwe Craton (modified from Dittrich et al., 2019)

1–Bikita; 2–Masvingo; 3–Mutoko; 4–Arcadia; 5–Karoi; 6–Kamativi; 7–Que; 8–Zulu; 9–Bulawayo; 10–Mweza; 11–W of Mutare; 12–Hwed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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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源量也大幅上升，尤其是 2017—2019年，共发

现资源量 827万 t，占非洲锂矿总资源量的 73%。 

3.2  非洲锂矿开发动态

截至 2022年，非洲已进入开发状态的项目主要

包括刚果（金）Manono锂锡矿，马里贡拉 Goulamina
锂矿和 Bougouni锂矿 ，津巴布韦 Arcadia锂矿、

Zulu锂钽矿和 Kamativi锂锡矿和 Bikita锂锡矿，加

纳 Ewoyaa锂矿，以及纳米比亚 Uis锂矿和 Karibib
锂云母矿（表 5）。 

4　讨　论
 

4.1  锂作为关键矿产的长期价值已成为共识

全球碳中和背景之下，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催生了全球对锂需求的不断增长。2021年 6月，美

国先进电池联盟（FCAB）发布了“国家锂电蓝图

2021—2030”，提出与合作伙伴/同盟国建立上游原

材料供应体系。2020年 12月，欧洲电池联盟发布

了欧洲电池战略行动计划，拟在欧洲建立一个具有

竞争力的动力电池产业链。从 2018年起，日本陆

续出台了“面向 2030年能源环境创新战略”等战略

计划，提出了能源保障、环境、经济效益和安全并举

的方针。2021年 3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资源、

技术和关键矿物加工路线图”十年计划，谋求从资

源到加工的产业链延伸，计划到 2030年在国内形

成 50万 t的锂盐加工产能。中国 2020年 11月发

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

确到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要从 2020年的 5%提高到

2025年的 25%。 

4.2  全球锂矿资源供应格局基本形成

全球 97%的锂盐产量集中在澳大利亚、智利、

中国和阿根廷 4个国家。2020年，澳大利亚固体矿

山产量为 17.7万 t，智利卤水矿山产量为 11.2万 t，

 

图 5  Masvingo绿岩带东部地质简图（a）、东部剖面图（b）和 Bikita矿区地质简图（c）（据 Dittrich et al., 2019修改）
Fig.5  Geological map (a) and profile map (b) of the eastern portion of the Masvingo greenstone belt, and geological map of Bikita

Mining area (c) (modified from Dittrich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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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山总产量为 4.2万 t，阿根廷卤水矿山产量

为 3.2万 t，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 46.9%、29.6%、

11.1%和 8.4%。

南美盐湖锂矿产能集中在四家龙头企业，行业

集中度较高。南美锂盐的全部产能来自于 4家公

司和 4座在产矿山，美国 Albemarle集团、智利

SQM公司合作开发的智利 Atacama盐湖 ，美国

Livent公司开发的阿根廷的 Hombre Muerto盐湖和

 

图 6  Damara穹隆伟晶岩带分布图（据 Ashworth, 2014修改）
1—北部锡带；2—中心锡带；3—南部锡带；4—Karibib伟晶岩带；5—Rossing伟晶岩带

Fig.6  Distribution map of pegmatite belts in the Damara dome (modified from Ashworth, 2014)
1–Northern tin belt; 2–Central tin belt; 3–Southern tin belt; 4–Karibib pegmatite belt; 5–Rossing pegmatit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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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年来全球及非洲勘查投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截至 2023年 2月）

Fig.7  Changes in global and African exploration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Data source: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Up to Feb.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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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Orocobre公司（2021年 12月与加拿大

Galaxy公司合并为 Allkem公司）开发的 Cauchari–
Olaroz盐湖。上述锂盐产能 65.3%被长期包销协

议锁定，其中，天齐锂业虽是 SQM第二大股东，持

股 25.86%，但并未拿到 Atacama项目锂盐的包销

权 ，赣锋锂业拥有 Cauchari–Olaroz项目在建的

4万 t锂盐产能 76%的包销权，其余长协包销产能

归属于日本和韩国的锂电公司。

澳大利亚固体锂矿产能均被长协锁定，且短期

产能增量有限。目前澳大利亚在产共 4座矿山，其产

能基本被长协锁定，Greenbushes由天齐锂业、雅保

各包销 50%，Marion主要由赣锋锂业包销，Pilbara–
Pilgangoora与赣锋、天宜、容汇等签订承购协议，

超额包销现有产能，Cattlin由雅化集团、盛新锂能

分别承购现有产能的 55%和 27%。整体来看，澳大

利亚已基本完成上下游一体化整合，未来现货零单

供给有限。

中国锂资源供给占全球比例较低，但开发积极

性正在提升。预计未来 5年我国锂资源需求增长

率高达 16%，当前我国锂盐对外依存度为 75%（周

园园, 2019; 姜贞贞等, 2021）。为保障我国锂产业

链安全发展，政府大力支持境内锂矿资源开发和技

术研发。我国在盐湖提锂和云母提锂等技术上纷

纷取得突破（赵展一等, 2021）。中国固体锂矿资源

主要集中于四川省，2017年以来四川锂矿在建设开

发方面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到突破，基础设

施逐渐完备，同时当地政府予以大力支持，区域内

优质锂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提速，目前有甲基

卡、李家沟、业隆沟 3座在产矿山。中国盐湖锂资

源分布在青海、西藏盐湖区，恒信融、兴华锂盐、五

矿盐湖、藏格控股等企业纷纷入局开始在建设碳酸

锂项目，但均未达产。此外，江西宜春的锂云母矿

山也随着近 2~3年的云母提锂工艺的突破，开始建

设电池级碳酸锂产能，涉及到的企业包括永兴材

料、江特电机、南氏锂电以及飞宇新能源等，其中永

兴材料的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

短期内非洲锂矿资源开发不会冲击全球供需

格局。非洲锂矿资源禀赋良好，但由于前期勘探不

足以及缺乏融资，项目建设进度缓慢，当前在产的

锂矿项目仅有 Bikita锂矿，且锂矿产能建设周期一

般为 3~5年，短期内不会对全球锂资源供需格局产

生冲击。 

4.3  非洲将成为未来锂产能扩张的新增长点

非洲锂矿资源具有较好的成矿条件和开发潜

力（任军平等, 2021），在当前全球锂矿资源供应的垄

断格局和需求前景越来越广阔的背景下，非洲的锂

矿资源开发已经进入了大众视野。

非洲优质的锂矿资源已被提前锁定，未来产能

客观。当前非洲已探明锂资源量 61%由澳大利亚

矿业公司所有，其次是刚果（金）政府通过控制

Manono项目 25%的股权占有非洲探明锂资源量

的 16%，而中国企业通过参股和长协包销等方式参

与非洲锂资源开发，拥有 12%的探明资源，英国拥

有 9%。同时，已有明确规划的非洲锂精矿产能超

过 200万 t，折合碳酸锂当量超过 30万 t，未来将成

为全球锂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锂矿资源开发环境友好，具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从全球主要绿地锂矿项目的资源量和品位

对比可以看出（图 8），Manono、Goulamina和 Arcadia
三座锂矿的资源量和品位有显著优势，尤其是

Manono项目是目前全球已发现的储量最大的锂

矿，除部分云母矿（Karibib）和尾矿（Uis）资源量和品

位较低外，非洲锂矿整体的资源量和品位不逊色于

全球其他地区。从全球锂矿开发的现金成本而言，

非洲的现金成本是六大洲中最低的（表 6）。 

5　结　论

（1）非洲锂矿主要分布在克拉通内的断裂带或

地块间的活动带，成矿条件良好，已探明的刚果（金）

Manono锂矿、马里 Goulamina锂矿和津巴布韦

Arcadia锂矿等项目均为世界级的锂矿资源，整体储

量规模较大，品位较高，且地理位置有利于大规模

开发。

（2）非洲锂矿勘查起步晚，资源储量情况尚未完

全探明，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开发进展缓慢，但

优质资源已经被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等国家通过

矿权收购、长协报销等方式提前锁定。因大部分项

目尚未投产，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

（3）各国政府均强调锂资源的安全保障，美国政

府明确指出大力完善上游锂资源加工，欧美聚焦锂

电池产业本土化，日本和韩国大力发展动力电池技

术，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供应链向下游延伸，中国在

　  492 中　　   国　　   地　　   质 2025 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5, 52(2)

http://geochina.cgs.gov.cn


“双碳”目标的驱动下也积极开发国内锂资源。

（4）全球锂矿资源供应格局基本形成，南美盐湖

锂矿产能集中在四家龙头企业，澳大利亚固体锂矿

产能也已被长协瓜分，未来对外流通的锂资源（尤其

是锂精矿）占比将逐渐降低，资源端将成为新能源

等锂产业链的一大供应瓶颈，上游资源将成为产业

链中议价能力最强的环节之一。

（5）非洲锂矿凭借资源优势和较好开发条件对

国际锂产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将成为下一轮锂产

能扩张的新焦点。例如，津巴布韦已经形成明显

的锂矿产业集聚，加纳开采黄金的悠久历史为锂矿

的开发奠定基础，未来可能是继刚果（金）和马里之

后的增长点，也可作为布局非洲锂矿投资的重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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