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盐 湖 研 究

������� �� ���� ���� �������

� ��
�

� � �
�

�

����年 ����

盐湖化学化工
“
九

·

五
”
战役设想

都如萍 宋彭生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
西宁 �������

摘 要 盐湖是我国重要的无机盐矿产资源
，
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绘合利用

，
是盐湖化学化工

的立足点与归宿
�

本文侧重应 用 与发展研究就我 国盐湖化学化工在
“
九

·

五
”
期 间的发展

，

提 出 了

战役设想
�

其总体 目标是组建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加速砰研成果 向生产力的转

化
�使我国盐湖丰产的钾

、

硼
、

钗
、

镁等盐 类资源的开发
，

在采用高新技术
、

生产高附加值系列产品
、

建立综合利 用示范企业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可供制订规划和组织科研项 目时参考
�

关键词 盐湖 化学化工 战役设想

盐湖资源与开发概况

盐湖是我国重要的无机盐矿产资源
，

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
，

是盐湖化学化工的立足

点与归宿
�

我国盐湖以数量多
、

面积大
、

类型全
、

资源富而著称于世
�

在分布比较集中的青海
、

新疆
、

西

藏和内蒙古四个省区
，

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盐湖有 ���个
，
总面积�����平方公里

，

蕴藏着十

分丰富的天然无机盐资源
�

仅青海柴达木盆地
，

就有盐湖 �� 个
，

各种盐类的总储量达 ����亿

吨
�

其中石盐 ����亿吨
，

石膏 ���亿吨
，
芒硝 �� 亿吨

，

氯化镁 ��
�

�亿吨
，

氯化钾 �
�

�亿吨
，

硼

矿 �以 ��� �

计�一���万吨
，

天青石�����
�
����万吨

，

天然碱 ��
�

�万吨
，

澳 ��万吨
，

碘 �
�

�万

吨
�

我国盐湖中铿的储量居世界第一
，

硼
、

镁的储量名列世界前茅
，

钾的储量占我国已探明的总

储量的 ���以上
�

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作为初级产品的潜在价值达 �� 万亿元
�

目前我国开发的盐湖已有 �� 多个左右
，

开发盐湖的生产企业已有 �� 个
，

主要生产食盐
、

芒硝
、

元明粉
、

硫化碱
、

纯碱
、

氯化钾
、

氯化镁
、

硼砂和硼酸等
�

生产规模最大的产品是氯化钾
，

年

产量已达 �� 万吨
�

现 已初步形成我国盐湖化工的生产基地
，

并有初具规模的骨干企业
�

但我国

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
，

与国外的先进国家相比
，

存在盐湖化工产品产量小
，
品种有限 �生产工艺

落后
，

自动化程度低
，

经济效益差 �综合利用程度低
，

在生产过程中未将有用成分全部提取加工

等差距
，

反映出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
�

发展我国盐湖化学化工
，

必须根据我国盐湖资源的特点
，

针对开发利用中的重大基础性
、

关键性和共性的技术问题
，

做好已有科研成果的系统化
、

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开发和向生产力

转化
，

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盐湖资源开发的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
·

��



以往的工作基础

我国自五十年代末期从事盐湖化学研究
，
已有三十多年的科研积累和开发盐湖资源的经

验
�

目前我国尚无盐湖综合利用的研究
、

设计和开发一体化单位
，

在中国科学院
、

化工部
、

地矿

部和青海
、

内蒙
、

新疆等部门和省区都有一些从事与盐湖资源开发有关的科研单位
�

其中中国

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是以盐湖为对象
、

从事盐湖自然基本资料的积累
，

开展盐湖成盐元素无

机化学和盐湖资源的分离提取与综合利用的综合性研究单位
，

始终以开发盐湖为已任
，
已经积

累有相当数量盐湖基础资料和科研成果
�

曾为年产 �� 万吨大型钾肥厂的建设和青藏铁路�盐

湖地段�的修建提供了主要的科学依据
�

“
七

·

五
”
期间

，

青海省
、

科学院
、

化工部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项 目
“
青海省盐湖提

钾和综合利用研究
” ，

该项 目下设 �个课题共 �� 个专题
，

在察多汗盐湖开采中卤水动态
、

盐田

工艺和采盐装备钾盐系列产品开发和硼
、

锉资源综合利用及镁水泥开发等方面完成了多项中

间试验和扩大试验
，

取得了一批国内领先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

有的课题继续列入

，’�又
·

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

，

正在进行
，

为
“
九

·

五
”
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

“
九

·

五 ”
战役总体 目标

根据以往的工作基础和市场需求
，

我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和发展趋势
，

提出
“
九

·

五
”

期间的战役总体 目标
�

即组建盐湖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

化 �使我国盐湖丰产的钾
、

硼
、

铿
、

镁等盐类资源的开发
，

在采用高新技术
，

生产高附加值系列产

品
，

建立综合利用示范企业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 目标和任务

目标
�

根据我国盐湖资源特点
，

针对研究开发利用中的重大基础性
、

关键性和共性技术问

题
，

通过对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
、

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开发
，

使我国盐湖资源开发的

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使中心成为我国天然盐类资源开发利用行业科技进步

的技术依靠 �为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相关无机化工产品的深度加工与高值化提供

技术依据
�

任务
�
���为企业提供规模生产的具有新技术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

，

并不断推出具有高

增值效益的钾
、

硼
、

锉
、

镁等盐类系列新产品
�

���接受国家
、

地方
、

企业委托的工程技术研究
、

设计和试验任务
，

并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
�

���在盐湖资源开发技术研究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

���在国内同行中开展合作研究与人才流动
，

为成果的系统性
、

配套性和工程化服

务
�

���有意识开展国外引进技术钠消化
、

吸收和创新
，

为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

提高

整体技术水平服务
�

���为国内企业培养高质量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
�

��



�
�

� 运行机制

以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

青海省化工设计研究所和青海钾肥厂作为依托单位共同

组建
�

�� �工程中心承接工程化研究开发任务
，

实行有偿服务
，

并逐步实现科研�开发�产品、
市场的良性循环

�

���工程中心与依托单位
、

上级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不变
，

充分利用单位现有成果
、

人才
、

基础设施等支撑条件
，

业务工作相对独立
，

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
，

取得的收入主要用于 自身事

业的发展
�

���工程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
，

领导班子负责 日常工作
�

组建中心管理委员会
，

负责制定发

展方向
、

规划计划
，

监督和审查财务预决算
，

协调成员单位间的关系
�

组建工程技术委员会
，

审

议有关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计划
，

评估工程设计试验方案等
�

工程中心下设盐田
、

化学工程
、

化工机械设备
、

腐蚀和防腐等研究室和中试车间
、

信息咨询组和设计组
�

另设精干的办公室协

助主任
、

副主任处理 日常事务
�

���工程中心实行开放
、

流动的机制
，

其人员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构成
�

同时实行聘任

制
，

享有用人 自主权
，

始终保持高效精干队伍
�

���工程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邀请国外专家
、

研究人员前来技术交流和

技术协作
�

���工程中心实行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
，

应聘客座人员享受正式人员同等待遇
�

� 我国盐湖丰产盐类资源的开发

我国盐湖丰产的钾
、

硼
、

锉
、

镁等盐类资源的开发
，

在采用高新技术
、

生产高附加值系列产

品
、

建立综合利用示范企业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

�
�

� 硫酸钾工业性试验

利用青海盐湖中的夭然盐为原料制取硫酸钾系
“
七

·

五
”
科技攻关成果

，
已完成年产 ���

吨规模的中间试验
，

其工艺流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

并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目前我国硫酸钾产

量不到二万吨
，

每年需进 口四
、

五十万吨
，

主要用于烟草和柑桔的施肥
�

国外先进国家生产规模已达 ��一�� 万吨
�

目前急需在原料产地进行年产一万吨工业性试

验
，

为我国实现第二次钾盐生产的突破�硫酸钾生产达到年产 �� 万吨规模
，

第一次突破为年产

�� 万吨青海钾肥厂的建成投产�奠定工程技术基础
�

�
�

� 硼酸和氯化锉工业性试验与硼
、

铿高值化系列产品
“
七

·

五
”
期间已获得年产 ��� 吨硼酸和 �� 吨氯化铿中间试验的科研成果

，

是以大柴旦盐

湖湖水为原料�它在我国青藏高原盐湖中具有代表性�
，

经利用相分离技术浓缩富集硼
、

锉
，

再

用酸法和溶剂萃取法分别提取硼酸和氯化铿
，

工艺流程具有我国特色
，

不比国外落后
，

对于富

含硼
、

铿的盐湖开发和综合利用具有示范性
�

青海钾肥厂利用察尔汉晶间卤水 日晒光卤石采用

冷分解浮选法生产氯化钾
，

年生产能力达 �� 万吨
，

排出的老 卤中含硼酸 �
�

�万吨
，

氯化铿

�
�

�� 万吨
，

回收其中的一半
，

产值和利润即超过主产品氯化钾
� “
九

·

五
”
期间应在原中试基础

上进行年产 ����吨硼酸和 ��� 吨氯化锉工业性试验
，

为我国盐湖铿盐生产接近国际水平 �千

吨级规模�取得突破性进展
，

并建立示范企业
�

“
七

·

五
”
期间还完成了硼配

、

碳酸铿
、

澳化铿
、

高纯氯化铿等高值产品开发的扩大试验
�

加

之以前制备五硼酸按
、

硼酸锌
、

偏硼酸钙
、

高氯酸锉
、

过氧化锉等积累
，

可望形成硼
、

铿高值化系

列产品并付诸工业生产
，

获得较高的效益
�

��



�
�

� 水氯镁石的综合利用和镁盐系列产品的开发

水氯镁石是青海察尔汉晶间卤水经盐 田 日晒析出石盐
、

光卤石后再析出的天然矿物
，

在世

界盐湖中罕见
，

比较纯净和廉价
，

是镁盐综合利用的极好原料
�

青海钾肥厂每生产一吨钾肥可

以获得到 ��吨水氯镁石
� “
六

·

五
”
期间国家科委和冶金部组织过科技攻关

�

利用水氯镁石
，

采

用不同方法脱水
，

制备无水氯化镁电解金属镁
�采用各种流程制备氧化镁或高纯镁砂

，

但未获

得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
�

目前只有光 卤石脱水电解金属镁的流程在青海民和镁厂生产 �干吨

级�
，

利用石灰法生产的高纯镁砂厂�年产 ����吨�在青海格尔木正在建设
�

“
七

·

五
”
期间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转向镁水泥系列产品的开发
，
已完成了镁水泥物化基础

与特性
，

镁水泥制备工艺
，

镁水泥制品开发与利用和热解法制备高纯镁砂等系统研究
，

解决了

镁水泥易变形
、

防水性能差等技术难点
，
已做到中试规模

，

若干产品已形成小批量�年产几千立

方米�规模生产
，

投放市场
，

并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
九

·

五
”
期间

，

应多渠道多途径地解决水氯镁石的综合利用和镁盐系列产品的开发
�

除制

备四水氯镁石
、

二水氯化镁�已有千吨级规模的生产厂�达到万吨级规模
，

争取更多的出 口创汇

以外
，

重点放在采用高新技术脱水制取无水氯化镁电解金属镁的攻关
，

争取技术上的突破
�

水

氯镁石制备高纯镁砂
，

完成工业性试验
，

解决万吨级工厂建设的技术关键和镁砂配套产品实

施
�

镁水泥系列产品的开发
，

重点解决提高产品质量 �外观外形
，

变色变形�
，

扩大应用范围
，

实

现大规模 �年产万方级�自动化生产
，

最终争取在金属镁
、

氧化镁
、

镁水泥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

�
�

� 察尔汉盐湖卤水开采过程中水动态水化学变化规律和 自动观测系统

此项工作是
“
七

·

五
”
和

“
八

·

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

�

旨在配合年产 �� 万吨钾肥厂的

生产
，

通过多年长期连续观测和信息消化处理
，

跟踪
、

描述和预测 卤水开采过程中水质水量的

变化
，

并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开采积累动态数据
�

目前国家 已批准青海钾肥厂二期工程 �年产 ��

万吨�可行性论证
，

引进以色列冷结晶法先进技术合资建设
，

预计在 ����年建成
�

因此
“
九

·

五
”
期间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

并为生产服务
�

此外
，

充分利用 自然能�包括太阳能
、

风能
、

冷能的利用和储藏�提高生产效益
�
盐 田技术

、

相平衡分离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分离科学的最新技术极快地被引入到盐湖资源开发中来

等
，

均应作为我国盐湖化学化工发展注重的特点
�

战役实施的主要措施

� 积极参加青海省计委主持编制青海盐湖资源开发规划 �
“
九

·

五
”
至 ����年�

，

充分利用 已

有的科研成果
，

制定出既符合省情又适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规划
，

加快盐湖资源开发步

伐
，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程度和经济效益
，

争取建设新产品开发和深加工项 目
，

振兴青海经济
，

促

进盐湖化学化工的发展
�

� 多渠道申请项 目
，

争取得到国家计委
、

国家科委
、

国家经贸委工业性试验和
“
产学研

”
面向工

程的经费支持
�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 目已得到青海省科委的支持
，

其可行性

研究已列入省科委一九九四年第一批科研计划
，

并向国家科委申报争取列入国家计划
�

� 建议科学院积极组织与青海省
、

化工部
、

盐业总公司等部门和所属企业配合
，

联合攻关
�

加

强与青海钾肥厂的技术合作
，

积极参加钾肥二期工程前期工作与硼铿镁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

开发工作
�

��



� 尽快组建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

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
�

以市场为导向
，

加强成果转化
，

密切与相关企业合作
�以项 目合同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收入以及以技术入股在

企业获得的收益
，

保证其 自身的运行和发展 �在进行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同时
，

按照市场经济规

律
，

不断从研究单位获得新的成果进行工程化研究
，

从而推动研究
、

开发
、

产业化的一体化工

作
�

致谢 本所于升松副研究 员提供 了中国盐湖概况资料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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