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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青海盐湖资源的概况、特点及开发利用状况�并就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问题、市场条件以及资
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途径提出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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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号称“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盐湖资
源�在西部大开发中�开发优势资源是青海大发
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青海的盐湖资源转化为
经济优势�是一个开发的战略问题。作者认为�
必须从青海的实际出发�全面认识自身发展的
优势所在�扬长避短�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的
满足市场需求�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
势�把发展潜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是改变落后
面貌�提高市场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青海经济的快速发展途径之一。

1　盐湖资源概况及开发条件分析
1．1　盐湖资源基本概况

青海盐湖面积有15600km2�是世界较大的
盐湖之一。以钾、钠、镁、硼、锂5大类为主体的
盐类资源总储量达3283∙94×108t�其中氯化
钾、氯化镁、氯化锂和池盐的储量分别占全国的
97∙9％、100％、94∙1％和55∙7％�此外�溴、碘、
锶、铷、铯、石膏等的储量也很可观。截至目前�
共发现盐湖矿床（点）70余处�勘察盐湖区含矿
面积30000km2�累计探明总储量3799×108t。

这些盐湖矿床多属大型、特大型综合性矿床�潜
在经济价值达65454亿元。盐湖资源具有3大
特点：一是储量大�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有钾、
钠、镁、锂、锶、芒硝等�储量居第二位的有溴和
硼；二是品位高�如卤水中锂含量高达2∙2～
3∙12g／L�其中东西台吉乃尔湖和一里坪盐湖卤
水锂含量比美国大盐湖的锂含量高10倍�察尔
汗盐湖和马海湖的晶间卤水经日晒可以析出高

纯度的光卤石和钾石盐；三是类型全�分布相对
集中�资源组合好�多种有用组分共生。有氯化
钠盐湖、硫酸盐型盐湖和碳酸盐型盐湖。目前�
除察尔汗、马海湖、大浪滩、茶卡盐湖、可可盐
湖、昆特依盐湖等少数矿产地己开发利用外�大
多数盐湖矿产尚未开发利用。
1．2　盐湖资源开发的市场条件分析

钾盐是我国严重短缺矿种�长期以来依赖
进口解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钾盐
消费量激增�1995年已达349×104（K2O）t�比
1986年增长了84％。按照氮磷钾1∶0∙36∶0∙25
的比例�预测我国钾盐需求量分别为：2010年
686×104t�2020年961×104t�但我国目前钾肥的
生产能力仅有59×104t�需花费大量外汇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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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钾肥是我国十分紧缺和急需的产品。专家
预言�我国钾肥需求量将以每年约10％的速度
递增。因此�大力开发盐湖资源�尽快缓解日益
严峻的缺钾局面是当务之急。

镁产品市场前景看好。中国是世界上主要
的镁生产国�镁产品在国内消费量约 l∙5×104t�
主要用于制造铝合金、稀土镁合金、镁压铸件
等。青海的察尔汗盐土卤水中氯化镁含量
15％～30％�总储量达40∙5×108t�占全国镁盐
资源总量74％�仅次于死海�居世界第二位。
利用当地干旱的气候条件经盐田滩晒蒸发可自

然析出水氯镁石�近年我国高纯镁砂的要求在
10×104t 左右�但国内至今没有一个大型的专
门的高纯镁砂生产企业。金属镁和镁水泥制品
前景广阔�市场看好�镁盐的开发将使耐火材料
行业�建筑行业进一步发展�取得非常好的经济
效益。

钠盐（氯化钠）可分为食用盐和工业盐。目
前国内外氯化钠的主要来源是从海水中提取�
晒制海盐既受地理环境和气候限制�又受养殖
业的限制。青海察尔汗盐湖综合利用生产的氯
化钠是副产品�系天然形成�不仅成本低�而且
品质好�低钠盐已经广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能
在国内外市场打开销路。柴达木盆地钠盐蕴藏
量超过2000×108t�开发的历史悠久�茶卡盐湖
已有300多年的开采史。

锂是重要的稀有元素�也是最轻的金属�用
途很广。在新能源领域�被誉为“能源元素”�也
是推动世界现代高科技产业前进的重要元素。
锂的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深加工附加值高�属典
型的高新技术产品。世界锂的产品有70多种�
我国仅有10多种�锂及锂的化合物应用涉及冶
炼、空调、新能源、氢弹、医药、玻璃、陶瓷、焊接、
节能等工业领域。青海柴达木盆地相关盐湖锂
储量大、含量高�仅含锂盐湖就有16个�氯化锂
储量占全国第一位。

截至1992年底�全国溴素设计生产能力
23500t�实产18500t�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每
年都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农药和医药的需要。察
尔汗溴的平均品位35mg／L�在提钾钠镁的老卤

中�溴的品位可提高10倍多�经济效益好�采用
老卤生产溴素不仅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减
少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还可创造更多的
价值�是察尔汗盐湖资源深度开发应该考虑的
项目。

我国目前平均年产碘170～180t（用海带制
碘）�而年需要量为400～500t�缺口很大�产量
只能满足需要量40％�缺口靠进口补充。察尔
汗盐湖卤水含碘0∙6～3mg/L�高于海水含碘
0∙05mg/L 的含量�而且随着盐田日晒浓缩后�
碘含量可提高10多倍。
1．3　盐湖资源向经济优势转变的有利条件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青海省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2000年国家确
定的西部大开发首批十大重点项目中�就有开
发察尔汗盐湖资源的100×104t 氯化钾建设项
目�而且这是十大项目唯一的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

较好的区位条件。盐湖富集区接近青海经
济、文化、政治中心的河湟谷地�又是西藏出入
内地的咽喉�西北可达新欧亚大陆桥�是青甘新
藏四省区交往的中心地带�在西部地区区位较
优越。

初步形成便捷的交通通信网络。青藏铁路
在柴达木盆地范围内全长536km�而通往茶卡
盐场、柯柯盐场、德令哈纯碱厂、锡铁山铅锌矿、
察尔汗钾肥厂和格尔木炼油厂的6条专用线�
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输送能力。青藏铁路的建
成�此外还有青新、柳格、茶察、当黄、茶冷等干
线公路初步形成交通骨干网络。在通信建设方
面�兰西光缆工程竣工验收并已开通使用。相
配套的现代通信技术广泛应用�形成通畅便捷
的通信网络

相关生产工艺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如在钾
肥生产技术方面�开发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反浮选－－－冷结晶生产工艺。自行设计、制
造出了先进的光卤石矿采收设备�掌握了主要
设备的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自动化控制技

术�并成功地用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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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盐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存在的问题

　　开采种类较单一�综合利用程度低。我国
盐湖目前主要生产氯化钾、氯化镁产品�与许多
国家盐湖工业地位和产值相比差距很大�柴达
木盆地盐湖资源的特点是多种有用组分共生�
潜在价值较大。但我们却由于技术、资金等方
面的原因�一些品位很高的共生资源难以同时
被开采�结果白白的浪费�还造成了环境污染。
如在察尔汗盐湖生产氯化钾产品时排放的老卤

可同时副产相当于10倍氯化钾的氯化镁�却被
作为废液用管道、渠道、泵站等设施排放�不仅
造成镁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盐湖“镁害”�还导致
生产氯化钾原卤中的钾的贫化、晶间卤水老化�
减少钾肥产量等矿床污染问题。此外察尔汗钾
肥生产中所排放的老卤中还含有经济价值更高

的氯化锂、硼酸等没有得到回收。
以初级产品为主�深加工产品少。采选提

炼技术不成熟�产业链条较短�发展层次较低�
我国盐湖资源开发属粗放式经营�基本局限于
生产初级化学产品�主导产品仅是低层次的、单
一的、生产工艺较简单的钾肥�且回收率低、经
济效益不高；在柴达木盆地�最大的盐湖察尔汗
盐湖资源开发中存在着许多的环境问题�如单
一矿种开发导致矿床污染�盐湖区作业的采矿
企业越来越多�上项目、开工程需要的用水量增
加�选矿废水排放势必造成出现资源性缺水矛
盾和区域环境污染；在盐湖资源开发中�地方、
集体、个人办的一些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
单一�开采工艺落后�甚至滥采乱挖�任意排卤�
对宝贵的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和破坏�急需加
强管理。否则�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柴达木盆地
潜在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3　青海盐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的途径

　　开发盐湖资源投资少、见效快�盐湖产品不
仅有广泛的国内外市场�而且能够带动高附加
值产业的建立�如石油化工、新能源工业。这是

振兴青海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把这种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青海大发展面临的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国内外盐湖开发的成功经验看�他们毫

无例外地以卤水利用自然能通过盐田天然蒸发

获得化学加工所需的矿物。美国凯尔马公司
20世纪70年代末修建了大面积盐田�不仅优
化了加工过程�节约了燃料�减少了污染�而且
使成本大大降低。我们应该根据青海盐湖资源
特点和技术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确定自己重点
开发的盐化工产品�建立有特色的生产技术体
系�增加知识密集型工序。青海有非常丰富的
光能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建立盐湖产业体系的
能源供给体系。比如太阳池�这是新型清洁共
热发电生产技术�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基本上没
有废物排出�是环境无害化技术的核心�不仅提
供热能和电能�而且能解决部分老卤水的排放
问题。

国外盐湖生产企业的共同特点是综合利

用�这既符合不浪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又
降低了各类产品的成本�同时还能不断的进行
加工工艺和技术设备的改进和更新。卤水资源
的开发其根本出路在于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

用。
“盐湖农业”这一概念是中国地质科学院从

事盐湖研究近半个世纪的郑绵平研究员提出的。
他认为�盐湖及其生态环境可发展成为一种新型
农牧业�这既是一种盐水域水产养殖业�又与水
域周缘耐盐生物群密切相关�从而构成水产－农
牧业研究开发新领域�因为仍具有农业生产的基
本属性�所以称为“盐湖农业”。盐湖区因为其含
盐度高�生物很少�一般作物几乎不可能在盐湖
区和高盐环境下生长。因此�能够生长的生物都
有非同寻常的利用价值。比如�有“水黄金”美称
的卤虫�仅国内市场�每年就有2000×104t 的需
求量。还有营养丰富�堪称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
物种之一的螺旋藻等等�将在不远的将来�随着
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减少�食品短缺危机日
渐成为直接关注的焦点。因此�培养或发展盐碱
生物对各国都是个战略性的问题。国际食品政
策研究所斯·伍德博士说：“任何高盐农田提高产
量的技术都是一个真正的突破”。对盐湖资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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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青海来说�大力发展“盐湖农业”无疑是发展
经济、提高经济能力的捷径。

加大地质勘察力度�结合实际选择资源开
发重点。为了给柴达木盆地矿产资源开发提供
资源保证�必须进一步加大地质勘察力度�加强
矿产资源开发和矿山建设的地勘工作。提高地
质储量级别�为下一步大开发打好基础。同时
可重点选择当地黄河上游的水电资源加以开

发�为盐湖资源持续开发提供充足的能源基础。
强化管理�科学合理的开发盐湖资源。青

海经济应该是一种生态经济�任何一种生物的
过度开发和捕捞都会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而
且�青海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影响我国中、东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因此�科学管理应贯
穿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全过程。盐
湖资源不仅是青海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而且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非同一般�青海盐

湖开发中每前进一步都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只
看眼前利益而忽略了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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