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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盐湖硼矿资源的形成和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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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柴达木盆地盐湖富含硼矿资源,有沉积型和矿化水两种类型。 盐湖卤水硼矿在方向性变化上呈北

高南低的态势。固体硼酸盐矿床的成矿时间为晚更新世到全新世, 并以全新世为主。固体硼矿主要分布在

盆地北缘的大 、小柴旦盐湖 ,马海干盐湖也有零星分布, 卤水硼矿床的形成受控于丰富的硼物质来源 、闭流

汇水盆地和干旱的气候条件;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 、低温条件 、稀释掺杂作用 、生物作用 、盐湖水体化学类型

及其它相关成盐机制则对固体硼酸盐沉积矿床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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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内陆大型的山间盆地之

一 。它处于北纬 35°55′～ 39°10′,东经 90°00′～

98°20′之间, 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侧 。盆地四

周为高大山系所围绕,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菱

形向心汇水盆地
[ 1]

, 周围的山区降水较为充

沛,为盆地盐湖提供了水源和成矿物质 。盆地

内有盐湖 43个,湖表卤水及晶间卤水的矿化度

都超过了 50g/L
[ 2]
, 主要的盐湖分布如图 1。

在整个柴达木盆地盐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沉积了极为丰富的盐类矿产。

硼矿资源是柴达木盆地盐湖中的一种重要

的矿产资源,有液体卤水硼矿和固体硼酸盐矿

床之分, 液体卤水硼矿以湖表卤水和晶间卤水

这两种类型为主, 并且很多盐湖的卤水硼矿有

很高的品位,达到了工业开采的价值,如东 、西

台吉乃尔盐湖等。固体硼酸盐矿床以大 、小柴

旦盐湖硼矿为典型代表, 不仅规模大 、分布广 、

种类多,并且品位很高, 达到了工业开采价值 。

但是, 高品位的固体硼矿资源在上世纪的规模

开发中已消耗殆尽,如今剩下的多属于中低品

位的硼矿 。

针对目前柴达木盆地盐湖硼矿资源的现

状, 很有必要研究和总结其分布特征和形成机

制, 这对以后的硼矿开采 、找矿前景以及综合利

用等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为以后更深入研究工

作奠定基础。

2　硼矿资源在柴达木盆地盐湖的

分布特征

　　硼矿资源在柴达木盆地现代盐湖的分布集

中于两个地区:一是盆地中部 —台吉乃尔湖一

带;二是盆地北缘以大 、小柴旦盐湖为中心的狭

长地区。盆地内有大型矿床 5处, 分别为大柴

旦盐湖 、小柴旦盐湖 、一里坪盐湖 、西台吉乃尔

盐湖和察尔汗盐湖, 它们的储量占青海省的

97.1%。中型矿床有 1处 (东台吉乃尔盐湖 ),

小型矿床有 4处 。 2007年, 累计探明储量

1.1741×10
7
t( 以 B2 O3计算 ) , 保有 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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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柴达木盆地主要湖泊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ofthemainlakesinQaidambasin

1.1511×10
7
t(以 B2O3计算 ) , 其中固体硼矿

4.621×10
6
t, 卤水硼矿 7.12×10

6
t
[ 3]
。虽然硼

矿资源储量丰富,但是矿区较为分散,并且多为

中低品位硼矿。

2.1　卤水硼矿的分布规律

柴达木盆地盐湖卤水硼区域集散在方向性

变化上呈现明显的北高南低的变化态势
[ 4]
;盆

地最北缘的大柴旦盐湖和小柴旦盐湖湖区卤水

平 均 含 硼 量 分 别 为 631.10 mg/L及

1.36×10
3
mg/L,盆地中南部的一里坪 、西台吉

乃尔 、东台吉乃尔及察尔汗等湖区卤水硼的平

均含量范围为 120 ～ 495.44mg/L,北高南低的

变化趋势非常明显。

柴达木盆地盐湖卤水中硼的丰度各异 。最

高含 量 为 4.008×10
3
mg/L, 平 均 含 量 为

1.038×10
3
mg/L(包括晶间卤水在内 )

[ 5]
。高

硼卤水的丰度在垂直方向上也存在一定的变

化 。在同一湖区, 晶间卤水中硼的含量高于湖

表卤水 。柴达木盆地盐湖晶间卤水中硼的含量

比湖表卤水一般高 1 ～ 1.5倍 。

1)大柴旦盐湖卤水硼矿。大柴旦盐湖的

卤水硼矿以湖表卤水和晶间卤水为主 。湖的中

段区域为 B2O3含量高值区, 北段和南段区域

的含量都低于中段区域,这种分区规律在枯水

期极为明显 (如表 1)
[ 6]
。晶间卤水分上 、下两

层, 上层晶间卤水 B2O3的含量以矿区西南部

最高,一般为 2.000×10
3
mg/L左右;下层晶间

卤水 B2O3 的含量以西部较高, 含量最高达

2.764×10
3
mg/L

[ 7]
。

2)小柴旦盐湖卤水硼矿。小柴旦盐湖的卤

水硼矿以湖表卤水和晶间卤水为主。湖表卤水

中 B2O3 的 含 量 为 2.830 × 10
3
～

4.790×10
3
mg/L, 一 般 为 3.500 × 10

3
～

4.000×10
3
mg/L。受补给条件的影响, 湖水北

部的有益组分离子含量一般较南部稍高。在垂

直方向上,湖水下部的 B2O3含量略高于上部
[ 8]
。

晶间卤水赋存于湖底的石盐层中,矿化度为 350

～ 360g/L, B2O3含量为5.000×10
3
mg/L

[ 1, 8]
。

3)东 、西台吉乃尔盐湖和一里坪盐湖卤水

硼矿 。据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东台吉乃尔盐湖

C+D级 B2O3储量 1.6164×10
6
t, B2O3的平均

品位为1.668×10
3
mg/L,达到了工业开采的价

值。东台吉乃尔盐湖湖表卤水 B2O3的含量一

般在 340 ～ 430 mg/L之间, 晶间潜卤水的高浓

度分布区集中于矿床的东南部, 晶间承压卤水

主要分布在 28线以西的盐滩和湖水区以下较

深部位, B2O3 的含量一般在 1.500 ×10
3
～

2.500×10
3
mg/L之间

[ 8]
。西台吉乃尔盐湖卤

水 B2O3的高含量区主要在矿区的中东部广大

地区, 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较小范围内为明显

的低值区,但硼的整体品位分布比较均衡,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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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没有明显的分异。此外, 赋存在孔隙卤水

中 B2O3的平均含量低于晶间卤水
[ 9-10]

。一里

坪盐湖第 I卤水矿层赋存于全新统岩层中,

B2O3的含量为 500 ～ 1.100×10
3
mg/L;第 Ⅱ卤

水矿层产于上更新统上部地层中, B2O3的含量

为 500 ～ 1.200×10
3
mg/L

[ 8]
。

表 1　大柴旦盐湖湖水各区段硼 (B2O3 )含量
[ 6]

Table1　Thecontentofboron(B2O3 )ineachzoneofDaQaidamsaltlake mg/L　

时　　间 北部区段 中部区段 南部区段

1961年 6月 2.400×103 2.900×103 2.700×103

1961年 8月 4.000×103 5.258×103 3.772×103

　　4)察尔汗干盐湖卤水硼矿 。察尔汗干盐

湖可分为 4个区段,从东到西依次为霍布逊段 、

察尔汗段 、达布逊段和别勒滩段,但以别勒滩晶

间卤水 B2O3的含量为最高
[ 11]
。

2.2　固体硼酸盐矿床的分布规律

柴达木盆地盐湖相沉积硼酸盐主要分布在

盆地北缘山间盆地的大柴旦盐湖和小柴旦盐

湖,以钠硼解石和柱硼镁石为主。柴达木盆地

硼酸盐矿床的成矿时间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

且以全新世为主
[ 12]
。

1)大柴旦盐湖固体硼矿。大柴旦盐湖的

固体硼矿床按成因可分为湖泊化学沉积硼矿床

和湖沼沉积硼矿床两类
[ 12-14]

。湖区内的成盐

过程可分为晚更新世晚期成盐期和全新世成盐

期,硼酸盐也相应地出现与之对应的两个成盐

期 。在第一成盐期中出现粘土硼酸盐 (B1 )和

盐类硼酸盐 (B2 );在第二成盐期中出现含盐粘

土硼酸盐 (B3 ) 、卤泥石膏硼酸盐 (B4 ) 、芒硝硼

酸盐 (B5 )以及石盐硼酸盐 (B6 ) 。

大柴旦盐湖湖区第一期沉积范围较小,其

中粘土硼酸盐 (B1 )沉积分布范围很小, 并且零

星分散,而盐类硼酸盐沉积 (B2 )的上部基本上

都是盐 。湖区中部,湖表卤水的南面,是以钠硼

解石为主的石盐 (B6 )和芒硝沉积区的硼酸盐

沉积。前者略偏西南, 后者略偏东北位置 。以

柱硼镁石为主的淤泥石膏硼酸盐沉积 (B4 )分

布在湖区东北外缘地表卤水内 。在湖表卤水的

东部和北部外缘 (偏东 )有湖滨地表钠硼解石 、

柱硼镁石和水方硼石的分布。

大柴旦湖区硼酸盐沉积垂直分布于下部的

第一成盐期和第二成盐期。第一成盐期的下部

硼酸盐沉积主要是钠硼解石,在底板零星分散。

钠硼解石沉积的上部包括石膏 、芒硝 、石盐 、泻

利盐,甚至软钾镁矾沉积中的硼酸盐。除钠硼

解石外, 同时还出现柱硼镁石 。第二成盐期的

硼酸盐沉积在垂直分布上出现有 3个明显的区

间, 即上部氯化钠沉积区间 、中部硫酸盐沉积区

间以及下部碳酸盐沉积区间 。

现如今,湖底硼矿床只见有柱硼镁石矿床,

几乎见不到钠硼解石矿床, 大柴旦硼化工业基

地正在对柱硼镁石矿床进行挖掘开采 。大柴旦

盐湖具体的硼矿床地质如图 2。

2)小柴旦盐湖固体硼矿。小柴旦盐湖固

体硼矿以钠硼解石和柱硼镁石为主, 湖底钠硼

解石分布于湖区南缘的富矿区, 断续长 7 km,

宽 0.4 ～ 0.8 km。钠硼解石一般呈团块状和薄

层状, 部分细砂被柱硼镁石胶结而成为含柱硼

镁石的细砂结核, 厚度一般不小于 1.8 m
[ 15]
。

柱硼镁石主要与文石共生, 有时也能见到白云

石。钠硼解石主要与石盐和芒硝共生, 有时也

能见到与文石 、方解石共生, 并且柱硼镁石沉积

一般都分布在钠硼解石矿体的底部
[ 16]
。如今,

小柴旦盐湖富矿区已经采空,贫矿因杂质太多

而未被开采利用。小柴旦盐湖矿区地质图如图

3。

3)马海干盐湖固体硼矿。马海固体硼矿

床位于马海盐湖盐类沉积区的东南缘,分布面

积约 100km
2
。硼矿不均匀分布于盐坑中的下

部或边缘。盐坑剖面自上而下分为含砂石盐

层 、含粘土芒硝层 、含芒硝及石膏的砂质粘土层

和砂质粘土层 4层,中间两层有钠硼解石和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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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夹杂其中 。矿体呈透镜状,少数为层状,产状 水平或倾斜, B2O3含量为 1.5% ～ 9.8%
[ 16]
。

图 2　大柴旦盐湖硼矿床地质略图

Fig.2　GeologicaloutlineofBorondepositinDaQaidamsaltlake

图 3　小柴旦盐湖硼矿床地质略图

Fig.3　GeologicaloutlineofBorondepositinXiao

Qaidamsaltlake

　　总而言之,柴达木盆地盐湖硼酸盐沉积可

初步分为 3个阶段 。第一成硼阶段———相当于

早期碳酸盐发育阶段,极少量的柱硼镁石产于

粘土石膏层中,偶见到钠硼解石。第二成硼阶

段 ———相当于芒硝发育阶段后大半期至石盐发

育阶段早期,有些剖面见有芒硝及白钠镁矾时,

则相当于粘土石膏发育后半期至石盐发育早

期 。第三成硼阶段———钙质柱硼镁石结核形成

时期, 生成于近湖滨水底。

3　柴达木盆地盐湖硼矿资源的形成

3.1　柴达木盆地硼矿资源的成因类型

柴达木盆地硼矿床类型有沉积型和矿化水

两类,而盐湖硼矿床有湖泊化学沉积硼矿床 、湖

沼化学沉积硼矿床 、盐渍土硼矿床和盐湖卤水矿

床 4种类型,以湖泊化学沉积硼矿床为主要类

型。柴达木盆地硼矿床的具体分类情况如表 2。

3.2　柴达木盆地盐湖卤水硼矿资源的形成

柴达木盆地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 自第

四纪以来盆地新构造运动总的趋势也是西北抬

升而中南部下沉,第三纪晚期形成的含盐沉积

裸露地表遭受风化侵蚀, 在含盐地层中的盐类

物质,包括硼元素被溶解而搬运到湖泊中。

柴达木盆地盐湖卤水硼矿的形成条件主要

有:

1)盐湖处在有大量硼物质来源的闭流汇

水盆地内 。柴达木盆地四周及其内部深大断裂

的发育,使得盆地成了一个封闭的汇水断陷盆

地。盆地四周深大断裂的反复活动, 形成了自

新生代以来的高山深盆的地质环境。盆地四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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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山系岩石中的硼元素易溶于水, 通过水分

子的扩散作用而转移到水中。盆地内无论是深

部热水还是油田水和河水均相对富集硼,这就

给盆地内的盐湖带来了大量的硼物质来源。

表 2　柴达木盆地硼矿床类型 [ 13]

Table2　Typ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boratedepositsinQaidambasin

类型 亚类 矿物成分 规模大小

沉积型

湖泊化学沉积硼矿 柱硼镁石—钠硼解石 大型

湖沼化学沉积硼矿 硼砂—钠硼解石 小型或矿化点

油田水沉积硼矿 钠硼解石 矿化点

矿泉水沉积硼矿 钠硼解石 中型或矿化点

盐渍土硼矿 钠硼解石硼土 矿化点

矿化水

盐湖卤水 湖表卤水 、晶间卤水 大型

油田水 矿化含硼水 矿化

矿泉水 矿化含硼水 矿化

泥火山水 矿化含硼水 矿化

　　以大 、小柴旦盐湖为例 , 它们位于柴

达木盆地东北边缘的山间盆地中, 并各自为

一个独立的闭流汇水盆地 。它们所在区域在大

地构造位置上属于 “祁连山边缘凹陷带 ”, 区内

构造以断裂为主, 褶皱不甚发育, 岩浆活动频

繁
[ 15]
。深部地下热水 、温泉水都含有大量的硼

离子, 并且源源不断往湖区输送。周围补给河

流如鱼卡河和塔塔棱河等河水中也含有丰富的

硼离子, 它们共同为大柴旦盐湖及小柴旦盐湖

提供了丰富的硼物质来源 。

2)盐湖所在区域的气候条件非常干旱 。

根据张彭熹等
[ 17]
对柴达木盆地盐类沉积剖面

的研究得知,自上新世和晚更新世至今的古气

候是以干旱为主, 中间有短期非干旱的波动气

候条件 。在气候相对潮湿的条件下, 随径流不

断地往湖泊中补充硼物质, 而在干旱季节由于

蒸发作用使得湖泊中的硼聚集, 如此的反反复

复,才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卤水硼矿床 。

柴达木盆地现代盐湖卤水硼矿床的形成与

自新生代以来盆地内的新构造运动和古气候旋

回这两大因素紧密相关。第三纪末期在盆地西

部中心地带形成了蒸发岩, 硼第一次在卤水中

集中, 进入第四纪早期寒冷而相对潮湿的气候

条件, 使得含有硼的沉积盐类或盐层溶解并向

盆地中心地带迁移, 最终进入到湖泊中 。进入

到晚更新世,在总体干旱的气候格局下,蒸发聚

集而形成丰富的卤水硼矿床。

3.3　柴达木盆地盐湖固体硼酸盐矿床的形成

柴达木盆地盐湖卤水硼矿为固体硼酸盐矿

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据统计, 柴

达木盆地盐湖已发现的硼酸盐类矿物有 14种,

并且固体硼酸盐矿床主要分布在大柴旦盐湖和

小柴旦盐湖, 马海干盐湖也有少量的分布。盐

湖硼酸盐矿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形

成, 对此前人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得出了固体

硼酸盐矿床形成的一些表生条件, 并提出了相

关的成盐机制 。

1)稳定条件。无论是湖表卤水还是晶间

卤水,在介稳条件下, 硼被浓缩富集, 不以固体

硼酸盐的形式析出
[ 18 -23]

。另一方面,利用不同

的卤水进行静止放置实验可以获得不同的固体

硼酸盐
[ 24, 28]

。孙大鹏等
[ 26-27]

利用小柴旦盐湖

硼矿坑水和湖表卤水, 在封闭的广口瓶中于室

内常温条件下放置,获得了钠硼解石。

孙大鹏
[ 16]
研究了小柴旦盐湖硼酸盐的形

成, 认为是在湖滩沉积物 (碳酸盐结核 、砂质沉

积 )被埋藏后的成岩过程中, 在富硼地下孔隙

水中所处的稳定物理化学环境下形成的。另

外, 大柴旦盐湖湖底的浸染状盐类硼矿 、蜂窝状

硼矿以及小柴旦的层状硼矿都是一个很好的例

证
[ 29]
。

事实表明,硼酸盐的析出是需要一个稳定

的物理化学环境,这种稳定的介质物理化学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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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盐湖的晶间卤水 、泥质碎屑沉积物的孔隙

水和裂隙水中以及很深的稳定湖水中存在,硼

酸盐矿物大都与碳酸盐 (粘土或淤泥 )及卤泥

石膏共生。

2)低温条件 。低温条件有利于某些盐类

矿物自卤水中析出, 如钾石盐 、光卤石等。从

大 、小柴旦盐湖硼酸盐的矿物共生组合来看,有

些硼酸盐矿物如钠硼解石常与芒硝共生, 特别

是常与芒硝和软钾镁矾共生, 而这两种矿物均

属于低温条件下的产物。大柴旦盐湖东部湖滨

带地表冬季由于毛细作用形成的由硼砂 、芒硝

和碳酸盐组成的硼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为查明低温条件下硼酸盐的析出情况,高

世扬等
[ 30-31]

利用饱和卤水进行冷冻试验, 获得

了三方硼镁石 。孙大鹏等
[ 24-25]

对不同浓度的

石盐阶段卤水加入泉水或温泉水混合, 然后进

行冷冻蒸发,获得了以多水硼镁石为主的镁硼

酸盐。以上实验都说明了在低温条件下可促使

盐湖硼酸盐自卤水中析出 。

3)稀释掺杂作用。掺杂作用在自然界是

普遍存在的,很多盐类矿物的析出与地下水的

稀释或其它水体的混入掺杂有密切关系。

美国 Bowser等
[ 32]
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克拉

茂 (Kramer)第三纪硼矿床,认为钠硼解石在地

下水和埋藏的湖水影响下,由硼砂转变而来。

柳大纲等
[ 33]
最早在大柴旦盐湖地表卤水

底部沉积物中发现柱硼镁石, 并认为是经过补

给淡水的稀释而沉淀析出的。张彭熹
[ 1]
认为

深部水的补给稀释促使大 、小柴旦盐湖以及马

海干盐湖形成了硼酸盐等固体矿床 。高世扬

等
[ 34]
的稀释实验也获得了以多水硼镁石为生

的镁硼酸盐 。小柴旦盐湖湖底硼矿的挖掘,让

我们对掺杂作用有了重要的认识。该硼矿大多

是一些孤立的桶状和巢状硼矿体,说明与地下

涌泉活动有密切关系 。根据对达肯大坂山热泉

古阶地的泉华分析,大 、小柴旦盐湖硼酸盐沉积

的形成与地下热水有重要的关系。

4)生物成硼作用。生物成硼作用是一种

对硼矿成因新的认识,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初步

阶段。夏文杰等
[ 35]
认为在小柴旦盐湖湖滩岩

中柱硼镁石胶结包壳砂粒层为原生白云石,其

沉积主要与嗜盐菌藻作用有关, 其中一些白云

石藻屑和藻团块的形成与蓝绿藻明显有关。包

壳砂粒为柱硼镁石,呈基底胶结, 它的形成不可

能晚于同生阶段,柱硼镁石的形成同样应与蓝

绿藻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郑绵平
[ 14]
在扎布耶

盐湖 、班戈湖和大柴旦盐湖都发现了多种嗜盐

菌藻,并对生物成硼作用也作了初步的探讨 。

5)盐湖水体化学类型 。硼酸盐的形成与

盐湖卤水的化学类型 、组成 、溶液 pH值等是紧

密关联的 。就目前盐湖已发现的硼酸盐, 仅存

在于硫酸盐型 (包括硫酸镁亚型和硫酸钠亚

型 )和碳酸盐型水体中。但在柴达木盆地内没

有发现碳酸盐型卤水
[ 36]

,水化学类型都为硫酸

镁亚型
[ 2]
且富含卤水硼矿的东 、西台吉乃尔盐

湖迄今没有发现固体硼酸盐矿床, 氯化物型的

盐湖如察尔汗盐湖也没有发现固体硼酸盐矿床

的存在。因此,盐湖水体化学类型是形成硼酸

盐矿物的一个重要前提 。

曲懿华等
[ 37]
指出大柴旦盐湖的多种硼酸

盐矿物沉积时, 卤水需呈碱性环境。并且提出

硼酸盐矿物的析出不是简单地与某种组分浓度

成正变关系, 而是与盐类组分种类 、浓度比值 、

溶液 pH值及硼酸根的存在状态有关 。孙大鹏

等
[ 24, 26-27, 38]

对此也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工作 。

大柴旦盐湖随着高品位硼矿的开采, 盐湖

卤水组分种类 、浓度比值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致使硼矿的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以钠硼

解石 、水方硼矿为主的硼矿转化为以柱硼镁石

为主的硼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6)溶蚀交代成盐机理 。大柴旦湖区的硼

酸盐样品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石膏晶体溶蚀的同

时, 在石膏晶体被溶蚀处及其周围有纤维状钠

硼解石共生的现象,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下,石膏

晶体的局部溶解,使进入溶液中的 Ca
2+
浓度大

到足以形成纤维状钠硼解石 。

7)其它成盐机制。郑大中
[ 39]
认为, 氢硼化

物迁移形成硼矿床的机制可以合理解释盐湖硼

矿床的成因 。刘志宏等人
[ 40]
通过对库水硼镁

石和柱硼镁石形成过程的研究, 提出了一种复

盐相转化成盐的实验解释。

以上这些表生条件及其成盐机制制约了硼

酸盐矿物的形成,但具体的成矿机理还不够明

确。柴达木盆地盐湖最重要的两种硼酸盐矿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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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钠硼解石和柱硼镁石。对于钠硼解石,在低

温条件下,在低硫酸盐富 NaCl的溶液中更有利

于其生成, 并且与石膏晶体溶蚀交代形成纤维

状钠硼解石 。而对于柱硼镁石,是在常温下,在

含碳酸盐 、低镁的 Na2SO4 -NaCl碱性溶液中才

能形成,所以常见到柱硼镁石和碳酸盐 (粘土

或淤泥 )共生 。

4　结语与展望

在柴达木盆地盐湖硼矿资源的整个形成过

程中,丰富的硼物质来源 、闭流汇水盆地 、干旱的

气候条件 、盐湖水体化学类型 、地下水活动 、硼的

迁移和富集 、低温条件和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都

起着重要的作用;嗜盐菌藻等生物对硼酸盐的形

成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Kitano等人
[ 41]
根据实

验结果指出硼酸盐—硼易于与文石共沉淀而不

是与方解石共沉淀,说明盐湖中的文石沉积作用

可以富集硼,也是有利于硼酸盐的进一步形成。

另外,一些成盐机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盐

湖硼酸盐的形成和相转化。

不同的硼酸盐矿物其形成机制是不一样

的,钠硼酸盐 、镁硼酸盐以及钠钙硼酸盐的形成

机制各异,并且在特定条件下, 它们可以进行相

转化而可能形成新的硼酸盐矿物。盐湖硼酸盐

沉积矿床的形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 在认

清了其形成条件某些方面的同时,仍还有很多

细致的研究工作要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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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ronresourceisrichinsaltlakesofQaidambasin, hastwotypeswhicharesedimentaryand

mineralizingwater.Thetrendisthatthenorthishigherthanthesouthindirectionalchangeintheboron

resourceofsaltlakes.BoratedepositwasprecipitatedinlatepleistoceneepochandHoloceneepoch, mainly

inHoloceneepoch.BoratedepositismainlydistributedinDaQaidamandXiaoQaidamlakeswhichwere

locatedinQaidamBasinsnorthernmargin.SomearefragmentarydistributedinMahaisaltplaya.Formation

ofboronbrineiscontrolledbytheabundanceofboronsource, closedcatchmentbasinandthearidclimate.

Stablephysicochemicalenvironment, lowtemperaturecondition, dilutinganddopingeffect, biological

effect, hydrochemicaltypeofsaltlakesandotherformationmechanismplaytheimportantrolesinthefor-

mationofborate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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