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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海察尔汗盐湖总面积为5856km2，是我国最大的盐湖，同时，它也是我国最大的具有工业开采
价值的大型内陆第四纪石盐、钾盐、镁盐及富含硼、锂、铷、铯、溴、碘等有用化学元素的综合性盐
类矿床。
该盐湖以钾、镁卤水矿为主，固、液体并存，其中氯化钠有约90％已沉积成稳定的固体矿产层，其余
的钾、镁、锂、硼、铷、铯等矿产主要存在于卤水之中。
　　该盐湖中各种盐类资源非常丰富，储量近600亿t，仅食盐的蕴藏量就足够全世界人口食用数千年
。
众所周知，食盐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也是重要的大宗化工原料。
基本化学工业的“三酸两碱”是衡量一个工业化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标准之一，世界盐产量的65％用
于生产纯碱、烧碱、氯化物和硫酸钠，其中两碱、氯化物和氯的衍生物等80多种化合物耗用的氯化钠
占60％，因此，没有发达的盐业生产就没有发达的化学工业。
当然，其他工业也离不开食盐做原料。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盐湖将会为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质优价廉的氯化钠矿物原料。
　　盐湖资源不仅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而且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
在农业方面，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缺钾大国，目前我国农业上所需的钾肥主要从察尔汗盐湖中
提取。
在工业方面，盐湖资源除广泛地用于基本化学工业和制盐工业外，在纺织、制革、玻璃、陶瓷、电子
等轻工业及建材、冶金、石油化工等部门也广泛应用。
盐湖资源对国防工业也具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盐湖中的锂、硼等资源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作为高能燃料，用于火箭、导弹、宇航等国
防工业；用锂、硼、镁等制成的高强度、耐高温的轻质合金构件及高速固体润滑涂层广泛用于军事工
业和航天工业；同时，锂资源不仅是制造锂电池的材料，也是制造。
H的原料，一旦热核可控在技术上得到实现，盐湖锂资源又将成为巨大的能源资源。
因此，开展盐湖资源研究意义重大。
　　1955年，原西北地质局632队首次肯定了察尔汗盐湖是一个巨大的盐库，并估算了石盐的储量。
1956年，地质学家孙殿卿、关佐蜀、朱夏及郑绵平等查明了察尔汗湖盐层含硼、钾。
1957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成立的柴达木盐湖科学调查队，在化学家柳大纲教授和盐矿
地质学家袁见齐教授的领导下，在察尔汗盐湖首次发现了光卤石矿，并估算了晶间卤水中和达布逊湖
水中KCI的储量。
1958～1960年，原青海省地质局海西地质队对察尔汗盐湖进行了普查与初步勘探，于1965年9月提交了
初步勘探总结报告。
1965～1966年，原青海省地质局第一地质队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晶间卤水进行过详细勘探，于1967年3
月提交了察尔汗盐湖KCl等资源储量勘探报告。
1965年，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以下简称“盐湖所”）和青海省地质局盐湖研究室（简称“盐
湖室”）先后成立，盐湖室对察尔汗盐湖矿床的物质成分、分布规律、形成条件及水盐均衡等进行了
研究，于1969年提交了研究报告。
盐湖所通过对该湖卤水的蒸发试验，卤水氢、氧同位素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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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过去五十年生产及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察尔汗盐湖资源的地球化学特征、加工工
艺及可持续利用。
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简要介绍了察尔汗盐湖区地理及地质情况；第二篇介绍察尔汗盐湖资源地球化
学特征；第三篇重点介绍了盐湖晶间卤水的开采、盐田工艺及卤水中钾、镁、锂、‘硼、溴等的提取
方法和加工工艺；第四篇阐述了察尔汗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重点阐述了该盐湖资源优化开发的模式、环境保护、卤水矿源及淡水资源的稳定供给等问题。
    本书可供从事盐湖、地下卤水、油田卤水、盐矿资源地球化学、成盐元素、无机化学、溶液化学、
物理化学等及上述资源开发利用的分离提取化学工艺、采选矿技术的广大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和高等院校教学人员、研究生、本科生，以及盐湖开发生产企业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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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察尔汗盐湖自然地理　　1.地形　　察尔汗湖区地势平坦，达布逊湖水面最低，海拔
仅2677.5m，盐壳地面海拔为2678～2683m，霍布逊湖及别达拱起附近地势略高，达布逊及别勒滩区段
略低，高差为5m左右。
　　2.地貌　　察尔汗湖区地貌由山地、山前洪积倾斜平原（戈壁带）、冲洪积平原、冲湖积平原（
洪积扇）、洪积平原、湖积平原、干湖滩、沙丘、丘陵、雅丹、卤水湖及溶塘、溶沟等类型组成，但
主体属于高、中海拔山地，以及冲积、洪积和湖积（包括盐滩）平原型地貌。
　　湖区南、北两侧的山地与平原，两者最大相对高差达2500m，构成了该区典型的“高山深盆”的
地貌景观。
　　湖区南、北两侧地貌类型及其发育程度不对称。
南侧的山地高峻、雄伟，海拔一般在5000m以上；戈壁带、洪积扇、洪积平原及湖积平原分布广阔，
两者均十分发育。
北侧的山地狭窄而较低，海拔一般在3000m左右；戈壁带、洪积扇、洪积平原及湖积平原分布范围较
小，两者均不十分发育，但丘陵、雅丹及沙丘地貌却较发育。
　　湖区南侧，由南而北，地貌类型依次为昆仑山山地、戈壁带、洪积扇、洪积平原、湖积平原、卤
水湖及干盐滩；北侧，由北而南，地貌类型依次为阿木尼克山及锡铁山山地、丘陵、戈壁、洪积平原
、雅丹、沙丘及干盐滩。
干盐滩是察尔汗盐湖的主体，干盐滩表面平坦，自北而南低缓，略具微小的倾斜，在干盐滩的边缘发
育着卤水湖，在干盐滩的东北部发育着众多的溶塘及溶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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