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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湖资源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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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盐湖与热水资源研究发展中心&

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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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盐湖区受干旱
I

半干旱气候控制'现代盐湖主要分布于年降水量
+

6%%;;

范围内%依据中国

盐湖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及物质成分特点'将中国盐湖划分为
"

个盐湖区'并简述第四纪以来各区由于古气候变化

和地质构造活动性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盐湖演化特点%由于各区盐湖规模#经济价值和交通技术条件不同'开发利

用程度有差异'以吉兰泰盐湖和运城盐湖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较好&以察尔汗为代表的钾盐湖开发规模最大%目

前中国盐湖区环境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的问题'尤其是地处边远的中小型盐湖'采富弃贫#回收率低和单一矿种开

采使大量伴生有用组分贫化等%同时'由于气候环境因素也引起盐湖环境的重大变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西北

盐湖区'自
#5!F

年以来'出现向暖湿转型'湖泊有扩大上升趋势&青藏高原盐湖区则大致从
#55$

年以来'由东往

西'相继出现高湖面'显现向暖湿转型&而西北盐湖区仍处于暖干阶段'湖水位下降'盐湖沙化%随着中国全面建设

小康和和谐社会的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建议进一步吸取国内外在盐业综合利用#整体开发和环境保

护的经验和先进技术'加强盐湖环境变化观察和监测'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大盐湖产业%

关键词!中国盐湖资源&盐湖区&气候环境与盐湖演化&盐湖资源合理利用&盐湖环境监测与保护

!!

盐湖是湖泊中一种重要类型'它是含盐量较高

的咸化湖泊%盐湖是据其水体可溶盐的含量而界定

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对盐湖的盐度下限有不同的标

准%本文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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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H

#即大于海水平均盐

度作为划分盐湖含盐度的下限'而多数生物学家即

以
c

"

/<'2

$

E

d

m%37H

作为盐湖的盐度的下界%鉴

于近期国际上地质#生物等学科的新进展'为了促进

不同学科研究盐湖的交流'制定一个统一的盐湖盐

度界限是必要的%为此'本文作者建议'将盐湖分为

狭义和广义盐湖%将狭义盐湖的含盐度下限定为
&

736H

&广义盐湖的下限定为
%3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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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着重讨论中国盐湖"狭义$资源及

其生态环境:

%

盐湖在地球表层分布较广'它是特定自然地理#

地质环境的产物%其基本形成条件是干旱*半干旱

气候#适宜洼地和水盐补给%

#

!

中国盐湖的分布与资源概况

中国盐湖区展布于北纬
$!

"

6$e

'东经
F6

"

#$$e

'位于北半球盐湖带的东西走向的欧亚盐湖亚

带的东端"郑绵平'

#5!5

$'其西部与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相接'其北部与蒙

古盐湖区相连'东部大致以大兴安岭*太行山*秦

岭为界'它与北美盐湖亚带遥遥相对%

中国盐湖区受干旱*半干旱气候控制'主要分

布于年降水量
+

6%%;;

范围内"图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候图集编委会'

$%%$

$%

依据盐湖形成的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和物质成

分特点'大致以近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脉#昆仑*

阿尔金山*祁连山*六盘山#北东向的贺兰山和太

行山*大兴安岭为界'可将中国盐湖区划分为四个

盐湖区!青藏高原盐湖区"

b

$#西北部盐湖区"

7

$#

东北部盐湖区"

8

$和东部分散盐湖区"

9

$"图
$

$

"郑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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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盐湖区"

-

#

分布于中国地貌上最高的(*级台阶)的青藏高

原'平均海拔
"%%%;

以上'它以巨大的高差屹立于

亚洲东部'其主体由近东西向高大山脉和宽谷#平坝

构成'其间湖泊广泛分布'其中盐湖湖面海拔在

$96%;

"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

6%6F;

"藏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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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降水量略图"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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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本区盐湖星罗棋布'而呈独具特色的自然景

观%

本区首先在其北部柴达木西部干旱中心出现上

新世
:

早更新世大浪滩等盐湖'"郑绵平'

#5!5

$'然后

向东南依次变新'至柴达木东南察尔汗盐湖仍在

6%%%%<N3Y3

出现石盐沉积'向南至西藏北部班戈湖

含芒硝#淤泥"碳酸型粘土$'

#"

'

年龄约为
#9!%%a

$#%<N3Y3

"郑绵平等'

#5!7

$'在扎布耶盐湖含石盐#

硼砂#芒硝淤泥"碳酸盐粘土$'

'

#"年龄为
#"%%%

<N3Y3

'往下至今距
7"%%%<N3Y3

仍见含分散状石

盐#硼砂和芒硝的碳酸盐粘土"郑绵平'

$%%F

$%

本区盐湖处于新构造活动和独特地球化学区'

盐湖水化学类型齐全'成分复杂'以盛产钾镁盐湖

"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等$和富硼#锂"铯$等(特种

盐湖)"如扎布耶盐湖$而闻名%

"3!

!

西北盐湖区"

&

#

该区位于青藏高原盐湖区北面的中国地貌(第

二台阶)'地形下降至
$%%%

"

#%%%;

以下'其东起贺

兰山*狼山'西至国境#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接壤%本

亚区受地质构造控制呈巨大盆地和山脉与高原相

间'本盐湖区盐湖海拔一般
#6%%

"

6%%;

'个别盐湖

"吐鲁番艾丁湖$海拔降到
I#66;

%主要盆地有塔

里木盆地"海拔
!%%

"

#%%%;

$#准噶尔盆地"

$%%

"

#6%%;

$#河西走廊"

#%%%

"

$%%%;

$和阿拉善高原

"

6%%

"

#6%%;

$%

笔者曾经指出柴达木西部
:

塔里木东部是中国

第四纪以来干旱成盐中心"郑绵平等'

#55!

$'该区全

新世盐湖广泛发育%在天山凹陷乌尊布拉克盐城还

见及#"

'

年龄
$$#$%a"7%<N3Y3

的石盐层分布'其

下还有一层
#6;

的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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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

布泊已揭露钙芒硝层'根据古地磁资料"王弭力等'

$%%#

$

%

%3$!P<

'在
#3$%P<N3Y3

仍见石膏夹层'但

钻孔未往下钻探%

本区多位于稳定的地质构造区'以产普通盐湖

为主'但个别盐湖规模大'构成钾镁盐湖"罗布泊$%

由于本区位于塔里木#天山盆地'属暖温带极干旱区

"#9#



第
##

期
!!!!!!!!!!!!!!!!!

郑绵平!中国盐湖资源与生态环境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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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图集0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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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极

为干旱#且夏季气温很高'而在戈壁区形成规模巨大

的硝酸盐资源%

"3;

东北盐湖区"

'

#

本区仍位于(第二台阶)'地处
b

#

7

区的东北'

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以太行山*大兴安岭为界%

包括鄂尔多斯高原"海拔
#%%%

"

#6%%;

$#内蒙高原

"海拔
#%%%

"

$%%%;

$和呼伦贝尔盆地"海拔
$%%

"

6%%;

$%该亚区多属地质构造稳定区'按现代气候

区划属于中温带亚干旱至干旱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图集编委会'

$%%$

$'本区盐湖规模较小'以产芒

硝#天然碱和石盐的普通盐湖为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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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分散盐湖区"

(

#

分布于现代中国东北部温带亚潮湿区闭流盆地

和西南的高原亚寒带山间牛轭湖'由东北往西南零

星分布有!嫩江盐湖亚区"

9

#

$#滨海地下卤水湖亚

区"

9

$

$#运城盐湖亚区"

9

7

$#黄河源局部盐湖亚区

"

9

"

$%

9

#

#

9

"

亚区盐湖系间歇性干旱期形成中小

型盐湖'均在年降水量
$

6%%;;

区域&而
9

$

#

9

7

亚

区均在年降水量
&

6%%;;

的暖温带亚湿润区'且

9

7

运城盐湖规模较大'它的成因与其更新世成盐历

史和人类早期筑堤排洪有关%分布于渤海岸带的滨

海地下卤水湖亚区"

9

$

$'为地下孔隙卤水湖'是由

于局部滨海洼地碎屑层孔隙中由全新世早期海水浓

缩形成的卤水层%

本区除运城盐湖发育有第四纪早期白钠镁矾和

芒硝沉积外'均为全新世以来的现代小规模盐湖%

本区"

9

$均为普通盐湖'但由于位于中国中原

或沿海发达地区'对其盐湖开发和环境保护较好!如

开发历史悠久的运城盐湖"

XMED

K

EC<23

'

#557

$%

$

!

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环境问题

!3"

!

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盐湖资源赋存盐类矿产种类的差异和应用

价值'作者将中国盐湖矿产划分为!钾镁盐湖#特种

盐湖"锂#硼#钾$#硝酸盐*石盐芒硝盐湖及普通盐

湖"盐#碱#芒硝$%现按上述中国盐湖区将该
"

类盐

湖矿产数量和比率列如表
#

"郑绵平'

$%%#

$%

青藏高原盐湖区"

-

$发育于地质构造活动区'其

盐湖总面积在
$$%%%[;

$以上"包括干盐湖$%西藏

盐湖亚区"

-

#

$!主要已开发的特种盐湖有扎布耶的

锂盐和石盐#扎仓茶卡#班戈湖#聂尔错#基步茶卡#

杜佳里湖#茶拉卡的硼酸盐以及占宗茶卡和扎仓茶

卡的石盐%其中以扎布耶盐湖的锂硼和石盐#扎仓

茶卡的镁硼酸盐和石盐规模较大%昆祁"柴达木$亚

区"

-

$

$!主要已开发的盐湖有察尔汗#马海#昆特依#

尕斯库勒湖#大浪滩等钾镁盐湖的钾盐&茶卡#柯柯

普通盐湖的石盐&大#小柴旦湖的硼酸盐%其中以察

尔汗开发规模最大%此外'尕海湖和小柴旦还开采

盐卤虫%

西北盐湖区"

7

$*本区主要发育于地质构造稳

定区'但南邻
-

区接受
-

区物质成分的补给"

7

#

$%

在塔里木区"

7

#

$主要为生产硫酸钾的罗布泊钾镁

盐湖'卤水含硼锂相对较高&天山盐湖亚区"

7

$

$有

七角井"湖$#乌宗布拉克湖#大坂城湖#艾丁湖#艾比

湖等普通盐湖'主要生产石盐和芒硝或单产石盐&鄯

善等硝酸盐#石盐芒硝湖'且以产硝酸盐为主%阿拉

善盐湖亚区"

7

"

$!主要有吉兰泰湖和雅布赖湖'此

外'艾比湖还捕捞大量卤虫卵&准噶尔"

7

7

$的玛纳

斯湖和阿拉善亚区"

7

"

$的巴里坤等普通盐湖已小

规模生产石盐'巴里坤湖还常有卤虫卵生产%

东北盐湖区"

8

$主要发育于地质构造稳定区%

已开发的盐湖均为普通盐湖!如定边盐湖的石盐#查

干诺尔#额吉诺尔#白彦淖#察汗淖尔的天然碱%其

中以查干淖尔的天然碱产业规模较大%

东部分散盐湖区"

9

$'主要发育于地质构造稳

定区'并部分受海水补给%主要为生产硫酸钠和硫

酸镁的运城盐湖和环渤海湾的地下碎屑卤水湖'后

者以生产石盐及溴素为主%此外'运城盐湖还生产

少量卤虫卵%

中国是一个多盐湖国家'目前已开发的盐湖虽

然还是小部分'但是开采盐类资源总量较大'据不完

全统计'近期年开采量如下!石盐约
76%

万吨#硫酸

钠约
$%%

万吨#钾盐"折算
G'2

$约
7%%

"

76%

万吨#

表
"

!

中国盐湖矿产类型及其分布

#$%&'"

!

34/0'2'2$&/0'&$I'2$07

5

&$

>

$2/034/0$6&$22/+/'7$66,-7/0

1

),)

>5

'2,+./0'-$&7'

5

,2/)2

C/)4

5

,)'0)/$&6,..'-6/$&2/

1

0/+/6$06'

盐湖区

钾镁盐湖

c

"

G'2

$

%

#H

特种盐湖

z

"

G'2

$

%

%36H

c

"

,='2

$

%

7%%;

K

+

,

c

"

N

$

+

7

$

%

#%%%;

K

+

,

普通盐湖

"盐#碱#芒硝等$

硝酸盐
:

石盐湖 合计

个数 比率"

H

$ 个数 比率"

H

$ 个数 比率"

H

$ 个数 比率"

H

$ 个数 比率"

H

$

"

b

$青藏高原盐湖区
9 6% !% 57 $"! $53# 77" 7"3!

"

7

$西北盐湖区
" 7737 $ $37 $7F $F3! ! #%% $6# $93$

"

8

$东北盐湖区
$ #939 " "3F 7%7 7639 7%5 7$37

"

9

$东部分散盐湖区
9" F36

9"

<

93F

合计
#$ !9 !6$ ! 56!

<

未计地下孔隙卤水湖%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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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盐"折算为硼砂$

!

"

#%

万吨#硫酸镁
7

万吨#水

氯镁石
6

"

!

万吨%一些先进盐湖产业还发展盐类

深加工产品%此外'还产卤虫卵约
$%%

吨#少量盐藻

和螺旋藻产品%从而对盐湖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与就业发挥了良好效益%

古今中外盐湖的开发利用都是由小规模单品

种#粗放式手工开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

进步'逐步走向大规模综合性运用先进科技开发"郑

绵平'

$%%9

$%

目前在中国盐湖区环境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问

题!

"

#

$粗放式土法无序开采'采富弃贫#回收率低'

造成盐湖资源浪费"郑绵平'

#55$

$%如以班戈湖为

例'硼砂富矿开采率不到
#

+

7

'并且使得十余万吨纯

净芒硝层暴露地表脱水粉化'污染周围环境%又如

扎仓茶卡湖滨阶地镁硼矿层'由于仅采含
N

$

+

7

$9H

"

76H

以上富矿'致使含
N

$

+

7

$9H

"

6H

达到

工业品位硼矿层丢弃贫化%但随着该矿开发进步'

目前已着手对含
N

$

+

7

$

$"H

进行现场选矿利用%

"

$

$综合利用程度低#甚至单一矿种多家无序开

采'使大量有用组分废弃'不但造成资源极大浪费'

增加生产成本'而且污染盐湖环境以至使矿体变质%

如目前中国最大的钾镁盐矿床'以往有
#%

余个公司

在该湖单一开采钾盐'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论

证'出现了各个企业在开挖沟槽#采卤#集卤渠及自

打卤井时'布局严重不合理#争抢资源#浪费资源的

现象极为严重'矿区多处出现降落漏斗'局部卤水位

下降
#%

"

#6;

'铁路以东部分企业沟槽卤水干枯"贾

海娟等'

$%%"

$%与此同时'由于在该湖单一提取

G'2

'每生产
#CG'2

'同时副产
!

"

#%CP

K

'2

$

老卤

"郑绵平'

#55$

&贾海娟等'

$%%"

$%由于早期生产时'

未按要求挖渠通东边南#北霍布逊湖'各企业将

P

K

'2

$

母卤多就地排放'造成企业周围老卤泛滥'并

在南部团结湖一带形成一片老卤(汪洋)'使铁路以

东矿区水位抬高'威胁钾盐生产'造成严重(镁害)

"贾海娟等'

$%%"

$%

"

7

$盐湖周边城镇废水排放造成盐湖污染%盐

湖是汇水盆地的最终排泄区'由于有些靠近盐湖的

城镇往往对生活和工业废水和垃圾缺乏严密管理'

而使这些已开发盐湖不同程度受到污染%

如近期'运城湖周有个体工厂发展迅猛'造纸

厂#化工厂等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盐湖中%运城安

邑镇有
6

家民营造纸厂将污水直接排到冯里滩排

放'造成淤塞"刘清洋'

$%%#

$%又如!位于柴达木盆

地东端的尕海湖'由于近期湖周企业兴起化工厂和

金属冶炼厂'其工业废水排入湖水'而使该湖盛产卤

虫锐减%

此外'在一些边远的藏北盐湖'群众土法采盐'

用牛羊到湖中运载石盐'牛羊排泄粪尿直接便溺湖

中'使这些盐湖局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

"

$盐类生产的提取加工化学物影响!目前已知

柴达木盆地察尔汗#钾湖等钾镁盐湖在开采钾盐时'

由于浮选法采用脂肪胺捕收剂有微毒'随其排放量

增加'该污染物可能逐渐积累%而且随着钾肥产品

向中国内地农田施放'日久月累是否会影响人民群

众健康也值得注意%

"

6

$盐湖周边或湖中过量开采淡水或卤水资源'

导致周边河流和盐湖沙化或盐湖水位锐降%如新疆

罗布泊'由于
$%

世纪
9%

"

F%

年代在孔雀河和塔里

木河中上游大量筑坝和垦荒'过量和不合理使用淡

水'使
#565

年前广达
#6%%[;

$的罗布泊地表卤水在

短期内潜入地下
$

"

"36;

'孔雀河和塔里木河下游

大面积沙化'并已波及罗布泊%

以上列举皆以人为因素为主'也有环境自然因

素引起盐湖环境重大变化%现将近期气候变化导致

盐湖区湖泊环境变迁概述如下%

!3!

!

环境变迁

据研究'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西北地

区#主要是西部和中部"大致相当于西北盐湖区$#

#5

世纪
9%

"

!%

年代至
$%

世纪
!%

年代'基本处于向暖

干化发展!气温上升#降水偏小#湖泊萎缩'而在

#5!F

年以来'西北盐湖区大部分气候出现向暖湿转

型的突变"施雅风'

$%%7

$%但在西北盐湖区以东的

东北盐湖区"

8

$尚处于干暖背景下'湖泊萎缩#盐湖

沙化阶段&而在青藏高原盐湖区的西藏盐湖亚区

"

-

#

$的东部受冰川补给的湖泊冰融水增加#且年降

水量也有所增加&从
#55$

年始'首先在西藏东部和

藏南出现高湖面 "杨日红'

$%%7

&

XMED

K

EC<23

'

$%%6

$'继而在
#55F

年向藏西推进'相继在
$%%7

年

和
$%%!

年在扎布耶盐湖#当雄错和阿里麻米错等出

现较高湖面'甚至那里一些远离冰川补给的盐湖'如

聂尔错湖面也开始上升&在藏西北
$%%%

"

$%%!

年降

水量与
#55%

"

#55!

年相比约增
7%H

"

6%H

'显示

青藏高原腹地正在向暖湿转型&而在昆祁盐湖亚区

"

-

$

$则可能处于气候由干暖向暖湿转型的过渡阶

段%现按湖泊泛滥#盐湖淡化和湖泊萎缩#盐湖沙化

两种变化类型分述如下!

"

#

$湖泊泛滥#盐湖淡化!在西北盐湖区的盐

F#9#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湖'

#5!F

年以来'气候偏暖湿'艾比湖#玛纳斯湖#艾

丁湖#柴窝堡盐湖等湖水相继上涨%如位于准噶尔

盆地西南较低汇水中心的艾比湖'该湖面积从
#56F

年的
#%F%[;

$快速萎缩到
#5!F

年的
"55[;

$

'但随

着该区近期降水量和融水量增加'

$%%%

年湖水面积

扩大至
#%9"[;

$

"图
7

$"蒋先锋'

$%%"

&

XMED

K

EC

<23

'

$%%6

$%

图
7

!

艾比湖湖面范围的变化"据王前进等'

$%%7

$

Q=

K

37

!

&OE<BM<D

K

E1T*A=D@O,<[E

"

<TCEOJ<D

K

EC<23

'

$%%7

$

图
"

!

吉兰泰盐湖湖区沙侵情况解译图"据刘兴起和张辉'

$%%%

$

Q=

K

3"

!

-DCEO

?

OEC<C=1D1TCMES<DU=D4<S=1DS=C@<C=1D=DCMEW<O<DC<=S<2C2<[E<OE<

"

<TCEO,=@<DUXM<D

K

'

$%%%

$

#

*沙体&

$

*山体&

7

*盐湖&

"

*沙体运移方向

#

*

.<DUA1U

\

&

$

*

P1@DC<=D

&

7

*

.<2C2<[E

&

"

*

R=OEBC=1D1TS<DUA1U

\

;=

K

O<C=1D

青藏盐湖区的西藏盐湖亚区"

-

#

$的纳木错#色

林错
I

班戈湖等
!%

年代中后期以来也因气候显著

变暖'冰川融水增多'而且降水量也持续有所增加'

而导致湖水位也由藏东#藏南向藏西北相继上涨的

趋势!纳木错"

!%

年代始$#色林错
I

班戈湖"

#5!7

年

始$#当雄错"约
$%%7

年前始$#扎布耶湖"

#55F

年

始$#阿里麻米错"约
$%%7

年始$%如位于西藏盐湖

亚区东部的班戈湖'

#5FF

年
7

月面积
#939[;

$

'至

#5!7

年
F

月面积扩大为
!73![;

$

'至
#55$

年
5

月

达到
#$!3#[;

$

'经研究'则认为班戈湖湖面扩大原

因主要与
!%

年代以来西藏高原气候变暖'冰川融水

增多有关"赵元艺等'

$%%9

$%又如昆祁盐湖亚区

"

-

$

$'在柴达木
#5!5

年出现
9

"

F

月特大洪水'使达

布逊湖水上升
#;

'形成盐湖水灾'该湖水面积由常

年
$%%

*

7%%[;

$增大至
6%%[;

$

'而将岸区大片盐田

淹没'造成察尔汗盐桥段多处冲毁'铁路基下沉等%

此外'由于这次洪灾'柴达木盆地诸卤水湖的面积也

均有扩大%

"

$

$湖水位下降#盐湖的沙化!如上所述'西北

盐湖区"

7

$的东缘基本上仍处于向暖干发展过程'

该区多数湖泊仍属于此变化类型%如地处中温带干

旱气候区"

7

R(U

$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湖"中华人民

共和国气象图集编委会'

$%%$

$'该湖属半荒漠"赵国

藏'

#55"

$%据吉兰泰气象站
#566

"

#556

年资料统

!#9#



第
##

期
!!!!!!!!!!!!!!!!!

郑绵平!中国盐湖资源与生态环境

计'其年均降水量
#%!3!;;

'蒸发量
$5!737;;

'年

均气温
!39h

"于升松等'

$%%#

$%最多风向
//J

和
J/J

"刘兴起和张辉'

$%%%

$'风力一般
"

"

6

级'

平均风速
73%7;

+

S

'最大风速达
#9

"

#!;

+

S

"于升松

等'

$%%#

$受主要风向控制'该区西北发育的两条沙

带向吉兰泰盐湖侵入"图
"

$%

7

!

盐湖区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

!!

上述中国盐湖人为环境问题'虽然不是普遍的

现象'但是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

对于我国盐湖资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因此'特别要

吸取国内外盐湖开发的经验教训"

XMED

K

'

$%%"

&郑

绵平'

$%%9

$'在盐湖资源开发中认真贯彻(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吸取国内外在盐业综

合利用#整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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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

#5!%

&

#5!F

&

$%%$

&

NED:&;1C>&3

'

#5!$

&

)<OOETT<DU

,<A1OUE

'

#5!6

&

-UEEC<23

'

#5!6

&

)<O

?

ECC

'

#55#

&郑绵

平'

#556

&

$%%9

&

$%%F

&

L<OAED<DU*U@2<DUS

'

#55F<

&

#55FA

&

#555

&刘兴起和张辉'

$%%%

&刘清洋'

$%%#

&宋

彭生'

$%%%<

&

$%%%A

&

$%%%B

&

$%%%U

&于升松等'

$%%#

&

张辉等'

$%%#

&

&O<A

?

1C<SMB1;

?

<D

\

,CU

'

$%%7

&

Y<OCDEOSM=

?

<DUYO1S

?

EO=C

\

'

$%%6

&

_=<DUXMED

K

'

$%%9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

好型盐湖企业%

;3"

!

加强综合利用科技研究$充分合理利用盐湖多

种资源

!!

在中国可以运城盐湖和吉兰泰为例!中国运城

盐湖已有
"6%%

年以上盐湖开发历史"

XMED

K

EC<23

'

#557

$'目前南方盐类集团能够从该湖盐湖资源特点

出发'通过科技集成'发展盐类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充分利用硫酸钠#镁盐发展元明粉#硫化碱和洗衣粉

等高附加值产品'并用湖泥#卤水开发化妆品和旅游

业&在环境保护方面也采取很多措施%吉兰泰盐化

集团依据科技'通过多期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吉兰泰

石盐资源'除了针对其主要的石盐发展各种食用盐

外'还发展盐化工#延长产业链'生产纯碱#金属钠'

发展盐湖农业'开发盐藻粉#

{

:

胡萝卜素等药物"于

升松等'

$%%#

&郑绵平'

$%%9

$%青藏盐湖区的察尔汗

盐湖'从
$%%$

年以后在钾盐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也

着手盐湖的多元综合开发"郑绵平'

$%%9

$%在国外'

智利的阿塔卡玛盐湖#美国大盐湖#以色列#约旦开

发死海运用先进科技'综合利用盐类等资源'极大提

高盐产品附加值'都是值得借鉴的%

;3!

!

重视盐湖资源与环境变化的观察与监测

盐湖是一种与周围气候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动

态资源'只有不断积累盐湖区自然变化基础资料'不

断加深对盐湖变化的认识'掌握其变化规律'才能达

到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盐湖资源与环境的目的%例

如大盐湖从
#!6%

年至今都有详细湖水位变化记录'

在
#5!9

年洪水灾害前
#

年半即作洪灾预警'而使当

局采取大量措施'使人民财产减少不少损失等%因

此'很有必要建立盐湖资源与环境变化科学观察与

监测系统%自
#5!F

年以来'中国先后在察尔汗盐湖

建立水位和水化学观察站'以后中断%至
#55"

年又

恢复观察迄今%

5%

年代以来'在国家支持下'我国

有关单位先后在西藏扎布耶盐湖#吉兰泰#罗布泊#

西台吉乃尔等盐湖建立了系统的盐湖科学观察'并

利用
*(P

遥感数据对中国一些主要盐湖变化作了

研究"齐文和郑绵平'

$%%$

&

_=<DUXMED

K

'

$%%9

$%

目前正在筹划进行(中国盐湖动态变化监测与长观

网站系统)研究'除了进行中国重点盐湖水文和气象

系统监测外'还充分应用遥感动态环境监测系统%

相信该项目实施'将为合理开发和保护盐湖提供重

要科学依据%

;3;

!

因势利导$防止盐湖沙化

在干旱*极干旱地区的盐湖'易为沙化以至形

成沙下湖%上述吉兰泰盐湖正是处于腾格里沙漠边

缘%截至
#5!!

年'风沙覆盖该盐湖西部和西北部的

面积分别达
!37%[;

$和
5359[;

$

%吉兰泰盐化集团

依据科技'通过调研'掌握了沙漠入侵规律"刘兴起

和张辉'

$%%%

&于升松等'

$%%#

$'并经多次技术改造'

自
#55$

年以来实施盐湖补水和沙害治理一体化工

程%他们采取湖区西北部巴音乌拉山山前的第三系

地下承压咸水'沿东南向流入盐湖'咸水在浸灌流过

中溶解沙下的盐类(固体复矿)和尾矿'使湖区西北

部细粒沙体所覆盖的固体盐类重新胶结'并形成薄

层盐'对沙体起到固定作用"于升松等'

$%%#

&张辉

等'

$%%#

$%同时'还在风沙入侵区人工种植盐生和

水生植物'起到固定沙体和绿化环境的良好效果%

到
#55F

年盐湖西部和西北部风沙覆盖盐湖的面积

明显退缩'分别为
$37%[;

$和
$3"5[;

$

'风沙总覆盖

盐湖面积缩小
F"H

"图
6

$%据悉'目前吉兰泰盐湖

风沙侵入区已完全被圈定;

%

;3S

!

加强盐湖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建立合理的水利

疏导工程

!!

在重要的盐湖区'如察尔汗#东#西台乃尔湖#运

城湖#扎布耶盐湖等'常有周期性和季节性洪水发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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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55F

年吉兰泰盐湖西部和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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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宜据盐湖水文地质条件'修建疏导防护设施&对

于城镇工业和生活废水'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特别

要关注集中储存废水%

;3A

!

建立'建全盐湖管理体制$监督执行盐湖勘查'

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规

!!

适当提高采矿门槛'实施贫富并用#薄厚兼采&

合理规定捕捞卤虫月份'防止盐湖生态恶化#卤虫消

失%

"

!

结论

本文依据中国盐湖地貌#地质构造条件及物质

成分差异性'将中国盐湖区划分为四个盐湖区'由于

各区在古气候变化和地质构造活动性不同'而具有

各自的盐湖特点'其中以青藏高原盐湖区资源规模

最大'经济价值最大%由于盐湖规模及其所在自然

环境和经济技术条件不同'开发利用程度差异较大'

其中以吉兰泰盐湖和运城盐湖综合利用程度和环境

保护较高'一些地处边远的中小型盐湖存在粗放式

开发'单一矿种开采大量伴生矿产贫化和造成环境

污染%

盐湖是一种综合性无机盐和盐生物资源'也是

一种动态变化(活矿床)%它与周围气候环境息息相

关'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和和谐社会政策的实施'

建议加强盐湖综合利用#整体开发规划#进一步吸取

国内外盐湖的先进技术'建设绿色的(大盐湖产业)&

设立重点盐湖长期科学观察站'加强盐湖区环境变

化和预警研究'使盐湖矿山得以持续发展'以筑建盐

湖区环境友好#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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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过有关论述'本文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同时对其

中一些错漏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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