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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锂矿战略与大陆动力学研究”专辑

序

锂铍钽稀有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特殊的和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在战略性关键金属矿

产资源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当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矿种之一。其中，锂资源的开发利

用贯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也被广泛应用

于原子能工业、电子、化学、冶金、宇航等领域，近年来，随着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可控核聚变等

领域快速发展和不断突破，锂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被誉为“２１世纪的能源金属”。２００６年底

由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韩国和印度７方合作发起并启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ｏｒ，ＩＴＥＲ）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大科学

合作计划之一，其目标就是实现热核聚变、核聚变发电的商业化。届时，锂的新用途将带来能

源革命。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激增，锂的需求持续增长，其市场价格也一路飚升，目前金属锂

每吨６２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３年的价格每吨仅２０００多美元），相当于铜的９倍，原煤的４００倍。

日本政府２００９年７月出台了《稀有金属保障战略》，将锂等３１个矿种作为优先考虑的战略矿

产。美国２０１７年发布的《美国的关键矿产资源———经济和环境地质及未来供应展望》报告中，

将锂作为４３种关键金属之一。在欧盟２０１８年发布的《关键原材料和循环经济》报告中，所列

的２７种关键金属也包括锂。因此，无论从政治因素还是经济角度考虑，锂作为重要的“关键金

属”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锂矿资源的研究和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

来，锂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对于锂资源的需求呈跨越式增长，我国锂资源

缺口进一步扩大，实施新能源锂矿战略已成为国家与民生的重大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

战略意义。

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００周年华诞之际，本专辑选择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科

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新能源锂矿资源战略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结题报告中的主要内容以论文集

形式发表，其目的是通过国内外伟晶岩型锂矿资源的成矿背景对比研究，明确我国新能源战略

构思和突破之关键，强调伟晶岩型锂矿战略的大陆动力学研究为多学科的整合和交叉发展提

供有利窗口，进而为新能源锂矿战略提供咨询。

（１）本专辑首先在论述新能源伟晶岩锂矿资源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基础上，从伟

晶岩的基本定义、组成、分类与结构以及从伟晶岩型锂矿成因角度来统一认识伟晶岩锂矿的基

本概念与成因理论体系。

（２）本专辑介绍了国外伟晶岩型锂矿的研究现状，包括伟晶岩型锂矿的分布与构造背景、

伟晶岩型锂矿的典型实例以及成矿条件；详细介绍了中国大陆花岗伟晶岩型锂矿的研究现状，

以及中国大陆的五大花岗伟晶岩型锂矿床，提出中国大陆松潘甘孜甜水海造山带是锂矿超

常富集的巨型锂矿带，前景巨大、增储可观，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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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本专辑通过国内外伟晶岩型锂矿资源的现状、成矿背景和成矿条件的对比研究，明确

我国新能源战略构思和突破之关键，构建新能源锂矿战略的思路。

（４）本专辑强调了伟晶岩型锂矿资源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大陆动力学为指导，

通过典型伟晶岩型锂矿床多学科的整合和交叉研究，新技术的运用，关键问题的提炼，特别对

花岗伟晶岩型矿床的深部状态、锂矿元素超常富集的规律以及锂矿“源运聚”的成矿机制等

一系列基础科学问题，构建新能源锂矿战略的思路。

本专辑拟站在全球视野，大陆动力学的高度，解析全球大型伟晶岩型锂矿带的分布规律、

构造类型、构造背景、矿床成因以及动力学机制，并与中国大陆的伟晶岩型锂矿带进行对比，为

中国大陆锂矿资源的战略思路、科学难题、矿集区的布阵、技术突破提供科学依据。本专辑面

向国家急需发展的新能源战略，进行科技攻关，为解决瓶颈问题提供咨询。

特约主编　许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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