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专稿

继往开来 、创新跨越 、再铸辉煌
———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主题发言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马海州

(2005年 8月 7日)

尊敬的曲青山省委常委 、宋彭生副主任 、赵永忠

副省长:

尊敬的倪嘉缵院士 、张彭熹院士:

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同志们 、朋友们:

伴随着我国盐湖资源开发前进的脚步 ,中

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走过了 40年的历程 。

今天 ,我们迎来了盐湖所建所 40周年这个喜庆

的日子 。在此 ,我谨代表盐湖所党政领导班子

和全所职工 ,向 40年来关注 、关心 、关怀我所建

设与发展 、给予我所信任 、支持 、厚爰的领导 、专

家和各界朋友们;向曾为盐湖所的创建与发展

艰苦奋斗 、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并创造卓越功绩

的离 、退休职工同志们;向正在为盐湖所创新和

发展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 、顽强拼搏并做出积极

贡献的全体员工 ,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意!

40年来 ,在中国科学院 、青海省委 、省政府

的领导 、关心 、支持下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艰苦

努力 ,我所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培养 、锻炼和

凝聚了一支兢兢业业 ,不畏艰险的盐湖科技专

业队伍 ,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的盐湖科技事业 ,为

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盐湖工业 ,促进盐湖资源的

综合开发利用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今天是盐湖所建所史上举行的第一次所

庆 ,值此所庆之际 ,我就盐湖所的组建和发展作

如下汇报 。

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国盐湖资源的开发利

用就受到党和国家重视 ,盐湖科学研究工作逐

渐蓬勃发展起来 ,盐湖宝藏的奥秘逐步揭开了 。

1951年 , 兰州大学教授戈福祥上书政务

院 ,建议国家重视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的科学

研究和开发 ,当时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将此建

议批转给中国科学院考虑。1955年 ,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据此建议组建了由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现改为院士)、我国著名化学家柳大纲

教授领导的物化分析组 ,1956年对青海茶卡盐

湖进行了勘察和物理化学研究。在同年中苏两

国科学院举行的合作会谈中 ,其中“柴达木盆地

盐湖科学调查”被列入合作项目之一 。

1957年 ,在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领导

下 ,组建了以柳大纲教授为队长 、袁见齐教授和

韩沉石同志为副队长的中国科学院盐湖科学调

查队 。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北京地

质学院 、地质部 、仪器工业部盐务总局 、化工部

上海化工研究设计院 、地质部 632石油地质普

查大队 。这是在当时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的一

次规模较大 、多学科综合考察 ,这次考察正式拉

开盐湖研究的序幕 ,并且在察尔汗还发现了光

卤石矿 ,在大柴旦发现了多种硼酸盐矿 ,据此

1958年兴建了海西州察尔汗钾肥厂和大柴旦

化工厂 。

1958年 ,以中科院学部委员 ,我国著名的

地质学家候德封教授担任队长的青(海)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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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队 ,也派出一支盐湖考察分队 ,在对柴

达木盆地西部盐湖进行考察中 ,发现了天青石

矿。

1960年 ,中科院盐湖调查队在北戴河召开

第一次全国盐湖盐矿学术会议 。柳大纲教授在

大会上作报告 ,把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概括为

“多 、大 、富 、全”四大特点 ,并首次提出“盐湖化

学”这个新学科 。

1963年 ,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

业科技会议 ,确定在察尔汗盐湖建设年产 10万

吨的钾肥厂。随后国家科委组建以许杰(地质

部副部长)为组长 、柳大纲教授 、孙艳青(化工部

科技司司长)为副组长的盐湖专业组 ,具体负责

组织 、协调各有关部门 、单位的盐湖综合研究工

作。1964年 ,在国家科委主持下 , 柳大纲教授

具体负责起草制订“盐湖科学研究十年发展规

划 ,明确提出了盐湖科研工作的方向与任务 ,要

求地质部 、中科院 、化工部各自建立自己的盐湖

研究机构 。

1965年 3月 ,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在西

宁正式建立。是以西北化学研究所为基础 ,合

并 、重组了中科院化学所 、兰州地质所 、西北高

原生物所的有关研究室 、研究组 ,柳大纲教授为

首任所长。1966年 6 月 ,经国务院批准 ,将隶

属化工部的正在筹建中的盐湖化工综合利用研

究所合并于中科院盐湖所 ,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

1970年改为中国科学院和青海省双重领导 ,更

名为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盐湖研究专

门机构的建立 ,标志着我国盐湖科技事业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0年来 ,在中国科学院 、青海省委 、省政府

的领导 、关心 、支持下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艰苦

努力 ,我所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盐湖地球

化学 、成盐元素无机化学 、溶液化学和分析化

学 、盐湖资源分离提取技术 、无机材料制备和无

机化工新产品精细化 、高值化 、以及盐湖矿床开

采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 260

多项科技成果 ,其中获得国家 、中科院和省部级

奖励的有 60多项。主要成果如下:

1.基本完成了我国盐湖资源的调查与评价

研究所成立之后 ,多次组织野外科学考察 ,

广大科研人员风餐露宿 ,行程数 10万公里 ,对

全国盐湖的资源情况 ,特别是 4 个重点省区青

海 、西藏 、内蒙 、新疆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深入调

查 ,积累了丰富的自然基本资料 ,基本摸清了我

国盐湖的分布 、类型 、资源概况及开发前景 ,初

步建立盐湖成盐演化 、成矿规律的理论 ,编写出

版《柴达木盆地盐湖》 、《西藏盐湖》、《内蒙古盐

湖》 、《新疆盐湖》 、《中国盐湖志》等专著 ,为国家

和有关省区开发盐湖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

西部经济与科技发展规划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

2.从察尔汗盐湖卤水中生产氯化钾的研究

首先对察尔汗盐湖卤水氯化钾提取进行了

系统研究 ,从矿床的发现到卤水开采 、盐田日晒

制取光卤石 、光卤石矿采 、装机械 ,再从土法加

工到冷分解浮选和反浮选法提取氯化钾技术 ,

为柴达木盆地大小钾肥生产企业提供了技术保

证 ,并为后续不断扩产的钾肥工业 ,提供了技术

依据。目前的柴达木盆地以盐湖钾肥工业集团

为龙头 ,钾肥生产年产量近 200万吨迈进 ,部分

解决了我国农业钾肥紧缺的问题 。盐湖所为了

我国钾肥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

3.青藏铁路盐湖区段路基稳定性的研究

“六五”期间 ,在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

的建设中 ,国家给盐湖所下达“察尔汗盐湖在大

规模开采条件下的岩盐为路基基底的稳定性研

究”的重大任务 ,为此 ,全所立即组织大规模的

科研队伍奔赴盐湖现场 ,展开全方位的研究 。

给铁路设计部门提供了设计参数 ,给施工部门

提供了施工方案 ,实现了在青藏铁路线上新筑

起一条贯穿察尔汗盐湖 ,长达 32公里的“万丈

盐桥铁路”的愿望 ,保证了按时通车和火车安全

运行 ,并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 。这项

成果在世界上实属首创 ,受到国家 、中国科学院

和青海省的嘉奖 。

4.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盐湖化学和盐湖化工工艺

研究领域

在盐湖资源分离提取技术方面 ,采用多种

新方法 、进行了一系列新技术 、新工艺的试验 ,

获得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成果。有些成果现已

用于生产之中 ,还有一批具有潜在使用价值成

果 ,前景看好 。在对大柴旦盐湖的研究中 ,我们

坚持其基础性研究和资源综合利用相结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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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后硫酸盐型的盐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盐卤硼酸盐化学方面也是一个独创 ,并在实

践中完成了大柴旦盐湖卤水提取硼酸和氯化锂

中间试验 ,为大柴旦盐湖综合利用提供了科技

依据 。“七五”期间 ,盐湖所作为主要负责和承

担单位 ,出色地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青海盐湖提钾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九

五”期间 ,完成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察汗盐湖

高值开发与综合利用》 ,获得国家三部委颁发的

优秀成果奖。其中 ,在高镁低锂比例条件下的

卤水提取锂盐工艺技术上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目前正向产业化方向推进 。盐湖所开展的适合

我国盐湖资源特点的资源开发工艺研究 ,为我

国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盐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

工艺基础 。

5.察尔汗盐湖卤水动态及自动观测研究

盐湖所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对察尔

汗盐湖首采区进行了长达 10年的卤水水动态

与水化学变化规律观测研究 ,积累了采卤过程

中水质水动态水化学变化大量的基础数据 ,自

主研发了卤水自动观测技术。研究了采卤过程

中的盐湖固液相平衡和转化的动态变化规律 ,

提供了科学合理的采卤方案 ,推动了我国卤水

矿床资源的持续利用和钾肥工业迅速发展。

6.建立和完善了盐湖分析测试技术 ,提高了在

盐湖分析化学研究水平

盐湖所的科研人员在长期从事科学研究过

程中 ,系统建立并完善了盐类和卤水分析方法

和操作程序 ,编写出版和再版《盐和卤水》的专

著 ,至今被国内外同行广泛使用。硼同位素测

定技术和铟 、铱 、溴等元素相对原子量的测定技

术居国际领先水平 ,铟和铱的原子量的修正值

得到国际确认 ,这是国际上第一次采用我们中

国人修正的原子量。2004年 ,盐湖分析化学测

试部通过了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 ,

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证认可和计量认证 。

以上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是盐湖所几代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40年来 ,盐湖所的职工同志

们 ,始终坚持“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团结协作 、

开拓创新”的盐湖精神 ,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的盐

湖科技事业 ,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盐湖工业 ,促

进盐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 7月 17日 ,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我们盐湖所 ,对盐湖所的工

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挥毫题词“发扬无私

奉献精神 ,发展盐湖科技事业 ,做创业的无名英

雄” 。

科技要发展 ,关键靠人才。建所 40年来 ,

在中国科学院 、青海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 、关心 、

支持下 ,盐湖所培养 、锻炼和凝聚了一支兢兢业

业 、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创新的多专业多学科协

同攻关的盐湖科技专业队伍 ,造就了一批优秀

盐湖专业人才。盐湖所现有职工 220人 ,其中

专业科技人员 160人 ,中科院院士 1人 ,研究员

24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3 人 ,在读研

究生近 100人 ,具有无机化学 、地球化学博士学

位授予权和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无机化工 、地

球化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

2002年 3月 ,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盐湖所

为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 ,隶属于西北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从此 ,盐湖所

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盐湖所总体创新目

标是:以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和产业化开发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主攻方向 ,

攻克制约我国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技术 ,

加强技术集成 ,为跨世纪我国锂 、镁产业和钾肥

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瞄准当今世界迅速

发展的盐湖科学前沿 ,在盐湖基础科学研究和

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创新

成果;使我国盐湖资源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 ,促

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所经过知识创新工程二期的试点工作 ,

发展目标与学科布局得到凝练与优化 ,自主科

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建立了适合科技创新的

现代研究所运行机制和以人为本的创新氛围 ,

确立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科技价值观 ,研究所整

体发展态势良好 ,进入了科学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的稳定发展期 。目前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 ,

经过全所员工的共同努力 ,盐湖研究所已经初

步形成了“以人为本 ,创新跨越 ,竞争合作 ,持续

发展”的强劲发展势头和浓厚的创新氛围 。

我们在回顾各个领域取得成绩的同时 ,我

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问

题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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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科研项目申请和竞争能力有待进一

步加强;我们的人才梯队 、人才结构有待进一步

优化和提高;创新体制和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的创新文化建设需更上一层楼 。

青海盐湖所将抓住中国科学院实施三期创

新难得的机遇 ,积极参与创新基地建设 、搭建研

究平台 、凝聚杰出人才 、建立现代研究所制度 、

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今后我们的工作重

点是:

(1)当前要作好研究所中长期科技发展战

略规划 ,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盐湖科技发

展趋势 ,进一步明确科技创新目标 ,做好进入三

期的各项工作;

(2)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化工和先进材料

及资源环境创新基地建设 ,优化盐湖研究学科

布局 ,加强科研平台建设 ,重点建设盐湖资源与

化学重点实验室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

中心和野外台站这三个研究平台 ,发挥盐湖所

从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到产业开发的综合

研发优势 ,提高盐湖所科研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3)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盐湖科技人才队伍 ,

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和生活环境 ,培养和造

就一批盐湖战略科技专家和科技尖子人才。同

时继续扩大和加强研究生教育 ,力争使盐湖研

究的后备人才源源不断;

(4)顺应科技发展潮流 ,与相关高校 、企业

加强合作 ,相互促进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5)进一步探索研究所的机制和体制创新 ,

通过体制创新促进管理创新 ,通过管理创新带

动科研创新 ,形成良性循环 。

(6)大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营造激励创新

的科研氛围 ,开创盐湖所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忆往昔 ,岁月艰难;看今朝 ,任重道远;望未

来 ,信心百倍。40年来 ,盐湖所人战胜了一个

又一个的艰难困苦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

这一次次胜利的取得 , 无不表明盐湖所的 40

年 ,是开拓创新的 40年 ,是艰苦奋斗 、发愤图强

的 40年 ,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

考验 、发展壮大的 40年!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 “西

部大开发”伟大战略的实施为我所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

程”为我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同志们 、朋友

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 ,遵循科学发展观 ,在中科

院新时期办院方针的指引下 ,面向国家发展需

求 ,面向世界科学发展前沿 ,在世界科学技术突

飞猛进的潮流中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与时俱

进 ,勇于创新 ,开拓进取 ,稳步推进我所的体制

创新 、优化学科布局和加强队伍建设 。不断提

升盐湖研究所的创新能力。为我国盐湖科技事

业和盐湖产业的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继往开来　创新跨越　再铸辉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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