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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台吉乃尔盐湖矿区地下卤水钾 、镁 、锂 、硼
的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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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西台吉乃尔盐湖矿区地下卤水中 K、Mg、B2O3 、Li等 4种组分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 它

们在矿区西北部表现出明显的高值且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 , 这很可能与该区域原始卤水成分有关。 由于地

表水对地下卤水的淡化作用 , 这些组分在南部或西南部表现为低值。观测时段的中后期 , 四种组分的变化

较显著 ,显示出采卤活动对其变化产生了影响。 B2O3的高值区主要呈 NW-SE向带状分布 , 这似乎与该地

区的构造背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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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盐湖矿产资源丰富 ,开发程度也比较

高 ,不少盐湖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工业化生产

阶段 ,如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
[ 1]
和东台吉

乃尔盐湖
[ 2]
、内蒙古的吉兰泰盐湖

[ 3]
、新疆的

罗布泊
[ 4]
、西藏的扎布耶盐湖

[ 5]
等。西台吉乃

尔(以下简称西台)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部 ,

盐湖矿区卤水中富含锂 、钾 、硼 、镁等资源 ,储量

大 ,品位高 ,极具开采利用价值 ,在该盐湖矿区

已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 6-8]

。本文通过对

西台湖矿区 2003年 6月至 2006年 1月期间地

下卤水中 K、Mg、B、Li元素含量的分析 ,探讨其

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成因。

1　研究区概况

西台吉乃尔湖位于 37°33′～ 37°53′N, 93°

13′～ °34′E, (图 1)。西台湖盆为构造断陷盆

地 ,盆内有晚更新世 —全新世数十米厚的含盐

岩系沉积 ,包括冲积相的粘土和湖相盐类沉积 ,

边缘为中—晚更新世的湖相砂质泥岩和砂质粘

图 1　西台湖矿区位置及湖水观测点分布图

Fig.1　LocationmapofwestTaijinarlakeanddistri-

butionofobservationwellsinminingarea.

土沉积 ,往往形成湖岸阶地 。湖盆呈近似三角

形 ,为封闭的内流盆地 ,接受来自昆仑山北坡那

陵格勒河支流西台吉乃尔河的补给
[ 9]
。湖区

为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 ,表现出干燥多风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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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 、蒸发强烈和昼夜温差大的特征 。该湖为

固液相并存以液体卤水矿为主的富含 K、Mg、

B、Li等的盐湖 ,盐湖水化学类型为硫酸镁亚

型 。

矿区地质勘查始于 20世纪 50 年代 。

1959 ～ 1963年 ,青海省地质部门在该区开展了

以锂为主的初步勘探;1988 ～ 1990年 ,又开展

了台吉乃尔地区锂 、硼 、钾综合普查工作;2001

～ 2002年 ,在矿区完成野外工作后编著了 《青

海大柴旦镇西台吉乃尔湖锂矿区勘探报告 》 ,

对西台矿区进行了比较详细和全面的补充研

究 。 2003年 ,中信国安公司在湖区建厂并开始

了大规模采卤 ,至今已经建成面积约 40 km
2
以

上的盐田 , 6 km多的主采卤渠道和多条采卤支

渠 、10多口采卤试验井和 31口观测井(点)。

2　样品采集与分析

取湖水样品 1 000mL,用塑料瓶盛装并以

石蜡封口。在原始样品采集的同时 ,采取内外

检样品 ,分别盛装并编号。水样瓶去蜡封后 ,先

测试 pH值和密度 ,然后进行化学分析。分析

的项目为 K
+
、Mg

2 +
、Li

+
、B2O3 ,其中 K

+
、Li

+
采

用原子吸收法;Mg
2 +
采用 EDTA容量法;B2O3

采用酸碱滴定法 。卤水样的分析测试工作是按

照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

(DZ0130.3)和 《地下水质量检验方法 》(DZ/

T.0064)进行的 。按照卤水样品测试允许误差

要求判定 ,样品内检合格率均≥90%,无系统偏

差 ,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

3　地下卤水钾 、镁 、锂 、硼时空变化

规律

　　西台盐湖矿区观测系统可用的观测孔有

28个 , 它们分别为 G01、G02、G03、G04、G05、

G06、G07、G08、G09、G10、G11、G13、G14、G15、

G17、G18、G19、G20、G22、G23、G24、G25、G26、

G27、G28、G29、G30和 G31(见图 1)。观测数

据中 ,个别钻孔因天气原因而未能获得数据;少

数观测孔因盐田修建而废弃(如 G26, G30等),

在观测后期没有获得数据 。观测孔的数据资料

自 2003年 7月始 ,到 2006年 1月至 ,由于数据

量庞大 ,观测时间较长 ,难以对所有月份的数据

全部作图 ,故选择单月数据应用 surfer8.0软件

来绘图。

3.1　K的时空变化规律

K是矿区主要有用组分之一和目前矿

区卤水资源利用的主要对象 ,其分布规律随时

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特征(见图 2)。 1)矿

区西北角的小区域是 K含量的高值区 ,所有月

份的最高值都出现在这一区域 ,且基本不随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2)矿区东部和南部是 K含量

的低值区 ,尤其是南部 ,基本为整个矿区的最低

值区 ,且基本上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3)观

测时段初期 , K含量的较高值区(绿色和红色分

别代表了较高值区和高值区)主要在西北部和

北部 ,其面积约占观测面积的一半 ,观测时段的

中 、后期 , K的较高值区逐渐萎缩 ,基本分布在

西北角的较小范围内 ,面积不到观测面积的四

分之一 ,而大部分地区为低值区(以蓝色—深

蓝色为代表);4)矿区中部(即采卤主渠和支渠

的分布范围)变化最大 ,由最初的较高值区演

变为较低值区 ,仅见个别高值点零散分布。

3.2　Mg的时空变化规律

Mg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与 K相似(图

3)。 1)整体上 ,西北地区为高值区 ,最高含量

亦出现在该区 ,南部则为低值区;2)矿区中东

部变化较大 ,观测时段早期 ,含量明显较高 ,但

中 、后期则表现为低值 ,尤其是中部的湖区范

围 ,最低值几乎都在这里;3)矿区中部采卤渠

附近呈近东西走向的窄带区是 Mg含量的一个

次低值区(以绿色和深绿表示),采卤过程中该

地区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

3.3　B2O3的时空变化规律

B2O3表现出与 K和 Mg不同的特征 (图

4)。 1)B2O3含量高值区呈 NW—SE走向的带

状穿过矿区。观测时段早期(2004年 3月份之

前),该带状高值地区分布连续 ,但随着采卤活

动持续 ,中后期则因被分割而呈不连续或断续

状 ,并且高值范围明显缩小;2)南部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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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下卤水 K含量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Fig.2　VariationofKcontentinundergroundbrineovertime

低值区且少有变化;3)矿区东部在观测时段早

期为次低值区 ,观测时段的后期则表现为明显

的低值区。

3.4　Li的时空变化规律

Li的变化与 K、Mg比较相似(图 5)。 1)高

值区主要分布在矿区西北角的孔隙卤水区 ,南

部或西南部为低值区 ,这两个地区基本上没有

呈现明显变化;2)矿区中东部变化最大 ,观测

时段早期该地区为 Li含量的次高值区 ,但中后

期则明显低值化 ,尤其是在湖区范围内;3)观

测时段早期 ,采卤渠附近表现为近 NW-SE走

向的次高值区且变化整体不大 ,但在后期其高

值范围有所缩小 ,且由连续的带状分异为多个

孤立的高值部分。

4　结　论

从矿区地下卤水钾 、镁 、锂 、硼的时空变化

来看 ,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时间变化上都有比

较明显的规律 。

1)K、Mg、Li在西北部的孔隙卤水区为明

显的高值区而且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 。这很可

能与该区域原始卤水成分有关 ,亦即原始卤水

中它们的含量或数值就是很高的 。在南部或西

南部地区表现出较低值 ,并且也不会发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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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下卤水 Mg含量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Fig.3　VariationofMgcontentinundergroundbrineov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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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下卤水 B2O3含量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Fig.4　VaritationofB2O3 contentinundergroundbrineovertime

图 5　地下卤水 Li含量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Fig.5　VariationofLicontentinundergroundbrineov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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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这可能与矿区南部是河流汇集区 ,地表

水的下渗使地下卤水相对淡化有关。观测时段

的中后期 ,各组分的变化较明显 ,尤其是在矿区

中部的采卤渠分布范围之内 ,显示出采卤活动

对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2)B2O3的高值区主要呈明显的 NW-SE

向带状在矿区中部分布 ,且这种形态基本不随

时间而发生大的变化 。该带状向西北延伸至苦

水沟一带 ,其展布形态似乎与大的构造背景密

切相关 。实际上 , K、Mg和 Li也表现出了和

B2O3相似的形态特征 ,不过不是很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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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fourusefulcomponentswhichareK, Mg, B2O3

andLiofundergroundbrineinwestTaijinarsaltlake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fourusefulcom-

ponentshaveobviouslyhighvaluesinthenorthwestpartoftheminingareabecauseoftheirhighcontents

inoriginalbrine.Lowervaluesoftheusefulcomponentsarepresentinthesouthandsouthwestpartbe-

causeofsurfacewaterdesalination.Inmiddleandlatestageofobservationperiod, prominentvariationof

fourcomponentsindicatestheinfluenceofminingactivities.TheNW-SEtrendofhighvalueareaof

B2O3 isseeminglyrelatedtotectonicbackgroundofwestTaijinarsaltlakearea.

Keywords:WestTaijinarsaltlake;Undergroundbrine;K;Mg;B;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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