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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扎布耶盐湖是全球唯一自然结晶扎布耶石（Ｌｉ２ＣＯ３）的盐湖，该盐湖正在开发利用中，２０２１ 年产富锂混盐

７ ７９０ ｔ。 实验所采取的样品是通过“盐梯度太阳池”技术结晶出来的 １０ 件富锂混盐，通过对采集的样品进行 Ｘ 射

线衍射、扫描电镜、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离子色谱法和滴定法的测试，得到了矿物组成的成分和化学元素组成

含量数据。 扎布耶盐湖太阳池富锂混盐中的物相组成有扎布耶石、钾石盐、石盐、氯碳钠镁石、天然碱、钾芒硝、菱
锰矿、石英这 ８ 种，其中菱锰矿是首次从富锂混盐中发现的矿物，扎布耶石的平均含量为 ６２. ８９％ ，是富锂混盐中

含量最高的矿物，Ｌｉ ＋ 的平均含量为 １１. ９０％ ；Ｋ ＋ 的平均含量为 ２. ４２％ ；ＫＣｌ 的平均含量为 ４. ６３％ （工业品位

１％ ），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预计年产 ２０ ０００ ｔ 碳酸锂，其中利用膜法生产 １２ ０００ ｔ，利用太

阳池技术生产 ８ ０００ ｔ；预计年产出 １２ ７００ ｔ 的富锂混盐，产出约 ６００ ｔ 氯化钾，建议进行综合利用。
关键词：扎布耶盐湖；碳酸锂；盐梯度太阳池技术；混盐组构特征；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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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锂矿资源十分多样，锂盐的生产来自于

卤水锂和矿石锂，卤水锂占比 ６１. ８％ ，矿石锂占

比 ３８. ２％ ［１］。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ＵＳＧＳ）公布的

数据，２０１９ 年全球已探明的锂资源量为８ ０００ ×
１０４ ｔ，我国为 ４５０ × １０４ ｔ，排名第六位［２］。 我国锂

矿床类型主要为盐湖卤水型、花岗岩型和花岗伟晶

盐型三种［３］，应依托资源优势合理开发锂资源，建成

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４］。
锂矿资源主要是以盐湖锂和硬岩锂两种形式

存在，在电池、冶炼、润滑剂、玻璃、新能源汽车、可
控核聚变等重要的工业领域广泛应用，尤其是在

全球能源紧张的大背景下，锂电池可作为新能源

进行利用，而高纯度的碳酸锂是生产锂电池正极

的关键原料［５ － ７］。 全球锂及其衍生物产能逐年增

加，以碳酸锂当量计（ＬＣＥ），２０２０ 年为 ４２. １６ ×１０４ ｔ；
２０２１ 年约为 ６６ ×１０４ ｔ；预计 ２０２２ 年超过 ８５ × １０４ ｔ，
２０２３ 年超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ｔ［８ －９］。 因此，随着锂产品在高

科技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对碳酸锂的需

求也日益增大，近几年来锂的产量每年都在增加。
２０１９ 年，我国碳酸锂产量为 １６. ２ × １０４ ｔ；２０２０ 年为

１８. ７ ×１０４ ｔ；２０２１ 年为 ２９. ８２ ×１０４ ｔ［８ －９］。 我国对锂

矿的开采投入力度仍然不够，因此供应能力较差，
对进口依赖度高［１０］。

扎布耶盐湖位于西藏自治区仲巴县隆格尔

区帕强乡境内，距离拉萨市有 １ １００ ｋｍ，海拔

４ ４２２ ｍ，面积为 ２４３ ｋｍ２，为碳酸盐型盐湖［１０ － １１］。
其富含锂、硼、钾等矿产资源，是国内乃至世界上

少数高度富集锂元素的盐湖，也是目前世界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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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结晶扎布耶石的盐湖，该盐湖的湖水和泥壤

中锂资源量共 １８３ × １０４ ｔ［１３ － １４］，２０２１ 年扎布耶年

产富锂混盐 ７ ７９０ ｔ。 此外，扎布耶盐湖钾石盐的

资源储量共计 １ ５９２. ５６ × １０４ ｔ，液相中 ＫＣｌ 品位

为 ６０. ９５ ｇ ／ Ｌ［１５］。 前人只对扎布耶盐湖中矿物种

类和含量进行了探究［１６］，并未对太阳池中富锂混

盐的矿物种类和含量进行研究。 其是否存在达到工

业品位的钾石盐，是否可以对钾石盐进行综合利用

还有待深入分析。 因此，对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

中矿物种类和含量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１　 生产过程

扎布耶盐湖是西藏自治区唯一正在工业开发锂

资源的盐湖，目前富锂混盐的开发应用“盐梯度太阳

池”提锂技术［１７］，利用青藏高原海拔高、太阳能资源

丰富的特点来获取蒸发结晶所需的热量。 选取该方

法是因为扎布耶盐湖卤水独特的低镁锂比以及该地

的低温气候［１８］。 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碳酸锂的

含量高，开采的成本低、难度小，该太阳池设计为梯

形可以提高太阳池整体温度并降低蓄热层热损失

（图 １）［１９ －２０］。 根据以往研究的结果，碳酸锂的溶解

度是具有负温效应的，即在水溶液中溶解度随温度

的升高反而减小，而其它盐类大多数是具有正温效

应的，即随温度的升高溶解度增大［２１］。 此方法正是

利用扎布耶盐湖卤水特征，将这种梯形的“盐梯度太

阳池”作为碳酸锂的结晶池，使碳酸锂在池底大量沉

淀。 储热层的热量可以跨季储存，且扎布耶盐湖冬

季卤水中的锂浓度较高，因此在冬季也可以进行生

产，实现全年连续生产的目的［２２］。 具体的工艺流程

是先将盐湖地表卤水抽至盐田，经过蒸发浓缩形成

富锂卤水，使得盐田中冬季 Ｌｉ ＋ 达到 ２ ｇ ／ Ｌ，夏季 Ｌｉ ＋

达到１. ５ ｇ ／ Ｌ（图２）［２３］。 设置太阳池的长为７０ ｍ，宽
为 ４０ ｍ，灌卤深度为 ３. ５ ｍ，池壁与池底的角度大约

为 １２０°（图 ３Ａ）。 将富锂卤水灌入太阳池后，在富锂

卤水表层铺淡水层，水泵流量控制在 ５０ ｍ３ ／ ｈ，淡水

层的厚度为 １ ｍ（图 ３Ｂ）。 一般来说，一个月左右将

会形成盐梯度层［２４］，定期向池内注水，保持稳定的梯

度层。 在析出富锂混盐过程中不断监测卤水中 Ｌｉ ＋

的浓度，当冬季太阳池中 Ｌｉ ＋ 浓度降至 １. ５ ｇ ／ Ｌ 则认

为碳酸锂析出完全（夏季 Ｌｉ ＋ 浓度降至 １. ０ ｇ ／ Ｌ 则认

为结晶完成），温度一般在 ２５° ～３５°之间，之后将卤水

排出（图３Ｃ）；结晶析出高纯度富锂混盐，碳酸锂的百

分含量在７０％以上，再对富锂混盐进行回收（图３Ｄ）。

图 １　 扎布耶盐梯度太阳池的结构示意图［２５］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ａｌ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ｎｄ

图 ２　 扎布耶盐湖富锂混盐工艺流程图［１４］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ｒｉｃｈ ｍｉｘｅｄ ｓａｌｔ ｏｆ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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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产过程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样品与测试

２. １　 样品的采集

本次研究的样品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采自扎布耶

富锂混盐晾晒场，通过捡块法采取共 １０ 件样品，
将样品用自封袋包裹起来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

２. ２　 样品的特征

１） 管状构造 　 样品上部呈现管状构造

（图 ４Ａ，图 ４Ｂ），白色，管内无充填物，管状的长度

约为１ ～ １０ ｍｍ，直径约为 １ ～ ５ ｍｍ。
２）纹层构造、圆丘状构造　 样品总体呈白色

的纹层构造，上部一层为隐晶质结构；圆丘状构

造，圆丘直径约为 １ ～ ５ ｍｍ，每层厚度约为 ３ ～
４ ｍｍ（图 ４Ｃ，图 ４Ｄ）。

３）孔洞构造　 样品呈现孔洞构造，隐晶质结

构，整体呈白色（图 ４Ｅ）。
４）蜂窝状构造　 样品呈蜂窝状构造，存在密

密麻麻的小孔，直径约 ２ ～４ ｍｍ，呈白色（图 ４Ｆ）。
５）梳状构造 　 样品呈梳齿状，梳齿长度约

８ ｍｍ，直径约 １ ｍｍ，为绛红色（图 ４Ｇ）。
６）球状构造　 样品呈球状构造，表面球粒直

径 ２ ～ ５ ｍｍ 不等，外观为淡红色和白色（图 ４Ｈ）。

２. ３　 样品的测试方法

本次采用的样品进行 Ｘ 射线衍射分析，仪器

型号是 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Ｘ’Ｐｅｒｔ ＰＲＯ Ｘ 射线衍射仪，仪
器编号为 ８６４９，扫描方式为连续扫描，起始角度

为 ５°， 终 止 角 度 为 ７０°， 电 压 为 ４０ ＫＶ， 电

流为 ４０ ｍＡ，Ｘ 光源为铜靶，测试方法和依据是

ＳＹ ／ Ｔ １６３ － ２０１８《沉积岩中黏土矿物和常见非黏

土矿物 Ｘ 射线衍射分析方法》。 扫描电镜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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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照片

Ｆｉｇ. ４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ｒｉｃｈ ｍｉｘｅｄ ｓａｌｔ ｆｒｏｍ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ｎｄ

仪器型号是 Ｎｏｖａ Ｎａｎｏ ＳＥＭ４５０， 仪器编号为

０１１２７５，测试电压为 １５ ＫＶ，检测方法和依据为

ＪＹ ／ ０５４８ － ２０２０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方法通

则》 ［２６ － ２７］。 由 ＮＥＸＩＯＮ３００Ｄ 等离子体质谱仪采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检测 Ｌｉ、Ｂ；Ｆ － 、Ｃｌ － 、
ＮＯ －

３ 、ＳＯ２ －
４ 是由 ８８３Ｂａｓｉｃ ＩＣ ｐｌｕｓ 离子色谱仪采

２４



第 １ 期 张振维，等：扎布耶盐湖太阳池中富锂混盐的矿物学与地球化学特征及意义

用离子色谱法检测的； Ｎａ ＋ 、 Ｋ ＋ 、Ｍｇ２ ＋ 、 Ｃａ２ ＋ 由

ＩＣＳ － １１００离子色谱仪采用离子色谱法检测完成；
ＨＣＯ －

３ 、ＣＯ２ －
３ 由 ＡＴ －５１０ 自动电位滴定仪采用滴

定法检测。 以上实验都是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核工业地质分析测试研究中心进行。

３　 矿物学特征

３. １　 Ｘ 射线衍射结果

图５ 为具有代表性的４ 个Ｘ射线衍射分析图谱。

３. ２　 扫描电镜测试结果

图 ６ 为 ６ 种盐类矿物的扫描电镜图谱。

３. ３　 矿物种类与含量

根据 Ｘ 射线分析结果（图 ５，表 １）和扫描电

镜分析结果样品中检测到的矿物种类为扎布耶

石、钾石盐、氯碳钠镁石、石盐、钾芒硝、天然碱、石

英、菱锰矿 ８ 种矿物，其中石英和菱锰矿可能是结

晶过程中混入进来的，具体特征如下。
扎布耶石（ Ｌｉ２ＣＯ３ ），含量在 ５４％ ～ ９８％ 之

间，平均为 ７４. ８％ （表 １），形状为细小棱柱状，单
斜晶系，无色透明，偶见有乳白色或淡橘色，玻璃

光泽［２８］（图 ６ＫＬ）。 钾石盐（ＫＣｌ），含量在 １％ ～
８％之间，平均为 ３. ４％ （表 １），颜色为白色，长条

块状，宽度在 ３０ ～ ５０μｍ 之间（图 ６ＡＢ）。 氯碳钠

镁石［Ｎａ３Ｍｇ（ＣＯ３） ２Ｃｌ］ ［２９］，含量在 ３％ ～ １１％ 之

间，平均为 ７％ （表 １），八面体晶系，大小约为

１５０μｍ（图 ６ＧＨ）。 石盐 （ＮａＣｌ），含量在 ８％ ～
４２％之间，平均为 １７. ７％ （表 １），白色晶体状，大
小约为 ３０μｍ（图 ６ＩＪ）。 钾芒硝［Ｋ３Ｎａ（ＳＯ４ ） ２ ］，
含量在 ９％ ～ ２２％ 之间，平均为 １５. ５％ ，白色，晶
体呈板状，三方晶系，大小约为 ２５０ μｍ（图 ６ＥＦ）。
天然碱（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ＨＣＯ３·２Ｈ２Ｏ），含量在 ７％ ～
１９％之间，平均为 １３％，纤维状或柱块状，黄白色，大
小约 ２０μｍ 左右（图 ６ＣＤ）。 石英（ＳｉＯ２），含量在 １％
～２％之间。 菱锰矿（ＭｎＣＯ３），含量为 １４％（表 １）。

表 １　 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 Ｘ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ｎｄ ％

序号 样号 扎布耶石 钾石盐 氯碳钠镁石 石盐 钾芒硝 天然碱 石英 菱锰矿

１ ＺＢＹ － １ － １ ９０ １ ９
２ ＺＢＹ － １ － ２ ８９ １ １０
３ ＺＢＹ － ８ － ４ ５８ ８ ４ ９ ７ １４
４ ＺＢＹ － ９ － ４ ６１ ５ ７ ２７
５ ＺＢＹ － １０ － ４ ８１ ２ ７ １０
６ ＺＢＹ － １１ － ４ ５４ ５ ２２ １９
７ ＺＢＹ － １２ － ４ ９８ ２
８ ＺＢＹ － １３ － ４ ７８ ２ １１ ８ １
９ ＺＢＹ － １４ － ４ ８３ ７ １０
１０ ＺＢＹ － １５ － ４ ５５ ３ ４２

３. ４　 矿物的结构

１）柱状结构　 扎布耶石存在柱状结构，长度

约为 ５０ μｍ，柱状的直径约为 １０ μｍ（图 ６Ｋ）。
２）纤维状结构 　 天然碱具有明显的纤维状

结构，呈白色（图 ６Ｃ）。
３）四面体双锥结构 　 氯碳钠镁石在镜下呈

现出四面体双锥结构，晶型发育完整，直径大约

１８０μｍ（图 ６Ｇ）。

４　 地球化学特征

４. １　 化学分析结果

有关样品的测试与计算结果如表 ２。

４. ２　 元素的含量

在所得到的 ３１ 件样品测试的数据中（表 ２），
可以看出所有测试的样品中都能检测到 Ｌｉ 元素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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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测得 Ｌｉ 变化范围为 ４. ５６％ ～１６. ７０％ ，平
均为 １１. ９０％ ，计算出每件测试样品中碳酸锂的

含量为 ２４. １０％ ～８８. ２７％ ，平均为 ６２. ８９％ 。

ＺＢＹ － １ － １（白色管状混盐）；ＺＢＹ － ８ － ４（白色纹层状混盐）；ＺＢＹ － １１ － ４（白色蜂窝状混盐）；ＺＢＹ － １３ － ４（白色板状混盐）
图 ５　 扎布耶太阳池样品的 Ｘ 射线衍射分析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ｎ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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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ＡＢ，钾石盐；图 ６ＣＤ，天然碱；图 ６ＥＦ，钾芒硝；图 ６ＧＨ，氯碳钠镁石；图 ６ＩＪ，石盐；图 ６ＫＬ，扎布耶石

图 ６　 扎布耶太阳池样品扫描电镜图像（左）与能谱图（右）
Ｆｉｇ. ６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ｉｍａｇｅ（ｌｅｆｔ）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ｒｉｇｈｔ）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Ｚａｂｕｙｅ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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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其它成分含量

Ｋ ＋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４％ ～１０. ７％ ，平均

为 ２. ４２％ ； Ｂ２Ｏ３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６％ ～
１. ０８％ ，平均为 ０. ３７％ ；Ｎａ ＋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５３％ ～２４. ７０％ ，平均为 ６. ６０％ ；Ｍｇ２ ＋ 的含量变

化范围为 ０. １７％ ～ ０. ７７％ ，平均为 ０. ４８％ 。 此

外，不溶物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１. ５０％ ～ ２３. ８０％ ，
平均为 ９. ０４％ 。

Ｆ －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１％ ～ ０. ０８％ ，平均

为 ０. ０５％ ； Ｃｌ －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８％ ～
３１. ６０％ ，平均为 ７. ２８％ ；ＮＯ －

３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平均为 ０. ００７％ ；ＳＯ２ －
４ 的含量

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０１％ ～ １３. ８０％ ，平均为 １. ２０％ ；
ＨＣＯ －

３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７％ ～ ８. １０％ ，平均

为 ２. ０６％ ；ＣＯ２ －
３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２５. ２０％ ～

７９. ５０％ ，平均为 ５６. ４８％ 。

５　 讨　 论

５. １　 混盐形成条件

富锂混盐的构造有管状构造（图 ４Ａ）、圆丘

状构造（图 ４Ｃ）、纹层构造（图 ４Ｄ）、孔洞构造（图
４Ｅ）、蜂窝状构造（图 ４Ｆ）。 其中管状构造的形成

是由太阳池在加热的过程中卤水 ＣＯ２ 气体上升，
水流产生定向流动，因此上部呈现出白色管状构

造定向排列（图 ４Ａ），下部底盘为淡红色，可以指

示上部的温度高于底盘温度。 纹层结构则是沉积

形成的，并且层与层之间出现裂隙，裂隙间距大约

在 １ ～ ５ ｍｍ 之间（图 ４Ｄ），说明在蒸发结晶的过

程中不断有卤水的涌入，由此造成这样的现象。
孔洞构造和蜂窝状构造则是在混盐结晶成固态过

程中不断产生气体而形成的（图 ４Ｅ，图 ４Ｆ）。 混

盐的外部构造特征与温度存在何种联系还有待探

究。 此外，在所采取的样品上还发现有嗜盐菌，呈
杆状或球状，可以使湖水成绛红色，造成采出来的

样品底盘（图 ４Ａ）有的为红色，一般呈现红色的

样品经常含有钾石盐［３０］。
影响富锂混盐结晶的外部条件有多种，最主

要的影响因素为温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富锂混

盐的晶核生长速率加快，晶粒变大。 在加热的过

程中加入碳酸钠得到碳酸锂过饱和卤水，这都有

利于碳酸锂的快速结晶［３１］。 该太阳池结构主要

分为上对流层（ＵＣＺ）、非对流层（ＮＣＺ）、下对流层

（ＬＣＺ）这三部分（图 １） ［３２ － ３４］。 在该太阳池结构

中 ＵＣＺ 是由淡水或低浓度盐溶液构成，起到隔热

保温的效果，所以厚度不应该太厚；ＮＣＺ 也是梯

度层，层内的盐溶液浓度与太阳池的深度呈现正

相关，是太阳池的关键部分具有防止热量流失的

功能；ＬＣＺ 是由高浓度或饱和盐溶液构成，具有吸

收和储存热量的功能（图 １） ［３５ － ３６］。 根据矿物形

成主要受水的温度的影响来看，可以分为暖相盐

类矿物和广温相盐类矿物。 其中扎布耶石属于暖

相盐类矿物，在 １６ ～ ２５ ℃条件下析出；氯碳钠镁

石、天然碱、钾芒硝、石盐、钾石盐都是广温相盐类

矿物，在 ６ ～ ８ ℃条件下析出［３７ － ３９］，而在实际盐梯

度太阳池结晶完成之前，非对流层和下对流层的

温度一般在 ２５ ～ ３５ ℃ 之间，最佳结晶温度在

３０ ℃左右。

５. ２　 综合利用

扎布耶盐湖“盐梯度太阳池”技术所得到的

富锂混盐中除主要的矿物扎布耶石以外，含钾矿

物有钾石盐、钾芒硝（图 ５）。 混盐中 ＫＣｌ 的含量

０. ２６％ ～２０. ４４％之间，平均含量为 ４. ６３％ （工业

品位 １％ ）（表 ２）。 氯化钾是农作物生长的必需

的物质，世界上 ９５％ 的钾盐都是用来生产钾肥。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钾肥的需求量巨大，但供不

应求，每年近 ５０％ 的钾盐仍需要进口［４０］。 扎布

耶盐湖二期工程预计年产 ２０ ０００ ｔ 碳酸锂，其中

利用膜法生产 １２ ０００ ｔ；利用太阳池技术生产

８ ０００ ｔ，预计年产出 １２ ７００ ｔ 的富锂混盐，并对富

锂混盐进行冲洗，冲洗液中含有大量的钾可以综

合利用，大约可年产出 ６００ ｔ 氯化钾。 因此，对该

盐湖进行钾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可行的，能提高经

济效益。 该混盐中 Ｂ２Ｏ３ 的含量较低，变化范围

在 ０. １６％ ～ １. ０８％ 之间，平均含量为 ０. ３７％ ，不
具备综合利用价值。

对混盐进行扎布耶石和钾盐矿物（钾石盐、
钾芒硝）分离时，目前采用的方式是先将夹杂有

钾盐的富锂混盐运输到工厂进行加工，产生额外

的运输费用和加工费用。 为此，利用扎布耶石的

溶解度比钾盐矿物、石盐和天然碱的低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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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可以在现场利用淡水对富锂混盐进行冲

洗，提高锂精矿的品位，回收冲洗液并对钾盐进行

综合利用，这样便省掉了一部分运输费用和加工

费，提高了经济效益。

表 ３　 部分矿物的在水温 ２５ ℃时的溶解度［４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５ ℃

名称 扎布耶石 钾石盐 石盐 天然碱

溶解度 １. ２９ ３５. ７ ３６. １ １０. ４

６　 结　 论

１）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的构造有管状构

造、圆丘状构造、纹层构造、孔洞构造、蜂窝状构

造；矿物的结构有柱状结构、纤维状结构、粒状结

构。
２）扎布耶太阳池富锂混盐的矿物种类有扎

布耶石、钾石盐、石盐、氯碳钠镁石、天然碱、钾芒

硝、菱锰矿、石英 ８ 种，扎布耶石的平均含量为

６２. ８９％ ，ＫＣｌ 的平均含量为 ４. ６３％ 。
３）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预计年产 ２０ ０００ ｔ 碳

酸锂，利用太阳池技术生产 ８ ０００ ｔ，预计年产出

１２ ７００ ｔ 的富锂混盐，可以产出约 ６００ ｔ 氯化钾，
建议进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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