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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地区的西南部 ∀主体分布于土库曼东部的高尔达克海相含钾盆地分布有多个超

大型钾盐矿床 资源总量近 亿吨 ∀卡尔留克和卡拉比尔 个钾盐矿床按地下开采法测算的储量为 亿 钾

盐矿石按有用组分 ≤ 含量的高低划分为极富矿石 !富矿石 ∗ 和贫矿石 ∗ ∀文章对

土库曼钾盐资源开发现状与投资环境及中国利用土库曼钾盐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认为中土两国已

建立的友好关系以及土库曼工农业快速发展需大量引进外资的客观要求 为中国公司在土库曼投资合作开发钾盐

资源带来了难得的契机 ∀

关键词  地质学 海相 钾盐矿床 合作开发 土库曼斯坦 中亚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土库曼斯坦 ×∏ …∂ ± 以

下简称土库曼 位于中亚西南部 介于北纬 β ∗

β !东经 β ∗ β之间 ∀土库曼境内地势

低平 的国土被卡拉库姆大沙漠覆盖 沙漠的

东 !南和西面为山脉所环绕 固体矿产主要产于这些

山区中 ∀

土库曼拥有天然气 !石油 !碘 !溴 !钾盐 !煤 !岩

盐 !自然硫 !重晶石 !天青石 !高岭土 !膨润土 !石蜡等

多种非金属矿产 ≥ ∀油气是土库曼的

主要资源 油气资源总量按油当量估算为 亿吨

≥ 天然气工业是其支柱产业 占工业总

产值的 以上 马建明 ∀除油气资源外 在

土库曼东部还赋存有资源总量约 亿吨的晚侏罗

世海相固体钾盐矿床 ∂…≥ 相当于

中国已知钾盐资源总量的 ∗ 倍 ∀土库曼钾盐

矿床陆续发现于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东南亚地区

如泰国 !老挝 !缅甸等 不同的是 这些钾盐矿床的

储量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基本探明 因而不存在勘探

风险 关键是如何抓住时机 尽快占位 争取合作开

发权 ∀

针对土库曼斯坦丰厚的钾盐资源 按照中国工

程院/ 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0项目的总

体计划安排 以郑绵平院士为团长的 人考察团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对土库曼进行了为期

天的综合考察 主要考察内容包括高尔达克含钾盆

地固体钾盐资源的勘查 !开发现状和合作开发的可

能性以及巴尔卡纳巴德碘厂关于富碘溴地下油田卤

水的综合利用技术 加拉布嘎兹湾盐厂的生产情况

土库曼矿业管理和环境保护的经验和教训 引进外

资的经济政策和投资环境等 ∀此次考察主要取得以

下 点收获 ≠ 查明了土库曼东南部的卡尔留克和

卡拉比尔等主要钾盐矿床的探明储量达 亿

其采矿权归土库曼国家化学康采恩 集团公司 所

有 确定了下一步投资开发这些超大型钾盐矿床的

可能合作对象 争取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设

立开发前期预研性国际合作项目 为下一步国内投

资公司的实质性介入奠定了基础 ≈ 在时机成熟时

拟由新疆罗布泊钾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投资

公司进行合作开发投资洽谈 为建立中亚钾盐基地

做好充分准备 ∀

Ξ 本文是中国工程院/ 中国可持续发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0项目/ 中国可持续发展化工 !盐湖矿产资源战略研究0 课题的部分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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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库曼钾盐矿床地质

位于中亚地区的高尔达克晚侏罗世海相含钾盆

地横跨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斯坦 其主体位于土库曼

的东部 ∀该含钾油气盆地业已探明的大型 !超大型

钾盐矿床共有 个 土库曼占 个 乌兹别克有

个 ∀位于土库曼境内的 个钾盐矿床是卡尔留克 !

卡拉比尔 !库吉坦格 !加乌尔达克和秋别加坦 其中

以卡尔留克 !卡拉比尔 个钾盐矿床最具代表性 现

分别简述如下 ∀

1 1  卡尔留克钾盐矿床

该矿床发现于 年 由侏罗系 !白垩系的海

相沉积岩层和第四系组成 高尔达克组的厚度为

∗ 第四系覆盖层的厚度为 左右 ∀在

∗ 深处揭示出上牛津阶的沉积岩为灰色

泥质灰岩 沿剖面往上产有启莫里阶 齐顿阶高尔达

克组含盐层系 ∀该组分成上 !下 个亚组 上部亚组

含氯化物 下部亚组含硫酸盐 ∀上部亚组又划分成

上 !中 !下 个岩段 下段由石盐组成 不含钾盐 中

段由石盐和钾盐组成 含钾盐 上段是硬石膏层 图

∀

矿床位于库吉唐背斜的西翼 构造上产于卡尔

留克拗陷 组成矿床的岩层向南西倾斜 倾角 ∗ β ∀

巨厚的石盐岩层中夹有 层钾石盐层和光卤石层

按开采条件可归并为 个钾盐组合层

的工业储量与下部的 钾盐

组合层有关 工业钾盐层的主要组分含量见表 ∀

图  土库曼东部晚侏罗世钾盐矿床柱状剖面对比图

) 泥灰岩 ) 粘土 ) 砂 ) 镁盐 ) 钾盐 ) 普通石盐 ) 硼矿 ) 石膏矿 ) 白云质灰岩

ƒ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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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卡尔留克钾盐矿床工业钾盐层主要组分含量

Ταβλε 1  Χοντεντσ οφ μ αιν χονστιτυεντσιν ινδυστριαλ ποταση λαψερσ οφ τηε Καρλψυκ ποταση δεποσιτ

钻孔

编号

矿层

层厚
ω

≤ ≤

层间石

盐层厚

度

矿层

层厚
ω

≤ ≤

层间石

盐层厚

度

矿层

层厚
ω

≤ ≤

开采

总厚度

 / 0为未测试 ∀

  钾盐矿石按有用组分 ω ≤ 的含量可分为贫

矿石 ∗ 富矿石 ∗ 和极富矿

石 ∀按矿物组成 取决于有害混入物 2

≤ 的含量 可分为 种矿石类型 型非光卤石质

钾石盐岩达 型光卤石质钾石盐岩达

∗ 型光卤石 钾石盐岩达 ∗ 型钾

石盐 光卤石岩达 ∗ ∏ 型光卤石岩

∀除钾盐外 钾矿石中还含一些稀有元素 如

溴 !铷 !铯 !锶 !硼 可作为综合利用考虑 ∀卡尔留克

钾盐区预测钾盐资源量达 亿吨 ∀

早在 年 前苏联全苏制盐科学研究所

对钾盐储量进行了计算 获得用于井下开

采方法的原生钾盐储量见表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井下开采法平衡表内储量

≤ 级 万 ≤ 级 万 平

衡表外储量 ≤ 级 万 ∀可见其勘探程度

已达到为开采服务的阶段 ∀

2 2  卡拉比尔钾盐矿床

该矿床发现于 年 矿床产于高尔达克钾盐

盆地大型缓倾斜的卡拉比尔隆起上 ∀钾盐层赋存于

上侏罗统高尔达克组合盐层系中 高尔达克组下部

产有厚达 碳酸盐岩和硫酸盐岩层 其下伏地

层为牛津阶海相碳酸盐岩 盐类沉积之上为卡拉比

尔组 !阿尔穆拉德组和克孜勒塔什组的红色沉积层

厚 其上又被厚度 ∗ 的下白垩统

巴列姆组 !亚普第组和阿尔巴组等沉积层所覆盖 ∀

上侏罗统含盐层系厚度为 ∗ 层序结构和

矿床地质特征同卡尔留克钾盐矿床 ∀卡拉比尔钾矿

主要工业钾盐层规模见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卡拉比尔钾矿主要工业钾盐

层的分布面积 ∗ 矿层厚度 ∗

1 与卡尔留克钾矿的矿层厚度相比明显薄 ∀前

苏联全苏制盐科学研究所 按地下开采法

求得的钾盐储量见表 ∀

表 2  卡尔留克钾盐矿床储量综合表

Ταβλε 2  Ρεσερϖερσ οφ τηε Καρλψυκ ποταση δεποσιτ

井下开采法 地下溶解法 表外储量

储量级别 钾盐储量 ≤ 储量 储量级别 钾盐储量 ≤ 储量 钾盐储量 ≤ 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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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卡拉比尔主要钾盐层规模

Ταβλε 3  Σιζεσ οφ μ αιν ποταση λαψερσιν Καραβιλ

矿层
平均长度 平均宽度 平均厚度

深度
占矿床
比重

∗

∗

∗

表 4  卡拉比尔钾盐矿床储量

Ταβλε 4  Ρεσερϖερσ οφ τηε Καραβιλ ποταση δεποσιτ

类型
表内储量 万

≤ ≤
表外储量 万

钾石盐

≤

由表 可以看出 钾石盐的平衡表内储量

级 万 ≤ 品位 ≤ 级

万 ≤ 品位 总量为 万 平

衡表外储量为 万 ≤ 品位 ∗

1 ∀卡拉比尔钾盐矿床预测钾盐资源量达数

十亿吨 ∀卡尔留克和卡拉比尔 个钾盐矿床累计探

明储量 含表内和表外 为 亿 预测钾盐资源

量约 亿 ∀

 土库曼钾盐资源开发现状与投资环

境分析

3 1  土库曼钾盐资源开发现状

上世纪 年代 前苏联全苏制盐科学研究所对

位于土库曼境内的卡尔留克钾盐矿床进行了工业性

开发试验 在矿床东南部钻了 个开采孔和 个观

测孔 用房室法完成了盐的溶解和回收 每小时可获

得 ∗ 卤水 卤水 ω ≤ 达 ∗

用池塘化法得到含量为 的固态产品 这种方法

的采收率达 ∀以房室法和池塘法开采工艺进行

投资估算 总投入需 万卢布 年价 按

生产基金收益率 计算 投资回收期为 年

储量保证年限为 年 ∀前苏联的解体导致卡尔留

克钾盐开发试验中断 沉睡于土库曼地下极丰富的

固体钾盐资源至今尚未开发利用 ∀

3 2  土库曼的矿业投资环境

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  土库曼作为能源出

口型国家 其电力和燃料供应充足 但设备和线路严

重老化 供水系统仍旧是前苏联时期的基础 急需大

规模更新 ∀另外 通讯设施非常落后 停留在 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近年来 土库曼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修建多个水库 !电站 铺设油气

管道 !输电线路 !铁路和公路 更新改造机场 !港口

加强了城市特别是首都阿什哈巴德

± ± 的城市建设和通讯设施的改造 ∀土库曼

境内铁路总长 公路总长 万 内河

航运 国内天然气管线 ∀土库曼首

都阿什哈巴德至北京每周有一次不定期航班 同时

与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不定期旅游包机航班 ∀

改革方针与对外政策  土库曼独立后 始

终将巩固国家政治经济独立和主权 !保持社会稳定

作为基本国策 主张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宋

国民 ∀ 年 土库曼政府出台了5 年

以前土库曼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6国家纲要 ∀

该国家纲要的战略目标是把土库曼变成保证居民生

活高标准 社会经济指标达到世界高水平的不断发

展的强国 以经济高速发展 !引入先进生产工艺和提

高劳动生产率为依托 保持经济独立和安全 增加生

产性建设项目 继续发展市场经济 提高对经济领域

的投资 提高国家企业效率及在国内 !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 ∀

在对华关系方面 年 月 日 中土建立了

大使级外交关系 年 ) 年期间 双方高层

进行了多次成功互访 极大地推动了两国间合作的

全面发展 ∀

 中国利用土库曼钾盐资源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分析

4 1  必要性

中国利用土库曼钾盐资源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 个方面 第一 国内钾盐勘查特别是前第四纪

固体钾矿勘查未获突破 中国严重缺钾的局面仍将

持续 ∀因此 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国内钾矿勘查投入

促进前第四系海相找钾取得突破 另一方面须大力

倡导和鼓励利用境外首先是周边国家丰富的钾盐资

源 且势在必行 第二 土库曼属中国西侧近邻 除极

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外 其资源总量约 亿 的固体

钾盐资源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三 土库曼主要

钾盐矿床的储量在前苏联时期就已基本探明 不存

在勘探风险 因此优于东南亚地区 目前中方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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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机会 尽早占位 打好与其合作开发的基础 ∀

4 2  可能性

中国利用土库曼的钾盐资源是完全可能的 主

要原因有 个 第一 中土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双方开

展经贸合作的前提和保障 ∀ 年以来 双方成功

进行了多次高层互访 为双边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第二 自 年以来 土库曼的经济增长接

连保持两位数的增幅 年土库曼国内工 !农业生

产总值增幅分别达 和 特别是农业的快

速发展对钾肥的需求量将成倍增加 但可投入钾盐

矿床开采的资金严重短缺 第三 土库曼基础设施落

后 设备陈旧 亟待更新 ∀ 世纪 年代用于钾盐

开发的试验设备和设施均已严重老化 弃置荒野 只

有与外方合资或合作 取得资金和现代化的开采设

备 土库曼国家化学康采恩方可将钾盐矿床的开采

付诸实施 这为中国公司投资介入土库曼钾矿的开

发带来了难得的契机 ∀

致  谢  此次土库曼钾盐资源考察之行 受到

中国驻土库曼大使馆于立新参赞等经济商务参赞处

同仁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使得考察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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