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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近年

来，在察尔汗盐湖，钾肥生产工艺优化，盐

湖提锂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绿色、高效开

采水平不断提升，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

　　细风轻拂起微澜，湖面宽阔，1 . 8米深

的水下，细腻牙白色的钾矿经过长期蒸发

结成“盐床”。在湖上“采水船”滚筒的轰

鸣声中，钾矿被源源不断送进仓筒，再通

过水泵“打”到10公里外的钾肥厂区。打开

地图一看，眼前“无边”的盐湖，原来只是

察尔汗盐湖30个盐池中的一个。

　　这里是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钾肥产品生产量占全国的2/3。近年

来，察尔汗盐湖推动绿色、高效开采，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优化钾肥生产工艺，突破盐湖提锂关

键技术

　　察尔汗盐湖中央码头，四面皆是光卤

石盐池。这里是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钾肥分公司的“原料库”，“采水船”从

盐池中采出的钾“浆”通过管道源源不断

输送到车间。在车间传输带上，雪白的钾

原料在此进行“脱卤”。车间副主任石涛

说：“从管道运过来的矿浆在这里要‘ 过

筛’，因为各个‘采水船’送来的矿浆浓度

不一，需经处理才能送往下一环节。”

　　步行10多米，车间外是偌大的3个巨

型罐状物，上方漂浮的白色钾料旋转着。

“这叫浓密机，是用来提升钾肥产品钾含

量的。”石涛说，“刚‘打’过来的钾肥钾含

量不高，我们通过一系列步骤，可以将钾

含量提升到95%。”95%钾含量的氯化钾产

品，是现在钾肥分公司的主要产品，占整

体产能的九成以上。

　　尽管有着成熟的生产工艺，钾肥分公

司未停止持续挖潜增效。钾肥分公司总经

理李存福介绍，为了持续保证品质稳定、

实现高效开采 ，他们采取了“轮采”的办

法，“就像种地，为了土壤肥力也会采取轮

种的办法。我们现在30个生产盐池，会留

几个备矿作为应急储备，同时意味着蒸发

时间拉长，从而更好地‘养矿’。”

　　钾肥生产只是察尔汗盐湖区域内的

一个环节。从钾肥分公司生产完的分 解

液，会被传输到锂矿生产车间，进入下一

个环节。负责这一环节的蓝科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距钾肥分公司不过5公里。“这 几

年 ，我们的盐湖提锂关键技术取得了突

破 ，‘ 抓住’锂的成功率大为提升。”该公

司总经理张成胜说。

　　节水节能降碳，实现绿色开采

　　从西边的“母矿”出来 ，混着钠、钾、

镁、锂的“卤水”一路奔流百十公里，注入

30个盐池。再经除钠、提钾、提锂等多道工

序，“尾水”再回到“母矿”进行固液转化。

在这个生产厂区，循环利用的高效开采格

局已经形成。

　　“盐湖整个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主

要是‘ 水’和‘ 电’，伴有少量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我们的绿色开采，就是通过各环

节 管 控 措 施 ，节 水、节 能、降 碳。”张 成

胜说。

　　远看蓝科锂业，正门左手方向有一批

规模宏大的太阳能“矩阵”——— 下面由反

光板铺设组成，上方的管道负责吸收反射

光。技术人员张君贤说：“管道里就是水，

利用太阳能加热过的水进入生产车间，对

镁锂盐水进行高温烘干处理。以前采用燃

煤锅炉加热，能耗较高。通过太阳能加热，

可减少近一半的能耗。”

　　“每年仅锂业公司的耗电量就多达

1 . 5 亿千瓦时 ，我们除了更换高效电机等

措施，还对清洁能源‘能用尽用’，减少碳

排放。”张成胜介绍。

　　生产环节也在大力“节水”。在淡

水 回 收 车 间 ， 记 者 看 到 罐、管 有 序 分

布，“我们在整个工艺中加了一道膜处

理环节，尾盐水在里面经过物理隔离，

实现了部分中水回收，产出直接可做工

业用水再次投入使用。”张君贤说，以

往的处理办法就是“一锅端”，各环节

产 生 的 尾 盐 水 直 接 通 过 管 道 返 回 “ 母

矿”。通过新的方式，生产每吨碳酸锂

的耗水量从600万吨下降到450万吨。

　　在钾肥分公司，“节水就是节矿”的理

念也深入人心。“生产每吨氯化钾产品耗

水6 到 8 吨 ，我们通过生产环节的流程优

化，对混合的尾盐水进行回收，目前耗水

量下降到4 . 5 吨。”李存福介绍，钾肥分公

司还对生活区的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每天

可额外获得生产用水400吨。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也取得长足进

步。站在干燥车间的外围，便可看到一排

筒状物。“这是我们近几年开始使用的模

块化布袋除尘装置，里面就是可拆卸的大

‘布袋’，用于‘捕捉’钾颗粒物，一方面能

用于回收生产，一方面有效减少了粉尘污

染。”石涛说。

　　发展工业旅游，拓展盐湖新业态

　　从察尔汗盐湖中央码头出发，沿着盐

堤不断往西北方向走，很快便进入了“百

里水景线”。

　　“说起盐湖，人们以前总感觉颜色漂

亮 ，但可远观不可近‘ 玩’。”盐湖股份旅

游公司董事长王越介绍，10年前该公司着

力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同时发展工业旅

游，专门开辟出钠盐池打造“梦幻盐湖”景

区，建设“察尔汗盐湖”旅游目的地。

　　越往里走，盐湖颜色也愈发丰富、明

亮起来。钠盐池的风貌，与富钾、锂的光卤

石盐池风貌完全不同。光卤石盐池多以黄

绿 为 主 ，而 钠 盐 池 则 是 浅 绿 的“ 青 苹 果

色 ”，吸 引 了 全 国 各 地 的 游 客 来 此“ 打

卡”。

　　工业旅游，提升了盐湖的知名度，

拓展了盐湖的新业态。“夏天人多的时

候，一天游客量近万人次。多元化发展

格局日益清晰——— 钾盐、钠盐、镁盐、

锂盐、氯碱五大产业集群梯级开发，横

向耦合盐湖化工产业与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同时发展工业旅游等新业态，为

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不断注入新内

涵。”王越说。

（据《人民日报》）

青 海 察 尔 汗 盐 湖 推 动 绿 色 、高 效 开 采

一滴卤水里的绿色转型

察尔汗盐湖风景壮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田文国 摄（人民视觉）

  本届深圳文博会上，一只圆头圆脑、

憨态可掬的“小神兽”成为甘肃主题馆里

的耀眼“明星”——— 这就是由甘肃嘉元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推出的文创产品系

列：“兰小五”。

  在甘肃主题馆入口处，一个大型“兰

小五”现代装置艺术品很是吸睛，过往观

众纷纷驻足，合影留念；兰州市博物馆展

区内，琳琅满目的“兰小五”文创产品整齐

摆放，吸引大家咨询选购。

  “兰小五”系列数字文创产品，其创作

灵感源自兰州市博物馆大门之上的瑞兽

形象，其原型为龙之五子狻猊，因此有了

“兰小五”这个名字。

  “‘ 兰小五’形似狮子 ，具有祥瑞、纳

福、吉庆、镇宅辟邪等寓意 ，深受大家 喜

爱。”甘肃嘉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俊告诉记者，“兰小五”的文化创意是对

兰州市博物馆文化遗产、历史传统等多方

面文化元素进行发掘、提炼的成果，其设

计也颇用了一些心思：一方面，深挖文物

内涵，融入黄河“浪”造型、马家窑彩陶文

化等元素，形象、直观地展现甘肃优秀传

统文化；另一方面，在尊重文物原型、力求

保留文物原貌的同时，注入现代审美，运

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典型配色，使古老吉祥

的文化象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此外，研

发不同品类、不同风格的创意产品，既凸

显美观，也注重实用性。

  杯垫、陶瓷香炉、车挂、拼豆……亮相

深圳文博会的30余类“兰小五”文创产品

覆盖了多个生活场景。

  “它看起来像在打盹，又像在偷笑，太

治愈了！”深圳游客张女士一口气买了3个

不同造型的“兰小五”车挂。

  “这个纸巾盒设计太巧妙了 ，‘ 兰 小

五’正好趴在那儿，像在守护家宅。”宁夏

参展商王女士连连称赞。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研发设计时，为

“兰小五”系列数字文创产品加入了一个

独特的隐藏设计——— AR实物识别系统。

在深圳文博会首次亮相的“兰小五”，便以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创 新 的A R 交 互 体

验，成为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生动范本。

  “通过科技手段，我们让静态文物变

成 了 会 讲 故 事 的‘ 文 化 使 者 ’。”金 俊 介

绍，“兰小五”不仅是一个文创产品，也是

甘肃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和连接世界的

一条纽带。近年来，我们携“兰小五”赴厦

门、天津、青岛、上海等多地巡展，凭借其

独特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性，“兰小五”逐渐

成为兰州市博物馆的文化大使，在推动甘

肃文化“走出去”方面积极发力。

  从博物馆大门瑞兽到文创产品，“兰

小 五”完 成 了 一 次 超 越 时 代 的“ 身 份 转

变”，也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展会期间，“兰小五”相关话题在各大网络

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与会嘉宾、观众专程

来到甘肃主题馆打卡“最萌文物代言人”。

“兰小五”这只来自黄河之滨的文化使者，

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向世界传递着兰州这

座丝路重镇的创新活力。

（据《甘肃日报》）

“ 兰 小 五 ”萌 动 深 圳 文 博 会

  这里条件艰苦，三伏天会降雪，一下午

能晒爆皮；这里生态富饶，是生物多样性特

色十分鲜明的罕见草场，也是黄河流域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区。在青藏高原东部

的甘南草原，30多年来，兰州大学一代代师

生扎根于此，用“生态之眼”揭示青藏高原

的秘密。

  1 9 9 2 年，兰州大学教授杜国祯带队建

立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 以下简称“甘南站”）。当时，国外长期定

位监测已有上百年历史，而我国少有这样

的站点。只有掌握水、大气、土壤等的长期

监测数据，人们才能准确了解复杂生态系

统的变化，并实现精准管护。

  3 0 多年来，兰大师生扎根在海拔30 0 0

多米的甘南草原开展长期监测。2 0 2 1年，甘

南站获批国家站，北京、南京等多地大学生

前来学习工作。到了夏天 ，站上最多有 约

20 0人。不少学生在这里找到学术方向，选

择在西部扎根。

  如今的站长、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教授

马妙君，自20 0 4 年起在甘南站开展科研工

作。在大风中搭建帐篷、抢救被褥，雨落帐

篷如敲响鼓、说话靠吼，夜里四下漆黑、偶

有野兽来袭，天蒙蒙亮就要赶在牛马喝水

之前去小溪提水……可他却说：“我们是研

究大自然的，就要住到大自然里。”

　　20多年来，他已累计采集了21 . 9 7万个

种子库土芯、鉴定了35 . 6 7万个种子库幼苗

及39 . 9 8万个种子雨物种的种子，首次探明

了青藏高原主要生态系统的土壤种子库组

成和结构。

　　土壤种子库有啥用？马妙君打了一个

生动的比方：“种子库也被称为种子银行。

一株植物产生很多种子、沉入土地，日积月

累，储量巨大，相当于把大自然的种子存进

了银行。研究它可以知道种子的历史，也可

预测未来。”

　　通过对这一领域的长期研究，他们不

仅摸清了高寒草甸、高寒草地、荒漠草地等

青藏高原不同地区的种子库情况，也发现

了数量巨大的种子库有一定的抵抗力、恢

复力，这对生态修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土壤退化后，想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撒种子、补肥料。事实上，土壤中有大量种

子 ，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尤其在高寒环 境

下，有的种子休眠期可达二三十年。这样既

能减少投入，也免去了生物入侵的风险。”

他说。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小草籽，在马妙

君眼中有千姿百态 ，长短圆扁各有不同。

“我最喜欢的是高山豆。在野外做样方是很枯燥的，我们常

常得蹲着或跪着、趴着两三个小时。当看到高大植物下突

然出现很小、很可爱的高山豆，人一下子兴奋了。”

　　奇妙复杂的大自然也磨炼着人的心性。“在大自然的

风霜雨雪洗礼后，我学会了不抱怨，学会了沉默，学会了融

入大自然。我们沉心做实事，心中的激情梦想一直都在。”

马妙君说。

  关注到气候变化新动向，团队于201 7年建立气候变化

实验平台。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变暖程度比全球平均程度

高。温度升高，会打乱物候的顺序与格局，影响群落结构，

甚至生物多样性。目前，相关研究仍在持续。

  “00后”兰大博士生白浩楠已在甘南站工作4年。“开始

有点不适应，这儿离县城远，没什么娱乐活动。但在师兄、

师姐的影响下，我把心放在了科研上，对生态系统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老带新，既是互帮互助的精神传承，也能给予

后来人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

  马妙君说，他们致力于将甘南站建成国际一流的高寒

生态学研究基地、生态学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标国际，我

们仍在跟跑，希望通过努力能逐步并跑、甚至领跑。”

（据每日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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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莴笋香

甘州党寨镇蔬菜基地迎丰收

  5月2 2日，一场夏雨过后，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二十

里堡村蔬菜基地内绿意盎然，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

莴笋。鲜嫩饱满的莴笋破土而出 ，经过去叶、分拣、捆扎

后，被迅速装车运往金昌、兰州等地市场，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通讯员 杨永伟 摄影报道

  2 0 2 2年8月，实验团队在青藏高原东部高寒沼泽湿地

进行土壤采样。（受访者供图）

  这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湿地景色

（2023年7月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遗失玛曲县卫生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玛曲支

行开户许可证副本，账号：271 5 0 8 1 2 2 9 2 0 0 0 3 4 2 8 7 ，核准号：

Z8385000023101，声明作废。

  遗失卓尼县总工会不动产权证，证号：甘（20 2 0）卓尼

县不动产权第0000577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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