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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描述 

我们对于西藏自治区的矿产资源开发进行了跟踪。 

事件点评 

揭开西藏优势矿产资源的面纱。西藏自治区拥有分布广泛、禀赋优越的矿产

资源，矿种多达 103 种，优势资源包括铬、铜、盐湖硼锂等，皆为中国的稀

缺关键矿产。在锂资源方面，西藏拥有大小盐湖 500 多个，面积约 8225km2，

富锂盐湖主要分布在阿里、那曲、日喀则西北部，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平均锂

浓度超过 224mg/L，类型囊括碳酸盐型、硫酸钠亚型和硫酸镁亚型，尤其碳

酸盐型全球罕见，具备锂浓度高、镁锂比极低的特征。盐湖卤水中除了锂，还

含有较大规模的硼、钾资源，并伴生铷、铯、溴等微量元素。其中，扎布耶茶

卡是一座西藏最具代表性、在产的碳酸盐型盐湖，其南北两湖的碳酸锂总储

量 184.10万吨、氯化钾总储量 1618.46万吨、氧化硼总储量 1147.78 万吨，

锂浓度 420-1610mg/L，镁锂比低至 0.015，一期建成产能采用巧妙的太阳池

结晶法，50~65%品位碳酸锂结晶体在 2021年有效产能有望达 7000吨。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西藏的矿产开发绝非等闲之功。西藏全区的平均海拔超

40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资源开发需克服艰苦自然条件及薄弱基础设施的

制约，近年来道路设施持续改善，但电力供应依然有限。同时，西藏作为关键

水源地，淡水资源丰富，被誉为亚洲水塔，平均年水资源总量达 4394 亿立方

米，占中国整体 16.5%。因此，西藏矿产开发需格外的严守生态红线，化学

试剂的使用慎之又慎，这对工艺方案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形成高壁垒。 

中国本土“未来白色石油”--锂资源获战略重估，青海及西藏盐湖肩负重任。

（1）由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市场的高速成长，我们预计 2020-2025 年的全球

锂电需求将从 292GWh大增至 1132GWh，对于上游锂资源的需求将从 40 万

吨大增至 135万吨碳酸锂当量。（2）锂作为标准电极电势最低、最轻的金属

元素，是天生的电池金属，未来将在要求高比能量的动力和储能电池领域享

有长期需求刚性。（3）正因其需求烈度和需求刚性，锂被视为电气化时代的

“白色石油”，鉴于全球地缘格局的复杂化，我们认为中国本土的优质锂资源

将获得持续的战略重估，提高锂资源的自供比例不仅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

能源汽车终端市场的必要，更是巩固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在全球的核心竞

争力的客观必要。（4）全球 58%的探明锂资源属于盐湖类型锂资源，中国锂

资源潜力中 79%属于卤水锂，基于资源规模以及成本优势，我们认为未来盐

湖提锂将在全球锂资源供给阵营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5）青海各主力盐

湖的工艺基本定型，已进入大规模的棕地扩能阶段，而西藏盐湖作为一块处

女地，其优越的资源禀赋以及开采潜力开始成为产业与资本的焦点。 

盐湖提锂技术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与青海和南美不同，西藏盐湖难以建设

大规模盐田，也难以在盐田中添加大量试剂，这在过去形成了束缚，但我们关

注到基于青海的提锂技术创新正在形成外溢，有望打开西藏锂资源的聚宝盆。 

投资层面：继续看好锂板块整体的投资机会，尤其具备资源保障的生产商。 

 

 

风险提示： 1、若全球锂矿供给释放超预期、同时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低预期，将导致锂产品价格中枢的再度下滑； 

2、若电池技术革新并产业化，导致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径发生显著更替、降低了动力电池及储能的锂单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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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中国稀缺关键矿产的聚宝盆，聚焦绿色开发 

揭开西藏矿产资源的面纱 

西藏自治区面积约 123万平方千米，位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结合处，因此形成复杂的

地质构造，岩浆活动频繁，成矿条件优越。西藏的矿产资源具备丰度高、分布广泛、种类多

样的特点，核心成矿带包括藏东三江、雅鲁藏布江、班公错-怒江等。自 1950年代系统开展

地质调查后，截止 2016年全区已发现矿产种类 103种，查明资源储量 49种，其中金属矿产

32种（已查明资源储量 19种）。优势资源包括铜、铬铁、盐湖矿产（硼、锂、钾等）、砂金

等，典型矿床包括罗布莎铬铁矿、玉龙铜矿、驱龙铜矿、扎布耶盐湖矿。其中，西藏的铬、

铜保有资源储量，盐湖锂矿的资源远景以及高温地热储量在中国各省中排名首位。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资源开发严守生态红线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之上，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全区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被

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环保，同时区域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有超过 6400

条河流、约 816个湖泊，平均年水资源总量达 4394 亿立方米，占中国整体 16.5%，是全球

公认最佳的淡水资源地之一。与此同时，西藏也是国内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区之一，地貌

复杂、地势高寒、土壤侵蚀频繁且植被稀疏。正因如此，西藏的矿产资源开发要求环保第一，

严守生态红线，加上整体交通基建相对薄弱、高原劳动力不足等因素，构成了西藏优质矿产

资源开发的现实掣肘以及高壁垒。 

 

 

  

图表 1：西藏自治区已发现的矿产种类（截至 2016年） 

矿产类别 
矿种  

合计  

已发现矿种 

有资源储量数据的矿产 其他矿产资源 

燃料矿产 5 煤、泥炭、地热 石油、油页岩 

金属 

矿产 

黑色金属矿产 4 铬、铁 锰、钛 

有色金属矿产 12 
铜、铅、锌、锡（原生矿、砂

矿）、钴、钼、锑、镁、钨 
镍、铋、汞 

贵金属矿产 3 金、银 铂族元素 

稀有、稀土、分散元素矿产 12 锂、铷、铯、镓、铼、铊 铍、锆、锗、锶、未分稀有、未分稀土金属 

放射性矿产 1  - 铀 

非金属 

矿产 

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 8 菱镁矿 
蓝晶石、红柱石、白云岩、石英岩、萤石、耐火粘

土、冶金用脉石英 

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 16 
硫铁矿、自然硫、砷、盐、硼、钾

盐、天然碱、芒硝、溴、重晶石 
磷、水菱镁矿、钾长石、蛇纹岩、橄榄岩、明矾石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40 

水泥灰岩、水泥用大理岩、粘土、 

火山灰、陶瓷土、饰面大理岩、饰

面花岗岩、刚玉、水晶（压电水

晶、熔炼水晶、工艺水晶）、云

母、石膏 

石棉、滑石、叶腊石、白垩土、硅藻土、石榴石、金

刚石、冰洲石、绿柱石、电气石、硬玉、软玉、蛇纹

石、琥珀、玛瑙、绿玉髓、象牙玉、仁布玉、文部

玉、碧玉、鹿斑岩、岫岩玉、滑石、孔雀石、叶腊

石、石墨 

水汽矿产 2 矿泉水 地下水 

合计 103 49 54 
 

资料来源：《西藏矿产资源及其可持续发展初探》,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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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西藏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地处青藏高原，各类资源丰富，但地貌复杂、生态脆弱和地广人稀 

 

资料来源：星球研究所，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3：中国 20 个重点成矿区带中，西藏占有 3个核心成矿带，储藏着丰富铜、金、锑、铬铁、铅、锌等矿产资源 

 

资料来源：《全国重要固体矿产重点成矿区带划分与资源潜力特征》,《西南三江地区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等，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4：西藏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  图表 5：西藏主要三条矿带的优势资源有铜、锑、锂、铬铁等 

 

 

 

资料来源: 《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规划 2005-2010》，政府官网，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全国重要固体矿产重点成矿区带划分》,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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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富锂盐湖：锂浓度及镁锂比全球一流，标杆项目进展可期 

盐湖提锂的产量在 2020年约占全球锂资源供给份额的 44%，鉴于盐湖卤水类型锂资源占全

球锂资源总量的约 58%，同时在中国锂资源潜力中卤水占比高达 79%，加上盐湖锂资源普遍

具备储量规模大、现金生产成本低的特征，叠加当前提锂技术的持续创新，我们认为在锂电

TWh时代，盐湖提锂将在全球的锂资源供给阵营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分地域来看，青海

与西藏是中国最主要的富锂盐湖集中地，在青海各主力盐湖的工艺基本定型、股权关系逐步

成熟、进入棕地扩能阶段后，西藏盐湖由于其远景潜力，开始成为产业链关注的焦点。 

西藏盐湖矿产中含有丰富的锂、硼、钾、铷、铯资源，是高原上的“沉默宝藏”。西藏盐湖约

有 500 多个，面积超过 8225 平方公里，占西藏湖泊总面积约 30%，主要分布在阿里地区、

那曲地区和日喀则地区西北部等，海拔大多在 4400 米以上。西藏盐湖大多为富锂盐湖，根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平均锂浓度超过 224mg/L。从类型看，西藏盐湖带由南自北大致可分为

碳酸盐型、硫酸钠亚型和硫酸镁亚型盐湖带，其中碳酸盐型盐湖卤水全球罕见，呈现出高锂

浓度、低镁锂比的特征，可采用较为简单的工艺提取粗碳酸锂，其中具备代表性、目前在产

的主要是扎布耶茶卡。全球比较而言，西藏拥有数个锂浓度、镁锂比堪称一流的盐湖资源，

但单体的资源规模不及南美锂三角区域的一、二线盐湖以及青海察尔汗盐湖。 

尽管西藏盐湖资源的远景巨大，但实际的开发过程挑战重重，一方面在于高海拔、电力供应

匮乏、交通不便以及缺乏熟练调试工人所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西藏生态脆弱，要求环保

第一，因此工艺方案的选择、化学试剂的使用慎之又慎。近年来，得益于道路设施的改善，

以及青海地区盐湖提锂工艺的成熟和创新（技术的外溢），西藏的富锂盐湖开发迎来了新的契

机，尽管全面的放量为时尚早，但我们看好部分标杆项目有望取得积极进展。 

 

图表 6：全球 81%的探明锂资源量位于南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  图表 7：卤水锂资源除了盐湖卤水外，还包括地热和油气田卤水 

 

 

 

资料来源：USGS,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GS,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8：中国锂资源潜力中约 79%为盐湖卤水类型  图表 9：在国内的锂资源储量中，西藏位居第二，仅次于青海 

 

 

 

资料来源：2019年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锂业分会,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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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青藏高原之上，富锂盐湖星罗棋布 

   

资料来源：《青藏高原盐湖水化学及其矿物组合特征》, 《中国锂矿成矿规律概要》等，五矿证券研究所 

 

扎布耶：一座在产的全球罕见的高品质碳酸盐型盐湖 

扎布耶盐湖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日喀则仲巴县西北端，海拔 4422 米，由北部的地表卤水湖

和南部的半干盐湖组成，湖区总面积达 247平方千米。 

作为一座碳酸型盐湖，其锂浓度之高、镁锂比之低均为全球罕见，并富含硼、钾、铷等多种

资源。上表数据方面，扎布耶目前具备碳酸锂储量 184 万吨，为超大型规模，锂浓度在

420~1610mg/L 之间（部分文献采用 800mg/L 的平均口径），其中北部地表卤水和南部晶间

卤水的锂离子浓度高，镁锂比低至 0.015。此外，扎布耶拥有氯化钾总储量 1618 万吨，达到

中型规模，以及氧化硼总储量 1148万吨，达到超大型规模。 

西藏矿业是扎布耶的主要开发者，截至 2020 年报披露，持有西藏扎布耶 50.72%股权，而中

国宝武钢铁集团已成为西藏矿业的实控人，目前持股 22.27%。扎布耶一期产能 2006 年完成

项目产业化验收，采用盐梯度太阳池进行提锂，设计年产 5000吨碳酸锂结晶体，2021 年有

效产能有望优化至 7000 吨。扎布耶作为高浓度、低镁锂比的碳酸盐型盐湖，可通过较简易

的流程产出粗碳酸锂，但卤水组分也导致其锂含量不容易进一步富集，在蒸发各阶段容易分

散析出。基于该卤水特性，经过自 1980 年代初开始的长期摸索，扎布耶一期最终采用了太

阳池结晶工艺，先在盐田进行冻硝-蒸发浓缩，再进入梯度太阳池（9 层不同浓度卤水），日照

让卤水升温，利用碳酸锂伴随温度升高溶解度下降的原理将碳酸锂结晶而出，产出品位约 65%

的碳酸锂结晶体（公司称之为“锂精矿”，生产中的实际品位约 50%）。之后，再将碳酸锂结

晶体运输至后端锂盐厂，经调浆等流程后形成精矿料浆，最后利用苛化-碳化法进行提纯生产

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产品。盐梯度太阳池的巧妙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卤水特性，以及矿区充裕

的太阳能、高蒸发率和较大的温度变化，无需添加化学试剂，但弊端在于生产“靠天吃饭”，

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此外需要持续解决盐田渗漏等问题。向前看，我们认为近年来盐湖提

锂技术的快速进步将为未来的开发带来更多的可能，据披露，公司也正在进行工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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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西藏矿业新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宝武钢铁集团  

 

资料来源：西藏矿业公司公告，企查查，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扎布耶盐湖的盐田、太阳池全貌  

 

  

资料来源：《扎布耶盐湖的开发》, 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扎布耶盐湖卤水中富含锂、硼、钾等元素，储量丰富 

单位：万吨 总储量（液体+固体） 液体矿储量 固体矿储量 

碳酸锂 184.10 81.88 102.22 

氯化钾 1618.46 768.93 849.53 

氧化硼 1147.78 81.9 1065.88 

氯化钠 5049.86 3199.13 1850.73 

硫酸钠 3148.68 699.63 2449.05 

碳酸钠+碳酸氢钠 739.84 654.72 85.12 

铷 0.53 0.53 - 

铯 0.16 0.16 - 

溴 4.15 4.15 - 
 

资料来源：西藏矿业公司公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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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扎布耶盐湖的提锂和加工在不同地区进行  图表 15：运用苛化－碳化法对扎布耶的粗碳酸锂进行提纯 

 

 

 

资料来源:《扎布耶盐湖的开发》,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扎布耶盐湖的开发》,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2016 年以来，扎布耶“锂精矿”产量在 4000~5000 吨区间  图表 17：太阳池沉淀法析出的锂产品 

 

 

 

资料来源: 西藏矿业公司公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扎布耶盐湖的开发》,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18：工业级碳酸锂是甘肃白银扎布耶的主要产品  图表 19：甘肃白银扎布耶还可生产氢氧化锂产品 

 

 

 

资料来源: 西藏矿业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注：产量=自产+委托）  资料来源: 西藏矿业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注：产量=自产+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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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木错与结则茶卡：资源禀赋优越，持续探索因地制宜的工艺方案 

龙木错盐湖与结则茶卡盐湖均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相距约 100多公里，蕴藏着丰富的锂、钾

和硼等资源。2010年西藏城投与西藏金泰工贸有限公司、孙建义达成合作意向，在资源整合

后共同合作开发龙木错盐湖和结则茶卡盐湖。两个盐湖的采矿权当前归属于西藏国能矿业

（西藏城投对其持股 41%），两大盐湖合计碳酸锂储量 390 万吨（储量大型），氯化钾 2800

万吨（储量中型），硼（以三氧化二硼）330万吨（储量中型），其中碳酸锂储量居世界前列。

同时，公司正在推动结则茶卡盐湖预浓缩卤水萃取提锂工艺及龙木错铝系粉体吸附工艺的工

艺流程的中试工作，并继续深化原卤萃取、锰系吸附工艺的研究。据 2020 年报披露，龙木

错采矿权的延期相关权证尚在办理中，而结则茶卡盐湖的采矿许可证已在 2021年 4月获得。 

 龙木错盐湖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北方向，海拔 5100 米，属于氯化物型盐湖，地

表卤水面积 100.91 平方公里，地表卤水体积约 27.34 亿立方米。根据公告，龙木措盐

湖的地表卤水的矿物组分以硼为主，共生矿物包括锂、钠和钾。其中 332控制资源量中：

氯化锂约 217 万吨，对应平均锂浓度为 794Mg/L；氧化硼为 170 万吨，对应硼浓度为

620mg/L；氯化钾为 1859万吨，对应钾浓度为 6802mg/L。 

 结则茶卡盐湖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东汝乡，海拔 4600 米，属于碳酸型盐湖，地

表卤水面积 99.6 平方公里。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结则茶卡的 332 控制资源量：氯化锂

约 231万吨，平均锂浓度 1173.38mg/L，规模较大且禀赋优异；氧化硼 161万吨，平均

硼浓度 821mg/L；氯化钾 980万吨，平均钾浓度 4984Mg/L。 

 

图表 20：西藏国能旗下两座盐湖的距离并不远，曾探讨兑卤工艺  图表 21：西藏国能在结则茶卡盐湖边建设的盐田 

 

 

 

资料来源: GoogleMaps，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oogleMaps，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22：龙木错盐湖的控制资源量（332）为 217 万吨 LCE，平均锂浓度 794Mg/L 

g/  龙木错盐湖矿业权证书 

矿山名称 日土县松西区龙木错盐湖矿区 

采矿权人 西藏阿里圣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矿种 硼矿、及其伴生矿 

生产规模 1 万吨/年 

矿区面积 100.9605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07.06-2012.06 

矿物 平均品味 控制内蕴资源量（332） 

B2O3 620.23Mg/L 169.545 万吨 

LiCL 793.6Mg/L 216.954 万吨 

KCL 6802.16Mg/L 1859.432 万吨 
 

资料来源：西藏城投公司公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龙木错盐湖

结则茶卡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Page  9 / 20 

 

[Table_Page] 有色金属 

2021年 7月 24 日 

 

 

图表 23：结则茶卡盐湖的控制资源量（332）为 231 万吨 LCE，平均锂浓度为 1173Mg/L 

结则茶卡盐湖矿业权证书 

矿山名称 日土县多玛结则茶卡盐湖矿区 

采矿权人 西藏阿里圣拓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更名为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矿矿种 硼矿、及其伴生矿 

生产规模 1 万吨/年 

矿区面积 99.5555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1.04-2031.04 

矿物 平均品味 控制内蕴资源量（332） 

B2O3 820.95Mg/L 161.40 万吨 

LiCL 1173.38Mg/L 230.69 万吨 

KCL 4984.44Mg/L 979.94 万吨 
 

资料来源：西藏城投公司公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其他西藏富锂盐湖：开发过程艰苦，但远景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根据西藏自治区的地质勘查规划，西藏北部盐湖盐类沉积矿床，以固液并存的盐湖矿床分布

广泛、数量众多，在考虑到对于藏北自然保护区的规避后，工作重点主要围绕在两个区域：

（1）班公错—怒江断裂带及其次一级断裂附近：该带发育有规模巨大的地热异常区，湖盆众

多，成矿条件良好，目前已经评价较好的盐湖有扎仓茶卡、麻米错、拉果错。具有较高找矿

前景。（2）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以北地段：该带目前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盐湖有扎布耶

茶卡、当雄错等，成矿背景良好，工作程度较高。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基于青海盐湖提锂的经验积淀、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外溢，加上道路和电

力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工业用电短缺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但可建设光伏、光热），西藏

盐湖的资源潜力有望得到持续的挖掘。尤其盐湖提锂的技术突破，例如膜法、原卤吸附等，

有望在不大规模建设盐田、不带入化学试剂的前提下，为绿色开发带来更多的可行性。虽然

在西藏开展盐湖提锂的过程无疑是艰苦的，挑战巨大，但前景光明，战略意义深远。其中，

值得高度关注的盐湖项目包括当琼错、麻米错、拉果错、捌千错等。 

 

图表 24：西藏拥有多处禀赋理想的富锂盐湖资源 

盐湖名 面积  开发情况 所属公司 

扎布耶 247 开发 西藏矿业 

龙木错 101 开发 西藏城投 

结则茶卡 100 开发 西藏城投 

当琼错 55 探矿权 西藏同泰矿业、西藏旭升矿业 

扎仓茶卡 128 采矿权 西藏阿里朋成矿业 

麻米错 86.79 探矿权 西藏阿里华峰矿业、西藏地勘局第五地质大队 

拉果错 90 探矿权 杭州盾安公司、西藏地勘局第五地质大队 

班戈错 135.4 采矿权 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博纳泽沈达） 

鄂雅错 58.7 探矿权 中化集团、西藏地勘局第五地质大队 

聂耳错 22 采矿权 西藏矿业、西藏旭升矿业 

查波错 32 采矿权 西藏金泰工贸集团 
 

资料来源：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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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西藏地区卤水中锂离子浓度等值线（Mg/L）  图表 26：西藏地区盐湖镁锂离子浓度比值分布 

 

 

 

资料来源: 《西藏地区盐湖锂的地球化学分布规律》, 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西藏地区盐湖锂的地球化学分布规律》,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27：西藏盐湖具有锂浓度高的特点  图表 28：除扎布耶外，仍有多个禀赋优异的西藏盐湖(Mg/L) 

 

 

 

资料来源: 各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西藏地区盐湖锂的地球化学分布规律》，五矿证券研究所 

 

盐湖提锂的技术创新将带来更多可能性 

由于环保限制，与青海和南美锂三角地区的盐湖提锂不同，西藏盐湖难以建设大规模的盐田，

也难以在盐田中添加大量试剂，这在过去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束缚，但我们关注到近年来基于

青海的盐湖提锂技术创新正在形成外溢效应，未来有望打开西藏锂资源的聚宝盆。值得关注

的是，恰恰由于青海盐湖不具备南美盐湖的资源禀赋（高锂浓度、理想的化学组分），反而倒

逼青海的盐湖提锂在工艺上十年磨一剑，目前实现了全球领先。 

 在前端：青海各主力盐湖的吸附+膜法耦合（察尔汗）、全膜法（一里坪）、电渗析（东

台）、煅烧（西台老线）、萃取（大柴旦）等工艺均已获得商业化应用，并在连续生产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持续优化，近年来还诞生了针对不同类型卤水的原卤吸附技术

（铝系、钛系、锰系吸附剂），并开始探讨提锂前置的可能性，未来的工艺思路将越来越

转向高效化、精细化、自动化生产，并努力降低淡水消耗以及对于盐田面积的依赖。 

 在后端：目前全球的盐湖提锂主要聚焦于直接生产碳酸锂、氯化锂等基础锂盐，但我们

关注到，从南美锂三角到中国青海，盐湖提锂生产的碳酸锂品质正在持续提升，部分厂

商已可直接生产用于三元材料的电池级碳酸锂产品，同时关于盐湖卤水（卤水氯化锂溶

液）利用电解法/双极膜一步生产电池级氢氧化锂的技术也走出实验室，进入小试、乃至

中试阶段。发展阶段从 0至 1转向由 1 至 N，未来产品种类及附加值将持续提升。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察尔汗 西台吉乃尔 东台吉乃尔 结则茶卡

（资源量）

龙木错

（资源量）

扎布耶 一里坪 大柴旦

储量 锂浓度

0

500

1000

1500

2000

当
琼
错

仓
木
错

扎
仓
茶
卡

II
I湖

多
玛
错

扎
仓
茶
卡

I湖

朋
彦
错

恰
茶
卡

鄂
雅
错

查
波
错

永
波
错

阿
翁
错

扎
西
茶
卡

班
戈
错

II
I湖

茶
拉
卡
错

达
尔
沃
措
温
错

毕
落
错

布
尔
嘎
错

依
布
茶
卡

色
林
错

达
则
错

热
邦
错

台
错

肖
茶
卡

若
拉
错

长
颈
错

扎
木
茶
卡

长
条
错

泽
错

吴
如
错

太
苦
错

错
鄂
湖

Avg.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Page  11 / 20 

 

[Table_Page] 有色金属 

2021年 7月 24 日 

 
图表 29：国内盐湖的锂含量、镁锂比等关键禀赋指标远不及南美锂三角，因此倒逼工艺进步 

盐湖项目 国家 
化学组成% 

Mg/Li 
Na+ K+ Mg2+ Li+ B3+ Ca2+ Cl- SO42- 

察尔汗盐湖 中国青海 5.95 1.09 2.39 0.001 0.006 0.085 16.8 0.53 2390 

东台吉乃尔盐湖 中国青海 8.04 0.93 1.42 0.042 0.056 - 16.25 1.57 33.81 

西台吉乃尔盐湖 中国青海 8.43 0.7 1.31 0.021 0.032 0.016 15.29 2.94 62.38 

一里坪盐湖 中国青海 6.63 0.82 1.45 0.015 0.016 0.06 16.07 0.54 96.67 

大柴旦盐湖 中国青海 5.49 0.74 3.00 0.024 0.290 0.02 15.42 3.22 125 

扎布耶盐湖 中国西藏 9.81 2.05 0.002 0.080 0.200 - 11.78 4.67 0.015 

结则茶卡盐湖 中国西藏 4.09 0.242 0.033 0.117 0.024 - 6.19 0.292 1.94 

龙木错盐湖 中国西藏 2.92 0.338 1.123 0.079 0.018 0.006 7.85 0.528 93.58 

Atacama 智利 1.60 1.79 1.00 0.16 0.07 0.024 15.70 1.9 6.4 

Maricunga 智利 7.1 0.69 0.61 0.09 0.05 1.124 15.91 0.06 6.55 

Hombre Muerto 阿根廷 9.79 1.37 0.09 0.06 0.04 0.05 15.80 0.85 1.37 

Salar de 

Cauchari  
阿根廷 9.55 0.47 0.131 0.05 0.08 0.03 14.86 1.62 2.52 

Uyuni 玻利维亚 8.86 1.39 1.62 0.04 0.258 - 17.19 3.23 40.5 

Silver Peak 美国 6.2 0.8 0.04 0.04 - 0.05 10.06 0.71 1.00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 锂业分会，五矿证券研究所 

 

西藏铜矿：中国最为重要的后备铜资源地 

铜是最主要的基本金属品种之一，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被称为“铜博士”，广泛应用于电力、

建筑、家电、汽车、电子等领域。中国精炼铜需求占全球比重约 57%（基于 2020 年 ICSG

数据测算），但铜矿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78%（2019 年）。作为关键金属，中国本土铜矿

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据 USGS 数据，2020 年全球铜储量主要集中在智

利、秘鲁、澳大利亚等国，中国约占全球铜储量的 3%。其中，西藏是中国最重要的铜资源基

地，主要沿藏东“三江”成矿带、藏中冈底斯东段成矿带和藏西北班公湖 -怒江成矿带分布，

查明的铜资源储量已超过 5000 万吨。 

西藏地区的超大型铜矿床包括驱龙铜矿、玉龙铜矿，此外还有多个大型和中型规模的铜矿床。

其中已开发的铜矿主要是玉龙铜矿、驱龙铜矿、甲玛铜多金属矿、尼木厅宫铜矿等，参与企

业包括紫金矿业、西部矿业、西藏矿业、中国黄金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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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中国铜矿分布中，西藏铜矿区 37个，但多个规模达到大型、超大型矿床  

 

资料来源：《中国铜矿成矿规律概要》，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31：西藏的三条铜矿成矿带  图表 32：至 2020 年，智利铜储量第一，中国铜储量占全球 3%  

 

 

 

资料来源: 《青藏高原铜矿资源研究进展》，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GS 2021，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33：2020 年全球铜精矿产出智利为第 1，中国位列第 3，占比 9%  图表 34：2020 年全球精炼铜产量，中国第一，占比 40% 

 

 

 

资料来源：USGS 2021，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GS 2021，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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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中国铜查明储量持续增长，2006 年至今增长 68%（金属万吨）  图表 36：截至 2012 年，西藏铜探明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 

 

 

 

资料来源：中国矿产资源报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我国铜矿勘查程度及资源潜力预测》,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37：西藏三大铜矿成矿带的铜资源量超过 5900万吨，并伴有钼、铁、金、银等金属矿产 

成矿带 主要矿床名 铜金属资源量（百万吨） 共伴生矿种 

玉龙铜矿成矿带 

玉龙铜矿 6.50 铁、钼 

扎那尕铜矿 0.423 钼 

莽总铜矿 0.91 钼 

多霞松多铜矿 0.89 钼、银 

马拉松多铜矿 1.508 钼 

班公湖-怒江铜矿成矿带 

铁格隆南铜矿 10.98 金、银 

多不杂铜矿 2.95 金 

波龙铜矿 2.72 金 

拿若铜矿 2.51 金、银 

拿厅铜矿 1.56 金 

冈底斯铜矿成矿带 

驱龙铜矿 10.72 钼 

甲玛铜矿 7.39 钼、铅锌、金、银 

雄村铜矿 2.37 金、银 

帮铺铜矿 1.2 钼 

努日铜矿 0.51 钼、三氧化钨 

朱诺铜矿 2.3 钼、金、银 

厅宫铜矿 1.37 钼、金、银 

冲江铜矿 0.5 钼、金、银 

白容-岗讲铜矿 1.86 钼 
 

资料来源：《青藏高原铜矿资源研究进展》，《西藏铜矿资源优势及开发利用展望》，各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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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8：西藏铜矿开发的主要公司及其资源禀赋 

企业名 旗下主要铜矿 资源储量 矿权持有者 股权情况 

西藏自治区矿业

发展总公司 
尼木厅宫铜矿 

铜金属资源量 137.35 万吨、伴生钼金属资源量 7066 吨、伴生

金资金属源量 4.35 吨、伴生银金属资源量 234.81 吨 

尼木县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为西藏矿业控股股东 

西部矿业 玉龙铜矿 
铜矿矿产资源储量为 42165 万吨矿石量，其中含铜 650 多万

吨，平均品位 0.67% 

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西部矿业持西藏玉龙铜

业 58%股权，紫金矿业

参股 22% 

中国黄金国际 甲玛铜多金属矿 
铜金属资源量 738.5 万吨，平均品位 0.41%，此外还有钼、铅、

锌、金等 
中国黄金国际 

港股上市，中国黄金集

团控股 40.01% 

巨龙铜业 驱龙铜矿 
铜保有资源储量 1072 万吨，平均品位 0.4%，远景储量或突破

2000 万吨 
巨龙铜业 紫金矿业持股 50.10%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西藏硼矿：查明储量国内前列，勘探、开发程度依然偏低 

硼元素多以化合物等形式存在于自然界中，全球资源分布高度集中。硼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

如日本、欧盟等均将其考虑为关键原料、战略矿产，当下中国已建立完整的硼产业链，下游

需求主体仍是玻璃行业，但上游因富矿少、开发程度偏低，导致自给率较低，主要从土耳其

等国进口。根据 USGS，2020 年土耳其独占全球 89%硼资源储量，中国仅占 2%，从绝对值

看，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9年中国氧化硼储量约为 7500万吨。 

中国的硼资源类型主要可分为沉积变质型硼矿、盐湖型硼矿等，后者集中于青海、西藏一带。

其中，西藏的氧化硼保有资源储量位居全国第二（2016年），约占全国 39%，达 1624 万吨，

随着辽宁硼镁矿的消耗，未来青藏高原有望将成为未来中国自产硼矿的主要来源，但目前开

发程度相对较低，且多与钠、钾、锂等元素伴生沉积，分离较复杂、综合利用率偏低。西藏

的盐湖硼资源早在 1950 年代即开始开发，但部分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交通不变等因素已

停产。当前进行固体硼砂矿开采的包括扎布耶、秋里南木矿、基步茶卡等，早期开采还包括

扎仓茶卡等盐湖。 

 

图表 39：西藏与青海主要以盐湖型硼矿为主，与多元素伴生 

 

资料来源：《中国硼矿主要矿集区及其资源潜力探讨》, 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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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全球硼资源储量高度集中，土耳其独占鳌头  图表 41：全球硼矿产量中，土耳其占比第 1，中国位居第 3 

 

 

 

资料来源: USGS 2021, 五矿证券研究所（注：因公布硼资源类型不一，仅作参考）  资料来源: USGS 2021, 五矿证券研究所（注：美国产量未披露） 

 

图表 42：中国氧化硼查明资源储量变化（万吨）  图表 43：2016 年西藏固体氧化硼储量占全国 39%，位列第二 

 

 

 

资料来源: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全球硼矿资源现状与利用趋势》，五矿证券研究 

 

图表 44：部分西藏盐湖的硼储量及品味 

盐湖名 B2O3总储量（万吨） B2O3平均品味 备注 

扎布耶 1147.78 5.81%   

结则茶卡 161.4 8.21% 储量 332 

龙木措 169.545 6.20% 储量 332 

麻米措 324.56 8.81%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 五矿证券研究所 

 

铬铁矿：国内资源量匮乏，集中分布于西藏与新疆 

铬铁矿是中国重要的、紧缺的战略矿产之一，但整体储量占全球比重极低，西藏恰恰拥有中

国最丰富的铬铁矿资源，占全国查明资源量首位，兼具规模与品味优势。西藏矿业旗下的西

藏罗布莎成矿带是中国主要的铬铁矿自供来源，矿山整体已探明的累计总储量超过 500万吨。 

铬被广泛用于冶金、化工及耐火材料行业。因可提升钢材的抗氧化性，是不锈钢生产主要原

料之一。整体来看，不锈钢等需求占据铬资源下游 90%以上的需求空间，中国的不锈钢市场

是全球铬需求的晴雨表。 

 根据 USGS 统计，2020 年全球铬铁矿资源量超过 120亿吨，储量约 5.7亿吨，主要集

中于南非与哈萨克斯坦，分布极不均衡。2018 年中国铬矿探明储量约 1193.27 万矿石

吨，近年来因消耗量增加而有所下降，探明储量不增反降，供需缺口的扩大已让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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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铁矿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此外，全球比较来看，中国本土铬铁矿的储量以及品味偏

低，高度集中于西藏与新疆等西部地区，其中西藏的查明资源量 632 万吨，占全国约

40%，但从预测资源量角度来看，随着勘探深入，未来新疆有望跃居国内第一。 

 西藏的铬铁矿属于蛇绿岩型豆荚状铬铁矿矿床，这类矿床是中国主要铬铁矿类型，特征

在于储量小、分布零散但品味高。集中分布于雅鲁藏布江断裂带和东巧-怒江断裂带中，

是中国铬铁矿露点最多、储量最大的岩带，身处其中的罗布莎铬铁矿是国内目前唯一的

大型铬铁矿床，已探明的累计总储量超过 500 万吨，Cr2O3 含量最高可达 50%以上，

虽然其资源量规模远低于全球超大型的亿吨级铬铁矿，但品位一流，未来进一步的勘探

或可提升其储量规模。历经整合，西藏矿业旗下罗布莎Ⅰ、Ⅱ、Ⅳ、116 矿群保有铬铁

矿石资源总计超 280万吨，由西藏矿业山南分公司负责开发。 

 

图表 45：全球铬矿资源量分布集中 

 

资料来源：USGS，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46：西藏矿业持有罗布莎铬铁矿部分矿权，并持续推进矿山开采与勘探 

名称 矿权 品种 
资源 

资源类别 品位 
评估价值 面积 

万吨 万元 平方公里 

罗布莎 I II矿群南部 详查探矿权 铬铁矿 201.77 332+333 47.41% 52279.56 0.702 

罗布莎 IV 矿群 采矿权 铬铁矿 5.86 332+333 50.86% 2953.61 0.7633 

罗布莎 116 号矿体 采矿权 铬铁矿 72.63 333 - 256.38 0.09 
 

资料来源：西藏矿业公司公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47：全球主要的铬矿储量集中于哈萨克斯坦与南非，合计占比 75%  图表 48：南非是全球铬铁矿主要产地，占比达到 40% 

 

 

 

资料来源：USGS 2021，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GS 2021，五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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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9：中国铬铁矿查明储量近年来维持在约 1200万吨  图表 50：西藏的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储量超过 630万吨矿石量 

 

 

 

资料来源：中国矿产资源报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中国铬铁矿资源潜力分析及找矿方向》，五矿证券研究所 

 

图表 51：中国已查明的铬铁矿资源量最大为西藏，核心矿脉带为罗布莎蛇绿岩矿带  

 

资料来源：《中国铬铁矿资源潜力分析及找矿方向》，《豆荚状铬铁矿床研究回顾与展望》等，五矿证券研究所 

 

 

基础设施：道路条件持续改善，摆脱电力掣肘需清洁能源加持 

西藏地区正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加快改善交通运输体系与能源保障体系。向前看，

我们认为道路条件对于西藏矿产资源开发的制约将逐步缓解，主要问题在于电力等能源供应，

在电网供应体系之外，我们认为光伏、光热等清洁能源未来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截至 2020年底，西藏自治区公路通车里程 11.7 万公里，

较 2011 年同比增长 102%，铁路运营里程 954 公里，较“十二五”末增加 253 公里；区内

电网已联为一体，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已建成和在建电力装机 1020万千瓦，2025 年规划

建成和在建水电总装机 1500万千瓦以上。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西藏 内蒙古 新疆 甘肃 河北 北京 青海 陕西 吉林 河南 云南 辽宁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Page  18 / 20 

 

[Table_Page] 有色金属 

2021年 7月 24 日 

 
图表 52：西藏自治区 10年公路通车总里程增长 102%（万公里）  图表 53：西藏自治区的能源保障日益改善，在建电力装机储备项目大 

 

 

 

资料来源: 政府工作报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政府工作报告，五矿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若全球锂矿供给释放超预期、同时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低预期，将导致锂产品价格中枢的再

度下滑； 

2、若电池技术革新并产业化，导致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径发生显著更替、降低了动力

电池及储能的锂单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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