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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委员会主任陈宜
瑜院士讲话
荨会议现场

本版讯 2015 年 8 月 3~5 日，中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CERN）第 22 次工作会议在拉萨
召开。CERN 科学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西
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顾问孟德利
出席会议。会议特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出席会议，并作了《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科学评估》的报告。参加本次会
议的有 CERN 各生态站站长、综合中心 / 分
中心主任、各站科研人员及相关研究所领导

等，共计 200 余人。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承办。

CERN 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于贵瑞研究
员、张佳宝研究员分别作了《关于 CERN 的联
网研究》和《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 CERN 站
长》报告。科发局冯仁国副局长汇报了 CERN

“十三五”规划要点及 2016 年工作安排，科发
局周桔处长汇报了 2014 年度 CERN 工作。

本次会议的重点包括 CERN“十三五”发展

规划研讨、联网研究及科研基地型站建设、
CERN 的规范与监测指标研讨等，并针对
CERN“水、土、气、生、水体”的监测规范、监测
指标修订及数据、信息、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
分组讨论。会议还就 CERN“十三五”修购专项
部署、CERN 第三次综合评估等方面工作进行
了安排。会议表彰了 10 位 2014 年度 CERN 青
年优秀论文奖获得者，并颁发了获奖证书。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顾问孟德利祝贺
CERN 第二十二次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他
指出，中国科学院在西藏做了大量行之有效
的工作，为区党委、政府提供了翔实的决策依
据，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咨
询建议。他希望科学家们一如既往地做好有
关青藏高原的各项研究工作，为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CERN 科学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肯定了 CERN 的良好发展势
头，就如何将 CERN 打造成为核心创新平台、
如何把 CERN 建设得更好提出了建议。他要
求各生态站坚持长期监测不放松，做百年尺
度的长期观测，开展联网研究，将示范工作建
立在科研发现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进而实
现指导实践、服务社会的目标。 （科讯）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第 22次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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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点“盐”成金记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姜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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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规模经济原则。集中整块整段
的时间用于科研，比利用零碎的时间效率
要高很多，比如每周一、三、五做 3 天科
研，肯定不如每周一、二、三连续 3 天做，
暑假、寒假有更多整块的时间，是做科研
的好时机，要适当抓住。现在排课，我尽量
让排课老师将我的上课时间适当集中，这
样可以集中时间。

第二，系统设计原则。你作某个领域
的研究，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不妨列个
目录，该领域你准备怎么研究？从几个角
度？每个角度准备怎么做？什么时间做？尽
量将问题想透，这样才能研究透。要力求
做到在某个很小的领域，别人难以做得比
你好。

第三，利用碎片时间原则。所谓利用
碎片时间，就是利用空余的 1 小时左右的
时间，从事文献下载、审稿、搜集数据、与
同行聊天、整理参考文献、投稿等等琐碎

的不需要动太多脑筋的工作。碎片时间利
用好了，就能省下整块时间。

第四，工作保障原则。做科研用到的
东西，可能的话一定要准备较好的。比如，
打印机具有自动正反打印功能，这样可以
节省你的打印时间；电脑最好用 SSD 固态
硬盘，保证有一流的速度。工作软件要安
装齐全，同时做好备份工作。

第五，适度休息原则。不要让自己一
直很紧张，除非你有很好的身体。一直很
紧张会降低科研效率，我已经有 5 年时间
晚上基本不工作了，白天工作 7 小时左
右，只要注意提高效率，总体应该不差的。
当然这一条对年轻人要求要高一些，适度
休息对不同人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第六，方法科学原则。任何学科，都有
自己的方法论，对于方法论，一定要认真
学习掌握，这对提高科研效率具有事半功
倍的效果。

俞立平（宁波大学教授）：

如何提高科研效率

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一开始就
使基金资助的科学研究工作趋于平庸甚
至庸俗。

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将使申请
基金趋于不正常竞争秩序和虚有高申请
人数。

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将浪费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将使得很
多擅长做工程和设计的科技人员丢失很
多别的机会和自己的用武之地。

总之，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将
背离基金原来的使命，使基金申请和实施
向畸形发展，从而导致科技工作者个人不
堪重负、评审专家不堪重负、基层单位不

堪重负、国家基金委也不堪重负……
基金承载了太多的“其他”的始作俑者

是基层单位，而排名和追求论文数是基金
承载了太多的“其他”的根源。

基金，申请到了是一种责任和志愿！
申请不到是一种洒脱和新机。不要为申请
基金而基金，为申请基金而思考科学问题。
只有当你萌发出愿意为之无怨无悔而奋斗
的基础科学问题时，那才尽力去申请基金
吧！作为从事工程和应用领域学科的科技
人员，当实践中真正发现了属于基础科学
的问题时，才拿来申请基金项目吧。其实，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许多比申请基金更
适合做的事和更有意义的事等待我们去开
发和完成。

吴超（中南大学教授）：

请不要让“基金”承载太多的“其他”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显示，当前世
界探明钾盐的储量为 95.07 亿吨，各种钾资源
总量约 2500 亿吨（以氧化钾计算）。但是从空
间分布来看，世界钾盐资源的分布却极度不平
衡，主要分布在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德
国，仅这四个国家的储量就占世界总储量的
93%。

在我国，如今钾肥年产量达数百万吨，自给
率已经达到 50%。但是，我国的钾盐资源主要来

自盐湖卤水中的资源提取，我国以青海省为主的
钾盐资源储量非常有限。

“如果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保守估计 30
年，乐观估计也就是 30~50 年，我国的钾矿资源
就会基本枯竭，这是毫无疑问的。”盐湖所研究员
张志宏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2010 年，钾盐
资源已经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我国紧缺的 8 种
大宗矿产之一。

因此，提前布局海外钾矿，增强钾盐资源的

战略储备，是支持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长远规划。据张志宏介绍，在 2009 年“我国
钾盐勘查战略研讨会”上，制定了我国钾肥行业
发展的“三个三分之一”战略，即国内生产、海外
拓展资源与进口钾肥各占三分之一。

如何能够顺利地“走出去”，提前占领海外钾
盐市场，具有 50 年钾盐资源勘察及生产工艺技
术经验的盐湖所将目光瞄准了具有“天时、地利、
人和”的邻国老挝。

提前布局 增强钾盐战略储备

老挝，北部与云南省滇西高原接壤，南接柬
埔寨，东接越南，西北达缅甸，西南毗邻泰国，与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着地缘上的优势。

同时，老挝也坐拥丰富的钾资源储量。有数
据显示，老挝已探明的基础储量为 10.32 亿吨，
预测资源量高达 133.62 亿吨，探明储量至少可
供年产 100 万吨氯化钾的大型企业开采 100 年
以上。

“老挝具有丰富的光卤石型钾盐矿资源，其
资源储量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而且距离中国最
近的国家。”张志宏介绍，“亚洲是世界人口最大
的地区，云南省与东南亚国家接壤，决定了老挝
有望成为我国境外开发钾矿资源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中国已经有多家企业正在实质性投
资开发老挝的钾盐矿。”

云天化集团公司控股中寮矿业公司就是最早

“走出去”的企业之一。最初，中寮矿业的科研合作
机构，为老挝的钾盐矿设计了 5000 吨的水陆开采
中试装置。但是通过实际运行的结果发现，这种设
计能耗高、成本高、收益低，效果并不理想。

2006 年，中寮矿业瞄准了在钾盐勘察开发利
用方面具有强大研究实力的盐湖所，携手确立了

“旱采＋浮选＋回填＋综合利用”，作为 5 万吨 / 年
优质氯化钾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工艺技
术路线实施项目的产业化开发。该项目得到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
支持以及云南省科技厅“科技强省计划———省院
省校科技合作专项项目”的支持。

“盐湖所利用多年在钾盐生产中的技术积
累，结合老挝固体矿的特点，通过我们的工艺研
究和技术集成，率先提出与反浮选技术相比，老
挝钾矿更适用于正浮选冷结晶，获得了非常高的

产品质量和浮选收益。”张志宏介绍，盐湖所提出
的“旱采＋浮选＋回填＋综合利用”的系统研究
和技术集成，为老挝钾矿资源成功实现产业化闯
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项目完成了“老挝钾盐矿加工工艺的优化试
验研究”，同时还完成了“老挝钾盐矿高效柱式浮
选中试技术开发”，掌握了大颗粒钾盐矿分解—
浮选工艺连续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开发出“旋
转分解—分级—柱浮选”的新工艺。

通过“老挝钾盐矿 5 万吨 / 年氯化钾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和 72 小时考核试验，得到的氯化钾
产品质量达到 GB6549-1996 中Ⅱ类品指标要求，
氯化钾总回收率达到 67.92%，获得老挝钾盐矿 5
万吨 / 年氯化钾生产关键技术成果。项目研究期间
共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发表论文 11 篇，形
成了一支专门从事钾盐矿开发的专业团队。

技术集成 助力老挝钾盐开采

研究生教育是职业教育，研究生与导
师是半合作关系。不管导师身份如何显
赫、水平如何高，只要在这片热土上招生，
就会遇到同样的技术性问题，如何处理师
生关系。师生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是嚼后的
米粒，没什么味道，只有一点还值得一提。
既然是半合作关系，双方就应该恪守承
诺，都不能随意做事。对于不负责任的一
方，对方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

这一点对于研究生显得尤为重要。
导师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不能胡乱

开题。科学家的思维特点是发散，擅于发
现很多可能性，以至于新想法很多，这好不
好？难说。正如读书要把书读厚了，再读薄
了，方为上乘。搞科研，要能够发散思考，
更要能收敛行动，如果导师方向太多，不是
他本事大，而是他太贪心。如果导师给研
究生定题太随意，就会害了研究生。

徐耀（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

我的研究生教育观

在盐湖所研究员高东林看来，让老挝钾矿开
采企业最头疼的就是“碰到水”。

老挝的光卤石、钾石盐固体钾矿内部存在不
均匀分布的构造裂隙，大小不一，上覆第四系地层
含水丰富，涌水量大，一方面在开采时可能就会遇
到地下涌封存的裂隙水，另一方面地层裂隙如果上
下贯通，就可能出现矿坑大量涌水甚至灾难性的透
水事故。因此，高东林帮助中寮矿业及其他企业做
的头一件事，就是了解矿区的水文地质参数。根据
该参数，企业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程设计。

同时，光卤石固体钾矿的尾矿如果处理不
当，也可能成为周边植物的“死亡之水”。

根据盐湖所研究员山发寿解释，固体钾矿生

产完成后会产生氯化镁和氯化钠的固体尾矿，属
于可溶性盐，“含有盐分的水排到哪里，就会造成
那里植物的死亡”。但由于老挝处于热带、亚热带
季风气候，降雨量大，“无处可去的尾矿”成为老
挝开采钾矿的一大难题。

在盐湖所的带领下，项目实施了老挝钾盐矿
加工副产废盐和老卤的回填、回灌试验，开发出
了“尾盐 + 老卤 + 氧化镁凝结剂”的回填、回灌
配方，并成功应用在钾盐矿采矿井筒溶腔修复回
填工程中，获得了“尾盐 + 老卤 + 氧化镁凝结
剂”直接回填、回灌井下的技术。

但是，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只要需要进行尾
矿回填就势必会增加运输、下井和凝结剂等成

本，因此山发寿表示，未来“尾盐、废卤综合利用
和工业化、规模化的充填问题”都将是盐湖所的
研究方向。

“钾肥生产过程产生的卤液（尾液），我们在青
海盐湖地区会直接放到盐田里，通过干燥的天气直
接天然蒸发成钾矿回收利用。但是老挝湿热的气候
限制了天然蒸发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购买装置采
取强制蒸发，这样就增加了近 800 元每吨氯化钾的
运行成本。”张志宏也提出了他的问题。

同时，老挝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湿热的气候环
境也阻滞了高端人才的科技支撑。“不管是管理
人才还是技术人才都很缺乏，因此需要一定的激
励条件。”他表示。

困难重重 钾矿开采如何破局

总体来说，老挝钾矿开发的经济回报率并
不是很理想，不仅由于当前国际钾肥市场的价
格低迷，而且也因为目前光卤石固体钾矿生产
成本较高。

“目前老挝和国内陆路交通不便利，而且老
挝人民也多属于自给自足。但随着两国陆路交
通的发展以及周边越南、泰国等农业大国的市
场推广，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张志宏表示。

面向未来，山发寿表示，他们将在老挝光卤
石固体钾矿的技术开采积累之上，进一步深入
研究“浮选工艺，光卤石前期结晶工艺的工程化
以及氯化镁、氯化钠尾矿的综合利用问题”，为
老挝、泰国等国固体钾矿的工程化以及废卤处
理等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

今年，山发寿的团队也与泰国企业联合申
请了“中泰钾盐工程研究中心及产业化示范基
地”科技部科技援外项目，希望能够通过实现锂
盐、氯化镁的综合利用，降低该地区钾肥生产成
本，一方面使其返销国内缓解我国钾肥供求缺
口，另一方面进一步辐射东南亚地区的钾盐资
源供应。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优化老挝矿床
的成因、开采甚至包括加工，为钾矿的勘探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和联合开发。”张志宏表示。

“老挝的钾矿开发显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
抢先占领市场的战略眼光，它作为钾矿资源战
略储备的提前布局，将为我国钾肥事业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最后表示。

技术储备 钾矿供应辐射亚洲

由青海盐
湖所提供技术依
托的中寮矿业钾
盐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氯化钾装
置 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老挝万
象市投产试车。

钾是农作物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按照现行的施肥标准，
每亩多施用一公斤钾肥，可增产 4~6 公斤粮食，这对于保障我
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生产钾肥所需的钾盐在我国却属于“紧俏”资源。有数
据显示，我国钾盐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 2%左右，但我国的钾

盐消费量却高达世界的 20%。
为了摆脱我国钾矿战略资源长期依赖进口的窘迫现状，中

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以下简称“盐湖所”）利用国内外“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推进钾矿的“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战
略，为我国新时期紧缺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盐湖所 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