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范围
,

我们推导的 日投饵量公式 只适用 中小

型养虾池精养或半精养
。

一般成 活率为 60 士

2 0环
。

预计养殖虾出池规格为 12 士 Ic m
,

单产为

1 0 0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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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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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盐
,

碱
,

镁
,

联产

提要 从可能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证 了盐
、

碱
、

镁的联产问题
。

强调 了利用莱州

湾沿岸地下浓缩海水和饱和盐水 的预处理方法以及 白泥 (盐泥 )的综合利用问题
,

并

着重指出 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

最后提 出 了盐
、

碱
、

镁联产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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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世界生产纯碱的情况来看
,

纯碱与

盐的生产结合与否
,

与纯碱生产成本有较密切

的关系
。

国外许多国家纯碱厂与盐场靠近
,

依靠

盐场生产的盐生产纯碱
,

省掉了长途运输盐这

个环节
。

还有的纯碱厂是用矿盐注水形成的饱

和盐水生产纯碱
。

如欧洲各国都以高质量的矿

盐注水饱和盐水为原料制纯碱
。

凡属上述情况

生产的纯碱成本自然就较低
。

而我国则不同
,

纯

碱厂与盐场均有相当的 距离
,

缺盐地区更是

这样
。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纯碱厂与盐场离得很

近
,

但由于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部门
,

只有靠国

家计划调拨盐
,

这就是我国纯碱生产成本较高

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一些纯碱

厂与有关研究所致力于解决盐碱联产问题
。

天

津碱厂在 80 年代初曾试验过用浓缩海水 (6o

Be
,

)溶盐
.

据了解
,

每吨纯碱可节省约 Z O0kg

盐
。

化工部制碱所对盐
、

碱联产进行过不少试

验
.

近年来
,

该所科技人员对山东潍坊纯碱厂的

联产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调查和评价
,

并对技术

上可行性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

为了更好地

论证盐
、

碱
、

镁联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

以便能

有效地解决这个间题
,

使有关决策部门对此有

全面认识和正确掌握这个这个问题
,

特发表一

些意见
,

以供讨论
。

对生产烧碱也是有利的
。

如果全面结合
,

就可建

立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化工联合企业
。

(5 )盐
、

碱联产有利于发展盐化工
。

由于化

工部门的科技力量较之现有的盐化工要强
,

从

全局来看
,

可以大大加快盐化工的发展
。

从上可看出
,

盐
、

碱联产确实好处较多
,

但

由于现行体制盐
、

碱的生产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部门
,

其优越性 自然就不能体现
,

即使在现有体

制下纯碱厂与盐场有合作的可能
,

但两个单位

经济利益的分配也是难以解决的
。

也就是说
,

在

现有管理体制条件下
,

解决盐
、

碱联产是不太现

实的
。

这是从体制上来说
,

更重要的还有技术上

的问题
,

即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问题
,

下面将重点

讨论这个问题
。

2 盐
、

碱
、

镁的联产

1 盐
、

碱联产的可能性

卜场

盐
、

碱联产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

(l) 盐
、

碱联产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纯碱生产

成本
。

由于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

盐的运输过程

所需费用约占纯碱生产成本的 40 %
,

导致纯碱

生产成本增高
。

(2) 用饱和盐水制碱比溶盐制碱的成本更

低
,

而且可 以缩短产盐周期
,

有利于增加盐产

量
。

(3) 盐
、

碱联产可使盐与纯碱的生产融为一

体
.

可做到在盐场直接溶盐
、

精制后制碱
,

在生

产上是非常合理的
。

(4) 盐
、

碱联产不仅对生产纯碱有利
,

而且

盐
、

碱联产与盐
、

碱
、

镁联产是不尽相同的
。

前者指的是盐与纯碱的联产
,

后者是指盐
、

碱与

利用饱和盐水或地下浓缩海水预处理后溶盐的

联产
。

利用饱和盐水或地下浓缩海水溶盐就有

个预处理的问题
,

盐
、

碱
、

镁联产在技术上的可

行性指的就是这个
。

为了说清楚预处理的问题
,

介绍一下饱和盐水的类型和预处理的 目的是有

必要的
.

饱和盐水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利用矿盐注

水成饱和盐水 ; 另一种是利用海水
、

地下卤水和

地下浓缩海水晒盐制得的饱和盐水
。

它们虽都

是饱和盐水
,

但所含杂质是不同的
。

前者(以我

国江苏淮阴矿盐为例 )Mg汁
、

Ca 2+
、

s川
一
等离子

浓度除 C a2+ 离子浓度较高 (约 0
.

4一 1s / L) 外
,

其它均较低
.

MS叶 离子浓度从几十到几百 m s/

L
,

5 0 牙离子浓度约 29 / L
,

低 于海 水
,

这是指某

一井矿盐而言的 (每一井矿盐注水形成的杂质

浓度是不尽相同的 )
,

而后者这些离子浓度一般

均较高
。

由海水晒成的饱和盐水中 Mg Z+ 离子

浓度可达 30 9 / L 以上
,

ca 2+ 离子浓度较低
,

约

为 0
.

69 / L
, 5 0 拿离子浓度约 5 9 / L

。

由于生产纯

碱时对杂质的含量都有一定的要求
,

一般精制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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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达到 ” %以上
。

因此
,

为达到这个目的
,

饱

和盐水就有个处理问题
.

由上述数值可知
,

由矿

盐注水形成的饱和盐水只需稍加处理
,

杂质含

量较低的甚至可以不处理
。

而由海水等晒成的

饱和盐水就必须进行处理
,

而且处理后生成的

大量盐泥 ¹ 又有个再处理问题
,

这个问题又是

一个大问题
,

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

利用饱和盐水制碱自然可以大大节省用盐

量
,

对降低生产成本更为有利
。

3 盐
、

碱
、

镁联产的可行性

当前
,

对这个问题在技术上 的可行性看法

还并不完全一致
。

有的研究者在原则上认为是

可行的
,

但同时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

这是

一种较为慎重的看法
。

而有一些研究者对盐
、

碱
、

镁的生产结合
,

在技术上持完全肯定的看

法
。

他们不但认为是可能的
,

而且在技术上也认

为是完全可行的
,

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

但

他们忽视了我国在现存体制条件下解决盐
、

碱
、

镁联产在技术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仅仅利用

已有的一些方法 (当然在技术上还谈不上创新 )

就能轻而易举解决联产问题
,

就未免太简单了
,

而且对技术与 环境的关系没有 给予应有的注

意
。

目前
,

山东某些地区和单位对此很感兴趣
,

呼声也最高
。

为了更好论证这个 问题
,

就以莱州

湾沿岸地下浓缩海水为例
,

说明这个问题
。

我们

知道
,

海水中Ms 2+ 离子浓度为 1
.

2 99 / L
,

。2+

离子浓度为 0
.

组05 / L , 5 0 拿离子浓度为 2
.

7 15 /

L ,

而地下浓缩海水中 Ms Z
约 6一 89 / L ,

约为海

水的 5 一 6 倍
,

。
2+
离子浓度乡, 为 0

.

8 0一 1
.

20 9 / L
,

约为海水的 2一 3倍
,

s例
一

离 子浓度约

9
.

1一 l o
.

ss/ L ,

约为海水的 3
.

4 ~ 绝倍
。

利用如

此高浓度的 Mg 2+
,

Ca 2+ 及 S。牡 离子浓度的地

下浓缩海水溶盐
,

可节省大量盐
,

这一点是无疑

的
,

但必须进行预处理
。

不管用什么方法
,

均必

然要生产大量白泥 (盐泥 )
。

生产 lt 纯碱能产生

lm 3
白 (盐 ) 泥浆 (其中 M g ( o H ) 2

在盐泥 中的含

量 约占 30 % )
。

一个年产 6 X 1 0s t 纯碱厂每年要

排出约 6 X 10 甸3
白 (盐 )泥

。

这个数字本来就 已

够大
,

如用地下浓缩海水溶盐
,

由于 吨2+ 离子

浓度为海水的 5一 6 倍
,

预处理生成的白泥量也

相应增加好几倍
。

假定以增加 1倍计算
,

则排

出的白泥量也要达到 1
.

2 x 10 6m 3 ,

这个数字就
,

已够惊人的了 !如用简单堆放的方法贮存白泥
,

那么
,

可以说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无情占用大

量土地
,

成为废地
。

说得严重些
,

将来连容纳的

地方都会成问题
。

更重要的是大量白泥的堆放

将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
,

莱洲湾又是我国

水产增养殖重要基地
,

环境问题就更加严峻
。

如

果用饱和盐水制碱
,

M g Z十
离子浓 度一般大于

30 9 /L
,

经处理产生的白泥量又大大超过地下浓

缩海水处理所产生的
,

对环境的污染的影 响就

更为严重
。

由此可知
,

大量自泥的处理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
。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应从积极方

面来考虑
,

即白泥如何加以有效地综合利用
,

这

才是实现盐
、

碱
、

镁联产的有效途径
。

那么
,

究竟能不能解决白泥的综合利用 问

题呢 ? 必须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论

证
。

从原则上说
,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

但从技术

上考虑
,

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

就方法而论
,

目

前所用方法大多是沉淀法
。

以地下浓缩海水为

例
,

用石灰乳 (含直接加人氧 (化钙法 )沉淀氢氧

化镁
,

其主要缺点是沉降时间较长
,

沉淀疏松
,

带水份较多
,

沉淀中还会带有相当量的钙
,

虽可

用大量淡水洗
,

仍 然会带一部分钙
,

经水洗后
,

又给过滤增加一点困难
,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
,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

如用氨法沉淀
,

虽

可避免上述一些缺点
,

但钱离子含量的增加又

对制碱不利
。

如用石灰—
芒硝等方法生成的

复合沉淀物的沉降速度比单一的氢氧化镁有所

改善
,

但沉淀物中有硫酸钙存在
,

易在容器底部

或管壁结垢
,

使沉淀物流动受影响
。

而且据了

解
,

用该法预处理后生产 1t 纯 碱产生近 月Oo k g

干渣
,

相当于盐精制后产生的盐泥的 10 倍 (以

J

副

¹ 在预处理过程中除去杂质
,

也就是净化水中氯化钠

的过程与盐的精制过程一样
,

生产的白色沉淀物也称为盐泥
,

简称白泥 (不含蒸匆废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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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干渣计划 )
,

一个年产 6 X 1 J t 纯碱厂每年就能

产生近 么 4 x 1 0st 干渣 (如以白泥浆计算
,

要高

出许多倍 )
,

这个数字显然要比上述两法产生的

白泥浆(或干渣 )多得多
,

是相当惊人的
。

以上是介绍的几种常用的方法
,

虽各有特

点
,

但均有不足之处
,

仍有继续研究和改进的必

要
。

从白泥的利用技术来说
,

由于各种用途的

技术要求不一样
,

目前还没有一种技术或方法

可 以统一使用
,

只能根据不同用途使用不同的

技术
,

这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
。

由于 白泥量很

大
,

其综合利用的前提是产品在市场上必须是

量大面广的
。

从这点考虑
,

有以下几点
:

(1) 制成 C二Mg 等复合肥
,

化工部制碱所

曾做过试验
, .

证明对许多作物有一定的增产作

用
。

青岛市化工局和青岛碱厂科研所从 19 8 3

年开始
,

委托市农科所
、

省花生研究所及平度县

土肥站等单位做了试验
,

结果表明
,

每亩 施肥

4Okg
,

对小麦
、

花生
、

苹果和葡萄的增产效果均

在 10 肠以上
,
较为明显

。

但长期使用碱性物质

作肥料会不会对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有影响 ?

尚未最后肯定
,

必须经长期试验后才能作出结

论
。

如果将来能推广使用
,

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白泥的出路
。

(2) 发展高纯镁砂
,

它在冶金工业上可得到

广泛应用
。

高纯镁砂 的突出优点是可以提高炉

龄
。

当前主要间题是技术上进一步完善
,

要研制

出成本较低
,

能与陆地镁砂 (97 一 98 %的 M g o

含量 )相 匹敌的高纯镁砂 (Mso 含量在 98 % 以

上 )
。

目前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
。

一旦突破
,

将

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
。

(3) 发展建筑材料
。

如以硫酸钙为原料发展

新型高强度复合纤维板
、

制砖和镁水泥及胶凝

等建筑材料
。

(钓 白泥经锻烧后作为筑路材料使用
,

其用

量也是较大的
。

(5) 在发展镁化物方面的应用
。

在这方面应

用 面较广
,

即品种多
,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 品
,

大

有发展前途
。

如特级氧化镁
、

硅钢用氧化镁和电

热绝缘用氧化镁等各种品种
。

这些产 品的特点

海洋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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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高附加值
,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6) 白泥在其它方面的应用
。

如在涂料等方

面的应用也可进行研究和试验
。

以上提出的仅是主要的几个方面
,

只要广

泛深入进行研究
,

还可扩大白泥的应用范围
。

仅就上述就可 明显看出
,

白泥的综合利用

是多方面的
。

如果加大科技投资
,

扩大应用研

究
,

并形成有自己的特点
,

使产品在市场上有较

强的竞争力
。

那么
,

盐
、

碱
、

镁的联产不但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
,

而且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

4 盐
、

碱
、

镁联产中应注意的几个
、

问题

味

4
.

1 必须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考虑问题
。

国

外能做到的国内不一定能做到或甚至做不到
,

因此
,

切忌脱离实际
,

主观决定问题
,

更不要头

脑发热和急于求成
,

宁愿把问题想得复杂些
,

不

要简单从事
。

要具有科学的
、

实事求是的态度
。

召
.

2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

由于盐
、

碱
、

镁联

产的工作涉及面广
,

综合性强
,

相 当复杂
。

因此
,

可 以肯定地说
,

在相 当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做到

盐
、

碱
、

镁的联产 (小范围除外 )
。

但对联产的前

期工作
,

特别是应用技术性的基础工作
,

应从多

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

并有所创新
。

只有这样
,

才

能加快完成盐
、

碱
、

镁联产在技术上的准备
。

刁
.

3 盐
、

碱
、

镁联产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

尤其是沿海地区是我 国水产增养殖重要海 区
,

要实现这种联产
,

环境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

因

此
,

务必要注意切莫一意孤行
,

生产不顾环境
,

而使环境污染后患无穷
。

有关部门在联产前必

须做好对环境影响的预测和评估
,

使环境问题

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

造福于子孙后代
。

‘
.

月 对盐
、

碱
、

镁联产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问题
,

要不断认真进行论证
,

以保证技术上的可

靠性
,

有利于顺利实现盐
、

碱
、

镁联产
。

4
.

5 要注 意到国外盐
、

碱联产的发展情

况
,

凡是有条件的国家均利用矿盐注水的饱和

盐水制碱
,

不但成本低 (折合成原盐
,

每 t 约 1



美元 )
,

而且废物处理不突出
。

而我国江苏淮阴

地区
、

山东泰安地区
、

湖北等地均发现有矿盐
,

并已进行规模不同的开采
。

可以认为
,

将来利用

矿盐注水的饱和盐水制碱是一个发展方向
。

而

且
,

曾有人设想把江苏淮阴地区的饱和盐水与

连云港碱厂结合起来
,

虽尚未实现
,

但确有发展

前途
.

凡是有条件的地区应在这方面多做些前

期准备
,

以利于盐
、

碱联产的实现
。

‘
.

6 为了要做好盐
、

碱
、

镁的联产和 白泥

的综合利用技术上的准备
,

增加科技投资是非

常必要的
。

应该认识到
,

一旦技术有突破
,

可以

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
,

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可

估量的
。

尤其是变废为宝的白泥综合利用产生

的经济效益更是不可低估
。

希望有关领导部门

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

增加投资
,

进行科技攻关
,

使这些方面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巨大作用
。

4
.

7 建议国家科委根据
“

国家中长期科学

技术发展纲领
”

中提出的材料科学技术发展重

点是加强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和发展

高档
、

专用
、

性能优异的精细化工产品等精神
,

把盐
、

碱
、

镁联产中有关重大问题列入国家中
、

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

八
。

五
”

和
“
2 0 0 0

”

年规划 )
,

以便在不长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形成高

新技术产业
。

月

参考文献
【1〕 薛自义

,

19 87
.

关于在海盐场附近的氨碱厂生产纯碱所

用原料的探讨
。

海盐与化工 16 (l ) : l~ 6
。

〔2」 华工
,

19 8 5
。

浓海水制碱
、

浓海水精制方法的探讨
。

纯碱

工业 6
:
3 5 ~ 3 9

。

【3〕 段志骏
,

19 89
。

山东潍坊纯碱厂综合利用地下井卤及

蒸馏塔清废液的探讨
。

纯碱工业 2
:

27 一33
。

T H E C ON 任江N E D PR O D U C n 0 N

M人G 卜压5 11 卫城

S A L T
, A N D

Z h o u Z h o n g h u a i ,

X u L ijun an d L iu X in g jUn

曰
(石洲劝血 oj o 碑印动冽

,

油洲翻子血 石油‘刀
,

伽妙刃 ,

26 60 7 1)

R ec e: v‘
:

腼
.

1。
,

1。。2

K ey w or ds :

翻It
,

月k曲
,

M a

助esi um
,

Co m b in目 Pr 团u e ti o n

A bstr a Ct

T h e Po ssib ility o f

st u di ed in th is Da pe r.

e

om b in ed Pr浏 u e tio n o f sa lt
.

(

O F

N a C I)
, a lka li (N a ZC 0 3 ) an d m a

幼es iu ln

T h ls 琳讲r e m Phas iz e s o n th e Pr e 一 Pr o e ess i此
o f un d盯gr o u n d br in e

(Mg )

a Jld

is

th e

e o m Pr e he n s iv e u ti liza tio n o f th e sa lt 50 11
,

as w ell as th e ir im po r ta n c e to th e e n v ir o n m en t
·

对A R 石V E S C招N刃ES
,

N o
.

5
,

S ePt
. ,

1 9 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