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 ΦΟΡ ΥΜ

我国海水制盐工业的发展与对策
ΤΗΕ ∆Ες ΕΛΟΠΜΕΝΤ ΑΝ∆ ΣΤΡ ΑΤΕΓ Ψ ΟΦ ΤΗΕ ΣΑΛΤ−ΙΝ∆ΥΣΤΡ Ψ
ΟΦ ΧΗΙΝΑ

周仲怀   王建华   徐丽君   于银亭   于廷芳

王继业   殷 丽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青岛教育学院

山东海洋科技开发中心 青岛

α  近几年来 我国海盐产量大幅度增加 最高年产量

约达 ≅ 在世界海盐产量中遥遥领先∀ 对国内

来说 尽管井矿盐和湖盐近年来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海盐在化工!食品等工业发

展的需求中仍占主要地位∀随着制盐工业的大发展 相

应的盐化工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把我国

的海水制盐和盐化工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本文将着

重就目前在海盐和盐化工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工

艺方面的现状!问题和今后发展对策作一讨论∀

 制盐工业和盐化工现状

我国海盐生产建国后进入了大规模生产阶段 年

产量大多在 ≅ ∀从 年以来 年平均产量已

超过 ≅ ∀ 其中莱州湾沿岸地区的海盐产量就

约占全国年产盐总量的 多∀ 在盐化工方面也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 特别是莱州湾沿岸地下浓缩海水高浓

度液体溴矿发现以来 对溴素大幅度增产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年我国溴素总产量约 而该

地区的年产量就已超过 约占全国年产量的

多 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产溴地区∀ 溴素生产的发

展带动了溴系产品的发展 产品品种约达 种∀ 在苦

卤化学资源利用方面 基本上还是氯化钾!溴素和氯化

镁等传统产品的生产 其中氯化钾长期来处于亏损状

态 为改变这一状态 年以来发展了硫酸钾的生

产 现已有 个盐场建成万吨级生产规模的硫酸钾厂

但要真正产生经济效益仍有困难∀对于镁系产品 由于

研究开发技术较薄弱 至今仍以微利的氯化镁产品为

主∀ 由于我国工业发展不平衡 供需之间不协调 以致

出现了海盐产量大幅度增加 供大于求的局面∀海盐产

量虽居世界之首 但由于生产条件的制约和操作技术

的滞后 原盐 指工业盐 的质量不如国外 严重影响了

大量原盐的出口 使盐供过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导致

了制盐工业的不景气状况∀因此 要使盐业和盐化工的

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化产业的任务还很艰巨∀

 制盐工业存在的问题

 制盐后形成的大量苦卤如何处理没有解决

这是几十年来盐业系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大量的苦

卤是环境的一个大污染源∀ 同时苦卤也高度浓集了许

多可利用的化学资源∀把苦卤作为化学资源利用 又存

在一个如何利用!重点应放在哪里的问题∀

 制盐工业中提高盐产量和质量的应用基础

研究大大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 目前盐田采用的塑

苫是从物理的角度考虑增加盐产量的 但仅此还不够∀

而从化学!生物或两者结合的角度考虑 应用基础研究

工作做得较少 特别是在如何进一步提高盐质量上做

的工作更少∀ 长期来制盐工业中普遍应用的理论基础

是物理化学分析中的水盐多元相图分析 而对于其他

有关理论在制盐工业的应用就很少 如 无机离子成分

和含量对制盐的作用 应用物理化学原理解决提高盐

产量和质量的问题 生物学中微藻生长环境及其对制

盐的影响 以及渗流力学理论在防渗过程中的应用等

等∀ 长期以来制盐工业在增加盐产量方面大多是靠扩

大盐田面积 也有部分是靠扩大盐田塑苫面积提高盐

产量的∀目前 在制盐工业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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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提高盐的质量∀由于当前产大于销 如何扩大国外

市场 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关键是盐的质量不

高∀ 盐的质量主要是 ≤ ! !≥ 及不溶物等含

量达不到国外的标准 如日本∀这就严重影响了盐的大

量出口 不但影响了创汇 而且对我国制碱工业的发展

也有较大的影响∀

 盐田制盐中不同浓度的海水!地下浓缩海水

和苦卤的渗漏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不但影响海

水和地下浓缩海水的利用率 增加了制盐成本 而且不

同浓度海水!地下浓缩海水及苦卤的渗入地下还会使

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使环境受到影响∀在利用

地下浓缩海水制盐时 不同浓度的地下浓缩海水和大

量苦卤渗入地下 对制盐时的 之比有较大

的影响∀ 如果以莱州湾沿岸地区盐场为例 老盐区的

比约比新盐区低 这就明显影响了地下

浓缩海水的质量 也就影响到盐产量和质量∀ 在这方

面 盐业系统多年来确实也注意了防渗技术的研究 也

采取了不少防渗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至今还没

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有的盐场甚至没有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 浪费了大量海水或地下浓缩海水 增加了制盐

成本∀总的来说 盐业系统使用海水或地下浓缩海水的

利用率一般均不高 平均能达到 也算是不错的

了 资源浪费非常突出 这充分说明了防渗漏的重要

性∀

 纵观制盐工业中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研究与开发的历史 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盐业系统

及其某些特殊条件 造成了整体技术力量较弱 加上又

背了一个盐是专卖品的包袱 几十年来对制盐技术深

层次的改革及盐化工产品开发前的应用基础技术研究

重视不够 开发的产品长期来停留在低档的水平上 技

术含金量低 缺乏先进性和创新性 更无带动性∀改革!

开放前基本上无高附加值产品 即使至今 高附加值产

品也为数不多∀ 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实现

高新技术化和传统产业现代化 始终是在低起点的起

跑线上运行∀在这种条件下 要使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

用有较大的发展和根本的改变 当然是很困难的∀

 制盐工业发展的对策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尽快提高盐

质量 这在我国沿海地区盐场是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

题∀ 提高盐质量的目的 一是满足出口的需要 二是适

应我国制碱工业的要求 降低制碱成本∀在提高盐质量

的技术方面 国外常用的是洗涤法 即是将一定粒度的

盐通过水洗去掉 ≤ ! 及 ≥ 等杂质 国内尚

未大规模推广应用此技术 而其他技术 如用化学方法

去掉 ≤ ! !≥ 等杂质 这不但能提高盐的质

量 还可提高盐产量 还可用生物技术去杂质和吸收能

量达到提高盐质和盐产量的目的∀

 就/ 九# 五0到 年这段时间来说 制盐

工业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决苦卤的处理问题∀ 有

效的办法是解决苦卤中化学资源的综合利用∀ 这样既

可解决污染的问题 又可解决有用化学成分的利用 达

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对此已形成公认∀问题是如何综合

利用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争议的焦点是以钾为

主 并且作为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重中之重来考虑

还是以溴!镁为主 带动钾的开发∀ 从盐业系统总的情

况来看 在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刚刚起步的情

况下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经济效益的问题∀只有突

出经济效益才能有利于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的开

发∀ 在当前情况下 突出钾 仅仅是因为钾是我国紧缺

物质 提出向苦卤要硫酸钾这个口号确是很响亮的∀但

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要对钾盐的开发作具体的分析 尤

其是对几十年来从苦卤中生产氯化钾亏损的情况作一

历史的总结 是非常必要的∀作为钾肥 不管是氯化钾

还是硫酸钾 均不是高附加值产品 每吨价格均是较低

的∀硫酸钾尽管比氯化钾的价格高一些 目前每吨价格

也只有 元左右 氯化钾每吨约 元 根据目

前从苦卤中生产的技术和工艺及有关条件来说 硫酸

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盈利产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

管是使用离子交换吸附法 还是用复分解转化法 或者

是两者结合的方法 关键均是应用基础技术研究要过

关 其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硫酸钾成本要低 综合经济

效益要高 这样才有利可图 企业生产硫酸钾才有发展

前途∀ 根据我国盐场的实际情况能否生产硫酸钾是由

多种因素决定的 并不是所有盐场均能生产的∀一般生

产 硫酸钾需 ∗ 苦卤 生产 硫酸钾

需 ∗ 的苦卤 这个规模约相当于年

产 盐的盐场 全国约有 个大中盐场 约

分布在山东 如果这些盐场的苦卤到 年

都被利用 全国年产硫酸钾也达不到几十万吨的规

模 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根据我国最大盐场之一山东

海洋化工集团总公司的羊口盐场的生产经验来看 在

正常条件下 / 九# 五0末能够达到年产 硫酸

钾就算是非常理想了∀山东到目前为止 仅此一家生产

硫酸钾 其他大中盐场至今并没有把硫酸钾生产提到

日程上来∀全国其他地区大中盐场的情况 看来与山东

的情况也差不多∀ 因此 可以明显地说明 拯救苦卤化

学资源综合利用的唯一出路是突出经济效益 这是盐

业系统当前及今后相当时间内的首要任务∀由此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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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溴系和镁系产品的开发作为科技攻关的重中之重

才是完全符合我国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方

向∀ 而对硫酸钾的开发 应以提高现有生产技术为主

尽快取得真正的经济效益 确实能起到万吨级工程的

示范作用∀

 制盐工业中有不少盐场是依靠扩大盐田面

积增加产量的 从我国目前海盐生产的情况看 盐场分

布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海湾内 而海湾在当今发展海洋

经济方面 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 海湾表现出

的功能性作用需要综合考虑∀ 如果不加控制地扩大盐

田面积 势必就要影响海洋经济的综合发展∀ 因此 很

明显不能单纯依靠扩大盐田面积增加盐产量 应采取

其他办法 如降低海水或浓缩海水中杂质含量 利用生

物作用增加水份蒸发能力及塑苫等 在提高单位面积

的盐产量上下功夫 这个问题应引起盐业部门在发展

盐业生产时的高度重视∀

 进一步重视盐田防渗技术的研究∀前已说明

它与提高盐产量和质量!降低制盐成本及减少环境污

染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关系∀ 因此 在盐田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运用渗流力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等方面的理

论 从物理!化学!生物或它们相互结合的防渗技术进

行深入的研究 如化学和生物防渗剂 如藻垫等 及化

学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并

配合切实有效的措施 尽可能减少渗漏 使海水或地下

浓缩海水得到充分的利用∀

 海水制盐工艺必须进行改革∀从解决苦卤的

来源!提高盐产量和质量及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来考

虑 作者认为 有必要对传统的海水制盐工艺进行根本

性的改革∀ 在海水制盐工业中 历来均是利用海水制

盐 然后再从制盐后的苦卤中提取有用的化学成分 这

是盐业系统自古以来就有的经典的制盐工艺∀ 这条工

艺路线最突出的问题是产生大量的苦卤及对环境的污

染无法解决∀ 如何解决既能消除苦卤的来源和对环境

的污染 又能有利于增加盐的产量和提高盐的质量 以

及把有用的化学成分提取出来 这是海水制盐工艺改

革的核心问题∀

海水制盐工艺改革的必要性已如前述∀那么 其可

能性!可行性又是如何呢 从制盐及盐化工技术发展历

史来看 尽管盐业系统技术水平并不很高 但还是积累

了较丰富的研究和开发经验 并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技

术 是完全有可能对制盐工艺进行改革∀其改革的核心

就是把原来先制盐 后提取有关化学成分的工艺 改为

先提取有关化学成分 后制盐的工艺∀这样就可解决污

染环境和对盐产量及质量有影响的苦卤来源问题∀ 先

提取有关化学成分的技术可能性和可行性又是如何

呢 苦卤中主要化学成分是镁!钾!溴等 而提取这些化

学成分的技术已有相当的基础 其中提溴已是成熟的

技术 而且现在有的盐场为了增加溴产量 在制盐前将

海水浓缩至与莱州湾沿岸地下浓缩海水浓度相近 提

溴后再制盐 实际上已经对制盐工艺进行了一定的改

革 而镁和钾的提取技术也已有相当基础 只要再进一

步完善提取技术及合理配制工艺条件的研究和试验

制盐工艺的改革不但是完全有可能 而且是可行的∀

但是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海水制盐工艺的影

响和已形成的格局 要实现这个改革 并非易事∀ 只能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经过试点 并采取有效措施 有

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才能使苦卤污染源得到彻

底解决∀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盐!碱分家的体制已开

始得到解决 目前我国已出现盐!碱联合的发展趋势

这是非常有利于盐业和制碱工业的发展∀ 而要使制盐

和制碱有机地结合起来 更加有利于制碱工业的发展

现用固体盐制碱改为液体盐 即饱和盐水 制碱是将来

制碱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做到这一点 关键是要得

到精制的饱和盐水 而关键是大量镁的处理问题∀ 因

此 盐!碱要得到有机的结合 最理想的工艺路线就是

要与镁的提取结合起来 最终形成盐!碱!镁联产的工

艺路线∀ 若把溴的提取考虑在内 实际上就形成了盐!

碱!溴与镁联产的工艺路线∀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

么 海水制盐工艺的改革也就不是遥远的将来了∀从现

在开始 应该有目的地进行盐!碱!溴与镁联产技术和

工艺的前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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