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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钾 �”
工艺产低钠光卤石

为原料生产二号熔剂

潘 向 东

�化工部连云港设计研究院�

摘要 本文详细介绍 了以青钾 �”
工 艺产低纳光卤石 为原料生产二号落剂的新工艺方法和技

术经济指标
。
以此法生产二号熔剂可使原针成本大幅度降低

，
产品质童显著提高

。

关键词 二号熔剂 低纳光卤石 工艺

随着军工
、

国防现代化的发展
，

铝镁冶炼工业 日益重要
。

而在金属镁和镁合金冶炼过程中

作为保护剂和精炼剂的二号熔剂
，

需求量也相应增大
。

二号熔剂在金属冶炼中所起的作用
，

一

是在熔炼的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复盖壳
，

使熔融金属与空气隔绝防止氧化 �二是能排除熔

融金属中的氯化物
、

氢化物和氧化物
。

制造方法主要有直接加热法和电炉熔炼法
，

目前工业以

后者为主
。

工 艺 方 法

电炉熔炼法方法如下
�

将原料氯化钾�按纯 ��� 计�
、

氯化镁
、

氯化钙
、

氯化钡按 � ， �
�

� ，

�
�

� � �
�

���配比混合
，

徐徐加入电炉中
，

通交流电加热
，

炉温控制在 ���℃ 左右 ，

熔融脱水
，

满

炉后加石油焦除去硫酸根
���笼

一

�����
�

个���
�

个
。

约一小时后
，

升温至 �����
，

再沉淀十几

分钟
，

泵出熔体
，

冷却凝固
，

粉碎密封包装
，

即得成品
。

工艺流程如下
�

氯化钾 令 令 氯化钠

氯化钡�原料配制�氯化镁�脱水料�

告

氯化氢�水蒸气� 电炉熔炼� 炉渣�弃去�

令 令

稀盐酸�吸收�盐酸 澄清溶体

循环 令 十

排空 冷却破碎包装� 二号熔剂成品

二号熔剂产品应为色泽均一
，

黄色或橙黄色熔块
。



企业质量标准如下
�

指标名称

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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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融炼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吨�吨�
�

物料名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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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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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度�吨�

消耗定额 �
�

�� �
�

�� �
�

�� ����

工业生产中
，

氯化镁多用脱水料 ����
� ·

����
，

其生产工艺复杂
，

操作要求严格
。

在海盐

化工生产中
，

是以制嗅废液经氯化钙脱硫
，

静止沉降
，

除去硫酸盐
，

溶液加压经喷嘴雾化
，

喷入

沸腾床
，

用 ���一���
�

�热空气干燥脱水后得成品脱水料
。

此法需耗用大量的氯化钾��
�

�� 吨�吨产品�和脱水料
。

由于海盐产氯化物原料
，

特别是脱

水料氯化镁中含少量硫酸镁
，

在熔剂生产过程中将带入产品
，

而产品中有 ����
�
存在

，

在熔炼

过程中
，

����
唯

和 ����
�
起反应生成����

、
沉淀

，

造成不溶物含量过高
。

而用石油焦高温脱硫
，

升温至 ���一���℃ ，

需保证一定的脱硫时间
�

这就增加电耗
，

影响产能
。

且残余固体微粒混杂

在产品中
，

影响下一步熔炼铝镁合金产品的质量
。

而且
，

氯化镁在熔融脱水过程中水解
，

水解率高达 ��环以上
，

产生的氯化氢酸气严重腐蚀

设备和污染环境
。

水解生成的氧化镁沉入炉底为渣
，

每吨二号熔剂造渣量高达 ��� 余千克
，

从

而使氯化镁
、

氯化钾
、

氯化钡等原料被大量夹带损失
，

且减少了炉子的有效容积
，

增大了电阻
，

耗费了电能
。

以低钠光卤石为原料生产二号熔剂新工艺

光卤石在大气压力下加热至 ���一 ���℃ ，

溶解于其结晶水中
，

并分解为四水氯化镁和氯

化钾
。

加热到 ���℃ 完全脱水同时有少量水解现象
。

加热至 ���一���℃ 时 ，

脱水熔融
，

沉淀出

氧化镁
。

最重要的是
，

因氯化钾与氯化镁化合后
，

形成复盐
，

削弱了氯化镁与水化合的化合力
，

光卤石熔融脱水时
，

水解沉淀出氧化镁远 比氯化镁单体熔融时水解少
。

因此
，

使用光卤石为原

料来生产二号熔剂
，

既极大地减少 ����
�

�

����熔融脱水时的水解
，

又降低了熔炼所需氯化钾

的用量
。

采用青钾 �“
工艺法的两个万吨级氯化钾厂

，

年产低钠光卤石规模 己达十万吨
，

且质量远

远优于海盐法所产光卤石
。

其质量标准如下
�
�����一���

，

����
�

��一���
，
��������根据

用户需求
，

可生产 �����一���
，

无水不溶物
，

无硫酸盐
，

无其它杂质
，

吸附水���
，

平均粒度

�
�

���
�

现采用青钾 �”
工艺产低钠光卤石为原料生产二号熔剂

，

所需的少量氯化钾也采用青钾

�
”
工艺产氯化钾

。

即加入光卤石
、

氯化钾
、

氯化钡
、

氯化钙
，

按照一定配比投料熔炼
。

作熔剂生产原料配比及产品成份计算
�

根据生产和试验得知
，

熔剂生产过程中
，

氯化镁水解率 ��� ���
，

以 ��� 千克熔剂为例
，

生

产中造渣 �� 千克
。

设需加光卤石
、

氯化钾
、

氯化钡
、

氯化钙分别为� 光
，

� 钾
，

� 钡
，

� 钙
。

则
�



原料
、

产品
、

渣的化学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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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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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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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光���
�

��� 钾一���又 ���� ��� ���

解得
�

� 光一 ���
�

�千克

解得
�

� 钾一 �
�

�� 千克

�����
�
���� 钡���� ���� ��又 �

�

��

解得
�

� 钡一�
�

��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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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

� 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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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

通过计算可知光卤石熔融物料配比为
�

光卤石
�

氯化钾
�

氯化钡
�

氯化钙一 ���
�

� ， � ��
， �� ��

，
�� �

讨论分析及结论

乡
�

沐工业生产中
，
已有工厂采用青钾 �

”
工艺法产低钠光卤石为原料来生产二号熔剂

。

具

体生产时
，

考虑氯化镁水解现象的存在和增加氯化钾利用率
，

适当地添加 ����
� ·

���� 或

����
� ·

����
，

同时如用青海盐湖水氯镁石�含少量氯化钠�
，

应酌情减少氯化钙投入量
，

以使

����������
�����

。

所以
，

采用青钾 �”
工艺产低钠光卤石为原料生产二号熔剂

，

即加入光卤石
、

氯化钾
、

氯化

钡
、

氯化钙
，

按照原料配比投料熔炼
。

用价廉的低钠光卤石代替了大量价高的氯化钾
，

使原料成

本大大降低
�
由于原料中无硫酸盐

，

所以不必考虑脱硫等一系列问题
。

且由于光卤石中氯化钠

量较小
，

不会影响产品质量
�另外

，

去掉脱水料氯化镁生产工段
，

生产工序减少
，

熔融时水解现

象减少
，

降低了电耗
，

出渣量也大为降低
，

相应地增加了设备台能
，

提高了原料利用率
，

使生产

成本也大大降低
。

据工厂生产统计报表
，

原料成本每吨熔剂节约 ���元
，

耗电每吨熔剂减少

���度
，

省去原法氯化镁脱水耗煤 �
�

�吨
，

出渣量只有原来一半
，

故台电炉 日产量提高 ���
。

青海省民和县金属炼镁厂
，

将 �
”

工艺产低钠光卤石高温熔融脱水
，

生产无水光卤石
，

此种

半成品可直接用来炼金属镁
。

如用来熔炼生产二号熔剂
，

效果更好
。

因原料中水份很低
，

氯化

镁水解成氧化镁现象很少
，

产品中氧化镁量及不溶物量也大大减少
，

从而使产品质量显著提

高
，

打入了国际市场
。

�”
工艺产低钠光卤石新产品

，

作为金属熔炼原料
，

使原料成本大幅度降低
，

产品质量显著

提高
，

其应用将越来越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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