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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法盐湖卤水提铿工艺试验

张绍成 冉广芬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

西 宁 81 00 08 )

摘要 用 二氧化锰做吸附剂
,

进行 了吸附法盐 湖 卤水提枉 工艺试验
,

取得 了全流程 工 艺操作

条件和技术数据
,

可做为更大 规模试验设计和操作依据
。

关键词 锉 卤水 吸附

一
、

前 言

金属铿及其盐类在国民经济中的消费主要在铝电解
、

玻璃
、

陶瓷和润滑脂
,

此外在化学工

业
、

空调
、

合成橡胶
、

锉电池
、

铿铝合金及核聚变反应原料等领域都有重要用途
〔`〕 。

盐湖卤水等

液体锉矿占世界锉矿总储量的 80 %
,

我国青海盐湖铿资源非常丰富
,

随着盐湖钾盐的开采
,

提

钾老 卤中铿的回收利用不仅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

对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都有重要意义
。

我国盐湖卤水含镁量很高
,

高镁锉比卤水中锉的分离是世界性难题
。

在吸附法分离 卤水中

的锉方面的研究
,

近年来非常活跃
,

对于含锉量较低的卤水
,

此法 比较有前途
。

吸附法关键是研

制性能优良的吸附剂
,

它要求吸附剂对锉有优良的选择吸附性
,

以便能排除卤水中大量共存的

碱金属
、

碱土金属离子的干扰
;
此外要求吸附剂吸附一洗脱性能稳定

,

适合较大规模操作使用
,

制法简便
,

价格便宜
,

对环境无污染
。

世界各国已研制了许多铿吸附剂
,

但都仍处于试验阶段
,

还没有实际应用的例子
。

二氧化锰 目前被认为是较有希望的锉吸附剂
〔“

、
3 〕 ,

它选择吸附铿的原因一般 归结为其内部

孔道结构的筛效应
〔` 〕 。

我们对二氧化锰吸附剂的制备方法
、

物化性质及铿吸附性等进行了较长

时间研究
〔5

、

6〕 ,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二氧化锰吸附剂吸附法盐湖卤水提铿的工艺试验
,

本文报告

了该工艺试验结果
,

证明了吸附法卤水提锉工艺是可行的
,

为更大规模试验提供了设计和操作

依据
。

二
、

工艺概述

吸附法卤水提铿工艺过程为
:

粉末状吸附剂制备
,

粒状吸附剂制备
,

柱式吸附卤水中的铿
,

洗脱锉
,

洗脱液精制
、

浓缩
,

加

入 N a Z
C O

:

沉淀 L i Z
C O

: ,

洗涤干燥得 L i
Z
C O

:

产品
。

工艺流程如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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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吸附法盐湖卤水提锉工艺流程示意图

三
、

实验及结果

1
、

吸附剂制备
〔 7〕

首先由硫酸锰和硫酸溶液电解制微粒二氧化锰
,

经氢氧化锉溶液饱和后高温灼烧进行热

力学重结晶
,

制得二氧化锰粉末离子筛
。

将这种粉末离子筛悬浮于丙烯酞胺单体的水溶液中
,

加入交联剂
、

引发剂
,

经交联聚合
,

烘干
、

粉碎
、

筛分
,

得到二氧化锰一聚丙烯酞胺颗粒状吸附

剂
。

吸附剂物化性能如表 1
。

表 1 吸附剂 (干 )物化性质

粒 度

( 目 )

M
n O :

含量

(写 )

含水量

( % )

松密度

( g /
e m 3

)

iL
+

饱和交换容量

( m m o l / g M
n O : )

iL 十

工作交换容量

( m m o l / 9 M
n O :

)

2 0一 8 0 7 0一 7 2 0
.

6 8 1
.

5一 1
.

8

6 0 一



2
、

柱式吸附洗脱

试验中使用了三种吸附柱
,

规格如表 2
。

使用 卤水为别勒滩 2 6 3 3 # 晶间卤水经室内电炉蒸

发和室外天然日晒浓缩得到提钾老卤
,

卤水组成见表 3
。

表 2 使用吸附柱规格

类 型 柱 型 ( e m ) h / d V 柱 ( e m 3
)

装吸附剂重

(干 g )

一次吸附

iL
+ ( g )

。 1
.

8 X 6 4

。 3
.

1 X 5 6

。
3

.

9 X 8 6 1 0 2 0

表 3 卤水组成

卤卤 水水 组 成 ( g / L ))) P HHH 比 重重

LLLLL
: +

N
a +

K
十

M g Z+
C I

一

5 0 :
-------

晶晶 间 卤 水水 0
.

1 4 1 7
.

0 1 1 8
.

5 4 7 0
.

1 9 2 4 3
.

7 6 7
.

4 333 6
.

3 777 1
.

2 555

室室 内蒸发 浓缩 液液 0
.

2 6 3
.

2 0 0
.

7 8 1 1 4
.

7 0 3 3 7
.

4 2 5
.

4 555 4
.

8 111 1
.

3 222

天天 然 日晒 浓缩 液液 0
.

2 2 2
.

1 4 0
.

8 3 1 1 5
.

5 0 3 3 7
.

3 3 6
.

2 777 4
.

6 222 1
.

3 222

C“ + ( mg / l )

蛛
. 2+

000500000500

2 0 0 4 0 0 5 0 0 v o e l (的 )

·

C
n 、 g

图 2

“

CJ 十

洗脱液 -iI
+

、

M g “ +
浓度变化

卤水经预处理后调

节 p H 约 为 7
.

0
,

按 iL

1 2 m g / g M n O :
计算

,

通

卤水量为大柱一次吸附

通卤水约 20 升
,

通卤水

速度约 为 3 柱体积 /小

时
,

经少 量水洗去 残 留

的 卤水后 用 H CI 溶 液

洗脱被吸 附的 iL + ,

酸

洗液流速为 2 柱体积 /

小时
。

酸洗液补充 H 十

后重复使用可以提高洗

脱液中锉浓度
。

我们在

试验中酸三次重用
。

用 H C I 洗 脱 L +i

时
,

流 出液体积和 iL 十 、

M g Z +
离子 浓度变化关



系如图 2
。

我们发现
,

M g
Z十 比 iL +

优先被洗脱
。

当 M g “十
达到最高浓度时

,

iL +
才开始被洗下来

,

这一性质有利 于 M g Z ` 、

I
一

i+
分离

。

利用这一特点
,

将洗脱液合理分截
,

可使接收洗脱液中杂质含

量大大降低
。

试验中共进行了吸附一 洗脱 18 次循环
,

其中用室内蒸发浓缩卤水 9 次
,

天然 日晒蒸发浓

缩卤水 9 次
,

结果列于表 4
、

表 5
。

结果表明
,

两种方法制得的浓缩卤水其试验结果大致相同
,

室

内蒸发浓缩卤水吸附性稍好些
。

吸附容量约 12 m g iL / 9 M n O : ,

吸附率 95 %
,

洗脱率近 1 00 %
,

每

次吸附一洗脱
,

吸附剂重量损失小于 。
.

9 %
。

表 4 室内浓缩卤水吸附—
一

洗脱结果

实实验号号 吸 附 锉锉 洗 脱 锉锉 吸附剂重重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损失失
投投投料料 吸附附 吸附率率 酸使用用 洗脱率率 舍弃酸含含 接收酸洗洗 (每次 ) %%%

mmmmm g / ggg m g / ggg %%% 次 数数 %%% iL 占总洗洗 液浓度度度

LLLLLLLLLLLLLLL i量 %%% m g / lllll

小小柱柱 1 2
.

444 1 1
.

444 9 1
.

999 111 1 0 888 3
.

888 9 5 111 0
.

9 222

11111 3
.

555 1 3
.

111 9 7
.

000 222 9落
.

555 4
.

999 1 5 2 88888

11111 3
.

555 1 2
.

888 9 4
.

888 333 1 0 2
.

555 9
.

666 1 9 7 77777

中中柱柱 1 2
.

999 1 2
.

333 9 5
.

333 lll 9 6
.

000 2
.

666 8 1 333 0
.

8 000

11111 3
.

888 1 2
.

999 9 3
.

555 222 9 7
.

111 4
.

222 1 4 3 00000

11111 3
.

777 1 2
.

999 9 4
.

222 333 1 0 0
.

666 3
.

777 1 8 7 00000

大大柱柱 1 2
.

888 1 2
.

555 9 7
.

666 111 1 0 2
.

222 4
.

222 9 2 111 0
.

8 888

11111 2
.

888 1 2 333 9 6
.

111 222 1 ( ) 0
.

888 3
.

000 1 4 7 66666

11111 4
.

111 1 3
.

444 9 5
.

000 333 9 6
.

666 8
.

555 1 8 0 00000

平平均均 1 3
.

333 1 2
.

666 9 5
.

00000 9 9
.

888 4
.

99999 0
.

8 777

表 5 日晒浓缩卤水吸附一洗脱结果

实实验号号 吸 附 锉锉 洗 脱 锉锉 吸附剂剂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次重重投投投料料 吸附附 吸附率率 酸重用用 洗脱率率 弃酸含含 接收酸含量量 量损失失

mmmmm g / ggg m g / ggg %%% 次 数数 %%% L i 占总洗洗 L i m g / lll %%%

LLLLLLLLLLLLLLL i %%%%%%%

中中柱柱 1 3
.

111

厅
1 1

.

888 9 0 111

444
1 0 000 2

.

999 8 2 000 0
.

7 555

11111 3
.

000 1 1
.

777 9 0
.

000 } 222 9 5
,

222 4
.

444 1 4 2 44444

11111 2
.

333 1 1
.

222 9 1 111 333 1 0 2
.

888 3
.

000 1 8 7 66666

中中柱柱 1 2
.

555 1 1
.

888 9 4
.

444 111 1 0 8 999 3
.

666 9 1 888 0
.

9 555

11111 2
.

555 1 1
.

777 9 3
.

666 222 1 0 1
.

999 2
.

888 1 4 0 44444

11111 2
.

555 1 2
.

444 资 9 8
.

888 333 1 0 3
.

777 0
.

444 1 8 7 99999

大大柱柱 1 3
.

222 1 2
.

333 9 3
.

222 111 9 9
.

777 5
.

333 8 1 999 1
.

000

11111 2
.

777 1 1
.

333 8 9
.

000 222 9 6
.

555 3
.

444 1 3 3 33333

11111 1
.

999 1 1
.

222 9 4
.

111 333 9 8
.

777 4
.

444 1 6 0 33333

平平均均 1 2
.

666 1 1 777 9 2
.

99999 1 0 0
.

888 3
.

44444 0
.

9 000

6 2



3
、

酸洗液精制
:

接收酸洗液组成如表 6 所示
,

此时酸洗液中 IL CI 含量约为 .9 0 9 l/
,

折合 iL ZC O
3 7

.

85 9 l/ (约

0
.

78 % )
,

iL ZC O
。

的溶解度为 1
.

26 %
。

这时进行去除 C a 、

M g
、

M n
等杂质的精制工序

,

在加入

C O呈
一
时

,

不会造成 iL ZC O
:

沉淀损失
。

酸洗液精制法为 2 5一 30 ℃搅拌下加入 C a O 粉末中和过量酸并去除 M n Z +
及部分 M g +2

,

再

加入 N a Z
C O

3

粉末去除 C a Z+ ,

最 后用 N a O H 浓溶液 ( l o m o l / l )调至 p H > 1 2
,

以去除残留的

M g Z+ 。

沉淀过滤并用少量水洗
,

滤液及洗水合并为精制酸洗液供下步浓缩工序使用
,

精制后酸

洗液 C a 、

M g
、

M n
总量约为 0

.

3 m m ol 八
,

精制过程 iL +
基本不损失

。

结果见表 7
。

表 6 接收酸洗液组成 ( m m ol l/ )

实实 验 号号 H
+

L i
+

N
a 十 K 斗 C a Z+

M g Z+
M

n Z+ C I ---

大大柱 (室内 ))) 2 5 9
.

0 7
.

4 3 4
.

8 5
.

333

中中柱 ( 日晒 ))) 2 5
.

1 2 3 5
.

0 1 0 0
.

7 10
.

3 9
.

9 5 5
.

5 6
.

5 4 4 3
.

000

中中柱 ( 日晒 ))) 1 4
.

8 2 5 0
.

0 6 9
.

0 7
.

4 9
.

3 4 4
.

7 4
.

8 4 0 0
.

000

大大柱 ( 日晒 ))) 4 1
.

7 2 1 8
.

0 5 2
.

0 1 1
.

2 1 0
.

0 6 2
.

1 2
.

5 3 9 8
.

000

平平均均 2 5
.

0 2 3 5
.

0 6 5
.

0 1 0
.

0 1 0
.

0 5 0
.

0 5
.

0 4 0 0
.

000

表 7 酸洗液精制结果

一一次处理酸量 (1 ))) 精制后 C a 、

M g
、

M n 总量 ( m m o l / l ))) 精制 iL 收率 ( % )))

000
.

888 0
.

1 333 9 7
.

888

333
.

555 0
.

3 000 9 6
.

666

333
.

555 0
.

2 777 1 0 6
.

000

111 0
.

000 0
.

2 333 9 6
.

555

111 2
.

000 0
.

5 444 1 0 2
.

000

平平均均 0
.

2 999 9 9
.

888

4
、

精制酸洗液电渗析浓缩

因为电渗析浓缩比一般蒸发法节省能量
,

本工艺精制酸洗液采用电渗析法浓缩
。

主要设备

电渗析器一台
:

20 。 只 40 0 型 ( 自组装 )
。

直流稳流器一台
:

Jw L 一 30 w 型

电渗析器外型尺寸
:

20 0( 宽 ) 又 4 o 0( 长 ) m m

膜有效面积
: 1 6 5 又 3 0一 4 9 5e m

2

一 6 3 一



膜采甩均相离子交换膜
,

性能见表 8
。

隔板有效尺寸
: i 6 o x 3 0 0 又 0

.

8 (厚 ) m m

隔室截面积
: 1 6

.

5 又 0
.

0 8 一 1
·

3 2 e m 2

有效水流长度
:

30
c m

组装
:

一级四段
,

每段五对膜
,

共 20 对膜
。

石墨阴阳极
: 1 6 x 2 9 e m

,

极室液 N a C l o
.

s m o l / l
,

6 1循环
。

溶液流速
( e m / S )

单 室
( l / h r )

五个室
( l / h r )

`

任内匕哎Ul从d脱盐室
:

浓缩室
:

3
.

5

3
.

0

1 2
.

5

1 0
.

7

表 8 均相膜性能

型 号
水份

( % )

交换容量

( m e g )

膜电阻

( ` 2 /
e m Z )

选择透过率

(写 )

阳 膜

阴 膜

P E C M 3 5一 4 0 1
.

8一 2
.

3

P E C M 2 5一 3 0 8一 2
,

4

3 一 5

5一 1 0

9 8

9 6

电渗析浓缩试验 设备流程图见图 3
。

1
、

浓缩系原料液槽 2
、

脱盐系原料液槽 3
、

流量计 4
、

料液泵 5
、

电渗析器

6
、

浓缩液槽 7
、

脱盐液槽

图 3

8
、

极室液槽

电渗析浓缩试验设备流程图

一 6 4



试验操作
:

首先按试验条件将定量的脱盐液
、

浓缩液
、

极室液注入各自储槽中
,

开启输液泵
,

使脱盐液

以 6 4 1/ h r ,

浓缩室以 5 61/ hr 的流量流入电渗析器的相应室
,

使之循环
。

通龟后调至需要电流
,

控

制电流稳定后使浓
、

淡室出口溶液分别流入浓
、

淡室储槽内
,

定时记录电流
、

电压值
,

到达预定

电量时
,

停电
、

停泵
、

出料
。

分别测量浓
、

淡液体积
、

比重
,

取样分析 lC
一 、

iL +
浓度

。

试验安排 4 次浓

浓 1

浓 2

浓 3

浓 4

D :

1 D Z

I D 3

! D `

脱盐

图 性 电渗析浓缩全流程图

缩
、

一次脱盐
。

4 次浓缩

中
,

脱盐室进料液皆为

精制酸洗液
,

第一次浓

缩的浓缩室进料液为精

制酸洗液
,

以后 各次浓

缩液相互连接
,

即第一

次浓缩出料液做第二次

浓缩进料液… …
,

第四

次浓缩出料液为电渗析

浓缩工序成 品溶液
,

送

下一工序作蒸发
、

沉淀

iL
Z
c o

。
用

。

四次浓缩中

脱盐室和浓缩室初始溶

液体积 比皆为 5 , 1
。

四

次 浓缩所 得 脱盐液合

并
,

做一次脱盐的脱盐

室和浓缩室进料液
,

一

次脱盐的脱盐液和浓缩

液初始体积 比为 2 , 1
,

一次脱盐所得浓缩液返

c `

回电渗析浓缩 流程
,

一

次脱盐所得脱盐液移出

电渗 析 流 程
,

供 进 行
L i Z

c 0
3

沉淀和 洗 涤时

使用
,

整个电渗析浓缩

工艺流程 无相变
,

物料

无损失
。

电渗析浓缩全

流程如图 4
。

四次 电渗析浓缩
,

一次电渗析脱盐分步试

验结果见表 1 0
,

按表 1 0 结果计算全流程体积关系及浓度变化见表 1 1
,

全流程物料衡算结果见

表 1 2
。

由以上结果可知
,

全流程通入精制酸洗液 1 16 升
,

经 四次浓缩一次脱盐
,

得到第四次浓

缩液 C
, 1 3

.

6 升
,

由浓缩前的 1
.

4 49 l/ 锉浓缩到含锉 6
.

2 8 9八
,

合 IL CI 38
.

4 9 l/
。

含铿量为进料液

含铿量 51
.

1 %
。

一次脱盐得浓缩液 C s 含铿量 41
.

4 %
,

返 回电渗析浓缩流程
。

一次脱盐得脱盐

一 6 5 一



液 D
S

含铿量仅 4
.

6 %
,

而且在以后工序中还可再利用
。

电渗析浓缩电流效率 77
.

4 %
。

表 n 电渗析浓缩全流程数据

样品 V ( l )

1 5
.

0

2 1
.

4

3 1
.

5

4 5
.

0

6 8
.

1

1 0 2
.

2

1 3
.

7

1 9
.

3

2 8
.

5

C I一 ( g / l ) L i ( g / l ) 样品 C I一 ( g / l ) L i ( g / l )

1 6
.

1 7

1 6
.

1 7

1 6
.

1 7

6
.

4 7

0
.

6 1

0
.

82

0
.

1 2

1 6
.

1 7 1
.

4 4

0
.

7 8

1 6
.

1 7

4 7
.

6 9

1
.

4 4

3
.

8 5

444乙
月̀体连

…
11,
`

11.工

6
.

4 1 6 4
.

5 0 4
.

7 6

6
.

4 1 0
.

7 8

0
.

6 6

7 5
.

7 5 5
.

3 7

5
.

0 2 8 7
.

0 2 6
.

2 8

帅一.407泪.30..4363.91川川.378
玖玖olDCI吼Q瓜osC瓜

5
.

6 9 0
.

7 4

0
.

8 2

6
.

4 1 0
.

7 8

6
.

6 3 1 5
.

9 8 8 3

olDoeosDD.ODosDD’0lD玖玖

表 10 四次浓缩
,

一次脱盐分步试验结果

NNN 000 送 电 条 件件 脱 盐 室室 浓 缩 室室 电流流 脱脱
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率率 盐盐

电电电流流 电压压 时间间 扮扮 璐
`̀
赚

`̀

佘佘
cD

`̀

荔
)))

粉粉 嵘
`̀

·

C,
」

iii

涂涂
ClllC ,

C
丫

、、

( % ))) 率率
((((( A ))) ( V ))) ( h r

))))) (g /l))) (g /1))))) (g / 1))))))) (g /l))) (g /1))))) (g /l)))
气g l l jjjjj ( % )))

000 2 111
、

6
.

000 1 5
.

333 1
.

3 222 1 5
.

000 1 6
.

1 777 1
.

4 444 1 3
.

7 CCC 5
.

0 222 0
.

6 666 3
.

000 1 6
.

1 777
’

1
.

4 444 4
.

2 888 4 7
。

6 555
一

3
.

8555 8 3
.

000 7 1
.

777

000 2 222 6
.

000 1 4
.

666 1
.

3 222 1 5
.

000 1 6
.

1 777 1
.

4 444 1 3
.

5 222 5
.

6 999 0
.

7 444 3
.

000 4 7
.

6牙牙
一

3
。

8 555 4
.

4 111 6 4
.

S CCC 4
.

7 666 7 9
.

111 6 8
.

333

000 2 333 6
.

000 1 3
.

888 1
.

3 222 1 5
.

000 1 6
.

1 777 1 4 444 1 3
.

5 999 6
.

6 333 0
.

8 222 3
.

000 6 4
.

S CCC 4
.

7 666 4
.

3 444 7 5
.

7 555 5
.

3 777 7 2
.

888 6 2
.

888

000 2 444 8
.

000 1 6
.

333 1
.

1 000 1 5
.

888 1 6
.

3 CCC 1
.

4 999 1 4
.

3 222 6
.

4 777 0
.

8 222 3
.

000 7 5
.

7 555 5
.

3 777 4
.

4 888 8 7
.

0 222 6
.

2 888 7 1
.

111 6 4
`

lll

000 2 9
1111

3
.

000 1 2
.

888 0
.

8 333 1 2 000 6
.

4 111 0
.

7 888 1 1
.

3 111 0
.

6 111 0
.

1 222 6
.

000 6
.

4 111 0
.

7 888 6
.

6 555 1 5
.

9 888 1
.

8 333 8 1
.

000 9 1
.

111

11111
.

555 1 2
·

0 11110
·

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
rrrrrrrrr

表 12 电渗析全流程物料衡算

体体体 积积 C L
一

含量量 L +i 含量量

((((( l ))))))))))))))))))))))))))))))))))))))))))))))))))))))))))))))))))))))))))) ggggggg lll/ ggg 出/进( %))) g / lll ggg 出/进(%)))

进进 料料 1 1 6
.

000 1 6
.

1 777 1 8 7 5
.

7 22222 1
.

4 444 1 6 7
.

0 44444

出出出 成品 C `̀
1 3

.

666 8 7
.

0 222 1 1 8 3
.

4 777 1 8 2 6
.

6 777 9 7
.

444 6
.

2 888 8 5
.

4 111 1 6 2
.

2 888 9 7
.

222

料料料 返液 C
SSS 3 7

.

8 1 1 5
.

666 1 5
.

9 888 6 0 4
.

0 4444444 1
.

8 333 6 9
.

1 7777777

稀稀稀液 D S
`̀

6 4
.

222 0
.

6 111 3 9
.

1 6666666 0
.

1 222 7
.

7 0000000

6 6



耗电量计算
:

浓 1
: 6 x l

.

23 x 巧
.

3一 10 0。一 0
.

21 1千瓦小时

浓 2
: 6 x l

.

32 x 1 4
.

6 只 ( 4
.

3 / 3 )一 1 0 0 0 = 0
.

16 6 千瓦小时

浓 3
:

6 又 1
.

32 x l 3
.

8只
.

(6
.

3 / 3 )一 1 0 0 0 = 0
.

2 3 0千瓦小时

浓 4 :
s x l

.

1又 16
.

3 x ( 9
.

1/ 3 )令 1 0 0 0 = 0
.

4 3 5千瓦小时

脱 1 :
( 3 x o

.

8 3 x 12
.

8 + 1
.

5 x o
.

52 x 12
.

o )又 ( 3 4
.

1/ 6 )一 1 0 0 0 = 0
.

2 3 4千瓦小时

一次全流程制 1 3
.

6 升成品液
,

耗电量为以上各次之和 1
.

18 6 千瓦小时
,

制 1 米
“

成品液耗

电
:

( 1
.

1 8 6 / 1 3
.

6 ) x 1 0 0 0 = 8 7
.

2 千瓦小时

制一吨 iL
Z
C O

。
电渗析浓缩耗电量

8 7
.

: x l 。。。 、 沪
二一

丝典理龚李李旦」旦) 一 : 7 4 6 千瓦小时
O

。

吕 乙尸久 乙

5
、

成品工序

鉴于 iL ZC O 3
便于运输和贮存

,

本工艺以 iL ZC O
3

为产品
。

电渗析浓缩后的溶液经蒸发再浓

缩至含 iL + 约 30 9 l/
,

除去析出的 N a CI 结晶
,

溶液用 N a ZC O
。

溶液 (浓度 20 %
,

可用 电渗析浓缩

得到的脱盐液 D
S

配制 )沉淀 iL ZC O
3 ,

条件为 95 ℃反应 5 分钟
,

N a Z
C O

:

用量为理论计算量的
1 00 %

,

一次沉淀 iL ZC O
3

收率为 83
.

4肠
,

产品纯度大于 99 %
。

经沉淀 iL ZC O
3

后 的母液含有沉

淀料液 iL 含量的 15 %左右
,

经调 p H 至 5一 6 后可返回蒸发阶段
。

洗涤 iL
Z
C O

3

所用洗涤水第

1
、

2 次可返回酸洗液精制
,

第 3
、

4 次洗涤水可做下次 iL Z C O
3

的 1
、

2 次洗涤水
,

使各种溶液中的

iL 得到充分回收利用
。

蒸发除盐夹带母液损失铿仅 1 %左右
,

成品工序锉收率大于 90 %
。

从浓

缩卤水到 iL ZC O
3

产品
,

全部工艺铿收率高于 80 %
。

四
、

结 论

1
、

本试验以别勒滩 2 6 3 3 # 晶间卤水浓缩制得的提钾老卤为原料
,

用 自制二氧化锰颗粒状

吸附剂 ( 20 一 80 目 ) 吸附
,

H CI ( 0
.

Z m d l/ )溶液洗脱
,

洗脱液精制
、

浓缩
、

沉淀得到 I i Z
C O

3

产品
,

产品纯度 > 99 %
,

锉收率 > 80 %
。

扩大规模试验证明本工艺可行
。

2
、

本工艺特点是使用青钾二期工程提钾老 卤为原料
,

不需盐用深度浓缩和提硼
,

减少了盐

田投资
,

减少了盐 田浓缩中铿的损失
,

有利于提高锉的利用率
。

3
、

酸洗液的重复使用提高了洗脱液中铿浓度
,

洗脱液分段截取减少了接收洗脱液杂质含

量
,

酸洗液在浓缩前精制避免了锉的损失
,

电渗析浓缩节省了能耗
。

4
、

本试验得到的各项操作条件和取得的技术数据可 以作为更大规模试验的设计和操作依

据
,

将吸附法卤水提锉实用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

一 6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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