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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废液与付产高低温盐的综合利用
‘

孙钓 呈

�大连皮 子 窝化工 厂 生产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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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 完介 绍 利 用 氛碱厂排弃 的含钙废液
、

及 益化工 付 产 的 高低温 益 二者 定 量 匹 配
，

通过保 温

沉降
，

离心 分 离
，

蒸发 浓 缩等手段
，

最终达 到 生 产 白 色氛化镁
，

精 制 益
，

硫酸钙 及利 用硫酸钙 与氮化钾

转化 生 产硫酸钾 的 工 艺
。

关键词 碱废液 盐

前 言

在氨碱法生产纯碱中
，

每生产一吨碱
，

蒸氨工序就要排 出 ���
�

废液 �以下简称钙废液 �
，

这种钙废液一般显碱性
。

如果将这种钙废液通入 ��
�
�或置于空气中一段时间 �进行碳化处理

，

废液的 �� 值即降为中性
。

其成分如表 ��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碱厂 �
�

硫酸钙 � 氯化钙

表 �

碳酸钙

微

钙废液主要成分 �����

氯、七镁 �氯，七钠 � 水
�� 值 � 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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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钙废液对于离盐场较近的碱厂
，

可以排入盐 田内以提高海盐产量
，

而对离盐场较远的

碱厂
�

废液则多被稀薄后弃入深海中
，

从而造成污染和浪费
。

在盐化工竞 卤法生产氯化钾的工艺中
，

每生产一吨氯化钾
，

就要付产 ��一�� 吨高低温盐
，

这种高低温盐的主要成份
，

如表 �所示 �皮化厂清水河化工场 �
�

水一况

表 �
�

高低温盐主要成份 ���

。、 酸镁 � 氯化镁 �
’

， 化钾
�

� 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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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上述高低温盐传统的处理方法是
，

将其用海水溶解后
，

留作冬季冻粗硝用 �这种方

法有溶解再浓缩的重复加工过程
，
而且高低温盐水的储存周期长浪费也较大�

。

随着优质低价

的矿产无水硝进入内地市场后
，

盐化工所产无水硝因为成本较高 杯已不再 占有市场优势
，

所 以

寻求高低温盐的合理利用途径
，
己是盐化工所巫待解决的问题

。

一
、

利用钙废液与付产高低温盐生产白色抓化镁
、

精盐
、

硫酸钙的原理

在前言�表 �及表 ��的物料成分中
，

氨碱厂排出的钙废液与盐化工付产的高低温盐
，

两种

原料共含有五种主要成分 �含量超过 ���
，

即氯化钙
、

氯化钠
、

硫酸镁
、

氯化镁和水 �这五种成

份有四种溶质
，

有一种溶剂
，

且一经混合后有二种溶质可在溶剂中迅速反应
，

并生成沉淀
，

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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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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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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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十����
��当将高低温盐与钙废液按一定 比例匹配

，

使高低温盐中

的硫酸镁与钙废液中的氯化钙正好反应完全
，

生成硫酸钙沉淀而无任何过量
。

试验看出
，

沉淀

很快与清液分离
。

形成清晰的界面
，

同时清液中也只剩下氯化钠
、

氯化镁和水三种主要成份
。

将

这由三种主要成份组成的溶液进行蒸发浓缩
，

其盐类析出规律
，

据 ���
‘

����������
�一��� 体

系相图可以看出
，

在蒸发浓缩过程中
，

首先不断析出氯化钠
，

直到其母液中氯化钠含量达到 ��

���时
，

氯化镁才相对饱和
，

并开始和氯化钠同时析 出
。

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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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的清液蒸发操作中
，

起初析 出的盐中含有未充分反应 �或析出 �的硫酸钙 �这种钙

盐据资料介绍可作为营养钙盐 �和夹带氯化镁
，

从而影响了精盐质量
。

为保证精盐质量
，

提高氯

化镁 回收率
，

蒸发分二段进行较适宜
。

首先将一段蒸发作为氯化钠析出段 �其次将二段蒸发作

为氯化镁浓缩段
。

在二段蒸发过程中
，

加入适量的强
’

氧化剂�起漂白作用 �
，

可使蒸发完成液冷

却结晶后
，

生成合格的白色氯化镁产品
。

二
、

利用钙废液与付产高低温盐生产白色氮化镁
、

精盐
、

硫酸钙
，

及利用硫酸钙生产硫酸钾的综

合效益评述

� 投入产出计算

以投入一吨高低温盐为计算基础
，

则相应的钙废液匹配体积和生成的各种产品重量
，

以及

需蒸发的水分量
，

可通过表 �的投入产出平衡表看出
�

表 �
�

投入产出平衡表

指指 标标 投 入入 产 出出

成成 份份 抓化钙钙 硫酸镁镁 抓化钠钠 氯化镁镁 水水 小计计 五水氯化镁镁 氯化钠钠 硫酸钙钙 水水 小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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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中
，

根据工艺计算
，

每吨高低温盐需和 �
�

���
�

的钙废液反应
，

才能使 ��
“ 十
和 ��

��

等当量反应 �若钙废液的处理成本按 �� 元��
，�高低温盐运到加工单位成本按 ��� 元�吨

�则投

入反应的原料成本价值为 ���
�

�元�吨高低温盐
。

而投入一吨高低温和 �
�

���
“
钙废液

，

理论上所产出的产品产值为 ���
�

�元�其中氯化钠

按工业盐 ��� 元�吨 �硫酸钙按 ���元�吨计算�
，

但在实际的试验过程中
，

氯化钠的回收率达到

�������� �硫酸钙和氯化镁的回收率达到 �������
，

故其实际产值为 ���
�

��������

� ������ ���写����
�

�� 元�吨高低温盐 �另外
，

在实际生产中
，

还需蒸发水分 ������
，

蒸

失这些水分
，

根据一般的汽热利用率计算 �需耗 �
�

�����一 �
�

�� 吨煤 �若每吨煤价格 ���元
，

则

需 ��� 元 �同时
，

加工这三产品
，

所必须支付的人工
、

电力
、

折 旧等费用
，

经计算为 ��� 元�吨高

低温盐 �根据盐化工生产氯化镁和精制盐的生产成本数据�
。

综合上述计算
，

则投入一吨高温盐与
“
工艺

”
中的实际收益为

�
���

�

��一���一 ��’�一 ���
�

�

� ��
�

��元
。

� 经济效益评述

将碱废液和高低温盐进行利用
，

并可获得一定收益
，

对氨碱厂和盐化工产品的成本降低具

有重要的意义
。

若氨碱厂的蒸氨工序在操作中能提高钙废液的比重
，

则工艺体现的效益将更明

显
，

而实际收益最多的是盐化工的氯化钾产品
，

由于其付产的高低温盐可 以直接出售
，

则每吨

氛化钾成本将可降 ���一���
�所以应用本工艺对氨碱厂和盐化工来说

，

其效益是双重的
，

通

过试验其质量 已达到国家标准
。

而且硫酸钙产品具有的活性强
、

颗粒均匀的特点
，

可为生产品

质规范的硫酸钾提供高达 ���以上的转化率
。

目前
，
在市场上白镁

、

精盐�或工业盐�及硫酸钙基本上属适销产品 �而利用反应生成的硫

酸钙生产硫酸钾
，

其市场潜力则很大
，

所以
，

应用本工艺生产的产品其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

� 社会效益评述

氨碱法生产纯碱工业在我国应用多年
，

该方法主要特点是原料海盐的氯化钠利用率低
，

而

且 己使用的海盐氯化钠中
，

所有氯离子均被废液排掉
，

从而造成了浪费和污染
。

在海盐生产过程中
，

同时要泄掉一部分母液�苦卤�
。

这部分苦卤
，

在用于盐化工的氯化钾

生产过程中
，

由于其制造成本太高
，

有可能不被盐化工充分利用甚至最终被排入大海
。

而应用

本工艺后
，

其氯化钾的成本至少可降低 ��一��� �不但给盐化工的生存发展带来希望
，

而且
，

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
，

所以其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

三
、

结论

利用钙废液与付产高低温盐生产白镁
、

精盐
、

硫酸钙
，

及利用硫酸钙生产硫酸钾工艺
，

经小

试论证 己基本成熟
，

这一工艺的应用
，

将会 为盐化工及氨碱工业效益的提高带来积极的推动作

用
，

也为这两大过去互不相及的生产系统能够联合生产提供可能 �更为有效解决各 自的污染和

浪费问题提供保证
，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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