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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卤石分解制取氯化钾晶体粒度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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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 1×106 t钾肥生产线光卤石分解 、氯化钾结晶的晶体粒度影响因素, 给出了最佳工艺控制条

件,使氯化钾的产品粒度 70% >0.2 mm, 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降低了湿产品的含水量,减少了干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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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6
t钾肥项目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首批

10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青海省实施西部大

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经过几代盐湖人的不懈努

力,盐湖企业在氯化钾生产技术进步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展,所生产的氯化钾产品在质量方面

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产品结晶粒度尚未

达到设计指标 ( >0.2 mm) ,给产品离心脱水造

成不利影响,导致离心脱水滤饼含湿量大,产品

干燥天然气消耗量增加,进而加大了生产成本 。

因此, 对结晶器工艺控制条件的进一步探索和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多年来, 无论从基本原理

上还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 对生产工艺均未进

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探索,结晶器主要工艺参数

的调整尚未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由于工艺参

数主要依靠人为调整,其稳定性较差,使生产系

统难以维持良好的稳定性, 在 1×10
6
t结晶器

设备群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经过向国内相关高

等院校和结晶专家的咨询,认为现有的 1×10
6

t冷结晶工艺在产品粒度 、质量和收率方面均

存在很大的挖掘潜力,充分挖掘出这些潜力,采

用最佳的工艺运行参数,不仅有利于增强生产

系统的稳定性,更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粒度 、质量

和收率,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对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

1　光卤石分解 、氯化钾结晶原理

已有研究资料表明,光卤石的分解是层次

剥离和交替性溶解, 在光卤石分解过程中, 在

KCl溶解阶段, 溶液中 Mg
2+
和 K

+
浓度变化情

况是 CMg2+ >CK+;在 KCl结晶阶段, 溶液中

Mg
2+
和 K

+
浓度变化情况是 CMg2+ <CK+。随着

MgCl2溶解的进行, 溶液中 Cl
-
浓度增大, KCl

结晶析出 。当光卤石 MgCl2·6H2O脱去之后,

表面的 KCl一部分溶解进入溶液, 另一部分成

为晶体颗粒脱离光卤石表面。在低温范围内,

KCl结晶受表面反应控制, 而在较高温度范围

内又是受扩散控制的。这是因为在较低温度

下, KCl达到的饱和度较小, MgCl2溶解速度较

慢, KCl的结晶受光卤石溶解和结晶过程中的

表面反应控制。在温度较高时, 因 KCl达到的

饱和度较大,结晶主要受浓差■C的影响,扩散

的控制是主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光卤石分解 、

氯化钾结晶析出的粒度与分解溶液的过饱和

度 、温度有密切关系 。即光卤石被水分解时,

MgCl2迅速转入液相, 而 KCl同时进入液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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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达到饱和, 其过饱和度很大, 通过初级成

核,进而在一定过饱和度的推动下生长成氯化

钾晶体 。

2　氯化钾产品粒度控制因素

2.1　分解液过饱和度的控制

从理论上讲, 溶质自溶液中结晶析出 (生

成晶核和晶粒成长 )的推动力是结晶溶液的过

饱和度 。为了控制氯化钾的晶体粒度,必须有

效控制氯化钾晶体的一次成核速率, 即控制光

卤石的分解速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通

过控制分解液中结晶氯化镁的含量, 达到这一

目的。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当分解液中氯化镁

含量在 17% ～ 20%时,既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又

能保证产品的粒度。由此通过控制分解液氯化

镁的浓度,来控制光卤石的分解速度,这样也就

同时控制了光卤石分解和氯化钾结晶的速度,

由此控制了氯化钾的结晶粒度 。

2.2　控制结晶器底流 、溢流量及结晶器中分解

液的相对密度,提高晶体粒度及钾的回收率

　　将结晶器中分解液的相对密度控制在

1.226 ～ 1.272之间时, 使氯化镁在溶液中的含

量≥23%,分解料浆中氯化钠和氯化钾微粒在

结晶器中靠物料本身及悬浮液的物理特性逐渐

形成上下分层。在结晶器中氯化钠和氯化钾含

量 (质量分数 )相同情况下, 氯化钾晶体粒度远

远大于氯化钠的晶体粒度,因此,大的氯化钾颗

粒沉积在结晶器底部,小的氯化钠颗粒及硫酸

钙颗粒及悬浮物悬浮在结晶器的中上部。由于

结晶器底部料浆中固体浓度的提高, 限制了小

颗粒从结晶器底部排出的几率,因此,将底流料

浆浓度控制在 20%以上,使小颗粒杂质通过溢

流排出,从而提高了进入下一工序 (洗涤工序 )

的粗钾品位 。因此,控制结晶器的底流和溢流

量也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

2.3　控制结晶器中晶体的数量

根据结晶理论, 当晶核形成速度小于取出

产品晶粒数目速度时, 积存在结晶器中的晶核

数目就会逐渐减少,就会得到较大粒度的产品。

在实际生产中这是做不到的,事实上结晶器内

晶核的形成, 以及加料液中不可避免的微小质

点尘粒的存在, 都会引起成核 。为了保证产品

的粒度生长, 往往将多余的细晶定期排出或部

分连续排出,并将其溶解后再送返结晶器。

大部分结晶操作中,晶核的产生并不困难,

为得到一定粒度分布的产品,则需要仔细控制

结晶工艺条件, 因此结晶器操作要求严格。控

制结晶器分解液的相对密度 、细晶浓度 、液体的

搅拌速度,定时排出底流,因其结晶器中晶体粒

度的长大都有重要影响 。为在生产中得到一定

粒度分布的产品,必须要严格控制结晶器内细

晶的数量 。

3　结　论

通过生产实践,在 1×10
6
t钾肥生产线上,

通过控制结晶器内低钠光卤石分解液的相对密

度 、细晶浓度 、液体的搅拌速度,定时排出底流,

可间接控制结晶器中氯化钾的粒度, 当结晶器

内分解液相对密度平均在 1.226 ～ 1.272之间,

底流料浆浓度控制在 20%以上, 结晶器内粗钾

粒度 >0.2 mm的产品占 70.8%, 基本达到设

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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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actfactorsofcarnallitedecompositionandpotashcrystalsizeintheprocessofmegaton

potashproductioninQarhansaltlakearediscussed.Thebetterprocesstechnologyparametersarepresen-

ted.70% ofpotashcrystalsizebeingabove0.2 mm, thedesignstandardsofpotashsizewasachieved,

themoisturecontentofpotashproductwascutdown, anditsdesiccationcostwas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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