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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固体废弃物制备陶粒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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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固废大量堆存对大气、土壤、水体和生物圈产生污染和危害。陶粒是一种性能优异、应用广泛的新兴
材料。部分固废与陶粒原料的契合度很高，是极佳的陶粒基体材料，利用固废制备陶粒产品可规模化消纳利

用固废，同时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效益和可观的经济利益。通过文献调研，汇总了陶粒的国家标准指标要

求；从陶粒原料、生产工艺及其涉及的主要原理总结了陶粒制备的理论基础；列举并总结了陶粒的研究现状；

总结与展望了陶粒的行业发展与市场环境现状。利用固废制备陶粒已成为规模化消纳固废、资源化获取陶

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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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粒是一种具有一定强度、粒度多为５～２５ｍｍ
的规则球体或不规则的陶制颗粒。表面有一层坚硬

的外壳，内部多孔，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和水力特

性，强度高，密度小，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吸附截

污能力强，化学和热稳定性好，耐酸耐热，隔水保气，

保温隔热。陶粒被广泛应用于建材、园艺、食品饮

料、耐火保温材料、化工、石油等部门［１－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规定，固体废弃物（以下简称固废）是

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

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

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的气态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按产生

来源将其分为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矿业固

体废物和城市垃圾等。固废的大量堆存会侵占土

地，污染环境，破坏周边生态，影响社会与企业的发

展［６］。２０１６年仅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就高达
３５．４１亿ｔ，总堆存量达３００亿ｔ左右，每年由于固废
堆积造成环境生态损失可达１０００亿元以上［７］，固

废问题亟待解决。

　　粉煤灰、污泥等部分固废的主要成分为ＳｉＯ２和
Ａｌ２Ｏ３，与陶粒原料的成分要求相契合，且粒度小，用
作陶粒原料可以大大降低破碎磨矿成本，同时可以

消纳固废、保护生态环境，并且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１　陶粒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根据物理化学性质与功能的不同，陶粒可分为

人造粗集料、超轻陶粒、高强陶粒、水处理用滤料以

及石油压裂支撑剂陶粒。各类陶粒产品的相关指标

要求如表１、表２所示。人造粗集料要求较小的密
度同时兼顾强度与吸水率；超轻陶粒倾向于更低的

密度，堆积密度要求≤５００ｋｇ／ｍ３；高强陶粒要求更
高的强度，强度标号不得小于２５；水处理用滤料要
求更高的比表面积与孔隙率；石油压裂支撑剂陶粒

要求极高的抗压强度［８－１２］。

２　陶粒制备的原理与工艺
陶粒制备应当实现以下的几点：原料有适当而

均匀的成分，足够的细度，符合标准的成球，为生球

表１　主要陶粒产品的相关指标要求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分类 粒径／ｍｍ 堆积密度

／（ｋｇ·ｍ－３）
１ｈ吸水
率／％

筒压强

度／ＭＰａ空隙率／％ 其他重要标准 标准编号

水处理陶粒 ０．５～９．５ ≥８ ≥４０
破碎率与磨损率之和≤６％

盐酸可溶率≤２％
比表面积≥５０００ｃｍ２／ｇ

ＣＪ／Ｔ２９９－２００８
ＱＢ／Ｔ４３８３－２０１２

超

轻

陶

粒

一等品、

合格品

２００级

５～１０
５～２０

≤２００ ≤３０ ≥０．２

＞４３，≤４７

硫酸盐（按ＳＯ３计量）＜０．５％
含泥量＜２．０％

ＪＣ４８７－９２
ＧＢ／Ｔ１７４３１．１－２０１０

３００级 ＞２００，≤３００ ≤２５ ≥０．５
４００级 ＞３００，≤４００ ≤２０ ≥１．０
５００级 ＞４００，≤５００ ≤１５ ≥１．５

优等品 ２００级 ≤２００ ≤３０ ≥０．３

≤４３
３００级 ＞２００，≤３００ ≤２５ ≥０．７
４００级 ＞３００，≤４００ ≤２０ ≥１．３
５００级 ＞４００，≤５００ ≤１５ ≥２．０

人造陶粒轻集料

６００级

５～２５

＞５００，≤６００

≤１０

≥２．０

平均粒型系数≤２．０ ＧＢ／Ｔ１７４３１．１－２０１０

７００级 ＞６００，≤７００ ≥３．０
８００级 ＞７００，≤８００ ≥４．０
９００级 ＞８００，≤９００ ≥５．０

高强陶粒粗集料

６００级
５～２５

＞５００，≤６００
≤１０

≥４．０
７００级 ＞６００，≤７００ ≥５．０
８００级 ＞７００，≤８０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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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陶粒压裂支撑剂抗压强度要求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ｐａｎｔ

粒径规格／μｍ 体积密度／视密度／（ｇ·ｃｍ－３） 闭合压力／ＭＰａ 破碎室受力／ｋＮ 破碎率

３３５０～１７００（６／１２目）
２３６０～１１８０（８／１６目）
１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１８目）
１７００～８５０（１２／２０目）
１１８０～８５０（１６／２０目）
１１８０～６００（１６／３０目）

５２
５２
５２
５２
６９
６９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８５０～４２５（２０／４０目）
６００～３００（３０／５０目）

≤１．６５／≤３．００ ５２
６９

１０５
１４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８０／≤３．３５
５２
６９
８６

１０５
１４０
１７４

≤５．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８０／＞３．３５ ６９
８６

１４０
１７４

≤５．０％
≤９．０％

４２５～２５０（４０／６０目）
４２５～２１２（４０／７０目）
２１２～１０６（７０／１４０目）

８６
８６
８６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营造环境以产出成品陶粒。

２．１　陶粒制备原料成分
陶粒原料可分为成陶基体与外加剂两部分，如

表３所示［１３－１５］。成陶基体是陶粒原料的主要组成

成分，主要成分为 ＳｉＯ２与 Ａｌ２Ｏ３。成陶基体由早期
的黏土、页岩等不可再生资源逐渐向固体废弃物方

向发展，粉煤灰、污泥、赤泥、废石与尾矿、建筑垃圾

等皆可作为成陶基体；外加剂由功能的不同，可分为

助熔剂、发泡物质（引气剂）、胶凝剂、激发剂。

表３　陶粒原料组成与功能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类型 主要原料 功能

成陶基体
黏土、页岩、粉煤灰、

煤矸石、污泥、赤泥等

陶粒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陶粒

主体，是陶粒硬度的主要来源
外加剂 助溶剂 长石、石灰石、铁类氧化物等 参与固相反应，降低液态产生的温度

发泡物质（免烧陶粒

的引气剂）
ＳｉＣ、煤矸石、石灰石、有机物等 在焙烧或养护过程中持续均匀地产生气体

粘结剂 黏土、膨润土等
增加颗粒之间的粘结能力，增强柔韧性，使原料更容

易成球

胶凝剂 水泥、菱镁矿等
粘结原料的固体粉末颗粒，并在初始时保持一定的

塑形，养护过程逐渐凝固，增加陶粒强度

激发剂 石灰、石膏等
提高活性原料或者胶凝材料的活性与胶凝性，降低

胶凝材料的用量

２．２　陶粒制备工艺

２．２．１　烧结陶粒工艺
调节陶粒原料成分至设定成分并加入辅料，经

破碎—混料—造球—干燥—烧结—冷却，产出陶粒

成品。常见烧结陶粒工艺流程图如图１所示［１６－１７］。

通过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可以由成分、烧结

温度与时间的不同，产出两种性质差异较大的陶粒

产品，在焙烧温度较低（一般为９５０～１１００℃），焙
烧时间较短时产出的陶粒表面粗糙，有很多细微气

孔，比表面积大，膨胀系数小，密度偏高，硬度一般，

图１　烧结陶粒基本工艺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具有很好的吸附性；在焙烧温度较高（一般大于

１１００℃），焙烧时间长时产出的陶粒表面由一层釉
质层包裹，具有很高的硬度，内部呈多孔蜂窝状，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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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系数大，密度小，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具有很好的

隔绝性能，是一种极佳的轻质骨料。

２．２．２　免烧陶粒工艺
原料、辅料与胶凝材料经破碎，磨矿，混匀后造

球成型，再经养护后即可得到成品免烧陶粒。常见

免烧陶粒工艺流程如图２所示［１７］。

图２　免烧陶粒基本工艺流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ｆｒｅｅｆｉｒｉｎｇ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与烧结陶粒工艺相比，免烧陶粒没有焙烧流程，
取而代之的是养护流程，对能源的消耗会大大减少。

免烧陶粒在养护的过程中会产生气泡并发生凝结，

使免烧陶粒强度增加体积膨胀。但由于膨胀机制的

不同，免烧陶粒的强度与膨胀系数现阶段仍劣于烧

结陶粒，并且原料成本相对较高。

２．３　陶粒制备原理
陶粒制备的原理是在不同条件下，陶粒生球会发

生不同的物理与化学行为，使得陶粒形成特殊的结构，

达到所需要的功能。由制备工艺的不同，陶粒可被细

分为烧结陶粒、膨胀陶粒、烧结陶粒滤料、免烧陶粒、免

烧陶粒滤料五类，具体的原理如表４所示［１７－２５］。

表４　各类型陶粒的制备原理与主要特征
Ｔａｂｌｅ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陶粒类型 原理 主要特征

膨胀陶粒
在高温下产生均匀气体，同时产生具有一定黏度的液相，液相包裹生成的

气体生成气泡并冷却后液相凝固为固体形成蜂窝状多孔结构

膨胀系数高，表面釉质壳层包

裹，密度小，硬度高

烧结陶粒
高温下生球发生固相反应，体积收缩，生成玻璃相、莫来石相等，冷却后硬

度极高

无膨胀或负膨胀，密度高，硬度

高

烧结陶粒滤料

焙烧过程中产生均匀气体，生球内产生少量液相，不足以包裹生成的气

体，气体冲击或逸出，料球中形成大量相互贯通的孔隙，使陶粒形成多孔

结构，具备吸附性

表面粗糙多孔，比表面积大

免烧陶粒
在养护阶段引气剂产生气体，胶凝基体包裹产生的气体使得陶粒膨胀，胶

凝基体凝结和硬化使得陶粒具有一定强度

具有一定的硬度与膨胀性，密度

相对膨胀陶粒高

免烧陶粒滤料 添加膨胀珍珠岩等具有孔状结构的原料，养护后表面形成大量微孔
表面粗糙多孔，比表面积大，但

较烧结陶粒滤料低

３　固废陶粒的研究进展
陶粒的原料最初是黏土页岩等，由于黏土页岩

的不可再生性，黏土陶粒和页岩陶粒正逐渐淡出市

场。陶粒原料对成分的质量要求为：ＳｉＯ２５３％ ～
７９％，Ａｌ２Ｏ３ １２％ ～１６％，熔 剂 氧 化 物 ８％ ～
２４％［２６］。在此范围内均可烧成具有膨胀性的陶粒。

部分固体废弃物由于其成分符合或者接近陶粒生产

所需成分，从理论上可以作为陶粒的原料，这些固废

包含煤矸石、粉煤灰、部分废石尾矿、污泥、赤泥等，

具体研究总结如表５所示。总体看来，能作为陶粒
原料的固废成分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具有一致性：主

要成分为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另外还含有钙、铁、钾、钠、镁
和少量重金属物质等。

作为陶粒基体材料的固废在成分上与陶粒原料

所需成分相接近，但又各有偏差，需与其他粉料掺配

以达到适当的成分，才能制备指标优良的陶粒。粉

煤灰的成分与陶粒原料所需成分极为契合，其主要

成分为 ＳｉＯ２含量 ５２％ ～６５％，Ａｌ２Ｏ３含量 １６％ ～
３６％，除此之外还有 Ｆｅ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ＭｇＯ、ＴｉＯ２
等，因此粉煤灰陶粒制备过程中仅添加少量粉煤灰、

废渣等。其他类型的固废由于成分与陶粒原料所需

成分契合度稍差，为了调整成分配比，在制作陶粒时

大都掺加了黏土、页岩、粉煤灰等不可再生材料或价

格偏贵的原料，某些固废陶粒中黏土掺加量甚至超

过５０％，这使得在消纳固废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黏
土、页岩等不可再生资源，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绿色

工业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中也有部分学者仅使

用多种固废进行配比以达到陶粒原料的要求，并制

得指标良好的陶粒。郭夙琛［７３］等使用石英尾矿、水

处理厂污泥、河道底泥与浮选脱硫废渣烧制出强度为

５．１１　ＭＰａ，吸水率为１１．７％，堆积密度为９１３　ｋｇ／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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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固废制备陶粒的研究现状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

类型 原料 试验 产品指标及成果 备注 参考文献

粉煤灰、

煤矸石

陶粒

煤矸石、玻璃

粉

将煤矸石和玻璃粉研磨后制成空心

微珠，经过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

最佳强度 ３２７．５Ｎ，最低吸水率为
４６％，最低表观密度５９５ｋｇ／ｍ３

玻璃软化温度为

６００℃左右，因
此实现低温烧结

李志君等
［２７］

煤矸石、黏土、

高分子聚合物

用不同的成型方法与升温速率制备

陶粒滤料

在不同的条件下都能得出性能优良

的陶粒滤料；得出了孔径的变化规

律
李国昌等

［２８］

煤矸石、粉煤

灰、混合料、甲

基纤维素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烧制陶粒，采用

正交试验探究了最佳成分配比与焙

烧制度

确认了最佳成分配比与焙烧制度，

并得出预热时间影响陶粒孔径的结

论

未在最佳条件下

制备陶粒
张西玲等

［２９］

粉煤灰、黏土、

石灰石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对温

度和助熔系数对陶粒的影响进行探

究试验

探究了在不同温度下生球内物象的

变化，陶粒产品筒压强度达到６．３
ＭＰａ，表观密度为１．６ｇ／ｃｍ３

李亮
［３０］

粉煤灰、钢渣、

黏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支撑

剂，考察了物料配比对烧成陶粒性

能的影响

制得陶粒支撑剂堆积密度 ８００～
１２００ｋｇ／ｍ３，筒压强度７～１３ＭＰａ 向晓东等

［３１］

粉煤灰、水泥、

膨胀珍珠岩等

采用免烧陶粒工艺，在普通粉煤灰

免烧陶粒原料基础上加入膨胀珍珠

岩和界面改性剂

最佳条件下堆积密度为６３７ｋｇ／ｍ３，
筒压强度１．７ＭＰａ，吸水率７．４％，
有很好的吸音效果

朱万旭等
［３２］

粉煤灰、煤矸

石、硬脂酸、硼

砂

采用焙烧陶粒工艺，研究粉煤灰 －
煤矸石比对陶粒指标的影响

最佳煤矸石 －粉煤灰比为７３，陶
粒抗压碎强度为１０９．５６４Ｎ，气孔率
４１．５８％

杨艳茹等
［３３］

废 石与

尾矿陶

粒

低硅铁尾矿、

黏土、煤粉和

ＫＤ粉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了造孔剂

选择、物料配比和焙烧制度对烧成

陶粒性能的影响

在条件下烧制出符合国家标准的

９００级粗集料，焙烧过程中有碱玄
岩

主要原料硅含量

低，仅为２９．０６％ 王德民等
［３４］

矿山剥离红黏

土、普通黏土、

石灰石、煤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了物料配

比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

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符合国家标准

５００级陶粒要求 贾晓钊等
［３５］

铜尾矿、长石、

白云石、废弃

土、水玻璃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进行物料配比、

粉磨试验、造粒试验以及烧结制度

正交试验

在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堆积密度为

８７４ｋｇ／ｍ３，筒压强度为７．５ＭＰａ，吸
水率２．１％

杨航等
［３６］

商洛金尾矿、

黏土、长石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了物料配

比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

响

最终制得高强陶粒的筒压强度为

１０．２Ｍｐａ，堆积密度为７６２ｇ／ｃｍ３，
吸水率为２．６％

尾矿制备８００级
高强陶粒

赵威等
［３７］

商洛矾尾矿、

钾长石、黏土、

ＳｉＣ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单因素试验研

究了尾矿、ＳｉＣ含量及焙烧制度对
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堆积密度６３１
ｋｇ／ｍ３，筒压强度９．１ＭＰａ，吸水率
３．１

赵威等
［３８］

火山灰、金尾

矿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了物料配

比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

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筒压强度２１．３
ＭＰａ，堆积密度为 ８４３ｋｇ／ｍ３，吸水
率为９．３％

张其勇等
［３９］

页岩、红土镍

尾矿、外加剂、

木屑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筒压强度５．２
ＭＰａ，堆积密度为 ６８６ｋｇ／ｍ３，吸水
率为５．１％

使用大量的页岩

（含量为５０％） 邹伟娣等
［４０］

铁尾矿、炉渣、

粉煤灰、石灰

石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滤料，

研究物料配比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

粒性能的影响

制得陶粒滤料孔隙率３１．０７％，对污
水的浊度去除率为 ６４．０２％，ＣＯＤ
去除率最高可达７９．４８％

张学董等
［４１］

金尾矿、粉煤

灰、煤粉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焙烧制度

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焙烧温度 １１５０℃条件下陶粒堆积
密度为７３６ｋｇ／ｍ３，筒压强度为４．３
ＭＰａ。吸水率为７．９％

段美学等
［４２］

铁尾矿、粉煤

灰、污泥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原料配比

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制得符合国家标准的

７００级粗集料 杜芳等
［４３］

铁磁选尾矿、

粉煤灰、二氧

化硅、木炭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制得符合国家标准的水

处理用陶粒
ＺｈａｏＱ等［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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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类型 原料 试验 产品指标及成果 备注 参考文献

白云鄂博尾

矿、Ｃ＆Ｄ废料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通过试验得出两部分原料在烧结过

程中的功能，证实了白云鄂博尾矿

和Ｃ＆Ｄ废料可作为陶粒原料
ＷａｎｇＣ等［４５］

磷尾矿、层岩、

页岩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得出了焙烧制度对陶粒磷含量、吸

水率和强度的影响规律，并得出了

最佳烧结制度
ＹａｎｇＹＨ等［４６］

污 泥陶

粒

电镀污泥、黏

土、粉煤灰、玻

璃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了原料配

比和煅烧温度对陶粒滤料理化性质

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比表面积为２．１７５
ｍ２／ｇ，孔隙率为４４．５％，盐酸可溶率
为０．４１％，可作为滤料

使用大量的黏土

（含量为５５％）。
比表面积高出过

国标要求的４倍

彭明国等
［４７］

湖泊底泥、沼

气 渣、Ｆｅ２Ｏ３
粉末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探讨了 Ｆｅ２Ｏ３
粉末添加量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

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４８９．４９
ｋｇ／ｍ３，１ｈ吸水率为 ３．７３％，适量
Ｆｅ２Ｏ３的加入能有效地改善陶粒的
孔结构

吴世明等
［４８］

污泥、煤矸石

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探讨了煤矸石

掺量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污泥最高掺配量可达６０％，可制得
６００～９００级陶粒，但吸水率过高，超
出国家标准规定

支楠等
［４９］

城市污泥、玻

璃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烧成符合国家标准的６００级轻质陶
粒

曲烈等
［５０］

污水厂污泥、

河道淤泥、粉

煤灰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烧成符合工业废渣轻集料标准的

６００级陶粒
原料全是固体废

弃物组成
刘爽等

［５１］

污泥、黄土、膨

润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分析了孔隙结

构对污泥陶粒的物理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 ２５７
ｋｇ／ｍ３，吸水率为２１％，筒压强度为
０．７４Ｍｐａ，孔结构的均匀程度陶粒
的筒压强度和松散密度

王乐乐等
［５２］

污水厂污泥、

海泥、石灰石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 ５６３
ｋｇ／ｍ３，吸水率为１５．６２％，筒压强度
为５．３５Ｍｐａ

刘洋洋等
［５３］

东湖淤泥、铁

尾矿、活性炭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 ４２３
ｋｇ／ｍ３，吸水率为１３．３４％ 刘晨等

［５４］

城市污泥、炼

钢废渣等

利用炼钢废渣对城市污泥进行脱

水，并进一步烧制出轻骨料陶粒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 ８０５
ｋｇ／ｍ３，筒压强度为６．０Ｍｐａ 陈伟等

［５５］

污染底泥、垃

圾焚烧灰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陶粒堆积密度为 ７３５
ｋｇ／ｍ３，吸水率１５．３％，筒压强度为
４．５６Ｍｐａ。得出重金属浸出规律

魏国侠等
［５６］

粉煤灰、污泥、

黏土、煤粉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分别探究了作为建筑骨料和水处理

滤料情况下，原料成分的配比与焙

烧制度
邵青等

［５７］

污泥约、粉煤

灰、膨润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通过正交试验

确定最佳物料配比和焙烧制度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堆积密度５２０
ｋｇ／ｍ３，比表面积５．０１ｍ２／ｇ，筒压强
度３．０５ＭＰａ

苏子艺等
［５８］

太湖竺山湾底

泥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焙烧制度

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表观密度可以达到０．８
～０．９ｇ／ｃｍ３

仅使用底泥做陶

粒原料
章丹等

［５９］

造纸厂污泥、

粉煤灰、硅藻

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在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堆积密度为

７４０ｋｇ／ｍ３，吸水率３９．０３％，孔隙率
４９．４９％，筒压强度４．７３Ｍｐａ

ＱｉｎＪ等［６０］

粉煤灰、水厂

污泥、牡蛎壳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物料配比

和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孔结构和对

人工湿地磷的固化性能的影响

在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对磷的最大

吸附量为４．５１ｍｇ／ｇ，磷去除率高达
９０％

ＣｈｅｎｇＧ等［６１］

脱水污泥、粉

煤灰、河流底

泥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滤料，

研究物料烧结过程中的膨胀行为

制备出符合国家标准的滤料陶粒产

品，探究出烧失率、膨胀程度与温度

之间的关系
ＬｉＴＰ等［６２］

浚流底泥、混

凝土等

采用免烧陶工艺，在轻骨料生球外

包裹混凝土外壳

未处理陶粒的筒压强度为 ０．２７
Ｍｐａ，包裹混凝土外壳后陶粒的筒
压强度高达２．４６ＭＰａ，解决了陶粒
水化和强度低的问题

ＰｅｎｇＸ等［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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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类型 原料 试验 产品指标及成果 备注 参考文献

污水污泥、河

流沉积物等

在以往污泥和河流沉积物制备陶粒

的基础上探究碱性助熔物（Ｆｅ２Ｏ３、
ＣａＯ和 ＭｇＯ）和基体氧化物（ＳｉＯ２
和Ａｌ２Ｏ３）的质量比（Ｋ）对陶粒指标
的影响

结果表明 Ｋ值影响陶粒的堆积密
度，筒压强度以及重金属的浸出，并

且得出了最佳的Ｋ值区间
ＬｉｕＭＷ等［６４］

污泥、水玻璃、

黏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烧结温度对

污泥陶粒特性的影响，原料配比为

干污泥／水玻璃 ＝３３％，水玻璃／黏
土＝１５％

此配方下污泥陶粒在１０００℃下生
成均匀细孔且表面光滑，为最佳烧

结温度。得出了不同温度下的结晶

情况

Ｇ．Ｒ．Ｘｕ等［６５］

水 库 底 泥、

ＣａＦ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陶粒滤料，

研究ＣａＦ的添加量与烧成温度的关
系，节约能源

使得污泥陶粒的烧成温度降低２００
℃，为含ＣａＦ污泥的回收利用指出
方向

ＷｅｉＹＬ等［６６］

赤 泥陶

粒

赤泥、酒精废

液、ＡｌＣｌ３、玻璃
粉、蔗渣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考察各制备因

素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平均硬度为

１５２．８Ｎ，显气孔率为４３．０４％，磨损
率为１．５８％

费欣宇等
［６７］

赤泥、水厂污

泥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水体除用陶

粒，考察原料配比与被烧制度对烧

成陶粒除砷性能的影响

最佳条件下烧成陶粒对砷离子的去

除率可达到９０％以上 陈新年等
［６８］

渣土、废

渣陶粒

工程渣土、粉

煤灰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原料配比

与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烧成陶粒能达到９００级陶粒的国家
标准

张腾飞等
［６９］

城市渣土、粉

煤灰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原料配比

与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烧成陶粒能达到８００级陶粒的国家
标准，堆积密度７２９ｋｇ／ｍ３，吸水率
１．７％，筒压强度４．６ＭＰａ

高瑞晓等
［７０］

城市渣土、粉

煤灰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研究原料配比

与焙烧制度对烧成陶粒性能的影响

烧成陶粒能达到７００级陶粒的国家
标准，筒压强度４．３～４．９ＭＰａ 季维生

［７１］

工业钨渣、硅

藻土

采用烧结陶粒工艺制备水处理滤料

用于重金属废水的处理，研究了陶

粒在废水中对铜离子的吸附行为

所烧制陶粒内外孔结构丰富，对

Ｃｕ２＋的吸附容量达到９．４２１ｍｇ／ｇ，
３０３Ｋ时铜去除率为９４．２１％

ＪｉｎｇＱＸ等［７２］

的陶粒，虽只满足１０００级工业废渣陶粒标准，但是
一次不错的尝试；魏国侠［５６］等采用疏浚污染底泥与

垃圾焚烧灰混合烧制陶粒，最佳条件下烧制的陶粒

筒压强度为４．５６ＭＰａ、吸水率为１５．３％，堆积密度
为７３５ｋｇ／ｍ３，且符合重金属浸出标准；符勇［７４］等利

用焦作市三大固体废物赤泥、铝土尾矿、污泥烧制陶

粒，烧制出符合国家标准的７００级高强陶粒与９００
级高强陶粒，最大筒压强度为１６．１９ＭＰａ。

固废制备的陶粒密度普遍偏高，密度等级多为

６００级与７００级甚至更高等级，少有小于５００级的
超轻陶粒。密度偏高会限制陶粒在轻质材料方向的

应用，限制陶粒的销出途径，同时高密度的陶粒价格

低廉，产品附加值低。

中建三局蔡爽［７５－７６］等以东湖淤泥为基本原料

制备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陶粒：超轻陶粒和高强陶粒，

最终制得了表观密度为 ０．３９４ｇ／ｃｍ３、吸水率为
１３．８９％、显孔隙率为５．４７％的淤泥超轻陶粒和表
观密度为１．０３２ｇ／ｃｍ３、吸水率３．８７％、单颗粒强度

８．１６ＭＰａ的淤泥－粉煤灰高强陶粒。
除了常见的陶粒外，近年来新兴陶粒研究也逐

渐多了起来，例如相变储能陶粒［７７－７８］、特性吸附陶

粒［７９］、脱色陶粒［８０］、吸音陶粒［８１］、微生物载体陶

粒［８２］等。这些陶粒因为经过了特殊处理，所以具备

这些特殊的功能。例如相变储能陶粒中封装了相变

材料，特性吸附陶粒进行过表面改性或者加入表面

涂层，脱色陶粒经历过活化处理，吸音陶粒表面孔结

构进行过优化，微生物载体陶粒进行过表面改性。

这些类型的陶粒生产量少，工艺复杂，价格高，陶粒

高附加值化是未来陶粒研究的热点。

４　我国固废陶粒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陶粒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引进中国，先经历了三

十年的不稳定与萎靡期，后而逐渐兴起，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陶粒生产量情况如图３所示［８３－８７］。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３０年间是
一段曲折的探索时期，我国１９８５年所生产的陶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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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陶粒生产量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主要为页岩陶粒、粉煤灰陶粒与黏土陶粒，年产量不

足３０万ｍ３，不及当时美国陶粒产量的３％，生产厂家
仅３０余家，并且由于成本高、投资少、技术落后、设备
老旧、生产效率低下等原因，陶粒产品一度滞销。

２１世纪初，陶粒的生产量逐步突破４００万 ｍ３，
２００３年我国陶粒年产量为２３０万ｍ３，约为当时美国
陶粒产量的 ２１％（美国当时的陶粒年产量约为
１８００万ｍ３），陶粒生产厂家增加到１２０多家，约１６０
条生产线，所生产陶粒种类齐全，功能多样。在政策

上大力支持与推广陶粒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对使用

固废制备陶粒的厂家给予政策优惠。陶粒的生产结

构发生调整，传统页岩、黏土陶粒生产占额相对减

少，粉煤灰陶粒生产占额相对增加，污泥陶粒开始兴

起。陶粒的生产开始标准化，部分陶粒的相关国家

标准文件开始施行，学者们开始对陶粒的力学性能、

试验研究以及测量方法进行了数理统计与评估，为

后续补充陶粒相关的国标文件打好基础。

近年来，我国陶粒原料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固废

陶粒的比例明显增加，其中城市建筑废弃土陶粒和

污泥陶粒的市场份额明显增长，某调研数据显示：有

１８家企业（占所有调研企业的７２％）生产建筑废弃
土为主要原料的陶粒，有１５家（占所有调研企业的
５２％）在陶粒原料中掺加了２５％ ～３０％的污泥，政
策上的优惠使得固废在陶粒上的使用量大大增加，

部分厂家开始尝试使用作物秸秆，稻壳糠麸等有机

质作为陶粒原料之一，降低能耗与成本的同时消耗

了农业废弃物。同时，单一黏土原料的陶粒企业只

剩下零星几家，页岩陶粒得到发展，但是由于城市建

筑废弃土陶粒和污泥陶粒的加入，页岩陶粒在全国

陶粒生产量占比有减无增，粉煤灰陶粒的性能局限

性导致粉煤灰陶粒减产，煤矸石陶粒开始崭露头角。

这些陶粒原料结构的调整大体上在往固废为陶粒主

要原料的方向靠拢，固废陶粒增多，黏土页岩等资源

的消耗量减少，这种陶粒原料结构的调整符合国情

与发展趋势，正确的政策导向和结构调整会促使陶

粒行业健康发展。

陶粒生产的产业化与规模化需求促使了陶粒的

生产设备向大型化、自动化发展，旧、小、耗能高的陶

粒生产设备逐渐被淘汰。以回转窑为例，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陶粒刚引进至我国时所使用回转窑型号为 φ
０．７８×１７ｍ与φ１．０×１０ｍ，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建成φ
０．９３／１．１６×２１ｍ的回转窑，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出现双
筒回转窑，到近年来，φ１．０ｍ及以下的回转窑相继被
淘汰，出现了 φ３．０ｍ的大型回转窑并已投入使用。
除此之外，其他流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新型设备，如高

效双轴搅拌机、差速双轴混炼机、对辊造粒机、竖式冷

却机等，并且部分企业实现全线自动化生产。

但陶粒的销量并不可观：陶粒行业的内部竞争，

陶粒市场同质化导致陶粒市场出现产能过剩的问

题，企业在２０１６年的销售量较２０１５年下降２０％ ～
４０％，在产能过剩、销量低下的情况下，陶粒的价格
也开始下调，部分厂家陶粒出厂价格甚至低至市场

平均价格的８０％。陶粒滞销问题与陶粒市场环境
急需解决与改善。

在未来，为顺应国家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工业

要求，陶粒原料结构更加倾向于固废，对黏土页岩等

非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将会更少，煤矸石陶粒、污泥陶

粒、废石与尾矿陶粒将逐渐成为主流；老旧落后、设

计不当以及能耗过高的生产线将被逐渐淘汰，精确

设计、环境友好、生产效率高、产品多样的生产线将

逐渐建成与投产，更多大型、先进、自动化的陶粒生

产设备将取代陈旧落后的设备；在政策推进力作用

下，陶粒市场打破僵局只是时间的问题，政策的推进

力应具体表现在加强陶粒产品质检，避免强度过低、

密度过高的陶粒产品的产出，合理优化陶粒产品市

场调度，鼓励领域内自产自销，避免恶性地域竞争，

鼓励和支持建筑行业使用陶粒代替或部分代替传统

骨料，除了增加陶粒在建筑行业的使用量之外，也应

当鼓励陶粒在食品安全、石油化工、环境绿化等领域

的应用，发展陶粒的高附加值应用，例如对陶粒的二

次加工如表面改性、裹层、化学处理等使陶粒具备特

殊吸附性、独特的表面结构等新的性能，增加陶粒的

销售价格。陶粒需求量的增加与陶粒的高值化将从

根本上解决陶粒滞销与低价问题，企业盈利后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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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生产线更迭，使陶粒质量上升，推动陶粒的应用于

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５　结 语
（１）固废制备陶粒是一种极佳的固废综合利用

方式。固体废弃物是一种产生量大同时处理难度较

高的环境污染物，部分固废与陶粒原料想契合，可以

用于制备陶粒，从而被大批量消纳，一定程度上解决

由固废堆存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和企业管理问

题，同时改变了固废直接应用于建筑，回填等低附加

值应用现状。

固废制备陶粒的理论、技术、装备都趋于成熟。

固废陶粒由其消纳的固废种类不同可分为粉煤灰陶

粒、废石与尾矿陶粒、污泥陶粒、赤泥陶粒、废渣与渣

土陶粒五大类。上述固废的成分在与陶粒原料的理

论成分相接近，掺加部分其他固废、页岩、黏土或者

玻璃粉即可制备合格的陶粒原料。陶粒制备工艺流

程，产品检测均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陶粒的制备工

艺有烧结陶粒工艺与免烧陶粒工艺两种；发布了众

多陶粒相关的国标文件规定了陶粒的指标与检测标

准。陶粒生产设备也相应得到发展，出现很多先进

设备，并出现越来越多的全线自动化生产线。

（２）固废陶粒相较于传统陶粒具有大量优势，
主要表现在环境效益、原料价格、原料处理成本与政

策优惠方面。

传统陶粒使用不可再生资源页岩与黏土作为主

要原料，消耗自然资源，而固废陶粒使用固废作为主

要原料，不消耗或者极少消耗页岩黏土资源，同时消

纳大量固废，解决固废堆存带来的一系列环境与社

会问题；相较页岩与黏土，固废如废石与尾矿、赤泥、

污泥、渣土等都是废弃物，可以免费获得，不需要负

担原料费用；页岩与黏土在采矿后需将经过两段破

碎与磨矿后才能达到陶粒原料所需要的粒度，消耗

大量能源，原料处理流程复杂且成本高，而如尾矿、

赤泥、污泥等粒度小的固废材料仅需要打散、磨矿或

者干燥即可使用，减少了设备基础投资，能源消耗，

减少了原料处理成本；国家鼓励、支持采取有利于保

护环境的集中处置固体废物的措施，使用固废制备

陶粒将享受政策优惠。

（３）在未来，陶粒行业在陶粒的原料结构、生产
线、生产设备、产品方案与陶粒市场都将有长足发展。

在国家推行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下，陶粒的原料将更多的向固废倾斜，更多种类的固

废将被开发利用至陶粒原料中来；小、旧与不合理生

产线必将逐渐淘汰，经过专业设计的结构合理，产品

多样，高自动化，节能环保，产值适当的生产线将逐

渐建成投产；陶粒生产设备也将向大型化、智能化、

多功能化与节能减排化方面发展；陶粒产品会更加

多样，在现有建筑骨料、墙体材料、食品安全和饮用

水、绿植园艺、工业滤料、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应用外，

还将应用于特种功能材料、污水处理、土壤治理、催

化剂与微生物载体等；现阶段陶粒行业市场环境并

不理想，陶粒的产出大于需求，行业内部恶性竞争，

地域产能不合理，使得陶粒滞销，价格下滑，通过国

家积极调配与生产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通过政策

激励、市场调度与陶粒生产改良与应用领域扩展，陶

粒行业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将走出困境，迎来另

一个春天。

参考文献：

［１］邓绍云．国内陶粒骨料混凝土研究现状与展望．《工业建筑》
编委会、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Ｃ］北京：工业建筑杂
志社，２０１８：４．

［２］严帅帅，钱清华，张雪雯，等．陶粒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发
展现状［Ｊ］．四川建材，２０１８，４４（６）：１－３，１３．

［３］陈志纯，李应权，扈士凯，等．我国陶粒泡沫混凝土发展现状
［Ｊ］．混凝土世界，２０１７（１１）：２４－２６．

［４］范锦忠．我国人造轻骨料及其制品生产、应用现状及发展方
略［Ｃ］／／中国硅酸盐学会房屋建筑材料分会轻骨料及其制
品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轻骨料及轻骨

料混凝土专业委员会、台湾中华节能轻质骨材混凝土推广

协会．２００４“第七届全国轻骨料混凝土学术讨论会”暨“第一
届海峡两岸轻骨料混凝土产制与应用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中国硅酸盐学会，２００４：３．

［５］罗立群，涂序，周鹏飞．污泥陶粒的制备与应用动态［Ｊ］．中
国矿业，２０１８，２７（１１）：１５１－１５７．

［６］杨慧芬，张强．固体废物资源化（第二版）［Ｍ］．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中国工业固废网．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大宗工业固废废物综合利
用产业发展报告［Ｄ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ｌｙｉｎｇａｓｈ．ｃｏｍ／ｂａｓ
ｉｃ／ｌｉｓｔｃｋ．ｐｈｐ？ｃｉｄ＝１＆ｉｄ＝６１１７，２１８－０４－０５．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ＣＪ／Ｔ２９９－２００８水处
理用人工陶粒滤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ＱＢ／Ｔ４３８３－２０１２陶粒滤
料［Ｓ］．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ＪＣ４８７－９２超轻陶粒和陶砂［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ＧＢ／Ｔ１７４３１．１－２０１０轻集料及其试验方
法第一部分：轻集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Ｑ／ＳＨ００５５１－２００７压裂用陶粒支

·８４１·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９年



撑剂技术要求［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杨时元，杨芳洁．陶粒原料浅析（一）［Ｊ］．砖瓦世界，２０１０

（７）：４５－５４．
［１４］唐绍春，江涛，潘志超，等．建筑淤土制备免烧陶粒的可行

性研究［Ｊ］．山西建筑，２０１４，４０（２８）：１１６－１１７．
［１５］罗健．钛矿渣免烧轻质陶粒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Ｄ］．绵

阳：西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７．
［１６］蔡昌凤，褚倩，王玉莲．粉煤灰／工业污泥烧结陶粒的制备

与应用［Ｊ］．上海环境科学，２００６（２）：５１－５４．
［１７］李天鹏．新型陶粒的制备、表面改性及处理模拟废水机制

研究［Ｄ］．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１７．
［１８］丁庆军，王承，黄修林．污泥页岩陶粒的焙烧膨胀机理探讨

［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４，４１（１１）：１－４，８．
［１９］洪盟峰．以ＴＡ－ＭＳ、ＸＲＤ、及ＩＣＰ－ＡＥＳ探讨淤泥轻质骨材

的烧成影响因素［Ｃ］／／中国硅酸盐学会房屋建筑材料分会
轻骨料及其制品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

轻骨料及轻骨料混凝土专业委员会、台湾中华节能轻质骨

材混凝土推广协会、宜昌市土木建筑学会．“第八届全国轻
骨料及轻骨料混凝土学术讨论会”暨“第二届海峡两岸轻

骨料混凝土产制与应用技术研讨会”论文集．宜昌：中国硅
酸盐学会，２００６：１０．

［２０］李福洲，张琴琴．轻烧铝矾土对陶粒支撑剂烧结机理的影
响［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７）：３２－３６．

［２１］曲烈，王渊，杨久俊，等．城市污泥 －盐渍土高强陶粒制备
及烧胀机理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６，４３（２）：４７－５１．

［２２］林慧，宋晓岚．利用赞比亚铜尾矿制备高强陶粒及其机理
研究［Ｊ］．陶瓷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４）：４０４－４０８．

［２３］周靖淳．免烧及烧结污泥陶粒滤料的开发及应用技术研究
［Ｄ］．武汉大学，２０１７．

［２４］吴小缓，廖述聪，何仕均，等．水处理用陶粒滤料的研究现
状［Ｊ］．粉煤灰综合利用，２０１５（３）：４９－５２．

［２５］徐亚红．页岩气油基钻屑降解固化处理及其制备免烧陶粒
的技术研究［Ｄ］．西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８．

［２６］ＲｉｌｅｙＣＭ．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ｂｌｏａｔｉｎｇｏｆ
ｃｌａｙ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６，３４
（４）：１２１－１２８．

［２７］李志君，苏振国，李亮，等．空心微珠轻质陶粒的制备与性
能［Ｊ］．硅酸盐学报，２０１７，４５（３）：３８４－３９２．

［２８］李国昌，王萍，魏春城．煤矸石陶粒滤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Ｊ］．金属矿山，２００７（２）：７８－８３．

［２９］张西玲，陈林，向芸，等．利用煤矸石制备陶粒的配比和烧结
制度的试验研究［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５，３４（８）：２３７１－２３７５．

［３０］李亮．粉煤灰陶粒制备试验研究［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７，３６
（５）：１５７７－１５８１，１５８９．

［３１］向晓东，唐卫军，江新卫，等．高强钢渣陶粒特性试验研究
［Ｊ］．矿产综合利用，２０１８（１）：９６－１００．

［３２］朱万旭，酆磊，周红梅，等．新型免烧粉煤灰陶粒的研制及
应用浅析［Ｊ］．混凝土，２０１７（５）：５９－６２．

［３３］杨艳茹，麻永林，王杰，等．煤矸石掺量对粉煤灰多孔陶粒
的性能影响［Ｊ］．内蒙古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６（２）：１８７－
１９０．

［３４］王德民，胡百昌，储腾跃，等．低硅铁尾矿制备建筑陶粒及
其性能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６，４３（２）：３６－３８，５１．

［３５］贾晓钊，雷国元，余晓东，等．利用矿山废弃高塑性红黏土

制备轻质陶粒的研究［Ｊ］．金属矿山，２０１８（４）：１９２－１９６．
［３６］杨航，李伟光，叶力佳，等．山西某碱铝硅质型铜尾矿制备

高强陶粒的正交试验研究［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８（２）：
１１８－１２２，１２９．

［３７］赵威，王竹，黄惠宁，等．金尾矿基轻质高强陶粒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Ｊ］．人工晶体学报，２０１８，４７（６）：１２６６－１２７１．

［３８］赵威，王彬宇，周春生，等．商洛钒尾矿烧制轻质高强陶粒
的研究［Ｊ］．人工晶体学报，２０１７，４６（９）：１８５８－１８６３．

［３９］张其勇，徐郡，赵蔚琳．轻质陶粒的制备与性能研究［Ｊ］．砖
瓦，２０１８（８）：１８－２２．

［４０］邹伟娣，潘荣伟，谭旭升．利用红土镍尾矿制备陶粒试验研
究［Ｊ］．大众科技，２０１５，１７（１２）：２３－２５．

［４１］张学董，朱晓丽，么琳，等．高掺量铁尾矿陶粒滤料的制备
［Ｊ］．科技创新与应用，２０１４（１５）：２６－２７．

［４２］段美学，闫传霖，赵蔚琳．金尾矿焙烧陶粒的制备［Ｊ］．砖
瓦，２０１４（７）：５２－５５．

［４３］杜芳，刘阳生．铁尾矿烧制陶粒及其性能的研究［Ｊ］．环境
工程，２０１０，２８（Ｓ１）：３６９－３７２，４０２．

［４４］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ｇ，ＸｕｅＪｉｌａｉ，ＣｈｅｎＷｅｎ，ｅｔａｌ．Ｚｅｒｏ－ｗａｓｔｅｒｅｃｙ
ｃ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ｎｉｃｋｅｌ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ｕｅ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ｓ，２０１９，７２（４）：
１０７５－１０８５．

［４５］Ｗ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ｎｘｉｎ，Ｄａｎｇ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Ｃ＆Ｄ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ｂａｉｙｕｎｅｂｏ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Ｊ］．Ｐｒｏｃｅ
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３１：２１１－２１７．

［４６］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ｈａｏ，ＷｅｉＺｕｏａｎ，ＣｈｅｎＹｕ－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ｍｉｎ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ｃｅｒａｍｉｓｉｔｅ［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５５：１０８１－１０９０．

［４７］彭明国，葛秋凡，李美娟，等．利用电镀污泥制备水处理用
陶粒滤料［Ｊ］．电镀与涂饰，２０１８，３７（３）：１４２－１４６．

［４８］吴世明，雷翅，张鹏，等．烧结制度和氧化铁含量对轻质多
孔陶粒相关性能的影响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８，４５
（４）：９－１２，１２３．

［４９］支楠，刘蓉，宋方方．煤矸石污泥陶粒烧胀性能研究［Ｊ］．砖
瓦，２０１６（７）：１４－１７．

［５０］曲烈，王渊，杨久俊，等．城市污泥 －玻璃粉轻质陶粒制备
及性能研究［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６，３５（３）：９７０－９７４，９７９．

［５１］刘爽，支家强，吴鹏，等．污水厂污泥与河道淤泥联合烧制
陶粒的技术研究［Ｊ］．砖瓦，２０１７（７）：１８－２４．

［５２］王乐乐，杨鼎宜，艾亿谋，等．污泥陶粒的烧制与孔结构研
究［Ｊ］．混凝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１．

［５３］刘洋洋，夏霆，王世祥．城市污水厂污泥与海泥制备陶粒的试验
研究［Ｊ］．工业安全与环保，２０１６，４２（３）：１８－２１．

［５４］刘晨，朱航，何捷，等．利用铁尾矿砂和活性炭制备轻质淤泥
陶粒的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１２）：２３－２７．

［５５］陈伟，朱才岳，耿健．城市污泥外掺炼钢废渣制备陶粒［Ｊ］．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２０１５，２８（３）：１２－１４．

［５６］魏国侠，王承智，孙磊，等．污染底泥与焚烧飞灰混烧陶粒
实验研究［Ｊ］．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５，３８（２）：１３４－１３８．

［５７］邵青，周靖淳，王俊陆，等．粉煤灰与污泥制备陶粒工艺研
究［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１５（４）：１３８－１４２．

［５８］苏子艺，余江，王慈，等．生活污泥制备轻质高比表面积陶
粒的试验研究［Ｊ］．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１４，３１（４）：

·９４１·第３期　　　　　　　　　　　　　　童思意，等：我国固体废弃物制备陶粒的研究进展



３７４－３７８．
［５９］章丹，叶春，张大磊，等．利用太湖竺山湾底泥制备轻质陶粒

试验研究［Ｊ］．环境工程技术学报，２０１４，４（０５）：３７８－３８４．
［６０］ＱｉｎＪｕａｎ，ＣｕｉＣｈｏｎｇ，ＣｕｉＸｉａｏｙｕ，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ｉｍｅｍｕｄａｎｄｃｏａｌｆｌｙａｓｈ
［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９５：１０－１７．

［６１］ＣｈｅｎｇＧ，ＬｉＱ，ＳｕＺ，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ｃｏａｌｆｌｙａｓｈ／
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ｋｓｓｌｕｄｇｅ／ｏｙｓｔｅｒｓｈｅｌｌｆｏ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１７５：５７２－５８１．

［６２］ＬｉＴｉａｎｐｅｎｇ，Ｓｕｎ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Ｄｅｎｇｘ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ｆｒｏｍｄｅｗａｔｅｒｅｄｓｅｗａｇｅｓｌｕｄｇｅ，ｃｏａｌｆｌｙａｓｈ，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７１－７９．

［６３］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ｏｕＹａｎ，ＪｉａＲｕｉ，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
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ｄｒｅｄｇ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ｐ［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３２：９－２０．

［６４］ＬｉｕＭｉｎｇｗｅｉ，ＸｕＧｕｏｒｅｎ，ＬｉＧｕｉｂａ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ｍａｄｅｆｒｏｍｓｅｗａｇｅｓｌｕｄｇｅ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ａｆｅ
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６．

［６５］ＧＲＸｕ，ＪＬＺｏｕ，ＧＢＬ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ｌｕｄｇｅ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８，１５０（２）：３９４－４００．

［６６］ＷｅｉＹｕｌｉｎｇ，ＷｅｎｇＳｈａｏｄｉ，ＸｉｅＸｉａｎｇｑ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ｔｅ
ｒ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ｂ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ａｓｆｌｕｘｉｎ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１９０：７６５－７７２．

［６７］费欣宇，李海燕，罗和亿，等．赤泥基陶粒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Ｊ］．非金属矿，２０１７，４０（５）：９－１２．

［６８］陈新年，李瑶．赤泥基陶粒的研制及含砷饮用水的处理应
用［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９，１９（４）：２６９－２７２．

［６９］张腾飞，荣辉，刘志华，等．９００密度等级渣土陶粒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７，４４（１）：１０９－１１３．

［７０］高瑞晓，荣辉，王海良，等．８００密度等级的渣土陶粒制备及
性能研究［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７，３６（５）：１６４６－１６５０．

［７１］季维生．７００密度等级渣土陶粒制备及其性能研究［Ｊ］．硅
酸盐通报，２０１７，３６（７）：２２０９－２２１４．

［７２］ＪｉｎｇＱｉｎｇｘｉｕ，ＷａｎｇＹｕｎｙａｎ，ＣｈａｉＬｉ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ａｎｄ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ｒｅｓｉｄｕ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２８（５）：１０５３－１０６０．

［７３］郭夙琛，阮德明，邹辉煌，等．污泥和石英砂尾矿制备建材

陶粒烧结时间的研究［Ｊ］．材料研究与应用，２０１５，９（２）：
１３０－１３３．

［７４］符勇，马?．基于赤泥、铝土尾矿和污泥三大工业废物的陶粒
制备实验研究［Ｊ］．能源与环保，２０１７，３９（４）：４８－５１，５６．

［７５］蔡爽，刘向，李文，等．利用东湖淤泥制备超轻功能陶粒基体
的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１２）：２３－２７．

［７６］蔡爽，刘向，李文，等．利用东湖淤泥制备轻质高强陶粒的
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１１）：２１－２５．

［７７］ＨｅＨｏ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ｏＰｉｎ，ＹｕｅＱｉｎｙ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ｐｏｌｙｎａｒｙ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ｌｕｄｇｅ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５，７６：４５－５２．

［７８］ＦａｎＴｉｅｌｉｎ，ＣｈｅｎＭｉｍｉ，ＺｈａｏＦｅｎｇｑ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ｆｒｏｍｗａｓｔｅａｕｔｏｃｌａｖｅｄ
ａ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
３１：２２７－２３１．

［７９］Ｗａｎｇ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ｉｌｏｎｇ，Ｐ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ａｎ
ｔｈｒａｃｅｎ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ｃｏ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ａ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３２８：７４８－７５８．

［８０］ＧｕｏＸｉａｎｇｌｉ，ＹａｏＹａ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ｕａ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ｉｎｇ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ｙｅ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
ａｃｉｄａｎｄｂ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ｃｌａｙ［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
４０（１－４）：２０－２６．

［８１］ＷｕＨｕｉｑｉｎ，ＺｈａｎｇＴｅｎｇ，ＰａｎＲｏ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ｆｒｅ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ｕｓｉｎｇ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ｎｇｐｏ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ｕｎｄ－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１７１：３６７－３７６．

［８２］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ＦａｎＷｅｎｊｉｎｇ，ＧｕｏＬｅｉ．Ｃｏｋ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ｏｒｏｕｓ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Ｊ］．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３０：１６７－１７２．

［８３］李婉华．全国人造轻骨料生产、应用现状及建议［Ｊ］．硅酸
盐建筑制品，１９８８（２）：１４－１８．

［８４］我国人造轻骨料生产现状［Ｊ］．建材工业信息，１９９１（１１）：１８．
［８５］范锦忠．我国人造轻骨料及其制品生产、应用现状及发展

方略［Ｃ］／／中国硅酸盐学会房屋建筑材料分会轻骨料及其
制品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材料分会轻骨料及轻

骨料混凝土专业委员会、台湾中华节能轻质骨材混凝土推

广协会．２００４“第七届全国轻骨料混凝土学术讨论会”暨
“第一届海峡两岸轻骨料混凝土产制与应用技术研讨会”

论文集北京：中国硅酸盐学会，２００４：３．
［８６］李寿德，陈烈芳，宋淑敏．我国人造轻骨料及轻骨料混凝土

的现状与发展概况［Ｊ］．砖瓦，２００６（２）：４８－５１．
［８７］李寿德，李惠娴．我国人造轻骨料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

［Ｊ］．砖瓦，２０１６（１２）：３７－４１．

引用格式：童思意，刘长淼，刘玉林，等．我国固体废弃物制备陶粒的研究进展［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３）：１４０－１５０．

ＴＯＮＧＳｉｙｉ，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ａｏ，ＬＩＵＹｕｌｉ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９（３）：１４０－１５０．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０５１·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