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镁生产中尾渣和尾气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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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卤石氯化器的未经利用的尾矿是镁工业生产的副产品
,

其成 分 为
: M g O 28 士 5 %

,

M g C I
: 2 9士 2 %

, K C I 2 6士 2 %
, N a C I 5

.

4 % 1 %
,

不 溶 于 水 的 杂 质 达 1 6 % , C K H 炉

(盐
一

碱 加热器 ) 的尾矿成分为
:

M g O 3 5士 5 %
,

M g C I
: 2 8士 3 %

,
K C I 2 7% 3 %

,
N a C I

5 士 1 %
,

不溶于水的杂质达 2 % ;
镁电解槽尾矿的成分为

:
M g O 17 士 1 %

,
M g CI

: 6
.

3士

1 %
,

K C 1 4 8士 7 %
,

N a C I 14 士 4 %
,

C a C I
: 2

.

2 士 0
.

5%
,

M g (包体 ) 1
.

7 土 0
.

6 %
,

不溶

于水的杂质达 7
.

5 % (资料取自钦研究所
“ 桦树林

”
分所 )

。

目前
,

在工业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消除这些严重影响环境生态平衡的尾矿
,

镁的损耗

也很大
。

因此
,

为了将镁生产过程中的尾矿转变为原料
,

这些尾矿的利用是一个迫切问题
。

在该生产中除了固体尾矿外
,

还分解出含量不超过 10 克 /米
“
的 氯化氢气体

。

因为尾气

是酸性的
,

而固体尾矿是碱性的
,

就有对其综合利用的实际可能性
。

不过这样一来
,

氯化氢

气体的净化程度不能低于” %
,

否则
,

净化气体便达不到卫生标准
,

而为使其达到完全净化

的程度
,

则需要额外的设备
。

为了获得脱水光卤石— 生产镁的原料
,

氯化镁碱液应达最高

浓度
,

以便在其脱水过程中降低材料的能量消耗
。

在工业规模上采用综合加工镁尾矿流程
,

使有可能加工生产中的主要尾矿
,

并大大降低镁的损耗
。

我们研究出一种在 固体镁尾矿中 ( 当加水时 ) 通过连续作用装置中的三相化学吸着作用

从尾矿中回收氯化氢的方法
。

尾气通过吸着剂层
,

该层是破碎了的和从粉尘中分离出来的镁

生产中的尾矿
。

把水喷成细雾状到蒸气状
,

以流程所 必需的量通向气流
,

该流 由 于 颗 粒表

面上聚集化学吸着物 ( M g C 1
2
)而迅速减缓直至完全停止

。

水溶解氯化氢的化学吸着物 M g C 1
2

并把它从颗粒表面上除去
,

因而化学吸着剂部分的活力又恢复了
。

水的配量特点是
,

水过量

或不足
,

对流程的进行都有同样不良的影响
。

当水过量时
,

吸着剂颗粒表面上溶解的气体分

子很难渗滤过较厚的液体层 ( H C I在液相中的渗滤系数比气相中约低 4 个数量 级 )
。

此外
,

这还导致最终产物— 氯化镁碱液中 M g C I
:

浓度降低
。

当水不足时
,

便不能保证从吸着剂表

面迅速除去固体化学吸着物
。

对氯化氢三相化学吸着作用流程的实验室研究
,

是在镁生产的固体尾矿— 镁电解槽
、

光卤石氯化器
、

C K H 炉 (盐
一

碱 加热器 ) 的尾矿上进行的
,

其粒级为 3一 10 毫米
,

吸着剂

层厚为 0
.

17 米
。

如表 1 中所见
,

在该流程中
,

气体速度的提高
,

大大增加了氯化氢的吸收强度
。

然而
,

提高气体速度不可能是无限制的
,

因为从测定值开始
,

H C I分子逸出增多
,

氯化氢气体的净

化率则降低
。

当增大气体中氯化氢的浓度时
,

反应强度亦增大
,

然而
,

因为实际尾气中其浓度很少超

过 10 克 /米
“ ,

故本研究是在上表内的 H C I浓度下进行的
。



衰 1 对固休镁尾矿中 H C I三相化学吸 , 过程的研究

戈

口

叭

曰长只关公噢买柳督

l

les|h--a |
1
1

|101川川引
卜

恻袋二口ob昌名任埠则

叭

褂叔耸牟夯丫

卜。:祝国、咽咔饭
祝密一口国
叭

刨斟创以

。

兴\帜

仇

侧淡教嘱密一VH

。

兴\帜

卜

侧垠袭尽盆一口国

。

兴\积

叭

咧关如长丫
念\兴

叭

侧瑕籍峭g长丫

吸着剂

.

…
3t了月理
,土,自,土Q自,自

1

;|
I

别|
se!

|一曰川州曰

O曰nOOQ以O甘nQUQ口

曰.工

O乙ùbQ曰n合乃01上n八U
.

…
遨任通比丹了甲召镁电解

槽的尾

矿

0
.

3

0
.

3

0
.

5

0
.

5

0
.

0 3

O

0
.

1 3

0
.

0 3

2 5 0

2 5 0

8 5 0

8 50

一Nù已J八Utl,10口O自QU川了八匕呼口才勺0
ù
n
ùnU八UùóO口匕dQU

光卤石

氯化器

的尾矿

1
”

·

“ 0
.

3 8

4
.

1 1

4
.

7 9

3 1 0

3 1 0

1 1 0 0

1 9 0 0

, .人
只ù
月厅任̀劝.上0口QUO口njg曰O自,自

nJRù70
ù八勺OOQ目O口n

ù月任二OJJOJn
óQkJ

曰.工

112今自
Q自110行̀1土2厅才n

ù八U

n
ù八Un

月任只ù尸0ntl八”1上OJ00QU
..

…
O口门了八丹匕了八OO3tnCUUn

ùē”ù111匀Q口OdO口

7
.

2 4

7
.

3 7

7
.

2 5

0
.

0 5

0

0
.

0 6

4
.

6 4

4
.

7 5

5
.

7 9

9 9
.

4

1 0 0
.

0

9 9
.

2

2 3
.

1

2 2
.

7

1 1 0 0

1 3 0 0

1 7 0 0

n
ù八Uó11ù丹了OJQU

…
一|

`

|
111

八O八J八j月性互J一月任才任民八 口lfnU八Uù八Uù11一n
ùnUnU

C K H

炉的尾

矿

进行了关于温度对该过程影响的研究试验
。

活化能的计算 值 为 7 40 卡 /克分子
。

活化能

的低值使有理由推测
:
反应是在扩散区进行的

。

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

即该反应的速度与

温度的关系不大
。

气体含水量对反应有极大影响 (表 1 )
。

当气体速度不大时
,

气体含水量亦不高
;
但当

其接近最佳速度时
,

含水量的降低使氯化氢的逸出量增加
。

所研究的镁尾矿的类型
,

因其中所含物质的比率而相互有别
。

与电解槽的尾矿不同
,

光

卤石氯化器及 C K H 炉尾矿中不含金属镁
,

其中镁的氧化物含量较高
。

因此
,

在利用 这些尾

矿时可获得浓缩流
。

其中较高的镁的氯化物含量导致局部胶结物的形成
,

在镁的氧化物和氯

化物相互作用下
,

或多或少形成了氯原子处于端部的长链 (一 M g一 O一 M g一 )
,

从而 难以

恢复吸着剂的活性表面
,

并使吸着剂层的水力阻力扩大到 Z o 0 0 n a 。

对在氯化氢三相化学吸着作用反应中综合利用固体镁尾矿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

所获得

混合物的化学吸着特性与某些镁尾矿的特性相似
。

但是
,

由于电解槽含金属镁的尾矿的存在

预防了氧化镁胶结物的形成
,

因此
,

混合物的使用简化了反应的进程
。

分析三相化学吸着作用反应中获得的流体表明
,

除 M g cl
:
外 (见表 1 )

,

溶液中含有
:

K C l o
,

5一 0
.

2 %
,

N a C 1 0
,

3一 0
,

2%
,

H C 1 8 一 4 %
,

半氧化物 1
.

5一 1
.

0 %
。



在全苏钦科学研究与设计所
“
白桦林

” 分所的试验车间里
,

当电解槽和光卤石氯化器尾

矿 (粒级 20 一 10 毫米 ) 中气体虚拟速度为 0
.

3二米 /秒时
,

在等值直 径 为 0
.

28 米
、

气体净化

效率为 1 08 米
3

/小时装置的扩大样机上
,

试验了镁尾矿 ( 当加水时 ) 氯化氢的三相化学吸着

过程
。

试验结果列入表 2 中
。

H CI 气体的净化率达 99 %
,

误差 士 0
.

25 %
。

试验结果表明
,

氯

化氢吸收过程的强度随速度的增大而增加
,

但氯化氢气体的净化率有些降低
。

随着含水量增

至 90 一12 0 克 /升
,

过程的效率提高了
。

这样
,

扩大试验肯定了试验室试验的结果
。

表 2 在等值直径 0
.

28 米袭里 中镁尾矿上试验 H C I的三相化学吸 . 作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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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等值直径为 0
.

28 米
、

气体净化效率为 108 米
”

/小时 (在气 体 速 度 为 0
.

3 米 /秒条

过下 ) 扩大装置中的三相化学吸着作用
,

对综合利用尾气和尾矿方法的试验表明
,

气体净化

的强度和效率 (9 9%以上 ) 都很高
,

并有可能获得浓缩氯化镁碱液 (达 26 % )
。

建议在
“ 白桦林

”
钦

一

镁联合企业安装加工镁尾矿的工业设备并对其进行试验
。

刘吉成译自 (( K o M n月 e K e ” o e “ e n o 刀` 3 o B a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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