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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技术的应用与开拓

彭 世 英

( 中南工业大学 )

摘 要 磁化技术应用广泛
,

用于陶瓷原料处理可提高成品率和产 品质量
,

磁化水可使农

作物增产
,

粉煤灰加工成磁肥效益显著
。

但是磁化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

关键词 磁化技术 应用 理论

法拉第曾指出
: “
磁性存在于一切物质

中
.

与物质的化学成分及结构紧密联系
。 ”

由

此而产生 了磁化学
,

其主要部分是静磁学和

共振磁学
。

目前物质的磁化处理已广泛用于

化工
,

矿 山
、

冶金
、

建材工业以及农业和医疗

卫生事业 ; 也涉及到国防科学领域
。

我们多年

进行高梯度磁选设备及其工艺的研究
; 用磁

选处理有 色稀有金属
,

回收微细粒担妮矿
.

黑

钨细泥 ; 分离铜钥矿
、

铜锌矿
、

铜铅矿中的微

细单体黄铜矿
,

均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
。

在使

用高梯度磁选除去陶瓷原料
、

高岭土含铁杂

质的过程中
.

发现经磁场处理后的产品质量

普遍优化
。

我们生产的 C L 必 5 0 0 高梯度磁选

机
,

可产 ZT 的稳定磁场
,

此设 备处理过的高

岭土 白度提高
、

流变性优化
; 如作造纸涂料

.

配合化学漂洗可节省用药量 50 % 以 上
,

不仅

降低了生产成本
,

也减少了环境污染
。

经过磁

化处理的原料烧制成的瓷器
.

比未经磁化的

产品强度提高
.

产品变型率减少
:

未磁化变型

率为 3 2 %
,

磁化后仅 6 % ; 未磁化产品加热至

20 0 C 入 水淬 冷 3 0 %碎裂
,

而 磁化 产品无一

件 碎 裂
.

即其 热 稳 定 性 由 7价石提 高 到 了

1 0 0 %
。

一般瓷器的成品率仅 8 5 %左右
.

磁化

后成品率可达 9 2
.

2 1 % 一 9 3
.

5 %
。

出 口品率

一般瓷厂合格者 只在 70 %左右
;

磁化后产品

的出 口 品率为 8 1
.

4 2 % ~ 8 3
.

22 %
。

高梯度磁

选工艺可使过去无法烧制高细瓷的醛陵低质

瓷泥烧制 出达国家标准 ( G B 4。 。 3一 8 3) 要求

的高档出 口 日用细瓷
。

当地瓷泥资源因质量

提高可增值 20 一 4。 亿元以上
。

国外磁处理技术 已在陶瓷生产 中得到应

用并在进行许多研究
。

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在

2 5一 10 0 O e 磁场作 用下
.

水 中的 A I ( O H ) :

等胶体电动势降低
,

水中沉淀物经磁场处理

沉降速度提高一倍
。

用 1 00 o e 磁场处理水
.

在过滤时 F e ’ 十

的吸附增加 3 2 0 %
.

有机物吸

附增加 1 3 6 %
,

污泥吸附增加 3 4 4 %
。

在陶瓷

生产中所产生的烟尘
.

经磁化处理 后收尘率

提高 2一 2
.

5 倍
。

陶瓷原料使用磁化处理提高

了凝结结构的完善性
:

好的完善结晶结构决

定于按基准轴平面磁量的最好取 向
.

经磁化

处理
.

粘土粒子接触面积数量增加
.

杂乱纤维

状空间网络形式出现形态学方面的特 点
.

其

性质随磁化进一步扩展
。

经磁化处理的陶瓷

产 品强度 增 加 2 1
.

8 %
·

密 度增 加 0
.

0 5 9 /

c m ’ ·

孔隙度降低 3
.

1 %
。

一陶瓷管厂 使用磁

化水处理原料
.

使产品废品率大大减少
.

而且

产品的寿命延长 1
.

5 倍
。

磁化处理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

如播种
、

喷灌
、

土壤脱盐
、

催熟增产以至农用综 合材料

的磁处理等
.

应用十分广泛
。

原苏联科学院远

东分院的生物研究所对农作物施用磁 化水
.

发 芽率大大提高
.

而且 向 日葵增产 2 1 %
、

黄

瓜增产 4 0 ;石
、

玉米增产 2 6 乡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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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证明收获量的提高并不影响作物的

水分和脂肪含量
。

谢米巴拉丁斯克医学研究

所试验
:

磁化处理的洋葱和胡萝 卜高度增加

2 2 %
、

豌 豆地 下 根 增 长 了 37 %
、

蕃 茄 增 产

18 %
,

且比常态提前两夭开花
。

库班农学院对

水稻进行 了磁处理试验
,

将磁化水施于作物
,

结果产量增加
、

用水量减少
。

磁化之所 以能使作物增产
,

研究表 明是

磁化促进 了作物叶绿素的积 累
,

提高 了作物

叶绿素与脂肪的联系
。

磁化技术在我国最先应用是磁化水
,

以

减少锅炉结垢
。

之后在医疗科学方面进行了

研究和运用
。

其他方面的应用往往鲜为人知
。

我们近十多年将其使用于陶瓷原料的除铁
,

并研制 出了相应的设备
,

取得了成果
。

中南电

力设计院采用磁处理设备将火 电厂排泄灰渣

磁选
,

由于其 中含有少量铁磁矿物
,

磁处理后

粉灰剩磁可达 10 G s ,

其铁磁性矿物转化为

纤铁矿
、

针铁矿及水化氧化铁
,

施于土壤可促

进土壤 中有机质矿化
,

完成氧化反应
; 这对增

加土壤的肥效有重要作用
。

施用磁化粉尘灰

后
,

水稻增产 1 3
.

3 2 % ; 油菜增产 37 % ; 小麦

增产为 20 %
。

将废渣转化成了磁性肥料也减

少了堆存场地 ;
青 山等电厂进行 经济技术 比

较
,

将粉煤灰经磁化处理成为
“
磁肥

” ,

比建灰

渣场和利用管道运输节省投资 60 % ~ 80 %
,

仅黄石电厂二期工程估算可节省投资 1 6 0。

一 2 0 0 0 万元
,

少占农 田土地 10 。 多亩
,

每年

农业增产净收入达 1 25 万元以上
。

笔者参加的白沙液酒磁化试验
:

评酒员

感到磁化后香醇度增加
,

刺激性减少
。

磁处理还处于广泛实践的积累阶段
,

目

前积累的经验数据
,

尚不足建立严密的理论
,

现在的磁化理论多以经验或假说为基础
,

其

基础科学理论研究需要加强
。

长期以来认为

磁场不可能影响物质化学基 因的反应
.

以至

对磁 生物学 及磁 内科学 产生 了怀 疑
; 直 至

1 9 6 7 年发现了关于原子核的化学极化现象
,

才激起了科学家关于磁场影响物质性能反应
·

40
·

的认识
,

认定物质基团反应中磁场影响基团

的成对电子 自旋的磁力矩重新取向
。

通过这

样的中间机理
,

而使其化学反应的动 力学过

程发生变化
,

反应所得产品间的比例关系也

发生变化
。

物质基团与磁流的相对运动产生感生电

流
,

以麦克斯 韦方程得 出磁场产生于 电荷的

运动和电场的变化
,

磁场的变化 引起 电场的

产生
。

磁处理中计算能耗应计算运动能量
。

对

单位体积物质进行磁处理所作的功
:

A M = 拼议H
Z 拼。

为真 空绝对 磁化率
; 义

为物质磁化率
; H 是磁场强度

。

磁场在 10 0 0

o e 时
,

一克分子水耗功计算得 0
.

1 05 川
.

只

能引 起 10 招 C温度 变化
,

与水 分子 氢键 能

( 2 5 kJ /克分子 )差值为 10 个数量级
。

这说明

经典磁理论 尚未考虑客观复杂的参数
.

要进

一步研究才能推想到电场的影响与 系统能量

转化的关系
。

电磁场对物质基团的作用机理

与共振现象有关
。

水含离子的振荡运动
.

相应

于一定能级 ; 在系统最佳频率场作用下
,

分子

基团与能量子同时出现缔合体产生共振
,

而

促使分子键的变形
.

改变系统的结构特性
。

拉

摩定律 指出
,

电子在磁场中的运动与磁场强

度有直接关系
; 因而磁场变化能周期性地产

生系统共振
。

固体物体学认为
.

固体磁性决定

于外磁场强度的变化
,

而不是单调的增减
。

金

属 电磁性质随磁场强度增加周期变化
,

因固

体电子波谱发生了重建
,

而磁场引起 一 于子

间互相作用性质变化
,

即原子和分午的塞曼

效应
。

磁处理对物质的影响是极复杂的 ; P
·

卡维尔里等用高岭土悬浮液进行试验
.

在凝

聚作用 中未发现磁化影响
,

而借助浊度计按

透明层界限变化
,

磁处理对凝聚过程的影啊

就显示出来了
。

旦
·

奥采佩克证实了此论点

的正确并用于实践
。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10一 0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