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钾资源严重不足
,

制约

了农业的发展
,

虽然在 80 年代后

期
,

大力加强了青海察尔汗盐湖

钾盐 ( 卤 )资源的开发
,

但到本世

纪末我国钾肥产量也只能达到需

求量的 25 % ; 而且
,

我国钾盐成

矿地质条件很不理想
,

寻找固体

钾盐矿床在短期内很难获得 突

破
。

为了解决我国钾资源问题
,

就

把希望寄予含钾岩石提取钾肥

上
,

并投 资立项
、

攻关
。

20 多年

来
,

研究开发的方案
、

方法
、

途径

多种多样
,

但 围绕钾盐岩石工业

应用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按两种途

径进行
:

一是土法生产钾钙肥
、

钙

镁磷钾肥和窑灰钾肥等混合钾

肥
,

并曾作为经验推广
,

至今仍有

生产
; 二是采用化工工艺提取钾

肥
,

并综合利用含钾岩石中的硅
、

铝氧化物
,

但目前仍处于试验研

究阶段
。

尽管有关报纸的新闻报

导说取得了
“

突破
” 、 “

成功
” ,

但仍

然走不出实验室
,

进不了市场
。

根据前人大量工作的经验教

训和 目前钾肥的国内外市场状况

以及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分析
,

笔者认为
,

不论工业上提取钾肥

还是工业上制取 混合钾肥
,

从 目

前以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
,

含

钾岩石生产钾肥都是不可行 的
,

应予暂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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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钾岩石中的含钾矿物主要

品位较高
,

一般含 K
Z
O S ~ 12 %

、

5 10
:

常在 6 0 %以上
,

含 A 1
2
0

3
1 0

~ 14 %
,

此外还含有百分之几的

C a O 和 M g O
,

以及少量的 F e Z
O

3

等
。

而从当今先进工艺提取钾肥

和综合利用的产品看
,

产出主要

有
:

K
s
O

4 、

( N H
;

)
5
0

; 、

5 10
:

( 白炭

黑 )
、

N H
、
O H

、

M g O
、

( N H
呜

) A I

( 5 0
4

)
: ·

1 Z H
Z
O

、

K A I ( 5 0
4

)
: ·

i ZH
Z
O

、

水玻璃仁K (或 N a )
2
0 ]

n

( 5 10
2

) m ·

X H
Z
O

、

4 A 分子筛等
。

有的工艺还以生产氧化铝为主要

产品
。

且不论其生产的工艺流程

中的技术关键
,

仅从原料到产品

的分析
,

笔者认为存在以下问题
。

( 1) 能耗大
、

物耗大
:

从产品

看
,

要使含钾岩石结构破坏
,

必须

投入相当多的热能或化学能
。

物

耗大
,

研究者在生产过程 中显然

加进 了氮 肥
,

如氨水
、

硫酸按 之

类
,

还可能加进了硫酸
。

按投入原

矿绿豆岩品位 8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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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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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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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1 吨硫酸钾需处理矿石 8
.

33 吨
,

产生副产物 51 0
: 5 吨以上

,

并产

出 2 0 多种产品
。

用水用电用化工

原料是相当多的
。

按硫酸钾进口

价合人民币 2 0 0 0 元计
,

处理 1 吨

矿石的主产 品产值仅 2 40 元
,

与

其说是提取钾肥
,

倒不如说是生

产 20 余种产品
。

而且氮肥
、

硫酸

市场看涨
,

采矿
、

磨矿
、

运输
、

劳力

口履陈安

含钾名石二业开发峨产钾肥应予替停

.专家建议

为钾长石类
、

富钾火山玻璃
、

云母类难溶性硅铝

酸盐矿物
,

其晶格能都相当高
,

要使它们的结构

土崩瓦解
,

又将钾
、

铝
、

硅分而聚之并分离杂质

成为产品 (商品 )
,

既要求工艺上可行
,

更要求在

经济上有效益
,

难以两全齐美
。

从绿豆岩的化学组成看
,

四 川开县绿豆岩

2 4

成本也不言而喻
。

( 2 )副产品多
,

不具竞争力
:

由于生产体系

物种多
,

副产品品种多
,

分离工艺肯定是多的
,

手续也不会简单
,

在产品的质量
、

纯度上可能不

具比较优势
; 而且

,

这些产品用其他矿产制取
,

资源也易得
,

工艺成熟简单
,

产品单一
,

如用硅



石生产 白炭黑
、

水玻璃
,

用铝土矿生产氧化铝
,

用高岭土
、

氧化铝 生产 4 A 分子筛等等
,

成本

低
,

质量好
,

用含钾岩石生产这些产品
,

在质量

效益上不具备比较竞争优势
;
副产品产出量巨

大
,

市场难以容纳
。

副产品的质量可达主产品钾

肥的 10 多倍
,

钾肥产品又是大宗产品
,

若建年

产 10 万吨硫酸钾的工厂
,

白炭黑 ( 51 0
2
)产品将

达 50 多万吨
,

而工业上对白炭黑的质量要求严

格
,

生产技术要求较高
,

且不说技术上是否过

关
,

是否有那么大的市场
,

是否具竞争优势 ,都

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

还需要指出的是
,

在所列产

品中有些 只不过是加进去的原料的回收而 已
,

如氢氧化按
、

硫酸按
。

至于钾明矾和钱明矾
,

都

是普通的化工产品
。

因此
,

从副产品的品种上

看
,

多不是市场的紧俏货
,

不具市场优势
。

( 3) 主产品市场竞争不具优势
:

市场经济是

以效益为先的
,

市场没有边界
。

目前进 口 氯化钾

价为 1 14
.

5 美元 /吨
,

约合 1 0 0 0 元 /吨
,

价格稳

定
。

因此
,

与进 口钾肥 比较
,

此种原料和生产工

艺在氮肥
、

硫酸
、

能源
、

劳力等价格上升的情况

下
,

其生产成本
、

效益也不具竞争优势
。

远远赶

不上进 口氯化钾生产硫酸钾来得方便和有效
。

当然更赶不上把资金投入 国外
,

独资或合资开

发钾盐肥料了
。

而且
,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
,

我国恢复关贸

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指 日

可待
,

国际上供大于求的钾肥将因中国市场的

开放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

用富钾岩石提取的钾

肥就更经不起市场的冲击
。

2
.

直接法生产混合钾肥亦 不可行

直接法 (土法 ) 生产的混合钾肥为钾钙肥
,

钙镁磷钾肥和窑灰钾肥等
。

这种钾肥的共同缺

点是含钾低
,

且并非全为有效态钾
。

例如
,

钾钙

肥含全钾 K
Z
O 为 4 %左右

;
钙镁磷钾肥一般含

K
2
0 2 ~ 4 %

;
窑灰钾肥一般也只含 10 ~ 25 %

。

按有关资料生产钾钙肥的 配方
,

绿豆岩
、

石灰

石
、

石膏
、

无烟煤的质量 比为 1 00
,

75
,

40
,

1 0
.

8计算
,

生产 l 吨钾钙肥需绿豆岩 55 k0 g
、

石

灰石 4 l o k g
、

石膏 2 1 o k g
、

无烟煤 6 o k g
。

原料采

掘
、

运输
、

成品烧制
、

两磨一烧
、

包装运输等等
,

生产成本至少在 2 00 元 /吨以上
。

而含 K 刃 只

4 o k g
,

即使按 5 0 %为有效态钾
,

仅为 3 2 k g
,

折

合 K CI 约为 5 k0 g ,

价值仅 50 元
。

同理
,

钙镁磷

钾肥也存在类似问题
。

显然
,

从单纯生产钾肥的

观点看是得不偿失的
。

窑灰钾肥除回收率低 (生

产 10 一 50 吨水泥才回收 1 吨 )外
,

还需改革成

熟有效的水泥生产工艺
,

而不为建材行业所接

受
。

同时
,

这类钾肥由于含钾低
、

有效态低
、

用量

大
,

在流通运输和施用上也存在诸多的不方便

之处
,

不为消费者欢迎
。

因此
,

工业上生产混合

钾肥亦不可行
。

3
.

含钾若石 不 能视 为工业制造钾肥 的矿

产

作为工业利用的矿产资源
,

应是在当时技

术经济条件下
,

工业利用可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的矿产品
。

如此才能称之为现实资源
,

否则至多

称之为潜在资源
。

从上述分析表明
,

含钾岩石在

工业上利用生产钾肥不可行
,

那么
,

含钾岩石作

为工业上制造钾肥的矿产也就不复成立了
。

4
.

结语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 50 年

代后期以来
,

含钾岩石工业利用的热门话题起

起伏伏
,

断断续续
,

至今已有 30 余年了
。

不论土

打土闹的混合钾肥也好
,

还是利用化工工艺提

取钾肥而研究开发的先进新工艺也好
,

在如今

正在建立
、

发育
、

且 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
,

都接受了或接受着或将要接受市场

的严峰选择
,

有的 已经消声匿迹
,

有的步履艰

难
。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

任何含

钾岩石工业生产钾肥的项 目
,

其经济效益就摆

到了首位
。

市场才是项 目兴衰的主宰
。

笔者无意贬损有关科技工作者在含钾岩石

开发钾肥方面的辛勤劳动和科研成果
,

更不否

定他们制得的肥料产品的肥效
,

而是认为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效益过不了关
,

寄希望于含

钾岩石开发来缓解钾资源短缺的路子走不通
。

因此
,

笔者认为
:

在含钾岩石工业生产钾肥特别

是工业提钾项目的审批上
,

必须尊重科学
、

面向

市场
,

效益优先
,

慎之又慎
。

(贵州省地矿局地科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