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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的有机物将影响氧化铝产品质量、生产顺行，而如何经济、高效地对拜耳法铝

酸钠溶液中有机物进行脱除至今仍是亟待解决的行业难题。综述了拜耳法铝酸钠中有机物的来源、积

累、危害及其脱除的研究进展，重点分析了工艺简单、清洁环保的化学氧化技术用于拜耳法铝酸钠溶液

中有机物脱除的研究现状，并对光—化学催化氧化技术在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的脱除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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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我国氧化铝产量已达７０００万ｔ
［１］，位居

全球第一。拜耳法是氧化铝生产的主要方法［２］，铝

土矿中有机物及生产过程中添加的有机药剂会在拜

耳法铝酸钠溶液中不断累积，对氧化铝产品质量和

生产过程产生不利影响［３７］。国内外学者对拜耳法

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脱除开展了很多研究，目前主

要有生物法、物理法、化学法等，但各类方法或存在

成本能耗高，或处理有机物种类单一，或处于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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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迄今，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的经

济、高效脱除仍是拜耳法生产氧化铝行业的一大难

题。在众多方法中，化学氧化法因具有工艺简单、清

洁环保等优势而备受青睐。因此，本文综述了拜耳

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脱除的研究现状，重点对化

学氧化法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对具有潜力的有机物

复合脱除方法进行了展望。

１　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的来源

与累积

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的来源主要包括铝

土矿中有机物及氧化铝生产环节引入的有机药剂

等［８］。我国铝土矿资源相对匮乏［９］，进口铝土矿中

有机物含量较高，约为０．１％～０．２８％
［４］。来自矿

物中的有机物约占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总量的

９６％
［１０１１］，且矿物中腐殖酸更容易在铝酸钠溶液中

积累［１２］；氧化铝生产、矿物浮选过程中添加的有机

试剂约占４％
［１０］。铝土矿中有机物主要以腐殖酸为

主，其中约４０％随赤泥排出，４０％转换为非草酸盐，

１０％转换为草酸盐，剩余１０％转换为碳酸盐
［１３］。陈

文汨等［８］通过试验得出矿石中约２０％～３０％有机

碳进入到溶液。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种类繁

多，不同原料和工艺对有机物种类与组成有较大影

响［１４１６］。目前铝酸钠溶液有机物中含未降解的腐

殖酸等约占溶液中总有机碳２５％；脂肪族有机物如

甲酸、乙酸、草酸、琥珀酸、丙二酸、戊二酸、己二酸、

庚二酸、乳酸、苹果酸、酒石酸等约占总有机碳

４４％；芳香族有机物包括４羟基苯酸、邻苯二甲酸、

对苯二甲酸、没食子酸、香豆酸、水杨酸等［１７］。低分

子量有机物以简单的有机盐形式存在，较为稳定的

有甲酸盐、乙酸盐和草酸盐等［１８１９］。有研究表明草

酸钠为主要的最终产物之一［２０］。

２　有机物对拜耳法生产氧化铝的主要

危害

有机物对拜耳法生产氧化铝的危害主要包括对

铝酸钠溶液物化性能、氧化铝溶出性能、氢氧化铝析

出、赤泥沉降及对设备等的影响［２１２２］。有机物会改

变铝酸钠溶液物理性质［２３２６］，导致溶液密度、沸点、

比热容增加，黏度升高，界面张力降低，产生大量泡

沫占居有效容积，严重影响生产顺行［１０，２０］。有机物

与碱反应生成有机钠盐如草酸钠、碳酸钠等，将造成

碱损失［２０］。铝土矿溶出过程中，有机物包裹在铝土

矿表面可能会导致其溶出性能降低［２５］。有机物，特

别是草酸钠会使氢氧化铝粒度变细，过饱和草酸钠

以极细的针状结晶析出，并作为二次晶核促进氢氧

化铝结晶，吸附在氢氧化铝晶种活性位点上的草酸

钠还能降低晶种活性、细化氢氧化铝粒度、降低晶种

分解率并导致晶体呈片状生长［２０，２５，２７］。当氢氧化铝

中含有大量草酸钠时，可使氧化铝含碱量增加［２０］。

腐殖酸类有机物还会导致氧化铝晶体白度降

低［２８２９］、影响赤泥沉降与过滤分离过程［１０，１７，３０３１］。

有机物还将加剧设备结疤［３２］，而结疤会导致使传热

效率降低，能耗升高［３３］。并且，有机物在高温条件

下还可能部分分解成为气体（如甲烷等），恶化生产

环境［１０］。

３　铝酸钠溶液有机物的脱除方法

拜耳法铝酸钠溶液有机物脱除的策略有：１）源

头处理，如铝土矿焙烧法；２）从溶液中脱除有机物，

如母液煅烧、吸附、沉淀，或将有机物进行氧化分

解［１６］。具体方法可分为生物法、物理法和化学法。

３１　生物法

采用微生物通过生物化学法降解拜耳溶液中有

机物［３４３５］，具有较好前景，但需进一步研究强碱条

件的适用性，且主要针对草酸盐降解，目前处于研究

阶段。

３２　铝土矿焙烧法

采用铝土矿焙烧法，可高效将有机物分解为二

氧化碳等，刘艳艳［３６］发现，在４５０℃焙烧，矿石中有

机物含量可降低至０．０３％，且氧化铝的溶出性能不

受影响，脱除效率高，但能耗、成本较高［１０］。

３３　母液焙烧法

高温条件下对循环母液进行焙烧，可有效将溶

液中有机物转换成二氧化碳，可较为彻底地脱除有

机物，且溶液不需要苛化。通过焙烧使铝酸钠溶液

溶出温度低、速度快［１０］，国外有工业应用案例［１１，３７］，

但该方法仍然存在能耗、成本高等不足。

３４　离子交换法

铝酸钠溶液流过离子交换树脂时，有机分子被

交换到树脂上而实现脱除分离，具有耗能低、污染少

等特点，但树脂机械强度易降低、功能团易失活，且

再生困难［１０］。

３５　结晶法

通过蒸发浓缩、添加晶种等使铝酸钠溶液有机

钠盐结晶析出，可降低有机物浓度［１０，３８］，具有操作

简单、草酸钠去除效果较好的特点。国内外针对结

晶法开展了大量研究［３９４０］，但该方法仅针对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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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对其他有机物脱除效果较差且会导致部分铝、碱

损耗［４１］。

３６　沉淀法

向拜耳母液添加沉淀剂，如石灰、钡盐等，使之

与有机物形成沉淀物实现分离［１０，４２］。沉淀法不足

之处与结晶法类似［４３］。

４　化学法脱除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研

究进展

化学氧化法是将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的有机物

通过氧化分解的方式进行脱除［４４］，分解产物主要为

二氧化碳和水［４５４６］，高级氧化技术因其可产生强氧

化性、无选择性、操作简单、清洁环保等优势受到广

大科研人员的青睐［４２，４７４９］，主要包括了氧气?臭氧氧

化、双氧水氧化、化学催化氧化和光催化氧化等。

４１　氧气?臭氧氧化

将氧气、臭氧等氧化性气体吹入铝酸钠溶液中

可加速有机物的分解［３７］。ＬＩＵ 等
［５０］研究发现，向

２６０℃铝酸钠溶液中通入２０ｇ?Ｌ氧气反应９０ｍｉｎ

后，溶液颜色从蓝黑色变成亮红色，透光度增强。氧

气作为氧化剂可加速有机物降解，这种方法耗能、成

本低，但效率有待提升。臭氧作为清洁氧化剂，陈映

等［５１］通过试验发现，臭氧在２０ｇ?ｈ常温下可将种分

母液中有机碳从０．６８％降低到０．５８％，并使溶液脱

色。另外，有报道称，偏碱性条件有利于 Ｏ３ 与

ＯＨ－反应生成·Ｏ－３ 与·ＯＨ
［５２］。但Ｏ３ 在水中溶

解度低，传质效率低，是限制臭氧化应用的潜在问

题［５３］，且使用Ｏ３ 作为氧化剂需考虑外泄导致污染

问题。

４２　双氧水氧化

杜振华等［５４］对８０℃苛碱浓度２８０ｇ?Ｌ铝酸钠

溶液 反 应 １２０ ｍｉｎ 后 发 现，草 酸 钠 去 除 率 为

６５．３１％，有机物去除率达６０．８６％。李军旗等对有

机物转变及其湿式氧化进行了系统研究［２０，４０，５４５７］，

发现双氧水反应速率与有机物浓度遵循一级反应关

系，湿式氧化有机物动力学方程［５５］为

－
ｄ［犮］

ｄ狋
＝３．４５×１０７ｅ－

６１２６０．６３
犚犜 ［犮］［Ｈ２Ｏ２］

１．３
０

另外，碱性条件下 Ｈ２Ｏ２ 会与 ＯＨ
－反应生成

ＨＯ－２ ，减少了羟基自由基产生，会削弱其氧化

性能［５８］。

４３　化学催化氧化

化学催化氧化是在化学氧化过程中添加催化

剂，以提升有机物的降解效率，主要采用的催化剂为

过度金属离子及其氧化物。张浩［５９］以氧化铜为催化

剂对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进行降解，在２６０℃、氧分

压０．１ＭＰａ，草酸钠脱除率高达９４．６％。ＴＡＲＤＩＯ

等［６０］在１６５℃，向铝酸钠溶液通入氧分压为５００ｋＰａ

气体，对比研究了不同催化剂对有机物的降解能力，

发现添加氧化铜时，整体催化能力达６１．０％。

４４　光催化

光催化因有机物降解能力强而备受关注［５６，６１］。

光催化即光催化材料受到光电子激发后，在半导体

的价带和导带上分别形成空穴和自由电子，空穴和

自由电子与溶液中的 Ｈ２Ｏ?ＯＨ
－或Ｏ２ 结合形成自

由基，进而实现有机物的催化降解［６２］。李国庆［６３］

以自制多孔二氧化钛气凝胶为催化剂，处理铝酸钠

液中有机物，６ｈ光照后有机物去除率达５２％。

ＰＡＲＥＥＫ等
［６４６５］也采用二氧化钛作为光催化材料

用于拜耳法铝酸钠溶液有机物的光催化脱除，以

１．０ｇ?Ｌ二氧化钛为催化剂，液体流速０．２Ｌ?ｍｉｎ，

初始ｐＨ＝１１．７５，反应９０ｍｉｎ后，总有机碳转换率

达３５％。但二氧化钛在拜耳法铝酸钠溶液稳定性

较差［６６６７］。

４５　光—化学催化氧化

羟基自由基（·ＯＨ，犈０＝２．８Ｖ）等具有超强氧

化能力的自由基是化学法降解有机物的主要活性物

质［６８６９］。紫外光（ＵＶ）可促进强氧化剂向羟基自由

基转变［５８，７０］，而光激发催化剂产生空穴（ｈ＋）与自由

电子（ｅ－）也可转变为自由基或促进强氧化剂向自

由基转变［７１］。越来越多的研究［７２７４］证明，光—化学

耦合催化（ＵＶ?催化剂?氧化剂），即在ＵＶ照射的同

时加入催化剂和强氧化剂（包括Ｈ２Ｏ２、Ｏ３ 等），可通

过光子能量（犺狏）促使生成更多的自由基，以强化降

解有机物，如 ＵＶ?ＴｉＯ２?Ｏ３ 对除草剂莠去津降解效

率 从 单 一 光 催 化 的 ５６％ 提 升 至 ９３％
［７３］；

ＵＶ?ＦｅＣｅＯ２?Ｈ２Ｏ２ 脱除四环素效率比单一催化效

率提升５．３倍
［７２］；ＵＶ?ＢｉＰＯ４?Ｏ３?Ｈ２Ｏ２ 对硫脲的降

解效率为ＵＶ?Ｏ３?Ｈ２Ｏ２ 的１．９倍
［５８］。因此，光—化

学催化可作为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经济、高

效脱除的潜在技术。

５　结语与展望

拜耳法铝酸钠溶液中有机物的经济、高效脱除

仍是我国氧化铝行业的一大难题，化学氧化技术因

其无选择性、操作简单、清洁环保等优势受到广大科

研人员的青睐。但针对高温、高碱且有机物组分复

杂、溶液体系复杂的拜耳法铝酸钠溶液，单一的化学

·９２·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有色金属（冶炼部分）（ｈｔｔｐ：??ｙｓｙｌ．ｂｇｒｉｍｍ．ｃｎ）



氧化技术难以实现其有机物的高效脱除，复合技术

如光—化学催化技术是拜耳法铝酸钠溶液有机物经

济、高效脱除的潜在方法，值得科研或工程人员对相

关机理、科学及工程问题开展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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