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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系统研究了新疆罗布泊硝酸钠矿生产硝酸钠过程中获得的含硝酸钠卤水的沸点在不同组成、不同压力

下的变化。结果表明，压力降低，含硝酸钠卤水的沸点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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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温度变化，待温度恒定，记录。该温度即为沸腾温
    新疆具有我 国唯 一、世界第二大 的天然固体    度。测定常压下的沸点时，将三通装置 阀门处于

硝酸钠资源。利用其生产硝酸钠的传统工艺是 日    完全放空状态。测定其它压力下的沸点只需调节

晒蒸发，然后精制，即矿石破碎，浸取，浸‘取卤水送 ：通装置阀门的位置即可。同时记录当地大气
盐田 日晒蒸发除盐，获得半成品，半成品送精加工    压.

车间，通过蒸 发分 离生 产硝 酸钠。精制过程中蒸

发阶段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传统T艺采取平板锅    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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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是蒸发器设计 的主要设计 参数，并直接关系

到硝酸钠生产的工艺控制。目前文献中对含有其    图1测沸点装置
他杂质的硝酸钠 卤水的沸点一质量分数数据及压    l  一集热式磁力加热搅拌器；2一烧}fii；3一温度it；

力对沸点的影响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进行了这    4一冷凝管；5一缓冲瓶；6一真空表；7一三通。

方面的工作。    2  实验结果
l  实验方法    2.1  常压不同质量分数下纯硝酸钠溶液沸点的
    配制若干已知组 成的 卤水（  为了减少相对误    测定

差，卤水量应较 多）分别加入 500mI。蒸馏瓶内，瓶    实验结果与文献值‘21  列于表 l。

内装有磁子，鼹于集热式磁力加热搅拌器内，精密    由表 1  可以看出：沸点随着压力的降低而降

温度计水银球与液相接触，打开回流冷凝水，打开    低，随着硝酸钠溶液质量分数的升高而升高，由于

电源，调节搅 拌转速，使瓶 内溶液均匀旋转，确保    当地大气压比文献值 低，造成实测值的沸点比文

其均 匀受 热，控 制 加 热 温 度，使体 系处 于拟 静    献值的沸点低，但它 们的差距随着质量分数的增

态⋯ 。如图 1  所示，根据所需 压力的不同调节三    大而呈减小趋势，说 明其沸点受压力的影响减小。

通装置阀门，待液体逐渐加热至沸腾，回流并观察    本文同时测定了当地大气压下纯水的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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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实  ijl！l值：97.4℃，而由文献[2]内插得到，在 当地大    装置是可靠的。
Ir  T——.—
气压下 t文献值=97.36℃。两者基本吻合，说明此

表1  不同质量分数下纯硝酸钠溶液的沸点.    ℃

    注：部分文献值由文献[2]数据内插得到。

2.2  盐田晒制卤水连续蒸发时，真空度、失水率

和卤水沸点的关系

    图2  不同真空度下不同质量分数

    含硝酸钠卤水沸点变化图

    通过相图分析，可知矿石浸取卤水在盐田中

晒至硝酸钠、硫酸钠、氯化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18.20%、4.50%、16.60%时，钠硝矾（  NaN01.

Na2SO。.H20）即达饱和，该卤水应去蒸发器继续

蒸发。本研究模拟上述卤水在蒸发器中进行不分

盐的蒸发，研究在不同真空度、不同蒸发水量时卤

水的沸点。具体实验方法是配置一系列的与上述

卤水干盐组成一致、但水量逐渐减少（模拟蒸发失

水）的体系，在真空度分别为0、0.04、0.06MPa下

测定其沸点。实验结果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卤水沸点随着失水率的增加

逐渐升高，真空度越高，沸点越低。

2.3  不同压力下，不同质量浓度含硝酸钠卤水沸

点的测定

    采集某厂现场数据，配制不同质量浓度卤水，

分别测定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实验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真空度下不同质量浓度含硝酸钠卤水的沸点

    由表2可以看出：卤水沸点随着真空度的增

加而降低，随着硝酸钠质量浓度的升高而升高。

与图2数据相比，在同样的溶液体积质量下表2

数据稍低，质量浓度越高，差距越大，这表明在蒸

发过程中不分盐，使其始终在溶液中直至蒸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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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体系的沸点较单纯溶液体系的沸点为高。

3  结果与讨论

    a.随着硝酸钠质量分数的增加，无论纯硝酸

钠溶液还是混合盐卤水，沸点均随之升高，升高幅

度较一般无机盐大。    （下转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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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在本地大气压下，纯水沸点比标准大气压

下降低 2.6℃ ；对于纯盐体 系，同质量分数下的溶

液沸点 比标准大气压下降低 2℃左右。

    c.压力降低，含硝酸 盐 卤水沸点随之降低较

多。在工业生产 中可利 用真空蒸发，使 卤水在较

低温度下沸腾，从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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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boiling

    point of the brine with N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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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angcs of boiling poinI of thc brine with sodium

nitrate obIained from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sodium nitrate from

thc Mxlium nitrate orcin Xinjiang I  ，op Nur were systematjcally stud.

ied under different composition and differpnt pressurcs.The results

showcd that the boiling point of brine with sodiu'n ni  trate wouId be

rcduccd when the pressure was rcdu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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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因此和聚丙烯体 系存在一定的界面差异，随着

其 用量 的 增 加势 必 会 降低 体 系的 机械 力学性
    .  ’
能06 J  。

    当添加量 为 65%时，其 氧指数 由 19.2上升

到 31.1。机械力学性能下 降幅度较小，这样既达

到了较好的阻燃 效果，对机械力学性能的影响也

较小。由此可知氢氧化镁 阻燃剂在聚丙烯体系中

的最佳添加量为65%。
3 结论
    a.研究了几种不同改性 剂对氢氧化镁 的表面

处理，通过应用效果发现，硬脂酸钠为最佳的表面

改性剂。

    b.探索了改性 剂的不 同用量对体系应用效果

的影响。采用 4%的改性剂 用量处理 的氢氧化镁

能有效地阻燃 聚丙烯 ，使阻燃 聚丙烯的氧指数提

高到 31.1%，达到 UL一94 V一0的阻燃 标准，而

且能使体 系的机械力学性能 各项参数控制在正常

的应用范围内。

    c.氢氧化镁阻燃剂 的添加量为 65%时，能使

聚丙烯体系的阻燃性能和机械力学性能参数均控

制在正常的应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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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cnts of modifyi  ng magnesi  um hydroxide were

 conductcd by using di rferrnt modifie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gnesium hydroxidc name retardant lreated by 4%  sodium stearate

 could be Pvenly dispersed  into polypropylenc system.When the quan.

tiIy of addi  ng sodium hydroxide into polypropyIcne was 65%.the ef—

fects of retarding name would beideal  .

KeyWOrdS：rlame rctardant.  magnesium hydroxide；  surface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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