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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述了中国钨冶炼产业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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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前 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近20年时间里：中国钨
冶炼产业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取得长足的进

步。2003年全国钨行业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

钨精矿产量接近7万t，APT产量达4.95万t，其他

钨制品的产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以厦门钨业为
典型代表的“离子交换法”，以株硬、自硬为典型代表
的“萃取法”在钨冶炼中的成功应用，改变了中国钨

冶炼技术的落后面貌，使中国的钨冶炼技术、产品质

量、金属回收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

1产业现状

1.1冶炼技术

    早期采用的“经典法”：黑钨精矿苏打烧结——净
化除杂—一白钨沉淀——钨酸煅烧(或氨溶——蒸发

结晶APr)制取三氧化钨的工艺，工艺流程长j装备水
平低（有些贮槽甚至采用陶制水缸），生产环境恶劣，
产品质量不稳定，80年代以后采用的“萃取法”：黑钨

精矿碱压煮——除杂——溶剂萃取——蒸发结晶
APT和离子交换法：黑钨精矿碱压煮——离子交

换——蒸发结晶APT，缩短了工艺流程，简化了工艺，
极大地改善了生产环境，提高了产品质量，使中国的
钨冶炼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逐步形成了在国内
外有重要影响的，以株硬和自硬为代表的萃取法和以

厦门钨业为代表的离子交换法。离子交换法是中国特

色的钨冶炼技术，厦门钨业经不断地技术改造和技术
创新，使离子交换法生产大型化、自动化，于1995年

建成了年产1万吨APT．从黑钨精矿碱压煮——蒸发
结晶APT全过程电脑控制生产线j

．1.2产能和产量

    由于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建设，中

国钨冶炼能力和生产厂家急剧膨胀，最多时全国有
大小钨冶炼企业 180多家。经过不断的市场竞争和
淘汰，2003年全国还有37家正常生产的钨冶炼企

业。产能达 11万t，APT产量达4.6万t，产能过剩达
58%．从表 1可以看出APT、氧化钨的产能增幅过

快，每年增长28.5%和300/0，而且还有厂家正在或准
备扩建【l】o、
  表1加眈年~2003年我国钨精矿、APT和氧化钨产量 t

 13 产品质量

    1990年以来．APT质量不但在化学纯度上有极

大的提高，大部分杂质都小于 lOxl0-6，有的甚至只
有 lxl0-6。随着钨深加工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国内

外用户对APT等中间制品的质量要求也愈来愈高，

除化学成分外，还对产品外观、平均粒度、晶形晶貌、
流动性、筛分范围等物理性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
求。厦门钨业率先把产品质量做到系列化、标准化，

保证同一用户能始终得到同一品质的产品，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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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特色。

1.4金属回收率

    采用经典法的时候，较好的金属回收率只有
91.5%，有的甚至只有 85%左右，由于采用新的冶炼
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部分厂家的金属

回收率达到95%以上，厦门钨业的金属回收率达到
970/0以上，接近理论水平。

1.5生产企业结构

    近年钨冶炼企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

期国企一统的局面正迅速变化，逐步向集团化发展，
厦门钨业采取集团公司管理模式，成立总裁领导班

子，中国五矿控股江西钨业集团，形成了厦钨、江钨、
株硬、自硬四大钨工业企业。同时民营企业异军突起
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世界著名的钨

制品企业也正快速进入国内市场。

2建 议

    钨冶炼企业是中国钨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
展达到了重要的阶段，也正发生着转型、转制，也存

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建议：

    (1)加强宏观调控，建立行业准人制度，制止低
水平重复建设。

    如前所述，现有的冶炼产能空置率已近 80%，
而且有些厂家正在或拟进一步扩大产能。实践证明

冶炼企业加工能力过大，必将刺激钨矿的乱采滥挖，

加快钨资源的消耗速度，建议尽快建立行业准入制

度，如控制银行贷款比例，规定商品和自用，APl'、氧
化钨的比例以及环保等。

    (2)在全国组建，扶持若干企业集团，保持适度
竞争。

    虽然我国钨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和国际知名
企业比较，无论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资

金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建议国家从国家战略和产

业安全的角度，以资本为纽带 ，组建、扶持若干企业集

团，保持适度的竞争。一方面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

方面使国内一些规模小 、能耗高、环保差的生产企业

得以优胜劣汰。逐步使中国的钨企业做强做大。同时

使国家宝贵的钨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3)消除地方行政保护和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

    虽然 国家出台了许多很好的整治政策 ，实事求

是地讲 ，都无法落实到位 ，矿 山的乱采滥挖 ，冶炼加

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禁而不止，低级产品不断增

长 ，很主要 的原 因之一是地方行政保护和不合理的

税收优惠政策 ，从而使一些规模小、能耗高、环保差、

品质低的企业得 以生存 ，利用税收等优惠政策 ，可以

不计成本地低价恶性竞争。从而极大地浪费了钨资

源 ，实际上我 国钨储量形势不容乐观 ，容易开采、使

用的钨精矿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使用消耗 ，所剩不

多 ，约 70%的白钨矿大多是共生伴生矿 ，开采条件

差、品位低。

    (4)改变不尽合理的许可证分配方法。

    许可证制度本身无可厚非 ，是一种有效的行政

手段 ，但应遵循经济规律 ，应该向技术水平高、产品

质量好、环保好的生产企业倾斜 ，逐步淘汰一批技术

水平低 、能耗高、环保差的企业 ，从而整体提高钨冶

炼的水平。

    (5)加强产 、学、研合作 ，重视新技术的研究 。

    萃取法和离子交换法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研

究和完善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基本上适用的是

精矿 ，萃取法还要靠化学除杂 ，离子交换法虽然可以

除杂，但同样对低品位、难选矿适应性不强。虽然有

些新技术的报道 ，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 ，难 以

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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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tus and problems remained in chinese tungsten srnelting industry are related,and some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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