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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一个人均耕种面积相对较少的农业大国，有

一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缺钾土壤，十分有必要通过为土壤

提供钾肥肥力，从而有效地提升我国的整体土地面积内，

农作物生产质量及其产量。钾肥中尤为基本代表性的品种

就是氯化钾，将近占据了钾肥所有品种的 90%，剩余的种

类均为硫酸钾以及硝酸钾等无氯钾肥。我国相对较为缺乏

可溶性钾资源，由此很大程度地制约了我国的钾肥生产发

展。

1 我国钾肥生产工艺概述
1.1 我国钾肥资源的现状

钾肥全称为钾素肥料，是以钾元素为主的一种农业化

学肥料。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绝大部分都需要以钾肥为

原料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作为主要粮食之一。尽管钾肥如此

重要，但由于我国钾肥产能不足，因此主要以进口为主。

虽然在近几年创新发展导致钾肥产能、产量、供应量呈上

升趋势，但还是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钾肥的生

产地主要集中在新疆罗布泊和青海格尔木等区域。中国钾

资源主要以湖钾为主，占整体储量的 97.74%。湖钾资源开

发难度大，工序复杂，远离需求钾肥的东部地区，运输成

本高。需求量为 1952 万 t/a，而产量仅有 968 万 t，自给率

为 49.6%。因此，我国的钾肥资源仍处于匮乏阶段，这就

导致需要大量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其中开采储量大户主

要为俄罗斯与加拿大。

1.2 我国钾肥企业的基本情况

我国现今钾肥生产企业不过百家，大部分都是从近几

年所兴起的企业。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国仅有几家钾

肥制造企业，且工艺粗糙，仅能满足最低使用要求。由于

国内以及国际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我国钾肥制造技术

起步较晚，建厂也晚，而原产地的产量与种植区域又距离

较远，因此大多数企业不愿涉足钾肥制造业。近几年，由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运输的便利，钾肥企业才有了一个

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与全球供大于求的整体趋势相

反，我国硫酸钾产量远远无法满足于市场需求，政府也因

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鼓励企业家发展钾肥厂。根据相关

统计，我国在建、扩建及拟建的钾肥生产厂已有一百多家。

1.3 我国钾肥生产技术的概况

经过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农业科学家的不懈努力，我

国钾肥技术在近几年有了较大的飞跃。从原来使用的冷分

解——热熔结晶法技术、冷分解——浮选加工技术逐渐地

发展到现今的兑卤脱钠控速分解结晶法技术、海盐苦卤生

产技术等。通过采用这些新开发的技术和不断地更新，使

得氯化钾的产品质量以及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2 我国钾肥生产工艺及进展
2.1 冷分解浮法

冷分解浮法是最早诞生地氯化钾分解工艺，由 1950 年

以色列发明。到 1960 年，中国有的企业开始引进此项发

明技术用于钾肥的生产。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钾肥生产技

术，为中国钾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项技术通过浮

选实现氯化钾的生产，在室温下，光卤石被分解成氯化镁、

氯化钾和氯化钠。其中，氯化镁被溶解，再用浮选剂将氯

化钾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氯化钾粒度小，但在当时已经

是非常成熟的氯化钾提取技术。

2.2 冷结晶浮法

冷结晶浮法由我国企业单独研制，通过对光卤石分解

得过饱和度进行控制，来达成在室温时提取出氯化钾的目

的。具体步骤为：将钠盐的原料投进冷结晶器械中，使钠

盐原料分解，继而将较大的氯化钾晶体结晶出来，再将沉

降区出来的结晶进行洗涤和溶解，然后把母液再返回到结

晶器中当作钠盐的分解液；将粗钾进行浮选，在浮选之后

在精矿之中添加淡水来洗涤精矿、再对精矿进行过滤、干

燥，最后就可以产生最终的钾肥产品。

2.3 逆浮选冷却结晶法

逆浮选区别于大多数生产技术，针对的主要是无用的

矿物质，由 1970 年以色列一家公司发明。逆浮选技术可以

大大节省材料，节约成本，并且除干燥步骤外其他皆可在

室温条件下进行。逆浮选冷却结晶法主要是把深海的盐场

钠盐通过水采管输送到加工工厂，再添加钠絮凝剂分解提

纯光卤石。提纯后通过控制速率将结晶器中含氯化钠＜6％

的光卤石进行分解，然后把分解而得的粗钾经洗涤、分离

并干燥，以获得纯化的钾产物。

2.4 海盐苦卤生产法

海盐苦卤生产法主要依靠控速分解结晶法理论进行钾

肥的生产。通过这项技术，氯化钾的产收率大大提高，且

品质良好。具体方法是将光卤石进行分解的同时，通过结

晶器同时分解出较大颗粒的氯化钾，在进行干燥和净化，

得到可以使用的钾肥原料。

2.5 芒硝资源生产法

我国拥有着大量的天然芒硝矿，用于各个化工企业的

生产当中，且会产生副产品——一种较为廉价的硫酸根原

料。通过芒硝和氯化钾化合反应产生硫酸钾的基本原理，

运用一系列的生产工艺与条件产出钾肥原料。此项技术使

氯化钾比原工艺的产量增加了 10% 左右。�（下转第 3 页）�

钾肥生产工艺及其发展

唐德国（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格尔木　816099）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以及产业联合的发展，工农业的结合日趋紧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钾肥作为关键性肥料，
在增产方面有着突出的效果，因此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钾肥的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今农业化肥
领域的重中之重。但是根据我国化工矿产所拥有的资源来看，所具有的固体钾盐资源严重匮乏，因此各方面发展都受到
了很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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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兑卤脱纳控速分解结晶法

兑卤脱钠控速分解结晶法是将氯化物中所含有的钾

卤水生产制造成氯化钾的生产技术，此生产技术通过将

光卤石和水氯镁石的结晶点卤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兑

卤，将兑卤形成地完成夜总物料组成点 M，通过在 6H2O、

MgC12、KCl 的结晶曲面，上进行溶解，将光卤石进行反应

析出，而液相所组成的点 P 通过移到氯化钠和光卤石的共

同饱和线上的时候，同时将 NaCl 析出。

3 我国钾肥生产工艺的前景展望
3.1 我国钾肥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研发，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

拥有了属于自己体系的钾肥生产流程，但钾肥的原料短缺

无法得到解决，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以仅能半生产半

进口的方式达到供应需求，十分影响市场的前景。21 世纪

初期，科学技术开始引领潮流，我国钾肥的生产在产量迅

速增加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虽然近

几年我国的重心有所偏移，但农业生产仍是我国经济建设

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一批钾盐新建项目的投产和固体钾

盐矿床利用技术的突破，长期困扰中国的钾肥供需矛盾有

望缓解。到 2020 年，若规划项目全部投产，钾肥自给率将

达到 50%。

3.2 我国钾肥生产技术的发展趋势

我国虽然农耕面积广阔，但人均耕地却很少，从农村

涌向城市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加之我国土壤肥力在日趋

下降，农业产业压力也在逐步增大。面对这种情况，2016

年我国出台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钾肥产业的发

展应当“走出去”，合理开发并且利用境外的钾肥资源。

这也是未来我国钾肥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当下，我

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在东南亚、美洲、中东、非洲范

围内的十余个国家之内展开，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综上所述，我国钾肥的生产发展依旧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调整和相关企业的大

力研发，还需要不断探索，去发现更多可制造成钾肥的原

料与工艺，逐步提高自给的生产模式，从而摆脱对国外进

口的依赖，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钾肥生产体系。随着国

际上供大于求的趋势日益严重，我国企业要把握好风向，

及时开发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使销量稳步提升，向高效、

高质、综合性等多方面逐步发展，实现我国钾肥工业生产

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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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身的需求进行大规模、集中的物资采购，从而减少分

散自由物资采购的次数和频次，切实有效提高采购人力资

源的工作效率。企业通过大规模、集中性的物资采购，签

订长期框架采购协议，能够有效的降低采购的成本。对于

大规模的物资采购具有较高的数量优势，可以适当的获取

降低价格的机会，从而降低单个购买的成本，实现整体的

物资采购成本降低，避免出现物资浪费等问题，能够较好

的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在实际的发展中，严格规范自身

的物资采购流程，能够极大降低自身的采购成本，保障自

身在经营中获得更高的利润，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

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3.4 创新物资采购模式

企业要想创新物资采购模式，必须践行以下三方面路

径：

①创新物资采购模式，推行物资集中采购授权管理。

物资采购业务的流转严格遵循“三定”原则，即定价、定

商、定额。在此过程中，还要加大对紧急采购的重视。而

紧急采购也是建立在企业与供应商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基础上；

②调整物资采购管理流程，简化物资采购计划申报流

程，注重物资采购管理责任落实。取消物资管理系统中的

二级库财务结算环节，从一级库领出的物资成本直接计入

各单位成本。一方面，简化物资采购财务结算流程，另一

方面，避免物资出库后形成账外物资，造成不必要的物资

损耗与资金浪费；

③设置独立的物资采购部，全权负责企业的一级物资

集中采购制度颁布与推行工作，旨在不断改善物资采购管

理水平；

④采购部负责人在无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必须参加企

业的例会，全面掌控生产信息动态。创建独立且完整的微

信息服务平台，重点关注物资进货情况，根据生产动态调

整进货计划。且与生产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确保重要物

资供应的及时性与充分性。

4 结论
企业发展中，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是保持企业竞争

力的重要支撑点。供应链下的采购成本控制好，给企业自

身、供应商留有利润空间，给客户创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转变企业间单一的竞争管理为企业间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这也意味着企业需从供应链模式下整体着手，降低采

购成本、降低库存、降低风险，从而优化供应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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