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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淡化海水有新招 海水利用度高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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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辛德莱拉依特公司最近开发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海水淡化新装置。新型装置效率是

浸透膜方法的3倍，海水利用程度高达95％，所需电费和维修费都很低。该公司已经制造出每分

钟可生产200升淡水的大型装置，每分钟可生产10升淡水的小型装置也即将问世。    新装置

外表是一个不锈钢制多孔圆筒，里面装有一个由1000枚外径156毫米、内径136毫米不锈钢片摞成

的管。这支管经缓慢拧曲，内外会因不锈钢片位移而形成凸凹不平的层次，层次间出现纳米级空

隙。使用时，首先将海水放入结晶装置中，再施加高频电压进行“加工”。几十秒钟后，海水中

钠离子和氯离子会发生化合而形成细微食盐晶体，并逐渐增长为1微米左右的粒子，这些粒子凝

聚后，可形成直径为几微米、容易被过滤掉的盐粒。然后，把这种海水放进置有上述不锈钢圆筒

的容器中，施加一定压强，盐粒就会被挡在管外，其余受压而浸入拧曲管内的水便是要得到的淡

水，其盐分浓度为0.067％左右，氯化镁等矿物质含量是正常海水的一半，为理想饮用水。    

水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离的物质。可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饮用水都日益紧缺，海洋面积虽然占地

球表面面积的四分之三，但海水却不能直接饮用。因此，海水淡化是人类亟待解决的课题之

一。    目前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海水淡化实验，一般采用的方法是逆浸透膜式，即利用海水和

淡水浓度差，向海水施压并通过浸透膜变成淡水。但这种方法成本过高，需要经常清洗浸透膜，

维护庞大的装置难度也非常高，而且海水利用程度也只有30％。至于用电离法淡化海水，其成本

更是高昂。  （转自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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