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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化物所与金川公司联合攻关项目“镍电解液 

铜离子净化及铜渣直付技术”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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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知名的采、选、冶配套的大型有色冶金和化工联合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镍钴铂族金属

生产企业，是甘肃省的骨干龙头企业。2012年甘肃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经商讨达成共识，决定共同推进中国科学院与金

川公司开展全面科技合作、协同创新，促进金川公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效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镍电解阳极液净化除铜及铜渣直付问题是困扰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十多年的重要技术难题。电积制镍溶液使用

镍精矿除铜，导致大量镍精矿进入铜渣，造成镍精矿损耗高、利用效率低；使用除铜渣氯气浸出法回收镍，需消耗大量

氯气，造成生产成本、能耗升高及环保压力增大。  

  自2012年起，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完成实验室研究工作基础上，与金川公司镍冶炼厂进行联合攻关，

开展了电积制镍溶液中铜离子净化及除铜渣直接作为铜冶炼厂原料的工业中试、工业试验研究。联合研究期间，兰州化

物所科研人员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解生产工艺、寻找技术突破点，与企业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一起现场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联合攻关技术难点。  

  联合研究的除铜新工艺，以金川公司现有生产设备、流程为依托，立足于“溶液中铜离子活化”、“非晶态硫化镍

活性保持”等关键创新点，解决铜离子反应性能和硫化镍活性保持等技术难点，研究铜离子活化剂促进铜离子与硫化镍

的反应机理。通过研究，圆满完成了项目考核指标，工业生产线连续化运行达到了应用技术条件要求。形成的除铜新工

艺具备成本低、绿色、环保、安全等特点，废除了原有除铜渣氯气浸出回收工艺，简化了除铜渣后期处理的工艺流程，

节约了镍精矿资源。经过工业试验，完全掌握了铜离子活化的非晶态硫化镍净化除铜、铜渣铜镍比控制的影响因素；制

定了铜离子活化、硫化镍制备活性控制的技术工艺操作规程，为新工艺除铜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达到了工业应

用试验的目标。  

  自2013年11月连续工业应用试验至今，镍冶炼厂镍电解二车间已处理溶液130万立方米，减少渣排放1400吨，节约

镍精矿3000吨，产生综合经济效益7200万。在此基础上，镍冶炼厂正在进行针对镍电解二车间年产值73亿元6万吨电解

镍产能的生产线除铜工艺改造。  

  该工业试验项目获得了甘肃省重大科技专项（143GKDC012）项目的支持。  

 首  页 |  机构概况 |  机构设置 |  研究队伍 |  研究生教育 |  合作交流 |  科研成果 |  产业化 |  党建与创新文化



堆存氯浸渣 

余氯废气  

来源：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办公室 

 评 论

Copyright (©)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办公室 承制 版权所有 

未经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地址 Add：中国·兰州天水中路18号 邮编 P.C.：730000 

E-Mail:webeditor@licp.cas.cn  陇ICP备05000312号    Best view 1024*768 IE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