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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拜耳法赤泥为主要原料，添加铝矾土熟料、锂瓷石在低温条件下制备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利用 Ｘ射线衍射仪
（ＸＲＤ）、扫描电镜（ＳＥＭ）对陶瓷的物相组成和形貌进行分析。研究了赤泥的含量、烧结温度等对陶瓷的体积密度、收缩率、吸
水率、孔隙率、抗压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赤泥在原料中的质量分数为６０％、烧结温度为１０５０℃时，制得复相陶瓷的
性能最优，其物相组成为钙长石、刚玉、赤铁矿、石英、玻璃相以及少量的莫来石相，体积密度为１．８５ｇ／ｃｍ３，收缩率为７．３４％，
吸水率为１９．８７％，抗压强度为７９．４８ＭＰａ，其有害组分的溶出试验进一步表明钠、钾、钙等有害元素均稳定固化在产物中，产
品在墙体装饰、陶瓷和耐火材料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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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对铝资源的需求不断

增加，一些低品位铝土矿也被大量开采。铝土矿经拜

耳法或烧结法提取氧化铝后会产生一种固体废弃物，

这种固体废弃物因氧化铁含量高而呈红褐色且外观与

红壤相似，故名赤泥［１－４］。每生产１ｔ氧化铝排放赤泥
约０．７～２．５ｔ。目前全球赤泥库存约４０亿ｔ，并以每年
１．７５５亿ｔ的速度增长，我国的氧化铝生产量很大，赤
泥存量已超过６亿ｔ［５－９］。

赤泥具有强碱性，ｐＨ值一般在１０～１３，大量堆积
不仅会污染表层土壤，还会使地下的黏土层盐碱化，导

致土地难以利用。赤泥中含有的铅、锌、铬等重金属，

在雨水的作用下会污染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对植物的

生长构成威胁［１０－１２］。干式堆积会形成粉尘而弥漫在

空气中，影响空气能见度，危害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湿

式储存虽不会形成粉尘，但需要昂贵的堆场维护，当出

现雨季，若处理不当还会导致溃坝，危害极大［１３－１５］。

因此，未处理的赤泥具有粒度细、矿物相复杂、具有腐

蚀性、含有重金属等特点，导致赤泥难以利用，大量的

赤泥进行堆存，占用土地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

统［１６－１９］。

针对赤泥的综合利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

价元素提取、用作建筑材料、用于环境保护、农业生产、

化工等领域［２０－２５］。赤泥具有强碱性及物相复杂的特

点，使得处理工艺复杂、成本高昂，其大规模应用受到

了限制。由于地域差异和制铝技术的不同，所产生赤

泥的物相也有所差异，一般赤泥中都含有赤铁矿（α－
Ｆｅ２Ｏ３）、水铝硅酸钠｛Ｎａ１２［（ＡｌＯ２）１２（ＳｉＯ２）１２］·
２７Ｈ２Ｏ｝、伊利石［ＫＡｌ２Ｓｉ３ＡｌＯ１０（ＯＨ）２］、方解石（Ｃａ
ＣＯ３）、钙 霞 石 ｛（Ｎａ，Ｋ，Ｃａ）３－４［（Ｓｉ，Ａｌ）６Ｏ１２］
（ＳＯ４ＣＯ３Ｃｌ）·ｎＨ２Ｏ｝等物相，主要化学成分为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ＳｉＯ２等，可用作制备发泡陶瓷、多孔陶瓷、高强
保温隔热陶瓷等陶瓷的主要原料，进而达到高值化利

用的目的，因此其被广泛关注［２６－２８］。但陶瓷在制备过

程中所需的较高制备温度，与我国提出的节能减排、

“双碳”战略目标等政策与环境要求相悖，故在较低的

烧结温度下完成陶瓷的制备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值得

被深入研究。

邢芩瑞等人［２９］在１１８０℃以大理石锯泥、钢渣、赤
泥为原料制备的钙长石基全固废陶瓷，具有相对优良

的性能，抗折强度为８５．４４ＭＰａ，吸水率为０．３５％，赤



泥含量为３０％。张伟国等人［３０］进行了拜耳法基赤泥

制备轻质保温陶瓷的中试生产，赤泥含量为７０％，吸
水率为２１．２％，抗压强度为０．４３ＭＰａ。魏红姗等人［３１］

在１０７０℃制备了一种赤泥基多孔材料，当赤泥的添
加量为７０％时，样品的抗压强度为０．４１ＭＰａ。张辉等
人［３２］在１１２０℃制备的发泡陶瓷体积密度与抗折强度
分别为０．４１ｇ／ｃｍ３和 ０．８５ＭＰａ，赤泥含量为７．５％。
王清涛等人［３３－３４］利用赤泥含量为 ３５％、建筑垃圾为
２５％和瓷器抛光废料为２０％，在１１００℃制备的多孔
陶瓷，陶瓷孔隙率为 ７４．５８％、抗压强度高达 ９．８７
ＭＰａ。李勇冲等人［３５］在１１９０℃以煤矸石、砂岩、赤泥
为原料制备的泡沫陶瓷，赤泥含量为３５％，体积密度
低于０．２ｇ／ｃｍ３，抗压强度低于２ＭＰａ。通过已有的文
献资料可知，钢渣、大理石锯泥、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

也能用于制备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但赤泥中含有
更多生成长石相的物质且含有降低烧结温度的成分，

更有利于制备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虽然利用赤泥
制备的致密型陶瓷具有较高的强度，制备的多孔陶瓷

材料具有较好的性能，但仍存在烧结温度高及赤泥利

用率低的问题。因此，在不损失其性能的情况下，低温

烧结并大量利用赤泥制备高性能陶瓷，具有重要的意

义。

本研究根据赤泥本身的物相特征和成分，选取铝

矾土熟料和锂瓷石补充赤泥中的铝硅含量，在低温条

件下制备出高赤泥含量、高强度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
瓷，对其抗压强度、体积密度、吸水率等性能进行测试，

并研究该陶瓷性能随温度和赤泥含量变化的规律，为

赤泥制备陶瓷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该工艺流程简单，

成本低廉，烧结温度低，使赤泥可以大量用于墙体装

饰、陶瓷和耐火材料等领域，实现赤泥高值化利用、大

规模消耗。

２　试验

２．１　原料

本试验所用赤泥为河南焦作某氧化铝厂的拜耳法

赤泥（简称赤泥）。锂瓷石和铝矾土熟料均为市售工

业原料。

２．２　制备工艺

以赤泥、铝矾土熟料、锂瓷石为原料，根据生成高

强度相的要求，将锂瓷石和铝矾土熟料以质量分数

３５％和６５％配成陶瓷粉，根据初始单一赤泥的烧结情
况以及“尽可能多地利用赤泥”这一研究目的，将赤泥

含量定为５０％、５５％、６０％、６５％、７０％五个梯度，制作
陶瓷坯体原料，按ｍ（配料）ｍ（磨球）ｍ（水）＝１
１．５２的比例称量后放入球磨罐中，湿磨３ｈ后，在９０
℃下干燥４８ｈ，放入模具中压制成型后（干压成型）进

行烧结，低温烧结的温度为８００～１０５０℃、升温速率
１０℃／ｍｉｎ、保温时间３ｈ，制备出陶瓷样品，并进行后
续性能表征。

２．３　表征方法

本试验采用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ＲＦ，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ｘｉｏｓ；ＲＩＧＡＫＵＺＳＸＰｒｉｕｍｓ）检测了原料的化学组成；
采用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Ｘ＇ＰｅｒｔＰＲＯ，Ｈｏｌ
ｌａｎｄ）检测了原料的物相及陶瓷样品的物相组成，扫描
速度为０．２°／ｓ，步长为０．０２°，扫描角度范围为５°～
８０°；采用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ＷＡＷ －
２０００Ｆ，济南科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以 ０．５ｍｍ／ｍｉｎ
的加载速率对陶瓷样品的抗压性能进行试验（ＱＢ／Ｔ
４７４０—１９９９）；采用扫描电镜（ＳＥＭ，ＳＵＰＲＡ５５，ＵＳＡ）对
原料和陶瓷样品形貌及微观结构进行观测；采用阿基

米德排水法测试了陶瓷样品的体积密度、显气孔率

（ＱＢ／Ｔ１６４２—２０１２）及吸水率（ＱＢ／Ｔ３２９９—２０１１），还
测量了收缩率；采用等离子发射光谱仪（ＩＣＰＯＥＳ，Ａｇｌｉｅｎｔ
７２５－Ｅｓ）检测了陶瓷样品浸出液中钠、钾、钙、铁、钛的
含量。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原料组成

３．１．１　拜耳法赤泥

试验所用赤泥为河南焦作某氧化铝厂的拜耳法赤

泥，利用ＸＲＤ对赤泥的物相进行了分析，如图１所示。

表１　赤泥的主要化学成分 ／％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ｅ２Ｏ３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Ｎａ２Ｏ ＣａＯ ＴｉＯ２ ＳＯ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３３．４２２０．０２１９．２４ １０．４６ ８．８６ ４．１７ １．２７

图１　赤泥原料ＸＲ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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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泥中主要物相为石英（ＳｉＯ２）、赤铁矿，还含有少量金
红石（ＴｉＯ２）、红柱石（Ａｌ２［ＳｉＯ４］Ｏ）、云母、方解石、钙
霞石等物相。表１为利用 ＸＲＦ对河南焦作赤泥化学
成分的分析，表明赤泥中氧化铁及碱性氧化物含量较

高，氧化铝与二氧化硅含量接近１１，氧化铝和氧化
硅 是 生 成 莫 来 石 （３Ａｌ２Ｏ３ · ２ＳｉＯ２）、钙 长 石
（ＣａＡｌ２Ｓｉ２Ｏ８）、钠长石（Ｎａ２Ｏ·Ａｌ２Ｏ３·６ＳｉＯ２）、刚玉等
高强度物相的主要化学组分，因此赤泥适用于制备高

强度的复相陶瓷。其强碱、高铁的特点，可降低赤泥陶

瓷坯体烧结时的温度，有利于赤泥在复相陶瓷制备中

的应用。

３．１．２　锂瓷石及铝矾土熟料

试验制备复相陶瓷的原料还有锂瓷石和铝矾土熟

料，利用ＸＲＤ对两者的物相进行了分析，如图２所示。

表２　锂瓷石的主要化学成分 ／％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ｓｔｏ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Ｋ２Ｏ ＣａＯ Ｎａ２Ｏ Ｆ Ｐ２Ｏ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６５．４７２０．３６ ３．７１ ３．１４ ２．３９ ２．０３ １．７４

表３　铝矾土熟料的主要化学成分 ／％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ｘｉｔｅｃｌｉｎｋｅ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Ｆｅ２Ｏ３ Ｋ２Ｏ ＣａＯ ＭｇＯ Ｐ２Ｏ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６４．５０２８．７０３．０４ １．６７ ０．８６ ０．４７ ０．２４ ０．１５

图２　锂瓷石（ａ）和铝矾土熟料（ｂ）的ＸＲＤ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ｌｉｔｈｉｕｍ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ｓｔｏｎｅ（ａ）ａｎｄｂａｕｘｉｔｅ
ｃｌｉｎｋｅｒ（ｂ）

图２ａ表明锂瓷石的主要物相为石英、钠长石和锂云
母；图２ｂ表明铝矾土熟料的主要物相为刚玉和莫来
石。表２为利用ＸＲＦ对锂瓷石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
锂瓷石中最主要的氧化物是二氧化硅，氧化铝次之，此

外还含有较少的钾、钙、钠等物质，钾、钙、钠等物质可

降低赤泥陶瓷坯体的烧结温度。表３为利用 ＸＲＦ对
铝矾土熟料化学成分的分析，表明铝矾土熟料中氧化

铝含量最高，其次是二氧化硅。锂瓷石和铝矾土熟料

是生成莫来石、刚玉的优质原料，与赤泥搭配使用，不

仅可以提高陶瓷产品的品质，还可以提高赤泥的利用

量，解决赤泥堆积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３．１．３　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原料粉形貌及微观
结构

　　试验以工业固体废弃物赤泥为主要原料搭配少量
的锂瓷石及铝矾土熟料低温烧结制备复相陶瓷。图

３ａ为赤泥的微观形貌图，赤泥中大小颗粒并不均匀，
为赤泥中较大颗粒的放大形貌图，为细小的赤泥颗粒

团聚在一起的放大形貌图，细小的颗粒具有较大的比

表面积有利于固相反应的进行；图３ｂ为铝矾土熟料的
微观形貌图，铝矾土熟料多为颗粒被液相包裹或黏在

一起而形成的块体，这是因为铝矾土熟料是铝土矿高

温煅烧后的产品，由区域和区域放大图片可知，其块体

分为液相包裹细小晶粒的致密型及蜂窝状两种；图３ｃ
为锂瓷石的微观形貌图，锂瓷石多为片状结构，对区域

和区域放大可以看出，大颗粒上附着少量的细小颗粒。

通过 ＳＥＭ分析，与铝矾土熟料和锂瓷石相比，赤泥具
有更小的粒径，微粒更多。该复相陶瓷的三种原料均

为大颗粒及细小颗粒的黏聚体，大颗粒棱角分明，可通

过其边缘的融化情况分析其烧结程度，另外还可通过

小颗粒被液相包裹的情况以及生成大颗粒的形貌来判

断烧结情况。

图３　赤泥（ａ）、铝矾土熟料（ｂ）和锂瓷石（ｃ）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ａ）ｂａｕｘｉｔｅｃｌｉｎｋｅｒ（ｂ）ａｎｄ
ｌｉｔｈｉｕｍ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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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物相行为研究

３．２．１　赤泥煅烧后物相行为

利用ＸＲＤ对赤泥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的样品进
行物相分析。图４为赤泥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 ＸＲＤ
图，结果表明赤泥在７００℃和８００℃时的主要物相为
石英、赤铁矿、金红石；温度升高到９００℃时有少量的
霞石相生成；温度升高到１０００℃时有极少量的钙铝
黄长石（Ｃ２ＡＳ）以及大量的霞石相生成。在图４中并
未生成预期的钙长石、刚玉、莫来石等高强度物相，这

是因为赤泥中铝硅含量不多导致的。另外，从 ＸＲＦ和
ＸＲＤ的结果来看，赤泥中赤铁矿含量高，铝硅含量较
少，因此不适合单独用来制备复相陶瓷，需要添加锂瓷

石和铝矾土熟料进行搭配使用。

图４　赤泥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ＸＲＤ图
Ｆｉｇ．４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３．２．２　赤泥低温烧结制备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
的物相行为

　　图５为不同赤泥含量、在不同温度下烧结的陶瓷
ＸＲＤ图，该复相陶瓷的主要物相为钙长石、刚玉、赤铁
矿、石英以及少量的莫来石。图５ａ显示在８００℃生成
钙长石；图５ｂ～ｄ显示出在８００℃有霞石相产生，９００
℃才有钙长石相生成；单一赤泥原料在９００℃才有少
量霞石相生成，说明锂瓷石和铝矾土熟料的添加有助

于降低烧结温度。图５ａ～ｃ显示在１０５０℃霞石相消
失，而在图５ｄ中还存在少量的霞石相，说明赤泥含量
增大不利于固相反应的发生。图５显示出该赤泥陶瓷
物相变化规律为：在较低温度下原料中含钠、铝、硅的

矿物先结合生成了霞石；随着时间延长，红柱石分解为

莫来石和石英，如反应式（１）所示；随着温度升高，方
解石分解出的氧化钙与部分石英、氧化铝生成钙长石，

如反应式（２）、（３）所示；霞石相在较高温度时会形成
液相促进固相反应的发生，并最终形成玻璃相。部分

氧化铝形成刚玉相以及与二氧化硅等物质形成玻璃

相，使陶瓷在较低的温度下便能获得较高的强度。钙

长石和刚玉为该陶瓷试样的主要晶相，承担着成瓷和

提高强度的作用。该陶瓷试样中存在少量的玻璃相，

玻璃相主要是赤泥和原料中的氧化铁以及氧化钠等成

分与石英反应生成。玻璃相在较高温度下呈液态，经

过陶瓷内应力的作用形成网状结构，提高陶瓷的强度。

另外玻璃相也是部分固相反应的场所和媒介，加快固

相反应的进行，使烧结温度降低。

ａ．５０％；ｂ．５５％；ｃ．６０％；ｄ．６５％
图５　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ＸＲＤ图
Ｆｉｇ．５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ｄｍｕ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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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ｌ２［ＳｉＯ４］Ｏ→３Ａｌ２Ｏ３·２ＳｉＯ２＋ＳｉＯ２ （１）
ＣａＣＯ３→ ＣａＯ＋ＣＯ２↑ （２）

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２ＳｉＯ２→ ＣａＡｌ２Ｓｉ２Ｏ８ （３）

３．３　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力学性能研究

３．３．１　温度对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力学性能的
影响

　　图６为赤泥含量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
体积密度与线收缩率变化规律。图中显示，随着温度

的升高，陶瓷体积密度和线收缩率在变大，但并没有严

格的线性相关关系。温度较高时的收缩为烧成收缩，

陶瓷的线收缩率变大，说明陶瓷产生了物化反应和易

熔杂质生成液态填充于颗粒间，使得陶瓷体积密度变

大，但为防止陶瓷开裂，线收缩率不宜过大。在９００～１
０００℃时体积密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线收缩率变化
也小于１百分点，因为在此温度下部分有机物分解及
霞石相的生成，使得陶瓷中并未产生较多的玻璃相。

而当温度继续升高至１０５０℃时，其性能极大提高，这
是因为霞石形成液相，液相增多填补孔隙的同时促进

固相反应的发生，使得陶瓷坯体中的气体被排出，体积

不断缩小，线收缩率变大。在１０５０℃时体积密度最
大为１．８５ｇ／ｃｍ３，线收缩率最大为７．３４％。

图６　赤泥含量为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的体积
密度与线收缩率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ｉｔｈｒｅｄｍｕ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６０％ 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ｓ

图７为赤泥含量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
吸水率与显气孔率变化。图中显示，随着温度升高，陶

瓷的吸水率和显气孔率不断降低，但在９００～１０００℃
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在９００℃升温到１０００℃的
过程中并未出现较多的液相，虽有霞石（ρ＝２．６２ｇ／
ｃｍ３）转变为钙长石，但两者密度相近从而导致吸水率
和显气孔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在８００～９００℃的烧结
过程中，液相生成量较少，从 ＸＲＤ中可知细小的原料
颗粒烧结在一起形成了钙长石，降低了比表面积，从而

使得陶瓷收缩，其吸水率和显气孔率下降；在１０００℃
升温到１０５０℃时，体系内出现了较多的液相，霞石相
逐渐消失，钙长石相增加且晶粒长大，使得陶瓷更加致

密，吸水率和显气孔率明显降低；在１０５０℃最小吸水
率为１９．８７％，显气孔率为３６．７０％。

图７　赤泥含量为６０％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的陶瓷吸水率
与显气孔率

Ｆｉｇ．７　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ｓｉｎ
ｔｅ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ｄｍｕ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６０％

图８为赤泥含量６０％的陶瓷在不同烧结温度下烧
结后的抗压强度。图中显示随着温度的升高，陶瓷的

抗压强度增加且在１０００～１０５０℃之间发生了突变。
这是因为在８００～１０００℃之间液相含量较低且生成
了大量的霞石相，高强度的钙长石相较少导致抗压强

度变化不大，而在１０５０℃时，陶瓷中出现大量的液相
填补陶瓷孔隙，加快固相反应，霞石相消失且生成大量

的钙长石相使得陶瓷更加致密，抗压强度极大提高。

在１０５０℃烧结后的抗压强度最大为７９．４８ＭＰａ。

图８　赤泥含量为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的抗压
强度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ｉｔｈ６０％ ｒｅｄ
ｍｕｄａｄｄ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综上所述，当赤泥的含量为 ６０％时，长石 －刚玉
质复相陶瓷在１０５０℃烧结的性能最好，体积密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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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１．８５ｇ／ｃｍ３，线收缩率最大为７．３４％，吸水率最小
为１９．８７％，显气孔率为３６．７０％，抗压强度最大为７９．
４８ＭＰａ。

３．３．２　赤泥含量对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力学性
能的影响

　　图９为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
体积密度与线收缩率变化。图中显示随着赤泥含量的

增加，陶瓷体积密度在降低，而线收缩率呈现先降低后

增大的趋势。这是因为在此温度下赤泥本身难以产生

较多的液相，当赤泥的含量增加时液相量较少，导致陶

瓷中孔隙未被填充且固相反应难以进行，最终使得体

积密度和线收缩率不断降低；另外，赤泥的粒径较小且

矿物中含有较多的结构水以及可分解的方解石等，当

赤泥含量过高时会有更多的结构水挥发以及方解石分

解使得线收缩率增大。赤泥含量为５０％时体积密度
最大为１．８８ｇ／ｃｍ３，赤泥含量为６０％时线收缩率最小
为７．３４％。

图９　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体积密度与
线收缩率变化规律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ｕｌｅ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ａｆｔ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ａｔ１０５０℃

图１０为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

图１０　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吸水率与
显气孔率变化规律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ｃｅ
ｒａｍｉｃ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１０５０℃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吸水率与显气孔率变化。图中显示随着赤泥含量的增

加，吸水率和显气孔率呈现先降低后增大的趋势。由

于赤泥含量增加使液相含量减少，导致固相反应难以

发生且液相量不足，而产生较多的孔洞使吸水率和显

气孔率增加；赤泥含量在５０％ ～５５％时规律异常，可
能是由于试验误差所致。赤泥含量为５５％时吸水率
最小为１９．４６％，显气孔率最小为３６．０４％。

图１１为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
的抗压强度。图中显示抗压强度随着赤泥含量的增加

而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因为赤泥含量的提高使

得原料中的钠和钙的含量增多更易生成钙长石，继续

增加赤泥的含量，使得烧结过程中液相含量降低，导致

高强度相不易生成且孔洞较多，陶瓷致密化程度降低，

抗压强度下降。赤泥含量为 ６０％时的抗压强度为
７９４８ＭＰａ。

图１１　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的抗压强
度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１０５０℃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综上所述，当烧结温度为 １０５０℃，赤泥含量为
５０％时有最大的体积密度为１．８８ｇ／ｃｍ３；赤泥含量为
５５％时吸水率最小为 １９．４６％，显气孔率最小为
３６０４％；赤泥含量为６０％时线收缩率最小为７．３４％，
抗压强度为７９．４８ＭＰａ。虽然赤泥含量为５０％和５５％
的陶瓷，部分性能优于赤泥含量为６０％的陶瓷，但差
距甚微。因此，为使赤泥的利用率最大化，最优的赤泥

含量为６０％。

３．４　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微观结构研究

３．４．１　温度对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微观结构影
响

　　图１２为赤泥含量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
后的微观形貌。当赤泥含量为６０％，烧结温度逐渐升
高时微观形貌及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图１２ａ～ｂ
显示出在８００℃、９００℃条件下，陶瓷形貌与原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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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没有看到烧结现象的发生；图

１２ｃ显示，在１０００℃时原料颗粒间有少量的黏结现
象，说明液相开始产生，促进了原料颗粒间的固相反应

发生，使得陶瓷致密化；图１２ｄ显示出在１０５０℃时其
原料颗粒黏结得更加紧密，有明显的烧结在一起的大

颗粒，陶瓷微观层面更加致密。因此，温度升高使陶瓷

中的液相含量增加促进固相反应的发生，充足的液相

量填补陶瓷中的孔隙使陶瓷更加致密化。

ａ．８００℃；ｂ．９００℃；ｃ．１０００℃；ｄ．１０５０℃
图１２　赤泥含量为６０％的陶瓷在不同温度下烧结后的微观
形貌

Ｆｉｇ．１２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ｄｍｕ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６０％

３．４．２　赤泥含量对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瓷微观结
构研究

　　图１３为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
的微观形貌。当温度相同时，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试

样微观形貌与结构也不相同。图１３ａ、１３ｂ中赤泥含量
为５０％、５５％，陶瓷颗粒间孔隙极少，液相含量较多，使
得陶瓷具有一定的韧性；图１３ｃ中，赤泥含量为６０％陶
瓷孔隙较少，原料结合更加紧密，说明有足够的液相量

来填充孔隙使得孔隙率降低，同时，生成合适的液相量

进一步促进烧结，出现了烧结在一起的大颗粒；图１３ｄ
中赤泥含量达到６５％，原料颗粒间结合得更加紧密，
但陶瓷试样具有较大的孔洞，小颗粒较多，部分黏结在

一起的颗粒并不连续，说明液相含量不多；图１３ｅ中赤
泥含量达到７０％，陶瓷颗粒的粒径与原料相差不大，
没有看到烧结现象。因此，随着赤泥含量的升高，液相

含量逐渐减少不利于固相反应的发生，不能使陶瓷更

加致密。

ａ．５０％；ｂ．５５％；ｃ．６０％；ｄ．６５％；ｅ．７０％
图１３　不同赤泥含量的陶瓷在１０５０℃下烧结后的微观形
貌

Ｆｉｇ．１３　Ｍｉ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１０５０℃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３．５　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对碱金属元素与有害
元素的固化

　　将赤泥及陶瓷坯料的浸出液进行 ｐＨ检测，结果
表明赤泥原料的ｐＨ值约为１０；赤泥含量为６０％时，陶
瓷坯体的ｐＨ值约为８。说明赤泥及陶瓷坯体中碱金
属以氧化物、游离态或者易溶出的状态存在，遇水则

溶，产生强碱性。因此，在雨水的作用下流入江河湖泊

或浸入地下，将严重危害环境。基于此，对烧结后的陶

瓷试样进行ＩＣＰ测试，其测试结果如表４所示。表明
陶瓷试样７ｄ浸出液的 ｐＨ值及各元素含量均符合我
国饮用水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中的规定，该复相陶瓷

表４　赤泥含量６０％、１０５０℃烧结的长石 －刚玉质复相陶
瓷试样ＩＣＰ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ＩＣＰ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ｊａｄｅ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ｓｉｎｔｅｒｅｄａｔ１０５０℃ ｗｉｔｈ６０％ ｒｅｄｍｕ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ａｋｔｉｍ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ｇ·Ｌ－１）

１ Ｆｅ ＜０．０１

１ Ｃａ ＜０．０１

１ Ｔｉ ＜０．０１

１ Ｎａ ２．６８

７ Ｃａ ８．０７

７ Ｋ ３．２８

７ Ｎａ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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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日常生活中。结合ＸＲＤ的分析可知，陶瓷样品
的主要物相含有钙长石和玻璃相。氧化钙、氧化铝和

氧化硅在一定温度下反应生成的化合物，为陶瓷材料

提供强度的同时，使钠、钾、钙等碱金属被固化在新生

成的物质中，难以溶出，即使浸泡很长时间，也仅有极

少量溶出。另外，其中的铁、钛等有害元素也会固化在

玻璃相中。

４　结论

以拜耳法赤泥、锂瓷石、铝矾土熟料为原料制备出

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拜耳法赤泥含量为６０％，烧
成温度为１０５０℃时，体积密度为１．８５ｇ／ｃｍ３，吸水率
为１９．８７％，收缩率为７．３４％，抗压强度为７９．４８ＭＰａ。
陶瓷性能随温度升高而提高，随赤泥含量增加而呈现

降低趋势；抗压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强，随赤泥含量增

加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该长石－刚玉质复相陶
瓷中的主要物相为钙长石、刚玉、赤铁矿、石英、玻璃相

以及少量的莫来石相，经低温烧结后，原料中的碱金属

及铁、钛等有害元素被固化在陶瓷晶体与玻璃相中。

因此，将赤泥制备成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不仅使赤
泥得到高值化利用，还使其在墙体装饰、陶瓷和耐火材

料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１］ＬＩＳ，ＫＡＮＧＺ，ＬＩＵＷ，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ｅｌｌｅ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２０２１，７（１）：１２６－１３５．

［２］ＺＨＡＮＧＸ，ＺＨＯＵＫ，ＬＥＩＱ，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ｉｒｏｎｆｒｏｍａｃｉｄ
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ｂｙａｌｉｑｕａｔ３３６［Ｊ］．Ｊｏｍ，２０１９，７１（１２）：４６０８－
４６１５．

［３］ＬＩＵＹ，ＱＩＮＺ，ＣＨＥＮＢ．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ｃ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ｒｅｄｍｕｄ［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２３１：１１７１３１．

［４］ＺＨＡＯＨ，ＧＯＵＨ．Ｕｎｆｉｒｅｄｂｒｉｃｋ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ｍｕ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ｌｆｏａ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３８：１０２２３８．

［５］ＬＩＵＸ，ＨＡＮＹ，ＨＥＦ，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ｉｒ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ＨａｚａｒｄＭａｔｅｒ．，２０２１，
４２０：１２６５４２．

［６］ＭＯＮＮＩＮＣ，ＢＯＵＳＳＯＵＧＯＵＡＬＫ，ＯＬＩＶＡＰ，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ａＢａｙｅｒ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Ｇａｒｄａｎｎｅａｌｕｍｉｎａｐｌａ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ｅ）：Ｉ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ｉｔ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ｎ
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Ｓｅ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５：１０００８７．

［７］ＡＲＣＨＡＭＢＯＭＳ，ＫＡＷＡＴＲＡＳＫ．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ｕｘｉ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Ｉｒ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ｎｎｕｇｇｅ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４２（４）：２２２－２３０．

［８］ＡＲＲＯＹＯＦ，ＬＵＮＡ－ＧＡＬＩＡＮＯＹ，ＬＥＩＶＡＣ，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ｒｅｄｍｕｄｉｎｂｒｉｃｋｓ［Ｊ］．Ｅｎｖｉ
ｒｏｎＲｅｓ．，２０２０，１８６：１０９５３７．

［９］ＡＧＲＡＷＡＬＳ，ＤＨＡＷＡＮ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ａｓａ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１７１：１０７０８４．

［１０］廖仕臻，杨金林，马少健．赤泥综合利用研究进展［Ｊ］．矿产保护与

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３）：２１－２７．
［１１］曾华，吕斐，胡广艳，等．拜耳法赤泥脱碱新工艺及其土壤化研究

［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３）：１－７．
［１２］ＲＡＩＳ，ＢＡＨＡＤＵＲＥＳ，ＣＨＡＤＤＨＡＭＪ，ｅｔａｌ．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Ｂａｕｘｉｔ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２０２０，６（４）：１－８．

［１３］ＡＧＲＡＷＡＬＳ，ＲＡＹＡＰＵＤＩＶ，ＤＨＡＷＡＮ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ｂ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ｆ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ｒ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３２：２０２－２１０．

［１４］ＫＵＭＡＲＡ，ＳＡＲＡＶＡＮＡＮＴＪ，ＢＩＳＨＴＫ，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ｕｔ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ｎｄａｌｋａｌｉ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１，３０２：
１２４１７０．

［１５］ＣＯＬＬＩＮＧ，ＹＵＮＨ，ＶＩＧＮＥＳＷＡＲＫ，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ｅｄｍｕｄ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ｂｅｎｉｇ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ｐａｐｅｒ［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２５（６）：７９５－８０６．

［１６］ＫＨＡＩＲＵＬＭＡ，ＺＡＮＧＡＮＥＨＪ，ＭＯＧＨＴＡＤＥＲＩＢ．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ｙｅｒｒｅｄｍｕｄ［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４１：４８３－４９８．

［１７］ＧＡＯＦ，ＺＨＡＮＧＪ，Ｄ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ｒｏｎ
ａｎｄ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ｆｒｏｍ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ＢａｙｅｒＲｅｄＭｕｄｂ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Ｊｏｍ，２０１９，７１（９）：
２９３６－２９４３．

［１８］ＷＡＮＧＳ，ＪＩＮＨ，Ｄ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ｒｅｄｍｕ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２８９：１２５１３６．

［１９］ＬＩＵＹ，ＬＩＸ，ＺＨ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ｏｎ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９：１０６０９０．

［２０］ＭＵＫＩＺＡＥ，ＺＨＡＮＧＬ，ＬＩＵＸ，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ｉｎｒｏａｄ
ｂａｓｅａｎｄｓｕｂｇｒａ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４１：１８７－１９９．

［２１］ＳＵＴＡＲＨ，ＭＩＳＨＲＡＳＣ，ＳＡＨＯＯＳＫ，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４
（３）：２５５－２７９．

［２２］ＰＡＮＤＡＳ，ＣＯＳＴＡＲＢ，ＳＨＡＨＳＳ，ｅｔ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ｂａｕｘｉｔｅｒｅｓｉ
ｄｕｅ（ｒｅｄｍｕｄ）

!

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ｙ
ｃｌｉｎｇ，２０２１，１７１：１０５６４５．

［２３］ＺＯＮＧＹＢ，ＣＨＥＮＷＨ，ＦＡＮ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ｌａｇａｎｄｒｅｄｍｕｄｆｏｒ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ｖｅｌ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２５
（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７．

［２４］柳佳建，陈伟，周康根，等．赤泥中铁的回收利用研究进展［Ｊ］．矿产
保护与利用，２０２１，４１（３）：７０－７５．

［２５］雷清源，周康根，何德文，等．赤泥中钪和钛的回收研究进展［Ｊ］．矿
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３）：１５－２０．

［２６］ＬＯＰＥＳＤＶ，ＤＵＲＡＮＡＥ，ＣＥＳＣＯＮＥＴＯＦＲ，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ｄｍｕｄ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Ｊ］．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２０，４６（１０）：１６７００－１６７０７．

［２７］曾超，何维．赤泥物相的Ｘ射线粉末衍射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法定量分析研究
［Ｊ］．冶金分析，２０１４，３４（８）：１－６．

［２８］童思意，刘长淼，刘玉林，等．我国固体废弃物制备陶粒的研究进展
［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３）：１４０－１５０．

［２９］邢芩瑞，马远，李宇．不同 ＣａＯ源固废对钙长石全固废陶瓷矿相和
性能的影响［Ｊ］．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９－４８．

·０１１·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１年



［３０］张伟国，马小娥，魏红姗，等．拜耳法赤泥基轻质保温陶瓷的中试生
产［Ｊ］．轻金属，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３１］魏红姗，马小娥，管学茂，等．拜耳法赤泥基轻质保温陶瓷的制备
［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９，３８（３）：７４９－７５１．

［３２］张辉，李安林，曾小州，等．以赤泥为助熔剂制备长石质发泡陶瓷
［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９，３８（１２）：４００２－４００６．

［３３］王清涛，李森，于华芹，等．利用赤泥制备轻质高强保温装饰一体化
建筑材料［Ｊ］．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８，３７（４）：１３９３－１３９８．

［３４］王清涛，李森，李峰芝，等．赤泥掺加量对保温装饰建筑陶瓷性能的
影响［Ｊ］．非金属矿，２０１７，４０（５）：４１－４４．

［３５］李勇冲，刘永杰，孙杰瞡，等．利用赤泥制备闭孔超轻质泡沫陶瓷的
研究［Ｊ］．新型建筑材料，２０１７，４４（１１）：１１３－１１６．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Ｃｏｒｕｎｄｕ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ｆｒｏｍＲｅｄＭｕｄ
ＣＨＥＮＸｉｎｙｉ１，２，３，Ｆ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ｏ１，２，３，ＷＡＮＧＱｉ，ＬＩＵＹａｎｇａｉ１，２，３，ＷＵＸｉａｏｗｅｎ１，２，３，ＭＩＲｕｉｙｕ１，２，３，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ｏｈｕｉ１，２，３，ＭＩＮＸｉｎ１，２，３

１．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ｂａｙｅｒｒｅｄｍｕ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ｄｄｉｎｇｖａｎａｄｉｕｍｃｌａｙｃｌｉｎｋｅｒａｎｄｌｉｔｈｉｕｍ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ｓｔｏｎｅ，ｆｅｌｄ
ｓｐａｒ－ｃｏｒｕｎｄｕｍ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ｔ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ｂｙ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ｏｍｅｔｅｒ（ＸＲＤ）ａｎ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ＳＥ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ｅｄｍｕｄ
ａｎｄ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ｅｒａｍ
ｉｃ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ｅｄｍｕｄｉｓ６０％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１０５０℃，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ａｒ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ｈｙｄｒｉｔｅ，ｃｏｒｕｎｄｕｍ，ｈｅｍａｔｉｔｅ，
ｑｕａｒｔｚ，ｇｌａｓｓ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ａ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ｕｌｌｉｔｅｐｈａｓｅ．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ｓ１．８５ｇ／ｃｍ３，ｔｈｅ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ｒａｔｅｉｓ
７３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１９．８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ｓ７９．４８ｍｐａ．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ｏｄｉｕｍ，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ｈａｒｍｆｕ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ｗ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ｗａｌｌ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ｄｍｕｄ；ｃｅｒａｍｉｃ；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引用格式：陈新义，房明浩，王淇，刘艳改，吴小文，米瑞宇，黄朝晖，闵鑫．赤泥低温烧结制备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Ｊ］．矿产保护与利
用，２０２１，４１（６）：１０３－１１１．
ＣＨＥＮＸｉｎｙｉ，Ｆ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ｏ，ＷＡＮＧＱｉ，ＬＩＵＹａｎｇａｉ，ＷＵＸｉａｏｗｅｎ，ＭＩＲｕｉｙｕ，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ｕｉ，ＭＩＮＸｉｎ．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ｃｏｒｕｎｄｕｍ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ｆｒｏｍｒｅｄｍｕｄ［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１，４１
（６）：１０３－１１１．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１１１·第６期 　　陈新义，等：赤泥低温烧结制备长石—刚玉质复相陶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