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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犻犆犾犓犆犾共晶熔盐的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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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氯化锂氯化钾共晶熔盐是电解精炼干法后处理中最常用的电解质，其含有的杂质直接影响电流效率和

产物纯度。本研究分别采用高温处理、ＨＣｌ气体鼓泡和恒电位电解等方法依次去除了熔盐中的易挥发物质、

氧离子和金属离子等杂质，获得了较高纯度的熔盐。采用热重分析（ＴＧＡ）、电化学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ＩＣＰＡＥＳ）等方法对比了纯化前后熔盐中各杂质的含量。研究结果表明：去除易挥发杂质的最佳处

理温度范围为４５０～６５０℃；去除杂质金属离子时最佳电解电位为－２．３Ｖｖｓ．Ａｇ／ＡｇＣｌ（摩尔分数２％），恒

电位电解８００ｓ后杂质金属离子总量低于１．５×１０－６ｇ／ｇ（盐）。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采用高温处理、ＨＣｌ气体

鼓入和恒电位电解可获得纯度较高的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熔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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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堆是实现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之一［１］。然而，快堆产生的乏燃料具有燃耗深

（１２０～１５０ＧＷ·ｄ／ｔ）、放射性强、释热率高（大于

２５ｋＷ／ｔ）等特点。由于有机萃取剂在强辐射条

件下易分解，因此传统水法后处理工艺难以胜任

快堆乏燃料后处理的任务［２］。以无机物作为电解

质的高温熔盐电解干法后处理工艺有良好耐辐

照［３５］的特点，可更好地处理这类乏燃料。

熔盐电解干法后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电化学沉

积［６］和电解精炼［７１０］，其中电解精炼流程具有设

备简单、操作温度低（５００℃）的优点而日益受到

重视。电解精炼流程中主要采用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

熔盐（５９％（摩尔分数，下同）ＬｉＣｌ４１％ＫＣｌ）作为

常用的反应介质［１１１４］，主要原因为：（１）熔点低

（约３５５℃）
［１５］；（２）电化学窗口宽，可直接电沉积

得到锕系和镧系金属或合金；（３）与氟盐相比，对结

构材料的腐蚀小［１６］；（４）对Ｌｎ和Ａｎ等氯化物的溶

解度较高［１６］。然而，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极易吸湿
［１７］并含

有一定量的金属离子等杂质。由于上述杂质等可与

电解产物发生副反应从而导致产物的纯度和电流效

率下降［１８］，同时可影响Ａｇ／ＡｇＣｌ参比电极的稳定

性［１９］，因此在电解前有必要去除这些杂质。

通常熔盐中去除杂质离子纯化的方法包括电

解［１８］和真空蒸发冷凝［２０２１］等。真空蒸发冷凝需

要专门复杂的设备，适合大规模熔盐的处理；电解

法更适合于实验室中少量熔盐的纯化。本工作拟

采用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和恒电位电解依次除去

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中的易挥发物质、氧离子和金属离

子杂质（主要为Ｆｅ、Ｃａ和 Ｍｇ）等，以得到高纯度

共晶熔盐，并通过热重分析（ＴＧＡ）、电化学方法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ＩＣＰＡＥＳ）

等对比共晶熔盐中杂质的含量。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无水氯化锂，纯度９９．０％，上海中锂股份有

限公司；氯化钾，分析纯，西陇化工有限公司；盐

酸、丙酮，分析纯，国药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ＡｇＣｌ、Ｍｏ丝（直径１ｍｍ，纯度９９．９９％）、Ａｇ丝

（直径１ｍｍ，纯度９９．９９％），Ａｌｆａａｅｓａｒ（天津）有

限公司；石墨棒，光谱纯，直径４ｍｍ，北京电碳

厂。氩气，北京氙禾玉气体技术有限公司，纯度为

９９．９９９６％，Ｈ２Ｏ体积分数均小于２×１０
－６。采

用ＤＭＡＲ３型氩气净化机（大连光明中科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进一步净化氩气，净化后的 Ｈ２Ｏ体

积分数均小于０．５×１０－６。

石墨棒、Ｍｏ丝和银丝使用前均预处理：石墨

棒用２０００目砂纸打磨光滑，然后于体积分数为

５％ＨＣｌ溶液中煮沸１ｈ后用蒸馏水清洗、干燥备

用；金属丝使用前先后用２００＃、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

ＳｉＣ砂纸打磨抛光，去除表面氧化层后放置于稀

ＨＣｌ溶液（０．１ｍｏｌ／Ｌ）中浸泡数分钟，然后用丙酮

进行超声清洗至锃亮，烘干备用。参比电极为自制

Ｐｙｒｅｘ隔膜Ａｇ／ＡｇＣｌ电极，ＡｇＣｌ摩尔分数为２％。

Ｏｐｔｉｍａ７０００ＤＶＩＣＰＡＥＳ，美国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

司；ＴＧ２０９Ｆ３热重分析仪，德国 ＮＥＴＺＳＣＨ公司；

Ｆｕｒｎａｃｅ１０００马弗炉，天津中环实验电炉厂；ＳＧ３１２

井式电炉，弗恩森（北京）电炉有限公司；Ｓａｔｏｒｉｕｓ

ＢＳＡ２２４Ｓ电子天平，精度０．０００１ｇ，德国赛多利斯集

团；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０００电化学工作站，美国Ｇａｍｒｙ公司。

１———氩气，２———ＨＣｌ气体，３———三通球阀，４———３１６Ｌ不锈钢管，

５———隔热板，６———３１６Ｌ不锈钢坩埚，７———刚玉坩埚，

８———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９———止逆阀，１０———刚玉管，

１１———石墨电极，１２———自制Ａｇ／ＡｇＣｌ参比电极，１３———Ｍｏ丝电极，

１４———导线，１５———循环冷却水，１６———保温层，１７———电阻加热丝，

１８———耐火砖，１９———缓冲瓶，２０———饱和Ｃａ（ＯＨ）２溶液，

２１———电化学工作站，２２———电脑

图１　熔盐氢氯化和电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ｉｃ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ｍｏｌｔｅｎｓａｌｔ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

１２　实验装置

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熔盐的电解去除杂质装置示

于图１。该装置主要由 ＨＣｌ气体供应系统、加热

系统、电解系统、手套箱和尾气处理系统等部分组

成，可开展熔盐的氢氯化和电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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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实验过程

处理过程：将ＬｉＣｌ和ＫＣｌ分别置于马弗炉中

于４５０℃除水和易挥发杂质后，按质量比４５∶５５

混合（１＃样品）。取１＃样品１００ｇ置于坩埚中，

待熔融后通入 ＨＣｌ气体３０ｍｉｎ，再用高纯Ａｒ鼓

泡带走残余的 ＨＣｌ，冷却至室温得到２＃样品。

将相同质量的１＃和２＃样品置于刚玉坩埚中插

入电极恒电位电解，分别得到样品３＃和４＃。

１４　表征和分析

热重分析：取１５ｍｇ上述样品于刚玉坩埚

中，以Ｎ２ 为保护气，置于热重分析仪中测定失重

曲线。以５℃／ｍｉｎ的升温速率测定样品于５０～

８００℃的失重曲线。

电化学测量和电解：采用三电极体系即 Ｍｏ

丝为工作电极，自制Ｐｙｒｅｘ隔膜Ａｇ／ＡｇＣｌ电极为

参比电极，以光谱纯石墨棒为对电极进行测量和

电解。实验使用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０００型电化学工作站

记录熔盐的电化学信号。

ＩＣＰＡＥＳ分析：取１ｇＬｉＣｌ或 ＫＣｌ和１＃—

４＃样品溶于去离子水中，采用 Ｏｐｔｉｍａ７０００ＤＶ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待测元 素 及谱线分别为 Ｂａ

２３３．５２７ｎｍ、Ｃａ３１７．９３３ｎｍ、Ｆｅ２３８．２０４ｎｍ和

Ｍｇ２８５．２１３ｎｍ。

图２　高温处理前ＬｉＣｌ和ＫＣｌ的ＴＧＡ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Ｇ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ｉＣｌａｎｄ

ＫＣｌｂｅｆｏｒｅ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高温处理

易挥发的物质如 Ｈ２Ｏ等直接影响熔盐中离

子的性质和电解并且会加速对不锈钢容器的腐

蚀［１７］，因此需要去除这些易挥发物质。高温处理

前的ＬｉＣｌ和ＫＣｌ于５０～８００℃的失重曲线示于

图２。由图２可知，５０～２００℃之间ＬｉＣｌ和 ＫＣｌ

的失重率为０．４７％和０．１７％，为两种无机盐中吸

附的 Ｈ２Ｏ挥发引起的。随后，ＬｉＣｌ于２２８℃时

出现失重，质量分数从９９．５３％降至９９．３０％，这

一失重为ＬｉＣｌ中其他杂质如ＦｅＣｌ３ 挥发或铵盐

分解引起的。因此，ＬｉＣｌ中易挥发杂质质量分数

约为０．７０％。然而，ＫＣｌ于４０３℃时失重急速下

降，质量分数由９９．８３％降至９８．５１％。因此，

ＫＣｌ中易挥发物质如 Ｈ２Ｏ、碘化物、溴化物、氨等

杂质总质量分数为１．４９％。

当温度高于７００℃时，ＬｉＣｌ和ＫＣｌ均有明显的

失重，这是由于ＬｉＣｌ和ＫＣｌ在温度高于７００℃时饱

和蒸汽压显著增大（图３）
［２２］引起的。由ＬｉＣｌ和ＫＣｌ

的失重曲线可知，可采用高温（４５０℃＜θ＜７００℃）

处理除去ＬｉＣｌ和ＫＣｌ中易挥发的物质。

■———ＣａＣｌ，●———ＬｉＣｌ，▲———ＫＣｌ，"———ＮａＣｌ，

———ＵＣｌ３，———ＮｄＣｌ３，◆———ＰｒＣｌ３，

◇———ＰｕＣｌ３，○———ＳｍＣｌ２，★———ＢａＣｌ２

图３　不同温度下金属氯化物的蒸汽压
［２２］

Ｆｉｇ．３　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２２］

２２　犎犆犾鼓泡

Ｈａｊｉｍｅ等
［１７］研究表明高温（约２００℃）条件

下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熔盐仍有少量 Ｈ２Ｏ，同时熔融

过程中会发生水解易生成ＬｉＯＨ：

ＬｉＣｌ＋Ｈ２Ｏ＝ＬｉＯＨ＋ＨＣｌ （１）

水解产生的ＯＨ－可与金属氯化物或金属反应从

而影响电化学行为的测定或电解效果。Ｈａｊｉｍｅ

等［１７］对比了Ｃｌ２ 和 ＨＣｌ鼓泡法对去除ＯＨ
－的效

果，结果表明ＨＣｌ鼓泡法可有效地去除熔盐中的

ＬｉＯＨ，而Ｃｌ２ 鼓泡法则易生成ＬｉＯＣｌ，反应如下：

ＬｉＯＨ＋ＨＣｌ＝ＬｉＣｌ＋Ｈ２Ｏ （２）

ＬｉＯＨ＋Ｃｌ２＝ＬｉＯＣｌ＋ＨＣｌ （３）

在高温条件下，ＬｉＯＨ 与 ＨＣｌ发生中和反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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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Ｈ２Ｏ可挥发为气体，因此采用 ＨＣｌ鼓泡法可

去除熔盐中含氧杂质，同时避免产生ＬｉＯＣｌ。

将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的样品于

手套箱中研成粉末后置于热重分析仪中分析。热

重分析结果示于图４。图４表明，温度区间为１００～

６５０℃时，１＃和２＃样品的总失重量分别为

０．５４％和０．３２％，表明通过ＨＣｌ鼓入法可去除更

多的易挥发物。这是由于 ＨＣｌ通入熔盐后会载

带较多的易挥发物质，从而降低了熔盐中易挥发

物质含量。同时，当温度由６５０℃升高至８００℃

时，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样品的质量分

数分别下降４．４％和５．１％，表明以ＬｉＣｌＫＣｌ作

为熔盐介质时，使用温度不宜高于６５０℃。

图４　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处理后

ＬｉＣｌＫＣｌ的ＴＧＡ曲线

Ｆｉｇ．４　ＴＧＡ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ａｆｔｅｒ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ＨＣｌ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将ＬｉＣｌ和 ＫＣｌ溶于去离子水中，采用ＩＣＰ

ＡＥＳ测定金属元素杂质的种类和含量，结果列于

表１。由表１可知，ＬｉＣｌ和 ＫＣｌ中主要含有Ｂａ、

Ｃａ、Ｆｅ和 Ｍｇ等杂质离子，与申淼
［１８］测定ＬｉＣｌ

ＫＣｌ熔盐中含有Ｃａ、Ｍｇ等杂质离子结果相似。

此外，ＬｉＣｌ中主要杂质金属元素总量（２９．９×

１０－６ｇ／ｇ（盐））约为ＫＣｌ的８倍。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

熔盐（摩尔比为５９∶４１）中总的杂质金属元素总

量为１５．５５×１０－６ｇ／ｇ（盐）。

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处理的ＬｉＣｌ

ＫＣｌ混合熔盐的循环伏安（ＣＶ）曲线示于图５。

由图５可知，仅采用高温处理的混合熔盐中阴极

峰电位依次为－０．５Ｖ、－２．０Ｖ和－２．４Ｖ，分别

为Ｆｅ（Ⅱ）
［２２］、Ｍｇ（Ⅱ）

［２３］和Ｃａ（Ⅱ）
［１８］于 Ｍｏ电

极上还原引起的，其中－２．０Ｖ 时峰电流约为

－１９ｍＡ，表明杂质 Ｍｇ（Ⅱ）含量高。高温处理

ＨＣｌ鼓泡处理的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曲线平滑，最大

峰电流仅为－７ｍＡ，表明 ＨＣｌ处理可明显降低

金属离子杂质含量。这是由于采用 ＨＣｌ鼓入时，

ＨＣｌ可将熔盐中的少量氧化物 ＦｅＯ、ＭｇＯ 或

ＣａＯ转化为对应的氯化物 （ＦｅＣｌ２、ＭｇＣｌ２ 和

ＣａＣｌ２）。与上述氧化物相比，氯化物的饱和汽压

要小得多，可随 ＨＣｌ鼓泡载带转化为气体，从而

降低这些金属离子杂质。ＩＣＰＡＥＳ测定 ＨＣｌ通

入前后ＬｉＣｌＫＣｌ中共存离子的结果列于表１，由

表１可知，Ｂａ含量基本不变，而Ｃａ、Ｆｅ和 Ｍｇ含

量明显减少，表明采用 ＨＣｌ处理后的熔盐中的杂

质离子由１２．４５×１０－６ｇ／ｇ（盐）降低至４．９８×

１０－６ｇ／ｇ（盐），与ＣＶ曲线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１　无水ＬｉＣｌ、ＫＣｌ、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

处理ＬｉＣｌＫＣｌ中主要金属元素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ＬｉＣｌ，ＫＣｌａｎｄ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ＨＣｌ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元素
１０６狑／（ｇ·ｇ－１（盐））

ＬｉＣｌ ＫＣｌ １＃ ２＃

Ｂａ ４．４９ ０．４６ １．３２ １．４４

Ｃａ １１．０５ １．５１ ４．２９ ０．４８

Ｆｅ ２．２６ １．００ １．９６ ０．８３

Ｍｇ １２．１４ ０．８１ ４．８８ ２．２３

总量 ２９．９４ ３．７８ １２．４５ ４．９８

　　注：１＃，高温处理的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２＃，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

处理的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

犛电极＝０．９６ｃｍ２，犜＝７５１Ｋ

图５　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

处理后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的ＣＶ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ｙｃｌｉｃｖｏｌｔａｍ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ＨＣｌ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２３　恒电位电解

由图５可知，Ｆｅ（Ⅱ）和 Ｍｇ（Ⅱ）的还原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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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均小于－２．３Ｖ，而 Ｃａ（Ⅱ）的还原峰电位

（－２．４Ｖ）与Ｌｉ＋较为接近，为避免电解还原产生

大量金属锂，因此选择－２．３Ｖ作为最佳电解电

位。图６为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处理后

的熔盐的恒电位（－２．３Ｖ）电解曲线。由图６可

知，未经 ＨＣｌ鼓泡处理熔盐的初始电流约为

－１５ｍＡ，表明杂质离子含量较高。此外，该电解

曲线不平滑，至少需约４０００ｓ电流方可减小至

－２ｍＡ。经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处理熔盐的初始

电流约为４ｍＡ，表明熔盐中杂质离子总含量小，同

时电解电流仅需约８００ｓ即可达到－２ｍＡ以下。

犛电极＝０．９６ｃｍ２，犜＝７５１Ｋ

图６　高温处理和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

处理后的熔盐的恒电位（－２．３Ｖ）电解曲线

Ｆｉｇ．６　Ｐｏｔｅｎｔｉｏｓｔａ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２．３Ｖ）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ＨＣｌ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根据法拉第方程和电解消耗的电量（犙，Ｃ）

可估算 ＨＣｌ气体处理前后的熔盐中杂质的总量：

犙＝∫
狋

０
犐狋ｄ狋＝狀犣犉 （４）

式中：犐狋为电解过程中的瞬时电流，Ａ；狋为电解时

间，ｓ；狀为杂质离子的摩尔量，ｍｏｌ；犣为电解过程中

转移的电子数；犉为法拉第常数，一般取９６４８５Ｃ／

ｍｏｌ。由于在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体系中主要杂质元素

Ｆｅ和 Ｍｇ等均呈＋２价，因此转移电子数犣＝２。

电解曲线积分可计算总电量犙，未处理熔盐中恒

电位电解的电量为２４．７７Ｃ，而 ＨＣｌ处理后的熔

盐电解的电量为３．３１Ｃ，表明经过ＨＣｌ鼓泡处理

熔盐中总杂质离子含量下降了８６．６％。

恒电位电解后，高温处理和 ＨＣｌ处理的

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于 Ｍｏ电极上的 ＣＶ 曲线示于

图７。由图７可知，ＨＣｌ鼓泡和仅高温处理熔盐

的ＣＶ曲线中 Ｍｇ（Ⅱ）／Ｍｇ（０）的峰电流分别为

－３ｍＡ和－１．５ｍＡ，而Ｆｅ（０）／Ｆｅ（Ⅱ）峰电流由

１．５ｍＡ降至０．５ｍＡ，表明 Ｍｇ和Ｆｅ含量明显

降低。ＩＣＰＡＥＳ测定电解 ＨＣｌ鼓泡和仅高温处

理后熔盐的分析结果列于表２。如表２所示，采

用 ＨＣｌ处理电解后的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熔盐中Ｂａ

含量略有减小，而 Ｍｇ、Ｃａ和Ｆｅ电解后的含量均

显著下降，对它们的去除率高于９０％，熔盐中主

要的杂质离子的总量为１．５３×１０－６ｇ／ｇ（盐）。

犛电极＝０．９６ｃｍ２，犜＝７５１Ｋ

图７　恒电位电解后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的ＣＶ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ｙｃｌｉｃｖｏｌｔａｍｍ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ＨＣｌ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表２　恒电位（－２．３Ｖ）电解前后

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中各元素的含量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ＬｉＣｌＫＣｌｅｕｔｅｃｔｉｃａｆｔ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ｌｃ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ａｔ－２．３Ｖ

元素
１０６狑／（ｇ·ｇ－１（盐））

１＃ ３＃ ４＃

Ｂａ １．３２ １．１２ １．０２

Ｃａ ４．２９ ０．４２ ０．２２

Ｆｅ １．９６ ０．２３ ０．１４

Ｍｇ ４．８８ ０．３５ ０．１５

总量 １２．４５ ２．１２ １．５３

　　注：１＃，高温处理后的 ＬｉＣｌＫＣｌ；３＃，高温处理电解后的

ＬｉＣｌＫＣｌ；４＃，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处理并电解后的ＬｉＣｌＫＣｌ

３　结　论

本研究分别采用高温处理、ＨＣｌ气体鼓泡和

恒电位电解依次去除ＬｉＣｌＫＣｌ共晶熔盐中的易

挥发物质、氧离子和杂质金属离子。ＴＧＡ分析结

果表明未处理的ＫＣｌ和ＬｉＣｌ分别含有约１．４９％

和０．７０％易挥发物质，并确定了最佳的高温处理

６８３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第４０卷



范围为４５０～６５０℃。电化学和ＩＣＰＡＥＳ分析结

果表明ＬｉＣｌＫＣｌ盐中含有Ｃａ、Ｆｅ和 Ｍｇ等杂质

金属元素。循环伏安法确定的最佳电解电位为

－２．３Ｖ（参比电极 Ａｇ／ＡｇＣｌ（摩尔分数２％））。

经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恒电位电解净化后杂质金

属离子总量由１５．５５×１０－６ｇ／ｇ（盐）降至１．５３×

１０－６ｇ／ｇ（盐）；杂质峰的含量下降。以上结果表

明，采用高温处理ＨＣｌ鼓泡恒电位电解可显著

降低熔盐中易挥发杂质和金属离子的含量，可获

得纯度较高的ＬｉＣｌＫＣｌ熔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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