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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科学技术

第一章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研究部

第一节所在地

研究部位于本社所建的抚顺制造所区域内。

第二节沿 革

东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矾土页岩资源，满铁在中央试验所长期进行生产铝的试验研

究。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央试验所加速了以矾土页岩为原矿生产铝的研究，予1932年着

手在邻近抚顺碳矿发电所的西南处建设临时性的试验工场，1934年2月建成，3月开始

工业规模试验，用2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全部试验及调查，取得了用矾土页岩生产铝的世

界性发明的成就。1936年满洲国政府颁布了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法，与满铁对半投

资成立了做为满洲国特殊法人的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

会社成立之初，试验工场在计划部的管辖下，依然继续进行试验。随着工厂建设和

发展以及会社组织机构变更，于1937年做为研究课而独立出来，设第一课、第二课及研

究室。其后于1940年8月变成为研究部，研究部为使此划时代的事业达到更加完善的地

步，与工厂的工作并行进行涉及细节的研究，具有将自己研究发明的工业必须培育得逐

渐完全的使命。 ．

第三节任 务

研究部的业务大体由配合制造所作业的分析检验部门和研究部门组成。

分析检验部门根据各工场及社内其他各关系单位的要求完成其委托的分析．进行原

料及材料，成品及半成品、电极及氟化物等的分析检验。

研究部门进行以矾土页岩生产铝的现行法的全面的改进研究。并且进行现行方法以

外的关于新生产方法的研究，此外还进行关于炼铝必需的助熔剂生产方法的改进以及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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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研究。

第四节机构及主管事项

庶务系，一负责研究的综合计划、j1文书人事及会计，n不属于研究室主管的事项

第一研究室．原料及材料分析～一 ，．+ 。·’．丫．。

第二研究室成品及半成品分析

第三研究室制取氧化铝的研究

第四研究室电极的研究及分析

第五研究室 氟化物的分析及研究，化学机械及应用物理研究

第六研究室铝加工的研究
：

第五节工作人员

日人

参事 1名、副参事13名、职员‘54名，准职员10名，雇员 100名、见习人

员15名．特约人员1名

中国人

佣员27名
●

第六节建筑物

研究部的建筑物由4栋砖瓦结构的平房组成，总面积为2，824．55平方米。

第七节设 备

马弗炉，坩锅炉，管状炉、淬火用电炉，高频电炉，流气式热处理炉、化学天秤，

电加热板、水浴，电气恒温乾燥器，电气恒温水槽、蒸馏水制造机、球磨，滚爪式破碎

机：铝酸钙湿式粉碎装置、真空泵，氢离子浓度测定仪、精密级电位差计、来兹光度

计，偏光显微镜、比色计、电极焙烧试验装置、混捏机、切断机、锤击式转动振动筛，

莱卡照相机、16毫米电影放映机、显微镜照像机、X光机、热天秤、热膨胀计、布氏硬度

计、肖氏硬度计、恰贝(摆锤单梁式)冲击(强力)试验机，杯突板压穿试验机，疲劳

试验机、阿姆斯拉型万能材料试验机。

扣形机、车床，台上精密车床、铣床、球盘i测微仪、日光计，马登斯伸长测定装

置，六单元示波器、机械锯，压延机(板用)，压延机(线用)、拉线机，电气点焊

机、空气锤，轻合金铸造表面试验装置、萤石浮选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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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研究及分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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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氧化铝生产

1．曹达(苏打)石灰法的研究

2．硝酸法的研究 ：

3．硫酸法的研究 ，

4．关于氧化铝的沉淀机理的研究

5．关于铝酸钠溶液的研究

二，关于铝合金 ·

1。合板材的研究

2．特殊硬铝合金的研究 7．一

3．轴承用轻合金的研究 ，，

4．关于硬铝合金淬火直后矫正加工时对比例限度的弹性限度及时效速度影响的研

究 ．．

5．关于活塞材料热处理效果的研究 ．

6．关于铝合金腐蚀的基础性研究

三，关于碳素电极

1．测定挥发分的研究

2．粘结剂的研究

四，关于分析化验

1．分光分析法的研究

2．使用光度计的分析方法的研究

五，其他

1．铝涂料的研究

2．非金属发热体的研究

3．萤石的浮选试验 ．

4．精制锌的研究

5．关于硅氟酸和氢氧化铝的反应的研究

6．关于含水氟化铝的耐热性的研究

六、分析事项

1．原料(矾土页岩，石灰石、石灰)，材料(铝酸钙)的分析．，

2．成品(铝、氧化铝)、半成品(氢氧化铝)的分析 ．一

3．氟化物及电极的分析

第九节主要成绩

在铝的用途中，其大半是做轻合金的原料，要求纯度99．5％以上的高品位的铝，因

1／



．墨§§：蔓至蔓：登堂燕盎

此对其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及成品常迫切期待正确的分析结果。

研究部经常与现场在密切联系之下进行关于原料、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分析，以

完成生产高纯度成品的任务，进而对合理降低生产费用的改进、办法与发明不断地做出

很大的贡献。

主要成绩可列举如下 ·

1．铃木霍耳法的研究(工业试验完了)

2．满铁法(水碎、磁选、酸洗法)的研究(工业试验完了)

3．硫氨法的研究(工业试验完了)

4．铝酸钙生产的研究(工业试验完了，已经实施) ’

5．铝酸钙湿式粉碎法的研究(-r业试验完了)

6．用石灰乳脱出铝酸钠溶液中的硅酸后，对脱硅残渣的再抽出方法的研究(工业

试验完了，已经实施)

7．关于氧化铝的社有或申请中的专利

(1) 从矾土页岩中制取工业纯氧化铝的方法(昭和1D公告3198)

(2) 氧化铝精制法(昭和10申请第11377号，满洲专利第977号)

(3) 真空槽中生成的固体物的连续汲出装置(日本专利第132572号)-

(4) 用粘土及矾土页岩制取氧化铝的方法(昭和15公告6333号)

(5) 高温熔融铝酸钙的处理方法(昭和15公告第5774号)

(6) 连续反应沉淀装置(昭和15公告第6057号) 一

(7) 用粘土制取工业纯氧化铝的方法(日本专利第135897号) ‘

(8) 制取不含硫酸根的氢氧化铝的方法(昭和15申请第11253号)

(9) 用碱性铝酸溶液制取高纯度氢氧化铝的方法(昭和15申请第12152号)

8．冰晶石生产方法的改进(回收利用电解工场的废气) 一·

9．粒度配比对电极制品的影响

10．用粘土和矾土页岩制取氧化铝的方法(专利公告中)
’

11．关于氟酸精匍l的研究

12．用粉状硅铁和铁矿制取生铁

13．铝酸钙湿式粉碎抽出法

14．铝、阿米雷特(7三11一卜)做为鞣皮剂的工业应用方法

15．Zn—Al—Ca三元合金的基础性研究

16．气体对铝线材腐蚀的研究

17．新的强合金的研究

18．合金线的研究

19．关于铝锅的变色



第二章电解试验场

第五篇二科学技术·4S9

1953年，正当抚顺三O一工厂改扩建工程紧张大量施工时，厂决定成立电解试验

场，目的是为电解车间投产准备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要求通过这一试验使

参加人员取得铝电解过程的感性认识，并适当地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当时特请苏联铝电

解专家巴甫洛夫指导试验工作，建1台2，000安预焙阳极(2个圆形阳极)铝电解槽

(1号槽)，从沈阳冶炼厂调来1台旧直流发电机(额定电压50伏，额定电流2，000安，

因整流片已磨损仅能发出1，900安)。由3，300伏交流电源通过变压器以50马力三相交流

电动机带动运转．向电解槽供直流电。使用的氧化铝、冰晶石，氟化钠，氟化铝都是抚

顺制造所遗留下来的产品，碳素电极系本厂碳素车间生产的。试验工作开始于1953年5

月23日，经过了焙烧、开动，正常操作、病槽处理等一系列过程，1953年10月29日漏

槽。其后除修复l号槽外，又增建了2号槽，其试验情况与1号槽基本类似，主要原因是

直流发电机能力满足不了要求，小电解槽的热绝缘能力差。但是因为有了在1号槽上5

个月的试验经验，操作技术有所熟练，所以2个小电解槽还能正常维持，可以继续试验

与培养人员。

1954年4月，为了更多地培养铝电解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积极地进行生产准备，取代

旧直流发电机安装1套新水银整流机组，新建6台5，000安自焙阳极铝电解槽。同时也将

原1号，2号槽改为同容量的自焙槽，试验场扩大了，一共有8台电解槽，实行三班倒工

作制，试验至铝电解车间开动前止，共培训了25名技术员，250名技术工人。

通过试验，工人对铝电解工艺有了认识，学会了基本操作方法。懂得了一些基础理

论知识，对于技术人员则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良好机会，他们在试验过程中初步

地掌握了铝电解槽的热电测量技术。病槽处理方法，并且大部分技术人员都锻炼得能和

工人一样的进行实际操作．

第三章1 955年的试验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厂未成立专门研究机构，采取的方法是指定专人负责专题，进行调查、统

计，对比和研究，试验项目如表5—1所示。

≮／“
L．o



1955年的试验项目表 表5—1

试验项目 试验人员 试验目的 采取的方法

提高电解铝用阳 专责人单仁斌 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调查 在铅电解车间中进行13个项垦

研究找出提高阳极糊质量 的调查统计，逐月逐季．归纳情
极糊质量的研究 协助人戴继农 的途径 况，做出统计和比较，进行适当

的分析

阳极糊与煅烧料 研究阳极糊与煅烧料的 在阳极糊车间于产品检查工作
专责人‘顾联奎 关系曲线，供生产及检验 中进行调查统计，归纳季度与半

性能曲线研究 用 年的资料，做出统计图线

阳极小母线与阳 用楔形接点代替现用的 在铝电解车间选定组，槽进行
极棒之间的楔形接专责人袁作仁等 螺栓连接，以改善接点的
点之研究 电压降

．

试验

提高氟吸收塔吸 专责人压园 试验提高生产车间生产 对生产车间进行提高氟氢酸浓

收效率的试验‘ 协助人周昌庆 氟酸的浓度 度的试验

制造氟化氢气体 专责人胡宪标 提高萤石的利用率与硫 在生产车间进行调查统计，并
在试验室进行选择条件试验，互

反应条件的试验 协助人林丽芬 酸的利用率 相比较

冰晶石合成分子 专责人吴忠良 研究人造冰晶石合成的 于车间进行调查统计，于试验
比及各种条件的试 质量及其分子比之间的条

验‘，’：． 协助人颜联奎 件关系 ，． 室进行选择条件试验，互相比较

氟化盐车间副产
专责人闻兴泉 试验副产石膏用于水泥 ’与东北各水泥厂及建工局水泥

石膏工业利用的试 室等试验室共同进行副产石膏在．
协助人武民安 工业，以代替天然石膏 水泥工业应用的试验

验 一。

耐氟酸塑料泵的 专责人顾志山 试制碱性酚甲醛耐氟酸 试验酚醛塑料试片的性能，并
塑料泵，以代替现用的铅

试验 协助人丁倬 泵 进行以泵模压制塑料泵的试验

用重量法测定冰
专责人单仁斌 用硼酸熔融抽出法分析 进行本法与多种重量法及比色

晶石中二氧化矽的 人造冰晶石中的微量二氧

研究
协助人戴继农 化矽 法的分析试验，以互相比较

电解镁用氯化镁 为炼镁炭材寻找代管石油 与中国科学院协议，在鹿用侣
生产技术条件的试专责人庞延庆等 焦的褐煤或烟煤的炭材试 学研究所内双方合力进行试验室

验，提供苏联做为设计资料 研究
验

用汞阴极电解法 试验作矽铁全分析时分
分离铁以测定矽铁专责人贾启淮等
审铝及铁的试验 ～．

： 析铝及铁的含量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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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心化验室成立研究组

’
，7‘

中心化验室于1955年第一季度开始先后成立起4个研究组，有铝研究组、矽镁研究

组，氟化盐研究组、分析方法研究组，兹将1956年3个研究组的计划题目列成表5—2 o

1956年试验研究计划襄 表5—2

组别 序号 试验项目 ‘目 的 主+要 内 容

1
石油焦阳极糊使用 研究经济指标，减少阳 长期调查、记录，归纳，比

情况统计 极事故 较、分析，研究

2 提高极距试验 提高电流效率
长期调查，记录，归纳、比

铝 ．较，分析，研究

电 3 两天出1次铝研究 改善操作情况，提高电 比较两天出1次铝和3秀鲎
流效率 1次铝的技术指标、电流效率

解 各种分子比，含不同
在试验室内测定电解质对炭

4
量氧化铝、氟化钙的电

研究我厂自制阳极糊对

研 解质对阳极材料的湿润
不同电解质的湿润情况，

性试验
改善技术指标 素材料的湿润角

究 利用氟和金属铝中的矽作用
5 提高金属质量的研究 提高质量

的条件
组 阳蓑籍声奖嘉簇翥碧黼鑫用各种不同炭素材 提高阳极质量，防止

合阳极糊及石墨和石油焦的混合
6

料试制阳极糊的研究 阳极事故
阳极糊

在小型电解槽上试验扎固，．
7 底糊代炭块的试验、 降低成本 焙烧条件后，再在大型槽上试

验

矽研 以烟煤代替石油焦
于获得成就后进行半工业化试究 利用廉价原料
验镁组 生产氯化镁的试验

l 碱法制造冰晶石 降低成本节约硫酸
用回转窑烧成NaF和铝酸

氟 合成冰晶石

化 2
用NaCl代NaC03合 研究用NaCl代Na 2CO,
成NaF及冰晶石试验 降低成本 的合成条件

盐
3

新产品Na,SiF,的试
研究Na 2SiFo泥浆的洗涤

研 验

究 j
。

，含铝化合物和萤石烧成
4 不用酸法制AlF3 降低成本节约硫酸组 。．AlF3条件的研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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