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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稀土硅铁合金现状与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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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我国稀土硅铁合金的现状，比较了国内的三种生产工艺，展望了我国稀土硅铁合金的发展前景，提出 

了我国稀土硅铁合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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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稀土硅铁合金是我国稀土工业主要的传统产品 

之一。产品规格主要有 RE21 ～23 、RE24 ～ 

26 、RE30 三种，我国每年约 1／3的稀土用量消耗 

于冶金铸造产品中。使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稀土硅 

铁中间合金进行中间转换(如配制稀土镁硅铁合金 

等)，或用于稀土钢。“九五”期间，我国稀土铸铁产量 

每年都有不同程度增长。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稀 

土硅铁合金及延伸产品出口亦有一定增长，因而刺激 

了稀土硅铁合金生产能力迅速增大。到“九五”末，稀 

土硅铁合金生产厂家已由“七五”期间的1O余家猛增 

至4O余家，生产能力远远超过 100 000 t。其中年产 

稀土硅铁合金能力较大的(实际年产 2 000~3 000 t) 

不足 5家，其它均在 200~1 000 t之间。 

“九五”期间，国内每年消耗稀土硅铁合金平均 

在(1_2～1．3)×10‘t，出口5 000~6 000 t。在铸铁 

行业中的应用举足轻重，若开发利用得当，亦可以 

大大促进这一行业走向国际市场，为我国稀土工业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 目前国内生产实践中几种不同工 

艺的比较 

2O世纪8O年代以来，随着选矿技术的发展，以 

包钢稀土一厂为代表的从50年代采用的硅铁还原 

高炉渣工艺到 60~70年代的硅铁还原稀土精矿脱 

铁渣工艺，采用稀土精矿粉碳酸化球团——矿热炉 

脱磷脱铁——电弧炉硅热冶炼稀土硅铁合金三段 

工艺路线。该工艺较传统工艺在技术经济指标上有 

明显进步，产品中杂质含量亦有所下降，为稀土硅铁 

合金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该工艺路 

线长、一次性投资大、能耗高、电耗 3 000 kWh以上， 

RE回收率低(很难达到 70 以上)，在可比因素下， 

生产效率低、成本高。 

2O世纪8O年代中期到末期，南京冶金研究所 

和南方稀土研究所研制和完善了用稀土精矿在电 

弧炉内(包头矿、四川矿、微山矿等)直接冶炼稀土 

硅铁合金新工艺。在有效控制炉内冶金气氛的条 

件下，配以合理的冶炼规程，成功地把“自由硅”的 

概念引入冶炼稀土硅铁合金还原剂的选择和配人 

上，使稀土回收率提高到 75 以上(当配以二段还 

原工艺时可达 9O 以上)，使包头稀土精矿直接冶 

炼稀土硅铁合金取得突破性进展。该工艺不但降 

低能耗(电耗低于1 500 ／t)、投资少、综合成本 

明显降低，工人劳动强度下降。RE含量及杂质成 

分完全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特别是 9O年代后研制 

出选择性还原工艺生产的合金中，含钍量下降到0． 

016 以下，放射性比活度降到 3．7×10 Bq(37 nq／ 

g)为国家环保局允许豁免值的5O ，使产品出口途 

径更为广阔。据8年来的初步统计，我国每年出口 

的稀土硅铁合金7O 以上为该工艺生产的产品。 

以东北大学研制并在辽宁营口和山东、四川等 

地推广的采用矿热炉碳热法生产稀土硅铁合金新 

工艺(又称稀土硅化物，特点是含 Fe<1O )。该工 

艺将合金中应有的主要成分一次性从矿物形态冶 

炼成金属化合物并可以获得含RE品位较高的稀土 

硅产品。其综合能耗(用电指标)略高于电弧炉直 

接冶炼工艺，但一次性投资很大，设备转换力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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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高达6O 以上品位稀土精矿，目前只局限于采 

用四川冕宁矿为宜。在国内外市场对稀土硅铁合 

金需求量有限的前提下，设备利用率低(不可能长 

期连续生产)，转移产品能力差，综合成本高，难以 

长期维持生产，山东凯威等工厂实践已证明这一点。 

2 市场状况及前景预测 

根据冶金行业信息，“十五’期间每年钢铁铸造消 

耗稀土约在 5 000 t，其中一部分钢用稀土将以混合稀 

土金属替代稀土硅铁合金。因此，稀土硅铁合金耗用 

稀土量基本在现在年消耗 5 000 t基础上每年只能增 

长8％左右。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稀土硅铁合金主要 

出口国日本、南韩多采用低稀土的球化剂、孕育剂，其 

稀土镁合金中RE常在1 9／5～39／5，对我国铸造行业有 

很大启示(在原铁水质量提高基础上可适当减少RE  

加入量)，因此，未来5年内，铸造行业稀土镁合金的 

使用量不可能大幅度增长。这样，稀土硅铁合金的国 

内市场需求量也只能在现在每年(1．2～1．3)×104 t 

的基础上逐年增长 8 。出口量在现在每年5 000 t～ 

6 000 t基础上能否有较大增长，则要决定于国际市场 

需求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适当。 

1994年下半年以来，一度出现的稀土精矿供不 

应求造成的稀土硅铁合金紧张和经济利益驱动因 

素造成的稀土初级产品加工能力增长过快，对稀土 

硅铁合金产品有同样影响。矿价上涨则带动稀土 

硅铁合金售价上升，诱发了一些新厂上马，不同程度 

地冲击了原有的主要生产厂家的市场。但是从去年 

以来，稀土外销量下降、稀土矿价下跌、稀土硅铁合金 

价格大幅下滑1O ～15 ，因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当然竞争也导致优胜劣汰，无疑也是一种进步。凡工 

艺先进、质量优良、低电耗、高回收率、综合成本低的 

厂家，其产品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此外，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向国际市场开 

拓无疑是稀土硅铁合金生产厂家努力奋斗的方向。 

若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进一步降低杂质含量基 

础上向欧美市场进取是大有希望的。 

3 提高工艺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是根本出路 

四川冕宁矿的开发利用，为我国稀土事业发展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对火法烯土冶炼带来福 

音。四川矿含铁较低，粒度适中，比较适合稀土硅 

冶炼。通过多年从事稀土硅铁合金科研和生产经 

营实践，深深体会到，产品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改 

进提高工艺技术水平。 

从广义上讲，稀土硅铁合金是粗旷的冶金产品。 

但是，从其产品性格上讲，它又是精耕细作的高技术 

含量产品。特别是在原料、电力等的价格上涨情况 

下，依靠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显得十分重 

要。目前国内的三种工艺虽各有特长，但又互相有所 

可以借鉴完善之处。笔者设想：若以东北大学研制的 

工艺，采用价格低的稀土精矿(如包头中低品位稀土 

精矿)则可以弥补其生产成本偏高的缺陷。若包头工 

艺能改进，加上资源优势则亦可在竞争中取胜。当然 

南方工艺立足于其特有的长处，在采用二段还原新工 

艺(此工艺已申请专利，申请号：0011202·6)使稀土回 

收率达到93 以上，外销品达8o 以上，有发展余地。 

4 充分利用包头矿是努力方向 

包头稀土矿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娇子。“九五” 

期间，包头稀土精矿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价格 

上，包头矿廉于四川矿。虽然其硫磷铁含量偏高， 

但工艺得当，生产稀土硅铁合金仍然是理想原料。 

南方工艺在研制初始，完全是从利用包头稀土精矿 

出发而获得成功的。7O年代，有关院所亦曾试验过 

采用包头矿在矿热炉中生产稀土硅铁合金，当时限 

于历史条件、科研水平、及技术手段，对包头稀土精 

矿中杂质去除不能如愿。四川矿的发现，为矿热炉 

碳热法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四川矿价格高于包头 

矿，对生产企业来讲经济性差，从长远来讲，影响市 

场竞争力。包头矿中含 RE40 左右的精矿，取之 

较易，价格比四川矿经济。从占领国内外市场角度 

来看，尽量采用包头矿是经济合理的选择，也是稀 

土硅铁合金生产厂家应努力的方向。 

5 加强宏观调控、微观管理 

稀土硅铁合金每年消耗的稀土矿是国内稀土 

用量的1／3左右，其国内市场本身产值及转化为稀 

土镁合金的价值总计 5亿多元，出口创汇 5 000万 

美元左右。但该产品从标准到价格许多方面不尽 

规范，现行标准对主元素及杂质控制范围过大，不 

利于外销。价格涨落亦很频繁。虽然我国稀土行 

业协会已建立，但对稀土硅铁合金及其延伸产品的 

生产企业无任何约束力。许多厂家都认为应有同 

行业之间相互协调的组织(如稀土行业协会火法分 

会)，这样可以进一步规范和开拓国内外市场，了解 

国外对稀土硅铁合金的需求情况和质量要求，形成 

有利的局面应对人世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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