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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海海洋:海水资源开发利用》在908专项“海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与研究”、“海水资源开发
利用前景评价”、“潜在海水资源开发利用区评价选划和示范试验研究”、“海水利用信息系统建设
”和“海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与评价成果集成”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海水利用发展战
略研究成果编著而成。主要包括：基础篇、技术篇、环境保护与科学用海篇、政策法规标准篇和展望
篇等五篇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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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3.2.2我国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与膜材料、关键设备
和淡化工程密切相关。 1）技术进展 ①反渗透膜 我国的反渗透淡化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5
年山东海洋学院开始醋酸纤维素反渗透膜的实验室研究，1967—1969年国家科委组织进行全国海水淡
化会战，在此期间石松研究员及其团队进行了电渗析、反渗透技术研究，完成板式和管式醋酸纤维素
反渗透膜的研究和开发，为我国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打下基础。 70年代反渗透技术进入发展时期，期
间开展板式反渗透膜的放大和管束式反渗透膜和组器的研究开发工作，1974年开始三醋酸纤维素中空
纤维反渗透膜和组器的研制，解决了抽丝设备选型、中空喷丝头设计、纺丝配方、纺丝工艺过程参数
、中空纤维评价和组器制备等方面一系列技术关键，于80年代初步产业化并推广应用。80年中期开始
反渗透复合膜的研究，完成多孔支撑膜的研究及重要制膜单体均苯三甲酰氯的国产化工作，并于90年
代初期完成芳香聚酰胺反渗透复合膜的中试。 凭借前期的研究成果，1992年“中盐度苦咸水淡化用反
渗透膜和组器研制”等四个课题组成“国产反渗透膜装置及其工艺过程开发”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90年代系统开展膜材料、分离机理、制膜方法、膜改性、膜结构和膜性能研究，探索了各种
多胺在形成复合膜中的结构和性能的差异，对复合膜的品种多样化、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提高有较大的
指导和参考作用。 2000年以来继续开展不懈的探索，相继开发出5一异氰酸酯一异酞酰氯(ICIC)，5一
氧甲酰氯一异酞酰(CFIC)，1，4一环己二胺(CH—DA)，1，3，5一环己烷三甲酰氯(CHTC)和联苯四
酰氯制膜单体等，并基于此研发出开发高水通量，高脱盐率，高分辨率和抗污染的系列化反渗透复合
膜。 ②能量回收装置 国内对能量回收装置的研究起步较晚，“十一五”期问陆续有多家单位开展能
量回收装置的研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双液压缸功交换式能量回收装置。目前已研制出一批试验样
机，有效能量回收效率均在90％以上，但还存在稳定运行时问短、单机流量小、缺乏实际海水淡化工
程检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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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海海洋:海水资源开发利用》力求全面系统阐述我国海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发展需求、技术
经济、环境保护、科学用海、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发展模式、前景评价以及对策建议等，旨在加快
推进海水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化进程，促进沿海城市和地区（海岛）水资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
利用、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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