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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铝电解过程阳极气泡的生长机理、运动规律及对电解质运动的影响对电解槽的稳定运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铝电

解槽阳极气泡，最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观察到阳极气泡的生长和运动规律。为了实现电解槽中气泡行为的可视化，目前国内外学者

建立了各种模型来研究电解过程中气泡的特性，其中主要的研究模型为室温水模型、低温电解模型、高温电解模型和数值模拟模

型。对这四种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展望了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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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极气泡行为是近几十年来铝电解工作者的研

究热点之一。在铝电解中，阳极底面发生阳极反应

生成ＣＯ２等气体。阳极气体的产生机理对温室气体

（主要是ＣＦ４和Ｃ狀Ｆ２狀＋２，其温室潜能分别是ＣＯ２的６

０００倍和９２００倍）的产生排放研究有很大帮助。由

于气泡的导电性差，气泡在阳极底部的产生、长大和

聚集对槽内电场的分布有很大影响。当气泡完全

聚集在阳极底掌形成大气泡层时，此气泡层阻止

了电流的传递，使电压显著提高，增加了能耗。另

一方面，气泡运动是推动电解质循环流动的主要

驱动力之一，有助于电解槽内氧化铝的传输和热

量的传递。

因此，研究电解槽内阳极气泡的生长机理、运动

规律及对电解质熔体运动的影响对电解槽的稳定运

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铝电解槽阳极气泡的方

向之一是要实现阳极气泡行为的可视化，也就是能

够直接观察到阳极气泡的生长和运动规律。为了实

现铝电解槽中气泡行为的可视化，国内外学者建立

了各种模型来观察和研究电解过程中气泡的特性及

对电解槽的影响，其中主要的研究模型为室温水模

型、低温电解模型、高温电解模型和数值模拟模型。

本文对这几种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并

展望了其发展前景。

１　室温水模型

铝工作者们发现室温下水的黏度和表面张力等

性质与高温电解质相似（见表１），利用相似性质建

立了室温水模型。此种模型实验成本低，观察和测

量方便容易，还可以根据电解槽的实际情况，建立与

工业级别尺寸相同的槽模型来模拟不同工艺条件和

不同操作手段下电解槽内气泡的行为，因此很多学

者利用室温水模型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表１　水模型与工业槽物理性质对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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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ＦＯＲＴＩＮ等
［２］在 ＴＭＳ上做了关于水

模型模拟铝电解槽阳极气体行为的报告。他建立了

１５０ｋＡ电解槽的二维全尺寸水模型，通过向多孔介

质阳极内鼓入压缩空气，模拟阳极气体的产生，用照

相机记录气泡行为，并对气泡行为进行了分析，如图

１所示。由图１（ａ）可见，气泡的形成过程共有６个

阶段，对于水平阳极，小气泡在阳极底面产生，直径

长大到５ｍｍ左右开始横向生长，不同的气泡聚集

成大气泡，最后形成一个完全覆盖阳极底掌的气泡

层，当气泡边缘达到阳极边缘，气泡快速脱离阳极，

留下空白的阳极表面，开始进行下一个气泡循环。

由图１（ｂ）可见，在倾斜阳极上，气泡析出时头部大、

尾部较小，这种气泡被称为Ｆｏｒｔｉｎ气泡。由图１（ｃ）

可知，倾斜阳极底面滑移的气泡聚集成几个大气泡，

然后依次析出。

ＣＨＥＮ等
［３］也做了类似的研究，通过摄像机记

录气体通过小直径的管子注入阳极底面模拟气体产

生，并研究了阳极倾斜角度、通气管直径、通气速度

对气泡脱离时的气泡体积和上升速度的影响，发现

阳极倾斜角度增大可以增大气泡的脱离速度，同时

减小气泡脱离时的体积。ＳＯＬＨＥＩＭ 等
［４５］通过室

温水模型研究了气泡引起的电解质循环，发现电解

质循环速度随气体生成速度增大、阳极倾角增大、

熔体黏度减小而增大。ＫＩＳＳ等
［６］也采用水模型研

究了气泡行为，但是在气泡产生方面，他采用了很

巧妙的方法，加热代表阳极的金属板，在金属板底

面生成气体，以此模拟电解槽阳极产生气体。研

究发现当阳极尺寸够大时，聚合作用形成的大气

泡并不是完美的圆形；运动中的大气泡同样有一

个厚厚的头在前面引导，在后面拖着很长的小

尾巴。

虽然室温水模型的实验设备简单、成本低、便于

观察和测量、应用范围广泛，但是由于气泡产生机理

的不同，根据水模型观察到的气泡行为和工业电解

槽上的存在一些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室温水模型

在气泡引起的流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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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阳极底部气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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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低温电解模型

室温水模型可以在宏观层面预测电解质流动，

但在气泡产生、生长、运动等特性方面与真实电解过

程存在差异。所以，一些学者建立了低温条件下的

电解模型。采用铝电解槽的槽结构，通过电解低温

乃至室温的电解质模拟气泡产生以及对铝电解槽的

影响。在电解质选取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选择，电

解质主要集中在ＮａＯＨ溶液、ＣｕＳＯ４溶液、水和ＮａＣｌ

熔盐电解。ＱＩＡＮ等
［７］以 ＮａＯＨ 溶液模拟工业电

解质，研究两种阳极在不同设计（开槽）下的气泡行

为。阳极一种是表面光滑的石墨电极，另一种是铝

电解槽中用过的碳素阳极。实验中用电源连接阴阳

极，电解得到气泡。研究发现对于开槽阳极，小气泡

很容易在槽底聚集并合并成大气泡，而在未开槽阳

极，气泡形成扁平状气泡囊，气泡静止或者运动速度

很小。薛玉卿等［８］以 ＣｕＳＯ４为电解质，石墨为阳

极，通过电解实验模拟工业铝电解中阳极气体的运

动规律和气泡运动对电解质运动的影响规律。结果

表明，当阳极严格水平时，气泡会一直长大，直到接

近阳极底掌边缘然后沿阳极大侧面释放；当阳极倾

斜时，大气泡在运动途中合并沿途的小气泡。

在碳阳极底部存在较大的气泡甚至出现气泡

层，这些气泡的存在对槽压降影响很大，能增大电

阻，进而增大能耗，这一点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

趣。ＴＨＯＭＡＳ等
［９］为了研究气泡存在对槽压降的

影响，引入非连续的粒子（空心陶瓷粒子）模拟气泡，

电解质为２８％氯化钠和７３％氯化铅熔盐。在实验

时把电极插入到电解质，测量没有气泡存在时的电

阻，然后提高电极，向电解质中投入空心陶瓷球，降

低电极，再次测量电阻，若两次测量值不同，即可说

明气泡存在对槽电阻的影响。研究者考察了粒子形

状、大小对电阻增加的影响，发现气泡产生的电阻大

小主要由气泡体积决定。

目前低温电解模型更多的应用在对电解槽内电

场的研究上，其气泡产生机理，气液表面张力等性质

与真实电解槽还有一定差异，其模拟的准确性也存

在一定的缺陷。

３　高温电解模型

研究铝电解槽气泡行为最直观和最有效的方法

是直接在电解情况下观察和测量阳极气泡，目前学

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研究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是透明槽技术，二是Ｘ光照相技术。

铝工作者很早就开始尝试将铝电解过程可视

化。１９７５年，ＨＡＵＰＩＮ等
［１０］用装有蓝宝石窗口的

石墨坩埚进行了透明槽实验，观测到了气泡在阳极

产生的过程。研究发现氧化物（氧化铝或氧化硅）浓

度降低，气泡的体积会变大，气泡体积随电流密度的

增大而增大。但这种方法存在致命缺陷：成本高、实

验时间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邱竹贤院士发明了低

成本的透明槽［１１１２］。此种透明槽是一种以石英为

电解坩埚的电解可视装置，大大降低了高温透明槽

的成本，利用透明槽可在阳极底部观察到阳极气泡。

ＧＡＯ等
［１３］和 ＷＡＮＧ 等

［１４］改进了石英坩埚的结

构，将坩埚分为两个部分：阴极室和阳极室。在两室

之间有一层石英璧，石英壁的底面有一条２ｍｍ的

小缝隙，为熔盐的导电通道，这样就避免了铝雾扩散

到阳极室影响观测视线。他们用这种透明槽研究了

石墨阳极和惰性阳极上的气泡行为。结果发现，在

碳素阳极上气泡聚集成大气泡，然后快速脱离。

２０１５年该团队继续开发了多角度观测新型高温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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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电解槽［１５１６］，首次直接观察到了电解状态下的阳

极底面气泡行为。研究了不同阳极不同电流密度下

气泡的产生、长大及聚合行为，气泡排出周期以及对

应的电压降关系。

除了通过透明电解槽直接观测外，很多学者利

用Ｘ光透射的特性，将Ｘ光照相技术应用到铝电解

槽 气 泡 行 为 的 研 究 上。ＵＴＩＧＡＲＤ 等［１７］ 和

ＣＡＳＳＡＹＲＥ等
［１８１９］利用Ｘ光照相机技术研究了电

解过程中石墨阳极上的气泡行为。因为Ｘ光通过

气泡，所以气泡所在位置为白色，而对于高密度的材

料，Ｘ光不易通过，所以在照片中显示为黑色。研究

发现，在电解过程中阳极侧面生成很多的小气泡，阳

极底部生成尺寸较大的大气泡。而惰性阳极气泡行

为与碳素阳极完全不同，气泡并没有聚合现象，在惰

性阳极周围形成一层泡沫状气泡层。气泡的直径大

概０．１ｍｍ，比碳素阳极气泡小１０～３０倍。

高温电解模型可以观察真实电解条件下的气泡

的生成行为，但是在研究气泡行为中也存在问题，由

于实验室所使用的阳极尺寸很小（６０～７０ｍｍ），将

得到的研究结果放大到工业槽中是否适用，仍需进

一步的研究。由于实验成本高，改变阳极的结构和

工艺参数对气泡影响的研究也比较麻烦，很难得到

在不同阳极结构和不同阳极倾角的气泡行为结果。

４　数值模拟模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在

航空、电力、水力、化工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越来

越多的冶金工作者开始用数值模拟技术研究铝电解

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其数值模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气泡行为模拟和对气泡引起的流场模拟方面。

密苏里科技大学的 ＷＡＮＧ等
［２０］在气泡行为的

数值模拟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以全尺寸水模

型为基础建立了数值模拟模型，研究水模型中气泡

流动导致的现象。对大气泡的形状、运动、逸出频率

和气泡的流动情况都进行了预测，并用相同尺寸的

数学模型进行了验证。澳大利亚的ＦＥＮＧ等
［２１２２］在

室温下，用ＣＦＸ软件来模拟电解槽中气泡导致的电

解质的流动，ＣＦＸ软件是商业ＣＦＤ软件，可进行流

体力学、传热学、电磁学等模拟计算。计算结果用水

模型实验进行验证，用ＰＩＶ测量水流速度，通过对

比，发现实验测得的结果和模拟结果有较好的相似

性。ＰＩＶ又称粒子图像测速法，是一种瞬态、多点、

无接触式的激光流体力学测速方法测量流体速度，

后续有多位学者采用此文中的ＰＩＶ数据为数值模

拟模型进行验证。詹水清等［２３２６］对铝电解槽熔体

内阳极气泡电解质气液两相流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考虑了阳极气泡的聚集和破裂情况，得到电解质的

运动、气泡体积和气泡尺寸分布等信息。

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关注电解槽中气泡和电磁

力共同作用时对电解质的影响，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如ＳＯＬＨＥＩＭ等
［２７２８］早就开始用计算机数值模拟

技术结合室温水模型研究气泡引起的电解质循环，

发现磁场引起的铝液波动对电解质的流动影响较

小。赵志彬［２９］采用高温透明槽实验结合数值模拟

的方法对铝电解过程产生的阳极气泡进行了研究，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只有当磁场强度大到一定程度后

（１０００倍于工业测量值），电解质才能在电磁力的

作用下推动气泡运动，遗憾的是该工作未经过实验

验证。ＳＵＮ等
［３０３１］建立了铝电解槽电磁流场三

维非稳态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电磁力与气泡对槽

内流场分布及界面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气泡和

电磁力均影响电解质铝液界面的稳定性，且电磁力

对电解质铝液界面的稳定性影响效果更明显。

ＳＵＮ的研究结果和ＳＯＬＨＥＩＭ、赵志彬等的研究结

果有差异，说明电磁力和气泡对电解槽内电解质的

影响机理还需要再深入研究。

数值模型起步晚，但其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其他模型不能比拟的，但是数值模拟也存在缺点，

目前数值模拟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其应用受到验证

模型的限制。在数值模拟中，必须要有室温水模型、

低温电解模型和工业测试数据的验证，否则其可信

性存在很大问题。

５　结论与建议

目前关于铝电解槽阳极气泡行为的研究日趋成

熟，各个模型都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

有一种模型是十全十美的，怎样建立一种完美的模

型，实现铝电解槽气泡行为的真实再现，是当今铝工

作者的研究热点之一。

应将室温水模型、低温电解模型、高温电解模型

和数值模拟模型这四种模型有机结合，学者之间应

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在气泡产生机理研究上采用

高温电解模型和低温电解模型模拟气泡的产生机理

和气泡对电场的影响，从而得到一些关于气泡行为

的关键数据。在气泡的流体动力学运动方面，结合

室温水模型和低温电解模型研究气泡对电解质流动

及质液界面的影响，从而得到一些关于气泡流体动

力学的关键数据。以前三种模型中得到的数据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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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建立符合物理相似、数学相似的ＣＦＤ模型、铝电

解槽电磁流场耦合模型，同时不断充实和完善

ＣＦＤ模型，不断提高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最终达到用建立的ＣＦＤ模型指导工业生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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