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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而出现大规模核泄露，直到今天，泄露问题仍然没

有解决,核电站周围十五万人至今无法回家。我虽在事件开始时极为担忧，但很快注意

力就被时间或是叫做距离的东西冲刷掉，越来越少的现场信息似乎告诉我们，这不再

是个问题。 

    天津事件发生后，除了不吃日本的海鲜，天津产的我也不敢吃了，并且随时担心

父母因为距离天津近使得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恐惧的产生与个人利益紧紧相连，我们

都不怕灾难，只怕这灾难会波及自己，更何况，这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天津爆炸事件过去将近一月，官方的报道被国庆阅兵覆盖的几乎消失，除了天津

市环保部门每天挂出来的环境监测数据和市政府对爆炸区域未来的规划，我们已经看

不到爆炸究竟给人们身体、土地、河流、空气造成怎样的危害，更看不到爆炸后面庞

大的国内化工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 

    氰化钠是天津爆炸事件中媒体最为关注的有毒化学品，它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生产现状如何，会造成什么问题，以下是一些数据和资料，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当前

氰化钠产业的状况和它所引申出的环境问题。 

一、 氰化钠产业发展 

百度和维基百科对氰化钠都做了专业的解释。氰化钠俗称山奈、山奈钠，是氰化

物的一种，白色立方结晶颗粒或粉末，易潮解，有微弱的苦杏仁气味。剧毒，皮肤伤

口接触、吸入、吞食微量可中毒死亡。 

氰化钠是一种重要的基本化工原料， 用于基本化学合成、电镀、冶金和有机合成

医药、农药及金属处理方面；络合剂、掩蔽剂；金银等贵重金属提炼和电镀等。在机

械工业中用作各种钢的淬火剂；电镀工业中作为镀铜、银、镉和锌等的主要组分。在

电镀溶液中可使阳极极化作用降低，证阳极正常溶解，稳定镀液并能提高阴极极化作

用，获得均匀的镀层；氰化钠强烈水解生成氰化氢，水溶液呈强碱性，冶金工业中用

于提取金、银等贵重金属；化学工业中是制造各种无机氰化物和发生氢氰酸的原料，

也用于制造有机玻璃、各种合成材料、丁腈橡胶、合成纤维的共聚物；染料工业中用

于制造三聚氰氯（活性染料中间体，又为生产增白剂的原料）。医药工业中用于制造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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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甲酯和丙二酸二乙酯等；纺织工业中用作媒染剂，还用于钢的液式渗碳，渗氮。 

泄露至自然界中的氰化钠会对生物和土壤造成严重损害，遇水会产生剧毒。人吞

食 100-200mg 氰化钠后一分钟内失去知觉。如果轻度中毒会有头痛、头晕、乏力、胸

闷、流泪、流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口中有苦杏仁味等。而重度中毒，除轻度

中毒症状逐渐加重外，由于缺氧加重， 引起气急、胸部紧迫感、心律不齐、烦躁不

安、抽搐、意识障碍，昏迷、血压下降，呼吸变浅，变慢以致完全停止。口服或吸入

大量高浓度氢氰酸可立即致呼吸、心跳骤停。 

1、世界氰化钠生产现状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世界氰化钠市场走俏，使得氰化钠的产量大幅增加。当

时，生产氰化钠的国家主要为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 

当时全球约 40%的氰化钠用于矿山开采贵金属，因此贵金属价格对氰化钠的生产

起到举足轻重作用。虽然在 2000 年世界氰化钠的产能约为 55万 t/a，美国产能就占

到一半，可以达到 22.5万 t/a，但实际产量只有 13.3万 t/a；西欧为 9.9万 t/a；韩

国 4.5万 t/a；日本为 3.01万 t/a；中国 3万 t/a；俄罗斯 1万 t/a；东欧 2万

t/a…… 

图 1 2000 年世界主要地区氰化钠供需  (万 t/a) 

项目 美国 西欧 韩国 日本 中国 小计 

生产能力 22.5 16.0 5.2 3.8 10 57.5 

产  量 13.3 9.9 4.5 3.01 3.0 33.71 

进口量  0.33 0.3 0 0.11 2.85 3.59 

出口量 6.7 1.01 4.0 0.82 0.25 12.78 

消费量 6.93 9.19 0.5 2.29 5.6 24.51 

数据来源：国外氰化钠生产与市场浅述.秦伟程.国际化工信息.2003 

从图 1 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是世界最大的氰化钠出口国，各国基本上都能保持自

给自足，且世界产能也远高于 55 万 t/a以上。 

除上述国家，南非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每年氰化钠消费量稳定在 6

万 t/a左右，由于其地理因素影响，所需氰化物也基本是国产。 

9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氰化钠进口国，进口量在 4万 t/a左右，之

后澳大利亚开始自己生产，进口量逐年减小。 

2000年前后，国际黄金价格走低，环保压力增大，西方国家的氰化钠产量纷纷下

降。美国在 2005年先后关掉两家氰化钠生产企业，目前还有 5家生产企业；西欧在



1994 年产量达到峰值（约 14.2万 t/a）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企业倒闭，生产由

少数几家公司控制；日本的氰化钠主要用于农业化学品生产，本国消费市场总体稳

定，只是随着中韩国家氰化钠工业快速发展，出口有所下降。 

图 2  2000 年各国对氰化钠消费内容主要占比（%） 

项目 美国 日本 西欧 中国 

冶金 90% 极少 12% 15% 

螯合物 0 4% 33% 0 

制药与化工

中间体 10% 
4% 11% 10%+30% 

电镀工业 9.6% 6% 25% 

农业化学品 0 7.4% 10% 20% 

染料 0 0 15% 0 

蛋氨酸 0 45.8% 0 0 

 … … … … 

数据来源：氰化钠的生产与消费.沈景余.精细石油化工进展.2001 

从图 2 可见，氰化钠作为一种化工原料，在各国的消费结构不尽相同。美国年消

费量为 6.93 万吨，用于炼金的就有 6.24万吨；日本近 46%都用做蛋氨酸的生产，蛋

氨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氨基酸，保健品、化妆品、动物饲料的成分里都有蛋氨酸。 

现在，全球有 75%的氰化钠被用于采矿。美国、南非、澳大利亚、中国、南美、

俄罗斯、中亚的采金产业消耗了绝大部分氰化钠。 

2、中国氰化钠生产现状 

    中国自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生产液体氰化钠，1978年引进日本技术，开始规模生

产固体氰化钠，1978年在上海建立第一套固体氰化钠生产装置。由于技术条件限制，

中国的氰化钠生产质量和产量一度落后西方国家。2003年以前，中国年产能是 10万

t/a，但是 2008年产能是 35万 t/a，2011年产能是 38万 t/a，产量则从 2000年的 3

万 t/a达到了 25万 t/a。 

    目前，中国氰化钠生产能力已经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生产

国。生产厂家达 20多个，分布在天津、河北等多个省市，既有号称“亚洲第一”的安

徽曙光化工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规模较小的企 业。此次存放在出事仓库的 700

吨氰化钠，是由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其属于较大规模生产企业。有媒体报



道称，中国危化品乃至整个化工产业仍比较低 端，现在很多国家都不生产剧毒产品，

而是从中国直接购买，因为“量大又便宜”。 

 

 

资料来源：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0/23/00/0_1.html?1 

在进出口方面，2008年以后，氰化钠进口量逐年减少，出口量增加，出现贸易顺

差，并延续至今。到 2014年，中国出口氰化钠达到 5.08万 t/a，进口则萎缩至 328

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氰化钠生产、存储和出口第一大国。 

  图 3   中国氰化钠进出口统计   （t） 

           年份 进口 出口   

 2001 19292.2 5283.96  

 2002 27292.2 3792.47  

 2003 28775.5 6186.72  

 2004 31209.65 5406.72  

 2005 27557.7 6901.14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0/23/00/0_1.html?1


 
2006 29177.3 13146.3  

 2007 30698.7 12165.76  

  2008 15868.4 13105.84   

资料来源：http://www.v4.cc/News-310295.html 

 

资料来源：http://www.v4.cc/News-310295.html 

二、 氰化钠炼金 

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黄金作为曾经的交换媒介，

有着几乎和人类发展同样长的历史。今天，虽然黄金已不再是货币，但在工业领域依

旧有着重要的作用。氰化钠炼金也是基于人类对黄金极具疯狂的追求而产生的。 

1、黄金产业 

在自然界中，金通常出现在岩石中的金块或金粒、地下矿脉及冲积层中。金在室

温下是固态，密度高，柔软、光亮、抗腐蚀性强，其延展性和延性是已知金属中最高

的。黄金在电焊、医疗、传导、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当然最重要的作用，是曾

作为货币流通。 

黄金在埃及第一次被人类所认知，自此黄金就与人类发展交织在一起。1848年在

美国的加州发现金箔片，人类开始了第一次淘金热。1717年，英国开始正式实行金本

位制度，随后美国和欧洲争相效仿。二战开始之后，金本位制度全面崩溃。战后，为

稳定金融秩序，各国达成协议成立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并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系内

容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政府按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后来由于美元贬值和发

行数量过多的原因，使得黄金在国际的地位不如以前，不再参与日常交易流通，仅仅

成为了一种受供求关系影响的贵金属。 

http://www.v4.cc/News-310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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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查明的黄金资源量为 8.9 万吨，储量基础为 7.7万吨，储量为 4.8万吨。

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生产金。南非占世界查明黄金资源量和储量基础的 50%，占世界

储量的 38%；美国占世界查明资源量的 12%，占世界储量基础的 8%，世界储量的 12%。

除南非和美国外，主要的黄金资源国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

巴西等。在世界 80多个黄金生产国中，美洲的产量占世界 33%（其中拉美 12%，加拿

大 7%，美国 14%）；非洲占 28% （其中南非 22%）；亚太地区 29%（其中澳大利亚占

13%，中国占 7%）。年产 100吨以上的国家，除前面提到的 5个国家外，还有印度尼西

亚和俄罗斯。年产 50吨—100吨的国家有秘鲁、乌兹别克斯坦、加纳、巴西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此外墨西哥、菲律宾、津巴布韦、马里、吉尔吉斯坦、韩国、阿根廷、玻

利维亚、圭亚那、几内亚、哈萨克斯坦也是重要的金生产国。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人类迄今已经开采了 17万吨黄金，其中多半是 50年

前挖出来的。现在开采黄金越来越困难，以前无人问津的低储藏量矿床都快被开采殆

尽。随着技术革新和近几年黄金价格上涨，黄金产量开始增加，但是全球 90多个开采

黄金的国家，其中 20多个国家的产量就占到了 70%。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近 20 年来黄金价格变化如下（图 4）：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2012 年的统计数据，世界黄金产量为 2700吨，各国

产量排名情况如下（图 5）： 

排名 國家/地區 黃金產量（噸）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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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探明的 黄金储量是 4000-

5000 吨，占世界 探明储量的 10%，

近十年中国黄金产 量逐年上升，见下

表： 

 

 

 

 

 

 

 

 

 

 

 

 

 

2  澳大利亚 250 

3  美國 230 

4  俄羅斯 205 

5  南非 170 

6  秘魯 165 

7  加拿大 102 

8  印尼 95 

9  乌兹别克斯坦 90 

10  加纳 89 

11  墨西哥 87 

12  巴布亚新几内亚 60 

13  巴西 56 

14  智利 45 

 世界其他地區 686 

2005-2015 中国黄金产量走势（吨） 

2005 224.05 

2006 240.078 

2007 270.491 

2008 282.007 

2009 313.98 

2010 340.876 

2011 360.957 

2012 403.047 

2013 428.143 

2014 451.779 

2015 上半年 22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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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黄金产量超过南非，成为世界第一黄金生产国，到 2014年已经连

续 7年第一，2015年可能仍然会保持。 

2、氰化钠炼金 

在中国，金矿的品味都不高，即使是金精矿，其中的铅、铜及铁等贵金属含量有

的也能高达 6%，而且黄金企业中 75%都是小型矿山，所以开采成本比国际综合成本每

盎司 337美元高了 43美元。氰化钠堆浸法大大降低了开采成本，2006年紫金矿业的

黄金综合成本为每盎司 290美元，这也造就了紫金矿业成为“中国第一大金矿”。  

氰化钠堆浸提金术师美国人在 20 世纪 60年代发明的，源于 1900年前美国盗采黄

金的盗贼们使用的提炼术，在 20 世纪 80年代得到发展。这项技术在各国的黄金行业

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南非 99.5%、美国 88.1%、澳大利亚 84.9%。 

氰化钠炼金需要的氰化钠数量很多，内蒙一家黄金公司，2014 年黄金产量为 5.1

吨，每月消耗氰化钠 2千多吨。这就意味着 1克黄金，需要耗费 4.7千克左右的氰化

钠。 

3、氰化钠污染 

    用氰化钠的“堆浸法”提炼黄金，产生含氰化钠的剧毒废水、含其他重金属的有

毒污水须妥善处理，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尾矿库就是为储蓄浸炼过的矿石、矿渣和各种废水而人工筑造的大型库池。氰化

物和硫酸钠等化学物浸炼过的矿石、矿渣和废水有剧烈的毒性、重金属和污染物，尾

矿库的水只能进不能出，若遇大雨，容易漫坝、溃坝，形成泥石流。有些黄金企业由

于轻视环保措施，导致水体污染，导致中毒、水生物大面积死亡。 

    2000年 8月，山洪冲垮了紫金矿业拦截废矿渣的大坝，带有氰化钠残留液的矿渣

呼啸而下，冲毁当地农民的庄稼。10 月，一辆载有 10余吨氰化钠的汽车倾覆在紫金

山山涧并泄漏，造成 102名村民中毒，饮用水源被严重污染。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部 2013年的统计：2013年，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2.8 亿吨；贮存量为 4.3亿吨；倾倒丢弃量为 129.3万吨。其中氰化物排放量为 162

吨，虽比起前两年数量有所下降，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此次重点调查工业企业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31.3亿吨。其中，尾矿产生

量为 10.6 亿吨，占 34.0%，综合利用量为 3.3亿吨，综合利用率只有 30.7%。也就是

说，每年新产生的炼金尾矿中只有 30%被利用，其他仍然放置在矿区，继续污染着环

境。 

 

2013年，氰化物排放量位于前 4位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4个行业

石油类排放量为 148.8吨，占该行业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氰化物排放量的 91.8%。 

 

  图 2-18 工业行业氰化物排放情况 

  氰化物排放量排名中，山西的石油加工、炼焦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氰化

物排放量都是第一，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氰化物排放量占到重点调查

企业中排放量的 44.8%，有近一半的氰化物是从山西排出来的。 



  金属制品业氰化物排放量前 5 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西、江苏和河南，

这 5个省份金属制品业氰化物排放量为 25.4吨，占该行业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氰化物排

放量的 81.6%。与广东毗邻而居的香港也不能够独善其身。 

三、天津环境污染 

回到事件本身，截至 9月 11 日，天津“8.12”爆炸事件已造成 165人死亡，另有

8人失联。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 19 日确认，天津港爆炸事故核心区仓库里有危险品七

大类，40种左右，2500吨（也有机构称是 3000吨）。主要是氧化物、易燃物体和剧毒

物三大类。包括硝酸铵、硝酸钾在内的氧化物共有 1300吨左右；金属钠、金属镁等易

燃的物体有 500吨左右；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物 700吨左右。 

爆炸核心区留下的直径约为 60 米，深度达六七米的深水坑内，氰化物在不同点位

的浓度不同，浓度最低的有 2倍，最高的氰化物超标有 800多倍，平均超标 40多倍。

大坑中的污水量大概有 5万吨左右，需要预备出 10倍的储水能力，也就是达到 50万

吨水的储水能力。一套破氰设备日处理污水 5000吨左右，所以要处理完全部污水，预

计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环保部门已建成一个占地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防渗池，

将用于存放从事故现场清理出的污染土。这一防渗池位于距离天津港爆炸事故核心区

约 4公里处的天津港海铁一号路。为了防止土壤二次污染，防渗池周边设立有 1.2米

高的围墙，在池内铺设了“三布两膜”，从上到下依次为砖层、沙土、抗拉力布、防

渗漏膜、抗拉力布、防渗漏膜、抗拉力布等，一共 7层，以确保和地表完全隔离。 

  目前防渗池仅作污染土存放之用，需要至少 3个月才能完成土壤污染评估工作，

而具体无害化处置方案仍待评估完成后制定。 

从目前媒体公布的防渗措施来判断，防渗池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控制污染物通过土

壤渗透、扩散。另外，土壤污染中未发现重金属污染，而是以有机物和腐蚀性盐类污

染为主，虽然包括了剧毒物质氰化钠，但相对易于处置。 

  现场目前未能得出污染土壤总量，据估计，土壤污染总量或不小 8 万立方米（80

公顷或 1200 亩）。土壤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以往处置经验，6-7万立方米的

土壤污染需要至少 2至 3年才能完成修复。  

一国土壤状况属于国家机密范畴，几乎不公布。中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 2014

年公布了一组全国土壤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全国土壤总的点位 超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6%B1%A1%E6%9F%93%E5%9C%9F.html


为 11.2%、2.3%、1.5%和 1.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 点位超标

率分别为 19.4%、10.0%、10.4%（受中重度污染土地 5000 万亩）。从污染类型看，以

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

点位的 82.8%。  

  这位负责人指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

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  

天津爆炸事故专家对污染做评估认为，比土壤污染更棘手的是地下水污染处理。

由于滨海地区的地下水位很高，通常在 1-2米，而爆炸中心大坑深度就有六七米，以

此推论，至少已经造成了地下潜水的污染。只是地下水污染深度、范围尚待界定，现

在也没有显示已造成大面积污染甚至导致海河交叉污染的迹象。 

就算没有此次爆炸，天津的水污染状况也令人堪忧。根据中国环保部发布的 2014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海河流域国控断面中，Ⅰ类水质断面占 4.7%，同比上升

3.1 个百分点；Ⅱ类占 14.1%，同比下降 4.6个百分点；Ⅲ类占 20.3%，同比上升 1.6

个百分点；Ⅳ类占 14.1%，同比上升 4.7个百分点；Ⅴ类占 9.3%，同比下降 3.2个百

分点；劣Ⅴ类占 37.5%，同比下降 1.6个百分点。与上年相比，海河流域水质无明显

变化。 

海河干流 2个国控断面分别为Ⅳ类和劣Ⅴ类水质。海河支流国控断面中，Ⅰ类水

质断面占 6.0%；Ⅱ类占 12.0%；Ⅲ类占 20.0%；Ⅳ类占 12.0%；Ⅴ类占 6.0%；劣Ⅴ类

占 44.0%。  海河主要支流中， 15 条支流为重度污染，妫水河、南运河和漳卫新河为

中度污染，御河、洋河、绵河和清水河为轻度污染，其余支流水质为优或良好。 



 

2014 年海河流域水质分布示意图（红色部分为劣Ⅴ类水） 

    在河流污染长度占比重中，海河的污染状况最严重，劣Ⅴ类水的河流长度占到海

河总河长的 51%。  

（中商情报 2014.2.12 http://www.askci.com/news/201402/12/1217511436016.shtml） 

面对中国这个水资源总量只占世界总量 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25%，被称为全球水资源最贫乏国家之一的地区，我们从资源历史中已无法把自己脱离

于它而置身世外。海河不是一天被污染的而成，天津爆炸也只是众多工业事故中的一

个缩影。也许每一个事件背后所呈现的野蛮式发展和伴随而来的生态灾难才是我们需

http://www.askci.com/news/201402/12/1217511436016.shtml


要警惕和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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