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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金属物料的溶解是贵金属分离提纯不可或缺的环节。现有贵金属物料溶解技术主要有常

压酸溶、加压酸溶、活化溶解、电化学溶解、氯化溶解、碱熔等技术，但存在溶解周期长、试剂消

耗量大、能耗高、操作过程复杂、返料多、环境污染严重和溶解效率低等缺点。因此，开发一种贵

金属物料的高效清洁溶解技术一直是科研人员研究的重点。虽然目前已研发出一些高效清洁溶解技

术，但大多数尚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且处理规模小、工业化应用难度大。综述了当前贵金属物料

的溶解技术研究进展及其优缺点，并对今后贵金属溶解技术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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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solution of precious metals is one of indispensable steps for their following purification. The 

present dissolving techniques include atmospheric pressure-acid dissolution, high pressure-acid dissolution, 

active dissolution, electrochemical dissolution, chlorination dissolution, alkali fusion，etc. However, these 

techniques have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long period of dissolution, high consumption of acid and 

energy, complicated operations, a large number of retuning charge,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low 

efficiency of dissolu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new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technique to 

dissolve precious metals. Although some high efficiency and clean dissolv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experimentally explored, they are still unacceptable for the large scal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dissolving techniques for precious metal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ssolving techniques 

in the future is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nonferrous metallurgy; precious metals; dissolving techniques; development; high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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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包括金、银、钌、铑、钯、锇、铱、铂

8 种元素，是一组具有众多优异特性和重要用途的

金属。铂族金属熔点高、强度大、电热性稳定、抗

电火花蚀耗性高、抗腐蚀性优良、高温抗氧化性能

强、催化活性良好，广泛应用于汽车尾气净化、化

工、航空航天、玻纤、电子和电气工业等领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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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业维生素”之称

[1-2]
。贵金属在能源、生态、环

境、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中都已显示出其必不可

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铂族金属的储量稀少，

目前世界铂族金属储量为 71000 t，其中南非铂族金

属储量居世界首位，其次有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

四国储量合计占世界总储量的约 99%
[3-6]

。我国是一

个铂族金属资源缺乏的国家，同时也是铂族金属资

源消耗大国。虽然近年来我国铂族金属产量逐年增

长，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因此，贵金属

二次资源的回收显得十分必要，而溶解作为贵金属

回收的第一步显得极为重要。 

根据贵金属及其合金的存在状态、含量比例、

活性的不同，其溶解方法分为直接酸溶法和预处理

溶解法，其中直接酸溶法分为硫酸溶解法、硝酸溶

解法、混合酸溶解法、氯化溶解法、热压溶解法、

电化学溶解法、微波溶解法等；预处理溶解法分为

合金化-活化溶解、金属蒸汽法、中温熔融法等。 

 

1 直接酸溶法直接酸溶法直接酸溶法直接酸溶法 

 

直接酸溶解法是指在一定条件或特殊设备下将

贵金属及其合金用酸直接溶解，再根据贵金属物理

化学性质的差异实现贵金属分离提纯。其中银、钯、

铂、金、锇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直接溶于硫酸、硝

酸和王水等酸溶液中，而铑、铱、钌则很难溶解。 

1.1 硫酸硫酸硫酸硫酸、、、、硝酸溶解法硝酸溶解法硝酸溶解法硝酸溶解法 

银和钯可直接溶于热的浓硫酸或硝酸中并转化

为相应的盐溶液，再与其它的不溶贵金属分离，因

此可用硫酸或硝酸处理含有银、钯或银钯合金废料。

其主要溶解反应为

[7]
： 

Ag+2HNO3(热、浓)→AgNO3(白色)+NO2↑+H2O (1) 

3Ag+4HNO3(稀)→3AgNO3+NO↑+2H2O    (2) 

Pd+4HNO3(20%)→Pd(NO3)2+2NO2↑+2H2O   (3) 

3Pd+8HNO3(温热)→3Pd(NO3)2+2NO2↑+4H2O  (4) 

2Ag(粉)+2H2SO4(热、浓)→Ag2SO4+SO2↑+2H2O (5) 

Pd(粉)+H2SO4(热、浓)→PdSO4(绿色)+H2↑   (6) 

此类方法操作简单，对银、钯溶解非常有效，

但试剂消耗量、环境污染大。 

1.2 混合酸溶剂溶解法混合酸溶剂溶解法混合酸溶剂溶解法混合酸溶剂溶解法 

混合酸种类很多，有王水、盐酸+双氧水、次

氯酸钠+双氧水等，其中王水在贵金属及其合金的

溶解中运用最为广泛。 

王水由硝酸和盐酸按 1:3 的体积比混合配制，

在配制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化学反应

[7]
： 

HNO3+3HCl=Cl2+2H2O+NOCl       (7) 

2NOCl=2NO+Cl2              (8) 

由式(7)和(8)可知，在王水中含有硝酸、氯分子

和氯化亚硝酰等一系列强氧化剂，同时还有高浓度

的氯离子，故王水的氧化能力比硝酸强。如铂、金

等惰性金属不溶于浓硝酸，而能溶解于王水，主要

是由于王水中的氯化亚硝酰(NOCl)等比浓硝酸的

氧化能力更强，可使金和铂等惰性金属失去电子而

被氧化。此外，高浓度的氯离子与其他金属离子可

形成稳定的络离子，如[AuCl4]
-
或[PtCl6]

2-
，使金或

铂的电极电位减小，从而有利于反应向金属溶解的

方向进行。 

王水溶解法的工艺流程是先将物料放入容器，

按 3:1 比例注入工业盐酸与硝酸，在一定温度下将

贵金属溶解。王水溶解贵金属后需对溶液赶硝，以

减小亚硝酰化合物对后续分离提取贵金属的影响。

其操作是待贵金属物料基本溶完，浓缩至溶液呈浆

稠状、液面呈皱纹状时，对溶液进行赶硝：先加入

冷水、后加入盐酸，重复操作 3~5 次，直到黄色气

体消失为止。赶硝完成后蒸干反应物至一定体积即

可停止加热，然后再分液，做进一步处理。王水溶

解贵金属具有操作过程沉长，酸浪费严重，环境污

染大等缺点，故此法难以处理大批量的贵金属物料。 

Marinhoa R S 等

[8]
以含铂废催化剂 (Pt 和

PtSnIn/Al2O3)为原料回收金属铂，其具体做法是将

废催化剂置于 500℃下焙烧 5 h 除去废催化剂中的

积碳，将燃烧产物加入现配王水在温度为 75℃下溶

解，在溶解过程中控制好温度等条件减少铝氧化物

的溶解，金属铂及其化合物完全溶解于王水，再用

溶剂萃取的方法将铂络合物萃取出来，萃取出的铂

络合物用硫代硫酸钠沉淀，将沉淀烘干，用镁置换

出金属铂黑，铂的溶解率为 100%，综合回收率为

99.9%。巴西炼油厂目前用此湿法工艺回收铂废催

化剂中的金属铂。 

Luxton T P 等

[9]
对钌的氧化溶解进行了研究，

原料主要以 RuO2·10H2O 和 RuO2 的形式存在，其表

面为光亮色，先将钌氧化物在 300~500℃下焙烧将

结合水除去，再用盐酸、NaOH 溶液、草酸或有机

酸等对其进行溶解。经试验得出，钌氧化物不溶于

盐酸，微溶于 NaOH 溶液，但将其与草酸和有机酸

以一定比例配比混合则可溶解，具体条件是：在 1

个标准大气压下，加入 0.01 mol/L 的 NaCl 溶液 350 

mL，再分别加入 5 mmol/L 的草酸(C2O4H2)和抗坏

血酸(C6H8O6)，调节 pH=3，通入氮气以赶走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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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速度保持在 300 r/min，24 h 为一个周期。在溶

液 pH=3 时，将钌氧化物还原溶解于草酸。其溶解

原理是还原过程中降低了钌氧化物的结合能，使其

溶于草酸。 

张蕾等

[10]
采用自制高效溶剂 R101 溶解铑，具

体操作是向单口烧瓶中加入 1 g 铑粉，加入复合溶

剂 R101(由无机酸类和引发剂组成)50 mL，缓慢加

热保持回流 2 h，待金属完全溶解后，转入旋转蒸发

仪中，将溶剂蒸出回收循环使用。将剩下的少量液

体放入 50℃真空干燥箱，干燥 48 h，得到黑红色固

体粉末 2.5587 g，主要成分为三氯化铑。该方法属

利用无机酸对铑进行溶解。 

1.3 氯化溶解法氯化溶解法氯化溶解法氯化溶解法 

氯化溶解法

[11-14]
是将贵金属物料置于NaCl溶

液或稀酸(盐酸或硫酸)溶液中，在一定温度、压力

条件下通入氯气，使贵金属及其合金溶解。氯气的

通入提高了浸出液的电位，且极大地增强了溶液的

氧化性，故能使贵金属及其合金物料得到有效溶解。

目前世界上多数贵金属精炼和二次资源回收企业均

采用此法来溶解贵金属及其合金废料。 

文献[14]报道了采用氯化溶解法对铑物料进行

溶解，将铑物料和按一定比例添加的氯化钠置于密

闭容器中，通入氯气进行分段氯化，第一段氯化温

度 500℃左右，恒温 2 h，第二段氯化温度 700℃，

恒温 30 min，使铑物料转化为氯铑酸钠，再溶解于

盐酸中，铑的一次转化率为 72%~76%。

 

此法的优点是可以处理大批量贵金属废料，操

作过程简单，可代替王水溶解贵金属及其合金废料。

缺点是由于氯气具有毒性，操作危险性大，对环境

污染大，故此法对设备密闭性能要求高，且必须对

尾气处理。 

1.4 热压溶解法热压溶解法热压溶解法热压溶解法 

热压溶解法

[15-17]
是将贵金属试料与溶剂(酸性

氧化剂)一起密闭于容器中，将试料在高温、加压条

件下溶解贵金属的过程。 

赵家春等

[18]
将贵金属物料按一定比例与酸液

和氧化剂混合调浆置于特制压力容器中，控制温度

在160~300℃，氧气分压为0~3.0 MPa，反应时间为

1~8 h，在高温高压下将贵金属铑物料快速溶解并获

得酸性铑溶液，溶解率大于98%。直收率大于99%。 

此法的特点主要是溶剂选择范围大、溶剂损耗

少、溶解效率高、环境友好等优点，但对设备要求

高，需要密闭高温高压耐腐蚀反应器，溶解周期长，

试样的物理状态及性质对溶解影响很大，仅适宜于

处理分散度大、粒度细的物料，对大颗粒物料需预

先进行碎化处理。 

1.5 电化学溶解法电化学溶解法电化学溶解法电化学溶解法 

电化学溶解

[19-24, 26]
是将贵金属及其合金物料作

为阳极，用酸性或碱溶液作为电解质，然后通电将

物料进行溶解的方法。电化学溶解主要是探究各种

因素对贵金属溶解速率的影响，贵金属及其合金废

料的溶解速度由物料的种类、电解质溶液种类及浓

度、电解槽电压、电流密度、电极有效面积、电极

间距离等因素决定。 

1.5.1 直流电化学溶解 

直流电化学溶解

[7]
是将贵金属合金废料作为阳

极，通入直流电将其进行电解。根据贵贱金属的电

极电位的不同，可以通过对电解槽电压的控制，使

贵金属以生成配位离子的方式选择性或全部溶解进

入溶液，从而达到分离贵金属的目的。 

Hsu M 等

[25]
以 Co-Ru 合金为原料，采用直流电

化学溶解方法对其进行溶解，具体做法是称取

Co-Ru 合金(质量分数 50%Co-50%Ru)20 g 作为阳

极，电解液为 75%硫酸，在电解液中加入 5%氯化

钠后通电电解(9 A)，电解 4 h 后取出未溶解合金、

烘干称量，经计算得出，合金电解速率为 2.9 g/h，

贵金属电化学溶解率为 63%。 

此方法与交流电相比设备简单、操作简便；但对

硫酸和氯化钠的配比要求严格，且合金溶解时，易在

阳极表面生成氧化物薄膜产生钝化而阻止物料继续

溶解，因此不适合于大批量溶解贵金属物料。 

1.5.2 交流电化学溶解法 

交流电化学溶解

[21]
装置和直流电化学溶解装

置大致一样，区别是通入交流电，电极棒交替做阳

极，对贵金属物料进行溶解。此法与直流电化学溶

解相比具有诸多优势，如：不需要电流转换器，有

效防止了生成的氧化物钝化阳极表面，操作过程得

到了简化，且溶解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此法可用于

处理各种贵金属及其合金物料。 

张健

[27]
对铂铑合金废料进行电化学溶解工艺

探究实验，选取 PtRh10 合金进行交流电化学溶解，

得出最佳溶解工艺条件为：电流密度 180 mA/cm
2
，

盐酸浓度 8 mol/L，过氧化氢加入量 6 mL/h，温度

75℃。Benke G 等

[28]
以纯度为 99.9%的金属铂块为

原料进行电化学溶解探究实验，其工艺条件为：电

解液(盐酸)浓度 25%~30%，电解温度 40~50℃，电

压控制在 1.88~3.05 V，电流密度控制在几千到 2 

A/m
2
，但根据具体实际需要制定电流密度。获得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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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溶解速率为 22.04 mg/(h·cm
2
)，对于细粒状或粉

末状金属铂更易溶解。 

Mitsushima S 等

[33]
探究了铂在酸介质中的电化

学溶解，分别考察了不同酸介质、温度、pH、密闭

加压等对铂族溶解率的影响。其研究表明，温度越

高，酸性越大，反应越剧烈，金属铂溶解率越大。

但当温度升高，反应越剧烈，HClO4 分解越快，酸

性降低；当在密闭加压的酸性氧化性气氛下比在空

气中或在氮气保护下金属铂的溶解率更高。其原理

是先将金属铂氧化成铂(IV)氧化物，铂氧化物在酸

性条件下有利于电解，在酸性氧化气氛下所发生的

溶解反应为：PtO2+H
+
+H2O=Pt(OH)3

+
，溶解反应焓

大约为 25 kJ/mol。故当温度为 25℃，H2SO4、HClO4

和CF3SO3H均为 1 mol/L，铂的溶解率可达到 3×10
−6

 

mol/L。 

Péron J等
[29]

研究了金属铂溶解在密闭高电势

电位下的不同价态铂离子迁移规律，阳极和阴极用

高氟化离子交换树脂膜隔开，该膜对金属铂离子具

有吸附作用，电解液为盐酸溶液和双氧水，接通电

源电压，金属铂在阳极电解并以Pt(II)、Pt(III)的形

式穿过高氟化离子交换树脂膜覆盖于阴极的表面，

电极过程中双氧水把部分Pt(II)氧化成Pt(IV)，阴极

电解生成氢气，阳极同时伴随着氧气产生，当氧气

分压比氢气分压高时，铂离子则围绕在自身电极周

围，阻止金属铂的电解；当氢分压高时，铂离子则

通过树脂薄膜向阴极扩散，有利于金属铂的电解；

当氢分压和氧分压平衡时，铂离子则被吸附在树脂

膜中间。 

国外大量文献

[20-22, 30-33]
研究了从铂、钯、铑等

废催化剂或贵金属燃料电池中通过电化学溶解回收

贵金属，其主要考察了溶解温度、电解材料粗糙程

度、交流电频率、电流密度、酸浓度等对贵金属溶

解的影响。结果表明，电解材料越光滑、比表面越

大，越有利于电解；酸浓度越大，贵金属物料溶解

率越高；电流密度越大，贵金属溶解率越高，但当

电流密度过大，电解槽中会出现火花和相应的气体，

设备腐蚀严重，降低电化学过程的稳定性。其中金

属铂主要以正四价的形式和卤素、氢氧根、硝基的

离子形成多种铂络合物，金属钯主要以正二价的形

式和卤素、氢氧根、硝基的离子形成多种钯络合物；

铑主要以正三价的形式和卤素、氰化物、硝酸根离

子等形成多种络合物，常见的铑络合物有三价铑的

氯化物，溶液呈玫红色，在溶液中化学性质稳定。

 

电化学溶解操作简单，不需赶硝作业，不污染

铂铑溶解液，不易引入新的杂质，不仅消除了合金

的还原沉积现象，还对克服阳极钝化，提高合金的

溶解速度起到了显著作用。但该法处理量小，目前

设备达不到工业化应用要求，故实际应用有局限性。 

1.6 微波加压溶解法微波加压溶解法微波加压溶解法微波加压溶解法 

微波加热溶解

[34-40]
是将贵金属物料和溶剂放在

密闭的容器中对其进行微波加热，在高温高压下对

贵金属物料进行溶解的一种新型方法。其特点是加

热速率快，物料受热均匀，压力便于控制。 

朱利亚等

[41-42]
用微波消解贵金属与常规法溶解

贵金属速率作了对比试验。第一组分别称取 0.10 g，

Rh 粉、Ir 粉，0.20 g 贵金属富料，2.0 g 浮选精矿，

10.0 g 氰化渣于不同微波罐中，加入 20 (或 30)mL 

HCl-H2O2 (3+1)或 HCl-HNO3(3+1)，密闭；第二组分

别称取 410 g 铂砂矿、锇铱矿于瓷坩埚中，于马弗

炉中碎化，用 HCl 浸取。残渣置于微波消化罐中，

加入 20 mL HCl-HNO3 (3+1)，密闭。将其于各自所

需功率、时间、温度、压力条件下进行溶解，结果

表明在微波中贵金属的溶解速率要比在常规方法下

溶解速率平均快 25 倍左右。 

董海刚等

[43]
在一种难溶贵金属铑物料高效溶

解的方法中用微波消解铑粉：将铑物料按比例与酸

和氧化剂混合，其中铑物料:酸:氧化剂＝1:30:10 (或

5)装入全密闭耐腐蚀、耐高温、耐压反应器中，将

反应器置于微波工作平台中并设定微波功率，在溶

解温度 160~260℃，溶解压力 3 MPa，溶解时间 30~ 

60 min 的条件下，通过微波辅助溶解，可获得铑溶

液，铑的溶解率大于 98%，回收率大于 99%。 

该方法具有流程短，溶解周期短，效率高，成

本低，清洁无污染等优点。但是处理量小，还不适

合工业化生产，有待进一步研究。 

 

2 预处理溶解法预处理溶解法预处理溶解法预处理溶解法 

 

2.1 合金化合金化合金化合金化-活化溶解活化溶解活化溶解活化溶解 

合金化活化溶解

[7]
是将贵金属及其合金与活泼

金属在一定温度下熔融形成合金状，再用强氧化性

酸溶解的方法，用于活化贵金属的活泼金属有锌、

铝、铁、锡等及其合金。针对难溶的贵金属物料，

如铑、钌、铱、锇及其合金，在王水或水溶液氯化

法作用下均很难溶解，因此用活泼金属与其共熔活

化成合金，使之成为高分散性、高活性、具有纳米

粒度、易溶的金属状态，然后用稀盐酸或者稀硫酸

溶解除去活泼金属，再用王水或水溶液氯化溶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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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浓度贵金属溶液

[44]
，如将铑活化制取三氯化

铑，已有大量报道

[45-48]
。 

张邦安等

[49]
等从废铱坩埚提纯铱工艺研究实

验中分别用锡、锌、铝进行活化溶解，得出碎化效

果为 Al>Zn>Sn。锡活化溶解效果最差，主要是因

为活化后用盐酸溶解锡的效果不好，增加了后续分

离回收铱的难度；锌在 800℃时已开始大量挥发，

因此活化效果不好，需在其表面加一层覆盖剂防止

其挥发；铝的熔点适中，且价格不高，三者中铝的

活化溶解综合效果最好。用铝丝作碎化剂时，原料

与铝的质量比为 1:(1.25~1.5)，温度 1000℃，最后得

出铱直收率为 91.16%，总回收率为 99.29%。贺小

塘等

[50]
用铝活化溶解 Pt-Ir 合金废料，Pt-Ir 合金废

料与铝质量比为 1:6，利用中频炉将物料加热到

1300℃，保温 30 min 后浇入在铁盘中自然冷却，然

后用盐酸溶解金属铝，再用王水溶解高活性的铑铱

粉末，最后得到 Pt 的溶解率大于 99.8%，Ir 的溶解

率大于 99.6%。 

吴晓峰等

[51]
以低品位难溶铑废料为原料，提出

以铁氧化物作为捕集剂和活化剂，采用熔炼法富集

活化低品位物料中的铑，通过贵贱金属分离获得高

活性贵金属精矿，活性贵金属精矿采用稀王水溶液

即可溶解难溶贵金属铑，铑溶解率大于 99%。贺小

塘等

[46]
以含铑废催化剂为试料，用铝作为活化捕集

剂，将其混合焙烧，然后再用稀酸将贱金属溶解并

分离出高活性的贵金属，再用王水溶解获得铑液，

铑的溶解率为 92.04%。 

合金-碎化法对设备要求低、操作简单、溶解率

高；但是溶解周期长、能耗高、环境污染大，且溶

解过程中会引进新的杂质，不易去除。 

2.2 金属蒸气法金属蒸气法金属蒸气法金属蒸气法 

金属蒸气法

[52-54]
是将熔沸点低的活泼性金属

(如镁、锌、锡等)与贵金属物料混合置于密闭容器

中，在高温下使活泼金属以蒸汽的状态扩散到难溶

贵金属物料中形成金属间化合物，最后再用王水等

强氧化性酸溶解的过程。该方法与合金化溶解贵金

属原理相似，都是将贱金属原子渗透到贵金属晶体

结构中，以破坏贵金属晶体结构，增大其分散度，

使处理后的贵金属具有高分散性、高活性，从而易

溶于王水等氧化性酸中。此法主要用于处理难溶贵

金属铑、铱物料。 

Park Jung-Chul
[55]

用金属镁粉在真空加热条件

下将铑粉活化，获得镁铑金属间化合物，然后用王

水溶解。具体做法是将铑粉(500 mg)与镁粉(1 g，270 

µm)混合，放入 SiO2 制反应器(外径 24 mm，长 150 

mm，容积 50 mL)中，抽真空(约 0.4 Pa)后，在 500~ 

800℃下焙烧 5 h，使金属镁气化，高温下镁蒸气与

铑微粒充分接触，形成金属间化合物，待冷却后用

盐酸浸出金属镁，过滤，再用王水在 60℃下溶解活

性铑。最终获得高纯铑(约 99.2%)，回收率 87.79%~ 

99.75%。 

董海刚等

[56]
用镁粉对贵金属物料进行活化溶

解。将贵金属物料与金属镁粉按重量比 1:(2~3)混合

后装入密闭反应器中，抽真空，密封并保持反应器

内真空度为 0.4
 
Pa，将反应器置于卧式管炉内，在

700~800℃下焙烧 4~6 h，使活性金属镁气化并与贵

金属物料发生合金化反应，然后用稀酸选择性浸出

焙烧样品中的镁，获得高活性贵金属物料，再采用

盐酸加氧化剂溶解活性贵金属物料，获得含贵金属

溶液。贵金属溶解率 99%，回收率大于 99%。 

2.3 中温熔融法中温熔融法中温熔融法中温熔融法 

中温熔融法

[57]
是将贵金属试料与氧化性钠盐

混合，再通入氯气，加热到 300~800℃对其进行熔

融，待熔块冷却后用稀酸溶解，便可以得到贵金属

溶液。该方法主要是用于处理难溶贵金属铑铱物料。

如铑与硫酸氢钾混合熔融，其反应方程式

[58]
为： 

2Rh+2KHSO4+3/2O2=Rh2(SO4)3+3KOH    (9) 

Rh2(SO4)3+6KOH=2Rh(OH)3↓+3K2SO4   (10) 

Rh(OH)3+6HCl=H3RhCl6+3H2O      (11) 

杨春吉

[58]
将含铑物料中加入过量的硫酸氢钾，

置于搪瓷反应器中混合均匀，缓慢升温至500~ 

600℃，保温2 h，冷却后取出产物，用稀硫酸溶解，

得到Rh2(SO4)3 溶液，铑液相回收率大于98%。 

该方法溶解周期长，试剂损耗量大，操作过程

复杂，需要反复溶解才能溶解完全，且引入其他杂

质离子，所得水溶液仍需转变成氯配合物后才能进

行进一步处理，故目前很少采用此法进行贵金属物

料溶解。 

 

3 结语与展望结语与展望结语与展望结语与展望 

 

贵金属物料种类繁多、形态各样、品位低，其

溶解是贵金属回收的关键环节。不同贵金属物料溶

解方法各不相同，目前金、银、铂、钯物料的溶解

技术相对成熟，但钌、铑、铱、锇物料的溶解目前

尚未有高效、清洁的溶解方法。且这些溶解方法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搞清贵金属溶解

的根本理论。因此，要解决贵金属溶解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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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在对贵金属的性质进行了解和研究的基础

上，找出贵金属溶解难度大的根本原因，并探寻适

宜改善贵金属溶解过程的有效措施。因此，应加大

对贵金属溶解技术的研发力度，开发新的高效清洁

的贵金属物料溶解技术，提高贵金属物料溶解效率，

并保证其直收率。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规模化、

工业化应用潜力的溶解新技术，实现贵金属物料的

高效清洁溶解。笔者认为微波溶解和电化学溶解技

术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因其具有环境污染较小、

溶解速率快等特点，但目前仅处于实验室阶段，需

进步一研究。总之，贵金属物料高效清洁的溶解新

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是今后贵金属溶解技术发

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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