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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国内氢氧化镁阻燃剂的合成、表面改性及其应用 ,主要论述了近 20 年来国内在氢氧化镁阻

燃剂研发方面取得的成果及发展方向 ,简单概述氢氧化镁阻燃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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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随着塑料、橡胶、合成纤维等高分子材料生

产的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扩展 ,其易燃性也日

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当高分子材料与电器

组合使用时 (如电线、电缆等塑料制品) ,由于在

高压、发热、放电等条件下工作 ,容易燃烧引起

火灾 ,同时产生大量烟雾和有毒气体 ,造成财物

损失及人员伤亡。为此 ,人们研究出各种阻燃

剂来解决高分子材料的阻燃和抑烟问题 ,如卤

系 (主要为氯系和溴系) 、磷系以及无机阻燃剂

(氢氧化铝、氢氧化镁、三氧化二锑)等 [1 ] 。由于

火灾中有 80 %是烟窒息死亡。因此 ,阻燃剂技

术中“抑烟”比“阻燃”更为重要。虽然卤系 (尤

其是溴系) 、磷系阻燃剂的阻燃效果好 ,但价格

昂贵 ,并且存在环保问题 ,因此其应用受到限

制。氢氧化镁具有阻燃抑烟、热稳定性高、无毒

等特点 ,受热分解时 ,释放出水 ,同时吸收大量

的潜热 ,这就降低了树脂在火焰中实际承受的

温度 ,具有抑制高聚物分解和可燃性气体产生

的冷却效应。分解后生成的氧化镁是良好的耐

火材料 ,也能帮助提高树脂抵抗火焰的能力 ,在

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均无有害物质排放 ,是

一种环保型绿色阻燃剂。氢氧化镁分解温度高

达 340 ℃,比常用的无机阻燃剂氢氧化铝高出

140 ℃,致使添加氢氧化镁的合成材料承受更

高的加工温度 ,有利于加快挤塑速度 ,缩短模塑

时间 ,使添加材料具有更佳的加工性能 ,同时亦

有助于提高阻燃效率 ,多数性能优于氢氧化铝 ,

是目前最有发展前途、环境友好的无机阻燃剂 ,

近几年在国内外日益受到重视 ,氢氧化镁阻燃

剂研发是各国研究的热点领域[2 ] 。

由于氢氧化镁是一种表面极性很强的无机

化合物 ,其晶体在 (101) 方向有微观内应变 ,晶

体表面带有正电荷、具有亲水性 ,与亲油性的聚

合物分子的亲和力欠佳 ,晶粒趋向于二次凝聚 ;

同时 ,氢氧化镁与聚合物的界面产生空隙[2 ] 。

常规方法合成的产物往往比表面积大、粒子之

间的团聚性强 ,直接添加到高聚物中时分散性

及相容性差 ,影响复合材料的加工性能。用作

阻燃剂时 ,其添加量 ≥40 %方能取得理想的阻

燃效果 ,如此高的添加量势必造成聚合物复合

材料机械力学性能的降低[3 ] ;因此对传统的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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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镁阻燃剂进行改性研究已成为目前比较热

门的研究课题。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杭州化工研

究所、江苏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兰州化学工业

公司研究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

连云港市盐化厂、温州钾肥厂、新疆工学院等有

关单位相继对氢氧化镁的制造和应用开展了研

究 ,并分别研制出了一些特殊晶形的、比表面积

小的氢氧化镁阻燃剂 ,可广泛用于聚丙烯、聚氯

乙烯、聚乙烯及橡胶、不饱和聚酯、油漆等、具有

较好的经济效益[4 - 5 ] 。

1 　片状 Mg(OH) 2 的合成研究

向兰[6 ]等研究了在 NaOH 溶液中 Mg(OH) 2

晶体的水热改性 ,使不规则的 Mg(OH) 2 颗粒水

热改性后转化成规则的六角片状 Mg (OH) 2 晶

体。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反应持续时间 (1～4

h)与反应温度从 140 ℃增加到 200 ℃都能促使

合成大颗粒小 cluster 的片状 Mg(OH) 2。最合适

的水热处理条件为颗粒密度 01075 g/ mL ,NaOH

浓度为 510 mol/ L ,温度 200 ℃,时间 4 h ,其测

定数据见表 1。

表 1 　I (001) / I (101) 随反应时间和温度的变化

Table 1 　Variation of I (001) / I (101) with reaction time

and temperature

时间/ h 温度/ ℃ I (001) / I (10l)

1 113

2 116

3 418

4 518

140 211

160 316

180 410

200 510

　　I (001) / I (101) = 0158

　　李丽娟[7 ,8 ]等人使用未见公开报道的转化

剂体系 , 使普通团聚状氢氧化镁转型为六角片

图 1 　200 ℃,4 h ,5 mol/ L NaOH下

所得 Mg(OH) 2 的形貌变化

Fig11 　Morphology of Mg(OH) 2 prepared under

hydrothermal conditions of 200 ℃,4 h and 5 mol/ L NaOH

图 2 　Mg(OH) 2 粒径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4 h ,3 mol/ L NaOH ,200 ℃)

Fig12 　Variation of Mg(OH)2 particle size with reaction time

状氢氧化镁 , 晶型完整 , 转化率达到 95 %以

上 , 取得非常满意的结果。满足国内外用于电

线、电缆、塑料等行业对其粒径的要求 (D

(50) ≤115μm ; D (90) ≤310μm) ; 并且该

制 备 技 术 已 申 请 专 利 ( 专 利 申 请 号

20061004198413) 。如图 3 为该技术产品的电镜

扫描图 ( TEM) , 图 4 为最佳条件下所得

Mg (OH) 2产品的粒度分布 , 可以看出经水热

处理后颗粒的表观粒径呈现正态分布 , 平均粒

径较小 (D50 = 1145μm) , 粒度分布均匀 , 表

2 为国内氢氧化镁阻燃剂性能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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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热条件 140 ℃,4 h ,2 mol/ L 转化剂体系下所得 Mg(OH) 2 的形貌变化

Fig13 　Morphology of Mg(OH) 2 prepared under hydrothermal conditions of 140 ℃,4 h and 2 mol/ L converting agent

图 4 　Mg(OH) 2 产品的粒度分布图

Fig14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Mg(OH) 2 product

表 2 　国内不同研究单位工艺技术指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dexes of several domestic institutes

编

号
项目 单位

清华大学

化工系
南风集团

北京化

工大学

中科院

盐湖所

1 转化剂类型 - NaOH NaOH NaOH B 体系
2 转化剂浓度 mol/ L 4100 4100 4100 2100

3 氢氧化镁料浆浓度 % - 715 715 15

4 反应温度 ℃ 200 200 160 140

5 反应时间 h 410 410 610 410

6 搅拌速度 r/ min 770 200 700 600

7 晶体形貌 - 大多呈六角片状 正六方形 普遍呈六角片状 六角片状 ≥95 %

8 晶体粒度 μm 013～115 - - 013～112

9 比表面积 m2/ g 1010 - 717～1312 710～713

　　吴健松[9 ]等人以尿素分解产生的 NH3 为

沉淀剂 ,通过分阶段控制温度直接在水热反应

釜均匀沉淀薄片状氢氧化镁。TEM 示粒子呈

六方棱形形状 (如图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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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产品各主要成分检测含量 (质量百分数/ %)

Table 3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product(in weights percent)

Mg2 + Ca2 + Cl - SO2 -
4 B 酸不溶物 其他离子

411220 01030 01012 01098 未检出 01181 未做检测

图 5 　氢氧化镁晶体电镜扫描图

Fig15 　SEM images of Mg(OH) 2 crystal

图 6 　单片氢氧化镁晶体电镜扫描图

Fig16 　SEM images of monolithic Mg(OH)2 crystal

　　

　　闫修川[10 ] 以青海东台吉乃尔盐湖制备

Li2CO3 的副产物 Mg (OH) 2 为原料 ,经过水热晶

化反 应 和 表 面 处 理 制 得 优 良 的 阻 燃 用

Mg(OH) 2。

表 4 　Mg(OH) 2 产品与工业 Mg(OH) 2 化工行业标准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Mg(OH) 2 product with technical

Mg(OH) 2 of chemical industry standard

项 　　　目 　　　
指标

HG/ T3607
- 2000I型

自己
产品

氧化镁含量 , % ≥ 6310 6610

氧化钙含量 , % ≤ 110 0102

酸不溶物 , % ≤ 012 0104

水分 , % ≤ 215 0117

氧化物 (以 C1 计) , % ≤ 0115 -

铁 (Fe)含量 , % ≤ 0125 0130

灼烧失重 , % ≥ 2810 2910

筛余物 (75μm试验筛) , % ≤ 015 -

图 7 为最佳条件下所得 Mg (OH) 2 产品的

粒度分布 ,可以看出经水热之后颗粒的表观粒

径呈现正态分布 ,平均粒径较小 (D ( 50) =

51570μm) ,粒度分布均匀。

图 7 　Mg(OH) 2 产品的粒度分布图

Fig17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Mg(OH) 2 product

　　图 8 所示最佳条件下所得 Mg (OH) 2 产品 的 SEM 形貌图 ,可以看出所得产品为片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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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大粒径所占比例较大 ,粒径分布比较均匀 ,

平均一次粒径约为 0135μm。

图 8 　Mg(OH) 2 产品的 SEM形貌图

Fig18 　SEM images of Mg(OH) 2 product

图 9 　XRD 谱图 　(a) Mg10 (OH) 18Cl12·5H2O 纳米线 ;

(b)通过前驱体的水热过程得到的片状 Mg (OH) 2 ;

(c) Mg(OH) 2 纳米管。

Fig19 　XRD patterns : ( a ) Mg10 ( OH) 18 Cl12 ·5H2O

nanowires , ( b) plate2like Mg ( OH) 2 obtained via hy2

drothermal process of the precussor , and (c) Mg (OH) 2

nanaotubes

2 　晶须/ 纤维状 Mg (OH) 2 的合成

研究

　　Fan ,Weiliu[11 ]等在没有任何表面活性剂或

催化剂情况下 ,以 Mg10 (OH) 18Cl12·5H2O 纳米线

为先驱 ,通过简单的溶剂热法合成了纳米管状

的Mg (OH) 2。XRD , TEM , ED and HRTEM 表征

了纳米管的结构、形貌及其组成 ;在 (001) 和其

它晶格面的强度突出变化表明优先生长的纳米

管。TEN 结果表明纳米管晶形良好 ,纳米管外

直径 80～150 nm ,壁厚 30～50 nm ,长 5～10

nm1ED 指明了 Mg(OH) 2 纳米管为单晶 ,其生长

方向为[110 ] ,该结论由 HRTEM 研究证实。

图 10 　TEM 图 　(a) Mg10 (OH) 18 Cl12·5H2O 纳米线 ;

(b)通过前驱体的水热过程得到的片状 Mg (OH) 2 ;

(c)和 (d)是 Mg(OH) 2 纳米管的放大图象 ; (e)一个单

晶管的进一步放大图象 ; (f)单个 Mg(OH) 2 纳米管的

ED 谱图。

Fig110 　SEM imagines : ( a ) Mg10 ( OH) 18 Cl12 ·5H2O

nanowires , (b) Mg(OH) 2 particles obtained via hydrother2

mal process of the precussor , (c) and (d) of the enlarged

images of Mg(OH) 2 nanaotubes , (e) further magnified im2

age of a single tube ,and (f) ED pattern of the single Mg

(OH) 2 nanaotube

由图 11 (a) 中衍射点与六角结构可以对

应 ,这一指定得到了 (b) HRTEM 图像的进一步

证明 , 六角 Mg (OH) 2 的纳米管的纵轴是沿

[110 ]方向的 ;从长方形选定区域图像中观测到

的边缘间距 (～01157 nm) 与 (110) 晶格面间的

间隔是对应一致的。HRTEM 图像在 HITACHI

9000 - NAR - 发射电子显微镜上测定。

姜玉芝[12 ]等人以碱式硫酸镁晶须和氢氧

化钠为原料 ,研究了水热合成法制备氢氧化镁

晶须的合理工艺条件 ,结果表明 ,当碱式硫酸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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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须料浆质量分数为 410 % ,搅拌强度为 100 r/

min ,反应温度为 180 ℃,反应时间为 4 h 时 ,可

合成直径 ≤015μm、长径比 ≥15、表面光滑、纤

细均匀、高纯度的氢氧化镁晶须。

图 11 　(a)单个 Mg(OH) 2 纳米管的 TEM图像和 SAED

谱图(插入) ; (b)单个Mg(OH)2 纳米管的 HRTEM图像。

Fig111 　(a) TEM image and SAED pattern (inset) of an

individual Mg(OH) 2 nanaotube , (b) HRTEM image of

an individual Mg(OH) 2 nanaotube

图 12 　碱式硫酸镁晶须料浆浓度为 4 %时

得到的产物形貌

Fig112 　Morphology of the hydrothermal products produced

with 4 % basic magnesium sulphate whiskers

图 13 　氢氧化镁形貌和 XRD 谱图

Fig113 　Morphology and XRD pattern of Mg(OH) 2

　　邓国初[13 ]等人以纤维状水镁石为原料 ,经

过分离制取纤维状氢氧化镁产品获得成功 ,但

产物纯度和形貌并不理想 ;其制备过程及方法

按下列流程 :水镁石原矿 —细碎 —化学药剂作

用 —机械剥分 —分散剂处理 —分选提纯磁选 —

超细分级 —纳米纤维。

胡章文[14 ]等人利用蛇纹石酸浸滤液提取

镁 ,制备针状纳米氢氧化镁 ,其制备工艺比较复

杂。制备工艺流程 :蛇纹石酸浸滤液 →结晶 (粗

硫酸镁) →(加 H2O2、NH3·H2O) 净化 (精制硫酸

镁) →(加 NH3·H2O、PEG) 沉淀反应 →过滤干燥

→纳米氢氧化镁样品。图 14 为 XRD 测试结

果 :a 为不加表面活性剂的 ; b 为添加 PEG 时

的。从图可知 ,b 样的衍射峰明显宽化 ,且主峰

强度大 ,故可判定所制样品为氢氧化镁 ,其结晶

良好且平均粒径变小。依据谢乐公式计算 ,该

氢氧化镁粉体中晶粒尺寸 < 15 nm。

图 15 左为氢氧化镁的电子衍射照片 ,照片

特征说明所制纳米氢氧化镁为晶型结构 ;图 15

右为放大 10 万倍氢氧化镁的 TEM 照片。从图

中可看出 ,添加表面活性剂时得到的样品呈针

状分布 ,直径在 5～9 nm ,长径比为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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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氢氧化镁样品的 X衍射图谱

Fig114 　XRD patterns of Mg(OH) 2 product

图 15 　样品的电子衍射 (左)及 TEM照片 (右)

Fig115 　ED(left ) and TEM (right) images of the product

瞿保钧[15 ]等人将分析纯氯化镁制成水溶

液 ,然后与氢氧化钠反应 ,制备针状纳米级氢氧

化镁产品 ,并已申请中国专利 ,但此种方法原料

成本较高 ,产品质量不够稳定。

图 16 中 a～f 分别为该发明所得产品的透

射电子显微镜 (TEM)照片 ;图 17 是该发明产品

图 16 　发明所得产品的 TEM照片

Fig116 　TEM images of the product obtained

by this invention

典型的宽角 X - 衍射 (XRD) 谱图 ;图 18 是该发

明产品典型的傅立叶红外吸收 (FTIR)光谱图。

图 17 　发明产品典型的 XRD 谱图

Fig117 　Typical XRD pattern of the product obtained

by this invention

Li Yan[16 ]等利用 MgSO4·7H2O 和氨水为原

料 ,将氨水滴加到 MgSO4·7H2O 溶液中 ,当 pH

达到 12 时 ,生成白色沉淀 ;然后将沉淀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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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釜中水热处理 10 h ,制备出了长度为 3

μm、直径为 30 nm 的棒状 Mg(OH) 2。图 19 为经

过水热处理的Mg(OH) 2 产品的 X - ray 衍射图。

图 18 　发明产品典型的 FTIR光谱图

Fig118 　Typical FT - IR spectra of the product obtained

by this invention

图 19 　水热处理 10h 后得到的 Mg(OH) 2 典型的 XRD 谱图

Fig119 　Typical XRD pattern of Mg(OH) 2 produced by

hydrothermal treatment for 10 h

图 20 给出了以上样品的形貌直观图 ,形状

为针状 ,长约 3μm ,直径约 30 nm。

图 21 中 Mg(OH) 2 样品的选定区域的电子

衍射 (SAED)表明是单晶。

3 　其他形貌 Mg(OH) 2 的合成研究

钱海燕[17 ]等人将菱镁矿粉料于 750 ℃煅

烧 ,115 h 得到反应活性最高的轻烧氧化镁 ; (1)

m (MgO) ∶m ( H2O) = 1∶50 ( 2 g MgO , 100 mL

H2O) ,NaOH溶液浓度为 1 mol/ L ,水化温度 70

图 20 　水热处理 10 h 后得到精制 Mg(OH) 2 的 TEM

形貌图

Fig120 　TEM image of refined Mg(OH) 2 obtained by

hydrothermal treatment for 10h

图 21 　图 20 中所示纳米管的 SAED 图

Fig121 　SAED pattern of Mg(OH) 2 nanorods

shown in Fig120

℃,得到产物颗粒最细 ,D (50)为 0194μm。(2)

m (MgO) ∶m ( H2O) = 1∶50 ( 2 g MgO , 100 mL

H2O) ,NH3 水加入量为 8 mL (1104 mol/ L) 、12

mL (1155 mol/ L) ,70 ℃条件下恒温水浴 ,得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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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最为细小 ,具体试验数据见下表 5、6、7。

表 5 　不同温度下水化产物的粒度分布

Table 5 　Size distribution of hydrating produc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粒径/μm
40 ℃ 50 ℃ 60 ℃ 70 ℃ 80 ℃ 90 ℃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0～1 28191 2819 32169 3216 36185 3618 53146 5314 41107 4110 32185 3218

1～2 10155 3914 9191 4216 10174 4715 12183 6612 20121 6112 13141 4612

2～5 17158 5710 14149 5710 17142 6510 21145 8718 21192 8312 18147 6417

5～10 11129 6813 12163 6917 10152 7515 5178 9315 8192 9211 12169 7714

10～20 18169 8710 18105 8717 14193 9014 0147 9919 7189 10010 17135 9417

20～30 9176 9617 10120 9719 9154 10010 0100 10010 0100 10010 4100 9912

30～ 3122 10010 2102 10010 0100 10010 0100 10010 0179 10010

D(50) 3180 3153 2142 0194 1144 2161

D(94) 27115 26111 23171 10174 12138 19156

表 6 　不同浓度 NaOH溶液中水化产物的粒度分布

Table 6 　Size distribution of hydrating products in NaOH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粒径/μm

C (NaOH) / (mol·L - 1)

010 015 110 115 210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0～1 7103 7103 12178 12178 53146 53146 42134 42134 48185 48185

1～2 12113 19116 28196 41174 12183 66129 11142 53176 8150 57135

2～5 74162 93178 34165 76139 21145 87174 18195 72171 18114 75149

5～10 0101 93179 7145 83184 5178 93152 8103 80174 9159 85108

10～20 4114 97193 5186 89170 6148 100100 8147 89121 10189 95197

20～ 2107 100100 10130 100100 0100 100100 10179 100100 4103 10010

D(50) 3124 2172 0194 1167 1114

D(94) 10151 24127 10174 30186 18119

表 7 　不同浓度氨水溶液中水化产物的粒度分布

Table 7 　Size distribution of hydrating products in ammonia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粒径/μm

C (氨水溶液) / (mol·L - 1)

0100 0152 1104 1155 2107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频率 累积

0～1 7103 7103 37158 37158 40113 40113 41103 41103 29150 29150

1～2 12113 19116 20144 58102 13188 54101 15105 56108 16159 46109

2～5 74162 93178 29124 87126 26100 80100 26182 82190 25111 71120

5～10 0101 93170 9134 96160 9161 89161 11146 94136 10137 81157

10～20 4114 97192 3138 99198 8113 97175 5164 100100 10168 92125

20～30 2108 100100 0101 99199 2125 100100 0100 100100 7173 99198

30～ 0100 100100 0101 100100 0100 100100 0100 100100 0100 100100
d50 3124 1161 1171 1160 2147
d94 10151 8161 15139 9184 22126

　　胡庆福[18 ]等人将卤块加水溶解 ,精制卤液

打入反应釜中 ,加水调至要求的浓度后升温到

50～70 ℃;一定浓度的氨水在混合槽中加入一

定量的表面处理剂 ,在搅拌下充分混合 ,表面处

理剂完全溶解在氨水中后 ,一般控制溶解时间

1 h左右。然后慢慢地将氨表面处理剂溶液加

入反应釜中进行反应 ,反应温度 50～70 ℃,反

应时间 1～2 h。待氨处理剂溶液加完后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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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液温度到 80～90 ℃,恒温处理 2～3 h 后 ,

放料进行过滤、干燥、粉碎 ,制得氢氧化镁阻燃

剂产品。几种氢氧化镁阻燃剂性能对比、武邑

县阻燃剂厂企业标准、成品的物理性能分别列

于表 8、表 9 中。

表 8 　几种氢氧化镁阻燃剂性能对比表

Table 8 　Compatison of the properties of several Mg(OH) 2 flame retardant

类 　　型
X - 光 (101)方位指标

晶粒大小 ×10 - 10m η值 ×10 - 3

比表面积

/ m2·g - 1
备注

兰州化工研究院LZM - 20A > 800 ≤310 < 20 ZLG8399 - 83102

杭州化工研究所国产 1 号 134213 114 < 30

天津塑料研究所 69815 2155 2214

河北轻化工学院 < 10

河北武邑阻燃剂厂 - - < 20 一步法

日本协和产品 > 800 ≤310 < 20 � ¬¾- SA

日本协和产品 > 800 ≤310 < 20 � ¬¾- SE

氧化镁水合产品 69815 2155 2214

氧化镁中间产品 19916 1137 814 表面未处理

化学制剂 24214 - 4919 表面未处理

表 9 　成品的物理性能

Table 9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products

Mg(OH) 2

份数
伸长率

/ %
强度
/ MPa

硬度
/ 度

阻燃性

0 200 814 95 差

5 205 9127 78 较好

10 210 9159 75 较好

15 220 9163 71 离火自熄

50 225 8191 72 离火自熄

70 227 8159 70 很好

4 　展　望

特殊形貌氢氧化镁阻燃剂研究是阻燃剂领

域中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尽管国内有多家院

校开展该方面研究工作 ,但国内氢氧化镁阻燃

剂生产技术尚处在研发阶段。依托技术创新开

发高附加值的功能性高纯超细粉体材料是镁行

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也是镁系列阻燃剂发

展的一大趋势。目前世界各国均在研制开发镁

系列阻然剂 ,除通用品种外 ,各种专用、复合型

新产品层出不穷 ,应用领域不断开拓。我国氢

氧化镁阻燃剂产品 ,正处在开拓研发阶段 ,特别

是特殊形貌氢氧化镁阻燃剂 ,在国内尚处在应

用研发过程。而我国又是镁资源大国 ,具有得

天独厚得资源优势 ,利用这一资源 ,开发生产镁

系列阻燃剂具有广阔的前景。特别是我国消防

法的即将公布 ,国际阻燃剂强制标准的实施 ,以

及公共场所阻燃剂制品和组件燃烧性能的要求

及标识等即将出台 ,必将会在我国形成强制使

用阻燃剂材料的法律行为。我国阻燃剂技术与

材料行业的飞跃 ,将促进我国氢氧化镁阻燃剂

系列产品的生产和发展。

我国高分子复合阻燃材料与国际市场接

轨 ,特殊形貌氢氧化镁阻燃剂的应用是亟待解

决的关键技术。新技术开发 ,如高纯超细六角

片状、纤维与球状氢氧化镁以及更高的有关人

员的训练和销售规划 ,将促使镁在高分子材料

上的应用 ,估计在本世纪前十五年将取得重要

而快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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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Magnesium
Hydroxide Flame Retardant

J I Lian2min1 ,2 , LI Li2juan1 , NIE Feng1 , ZENG Zhong2min1

(11 Qinghai Institute of Salt Lake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 810008 , China ;

2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039 , China)

Abstract :The synthesis , surface mod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lame retardant type magnesium hydroxide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1 The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it in recent 20 years are

discussed1 And the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kind of flame retardant type magnesium hydroxide is

proposed1
Key words :Magnesium hydroxide ; Flame retardant ; High purity and ultra - fine ;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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