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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mice is one of the resource-rich natural nonmetallic minerals. We have studied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ince 1980s and got some results in th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lists 
the researches on natural pumice stone in building materials,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and other 
aspects, and summarizes its utilization in variou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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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浮石是一种我国储量比较丰富的天然非金属矿产，我国从80年代开始研究开发利用，已经在工农业方面

取得了一些应用。本文通过综述浮石在各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展望了浮石未来的综合利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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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浮石[1] [2]是以二氧化硅和氧化铝为主要成分的酸性火山喷出岩，是一种天然多孔的矿物材料，在我

国资源量较大且分布较广，产地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山西、新疆、云南、海南等省区。浮石是由熔融

的岩浆因火山喷发迅速冷却而成的玻璃质熔岩。因为其密度小于水，可以漂浮在水上而得名。 

1.1. 浮石的物理性质 

浮石属于粒状和块状矿石，常见为灰白色，兼有较少的黄色、黑褐色，具有丝绢般光泽。浮石内部

多流动感构造的气孔，气孔大小很不均匀，多为开放性气孔，但不贯通。孔径 0.1~10 mm，多呈椭圆粒

状，拉长定向排列而形成流动构造，浮石微观结构如图 1[3]，局部现珍珠裂纹，玻璃质、凝灰质结构。

取长白山浮石加工成试块[1]测得容重 520 Kg/m3，抗压强度 4.4 MPa。利用压汞仪对长白山浮石进行孔分

析[1]，并与其他地区浮石的孔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如表 1 所示，图 2 为浮石气孔孔径测试结果，浮石因 
 

 
Figure 1. Pumice microstructure 
图 1. 浮石微观结构 

 
Table 1. Pumice stomatal aperture test results (mercury pore assay) 
表 1. 浮石气孔孔径测试结果(银孔隙测定法) 

ID Sample 
name producing area Density 

(g/cm3) 
specific surface area 

(m2/g) 
Hole Diameter &distribution μm) 

large Middle small 

1 craignurite USA 0.91 8.47 234~110 37~10.5 3.05~1.10 

2 rhyoandesite Thera Qarry 0.81 0.79 173~60 28.1~7.8 4.9~3.02 

3 trachyte Italy 0.62 8.04 202~64 27.9~6.6 4.17~1.45 

4 rhyolite Nicaragua 1.03 0.54 202~71 28.8~6.3 3.98~1.80 

5 rhyolite Japan 0.69 5.57 245~119 34.7~10.2 2.91~1.17 

6* rhyolite China (Changbai Mountain) 0.78 0.245  9.25~17.2  

app:ds: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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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umice stomatal aperture test results (measured by mercury) 
图 2. 浮石气孔孔径测试结果(压汞仪测定) 

 
其内部存在大量开口孔使其吸水率较大。 

1.2. 浮石的化学性质 

浮石是一种密布气孔的火山玻璃质喷出岩，据 SiO2质量分数可以划分为三类[2] [4]：流纹质酸性浮

石、安山岩中性浮石、玄武质基性浮石。以长白山浮石为代表化学成分组成见表 2[1]。按照 GB/T15927-2005
《用于水泥混合材的工业废渣活性试验方法》对长白山浮石进行试验[1]结果表明浮石的火山灰性不高，

图 3 为氧化钙含量为纵坐标，总碱度为横坐标的火山灰活性图。 

1.3. 小结 

浮石质轻易碎、硬度适中、孔隙率高、吸水率大、导热系数小等特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医

疗等诸多领域。随着非金属矿市场的发展，在全世界浮石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 浮石的综合利用 

2.1. 浮石在建筑材料中的应用 

浮石作天然轻骨料，在建筑中的应用主要是生产空心砌块、屋面隔热层等。随着有关浮石的研究的

深入，目前浮石利用在建材中应用更加注重了浮石的物理性能的利用，例如保温吸音、防虫防霉等建材

产品[2]。 
关家庆等人利用吉林当地的浮石资源对浮石混凝土砌块做了探索性研究[5]。利用水泥作为胶结材料

制作了浮石混凝土试件，试件抗压强度为 100~110 kg/cm2，容重为 1130 kg/m3，导热系数为 0.2 千卡/米·小

时·摄氏度。并于 1979 年 9 月利用长白山天然浮石、火山渣、火山砂作骨料、水泥作胶结材料制成了墙

体小型砌块、空心楼板、过梁、柱等建筑基本构件，用这些构件建造了一栋两层浮石混凝土砌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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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umice 
表 2. 浮石的化学组成 

氧化物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Na2O K2O TiO2 MnO SrO2 SO2 

百分比 64.7 12.9 7.15 2.16 0.23 6.15 5.53 0.49 0.17 0.12 0.076 
 

 
Figure 3. Pozzolanic feature of pumice 
图 3. 浮石的火山灰性 

 
经过三个月的居住观测保温性能良好，当室外的气温变化很大的情况下(−24℃~+3℃)，可以保持室内温

度变化很小。 
马宏雷对博瑞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新型浮石保温砖的热工性能进行了研究[6]。通过搭建满足

GB/T8484-2002 标准的窗(墙体)热工性能试验台，采用标定热箱法对浮石保温砖进行热工测量，240 毫米

厚墙体平均导热系数 λ = 0.3 W/m·℃。 
周运灿、郑延侠等人对浮石次轻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热工性能进行了实测分析[7]。在试点建筑和

实验室测得砌块密度等级 1100，强度 MU7.5 级的浮石混凝土空心砌块的传热系数为 0.46~0.57 W/m·℃。 
白润山、麻建锁等人对硬壳浮石轻骨料混凝土的性能及其硬壳浮石混凝土空心砌块的设计进行了研

究[8] [9]。在制备浮石混凝土之前利用水泥和外加剂对浮石进行包裹制备成硬壳浮石。利用硬壳浮石作粗

骨料制备混凝土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浮石混凝土的性能。并对硬壳浮石混凝土砌块进行了优化，创新的

双排椭圆孔可以改善砌块的性能。 
瑞尔森大学 K.M.A.Hossain 针对不同产地的浮石混凝土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10]。研究表明：浮石可

以作为混凝土的骨料，制备的浮石混凝土有足够的强度和适宜的密度，试件密度在 1850~2150 Kg/m3，抗

压强度均大于 15 MPa，最大抗压强度达 40 MPa 以上。 
吕兴军等人对浮石混凝土的性能、耐久性和保温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11]。利用长白山浮石制备的浮

石混凝土，测得抗压强度为 20 MPa，抗冻耐久性超过 100 次冻融循环，热传导系数为 0.318 W/m·℃。 
刘学慧等人利用天然浮石为原料制得了泡沫玻璃[12]。通过在浮石中添加一些碱金属或碱金属氧化物，

把浮石粉软化点从原来的 1100℃降到了 850℃，而且热膨胀系数比玻璃粉小得多，产量比用玻璃粉制造

泡沫玻璃提高了 10 倍以上。 

2.2. 浮石在化工中的应用 

近年来，光催化氧化作为一种新型氧化技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悬浮光催化剂 TiO2在水中易

凝聚，易失活，且使光的穿透力受阻，处理后的光催化剂的回收与分离也比较困难。郑勋超等人采用溶

胶–凝胶法，在浮石上负载 TiO2，并对其处理污水的性能进行了相关研究[13]。利用负载 TiO2的浮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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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低压汞灯照射 2 h 有机物降解率可以达到 50%，灭菌效率达到 100%。负载在服饰表面的 TiO2

薄膜经过 10 次的光催化循环之后并无明显破损。传秀云、INAGAKI Michio[14]利用水热合成法制备的

TiO2/浮石复合材料在紫外光照射分解甲基蓝溶液，48 h 后甲基蓝完全分解。 
利用浮石的高机械强度和化学稳定性，袁磊等[15]对浮石催化水中臭氧分解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浮石促进水中臭氧一级分解速率常数提高了 37.4%，利用叔丁醇捕获生成的羟基自由基后，臭氧分解

速率常数降低了 45.2%，浮石表面金属氧化物羟基是分解水中臭氧的活性中心，表面羟基密度与水中臭

氧分解率呈正相关。 
姚文博、冯迎春利用浮石为主要原料，成功的进行了深褐色系列釉的研制[16]，以浮石为主要原料，

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按一般陶瓷釉加工方法处理，在 1180℃~1250℃范围内氧化气氛下烧成，适当保

温、合理快速冷却后得到了釉面平整、光亮、浑厚纯正、呈色稳定的深褐色釉。 
传秀云等[17]金为群等[18]先后利用吉林长白山天然浮石为原料，成功地合成了 NaP 型和 13X 型分

子筛，并对其合成路线反应条件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利用天然浮石制备分子筛具有原料来源广、工艺

简单等优势。 

2.3. 浮石在医药中的应用 

浮石在中药中又被称为海浮石[1]，郝春来、李宪洲等人对浮石的药用价值，尤其是长白山地区药用

浮石进行了相关研究[19] [20]。研究表明浮石含有 18 种化学元素，具有软坚通淋的作用，特别在清肺、

止咳、化痰、消疮、软坚散结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并得出了炮制浮石的最佳方案。同时浮石还可以

用来制作美容砭具，利用浮石与人体摩擦产生的超声波可以达到增加皮肤弹性、舒缓皱纹的用[21]。 

2.4. 浮石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在生活中利用浮石多孔的性质还可用做 KMnO4的载体作保鲜剂[22]，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在一定程度

上进行蔬果的保鲜。浮石在农业生产中作为基质用于无土栽培[23] [24]具有较好的通气性和保水性，且阳

离子代换吸收容量也较高，是较好的无土栽培基质。另外浮石还可以用作橡胶、塑料。牙膏肥皂等化工

用品的填料；光学玻璃、水洗布的磨料等等[1]。 

3. 总结与展望 

浮石由于其丰富的矿藏和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已经在建筑材料、化工工业、医药以及农业方面的

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还是存在利用率低，利用科技含量低的问题。目前我国很多不可再生资源都面临枯

竭，对于浮石的综合利用也应当遵循绿色化、低能耗、可循环利用。未来浮石的综合利用应着重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应用： 
 充分利用浮石多孔性，制备多功能复合型建筑材料； 
 改性浮石粉作为混凝土掺合料； 
 浮石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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