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两熟”的辛苦结晶

2019年 6月 23日，黄骅。
沿着 307 国道一路向东，大海特有的

咸腥味扑鼻而来。从距离海岸线 30 千米
处开始，路两边红砖砌就的结晶池里，海
水在经过几个月的滩晒后，逐渐凝结为
各面长约 1厘米的晶体。

饱满的颗粒，晶莹剔透，任取一颗迎
着太阳看，都是钻石般的光洁。

盐，是大海馈赠给人类的礼物之一。
这一天，在沧州盐业集团长芦黄骅

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骅盐场）作业
区，71 平方千米的陆域面积上，一年一度
的春扒已接近尾声。

随着扒盐机在一块块 7000 多平方米
的盐池里来来回回，盐粒相互撞击着，发
出晶体特有的清脆声音。海边的制盐
人 ，再 一 次 经 历 了 一 个 属 于 他 们 的 收
获季。

和几十千米之外农田里的庄稼类
似，海盐的收获，也是一年两季——4、5、
6月份的春扒，9、10月份的秋扒。

不过，秋扒往往不如春扒收获大。
秋扒的盐粒体积明显小于春扒。“这是
因为秋扒形成的盐粒，在夏季高温时，
结晶速度过快，晶体生长不坚实，在作
业过程中容易破碎。”沧州盐业集团长
芦黄骅盐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高立增
解释。

第一次到制盐区的人，都会有一个
疑问，为什么收盐又叫扒盐？

“‘扒’是个动作。”高立增笑起来，
“这说法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饱和卤水
在盐池内析出晶体颗粒后，会均匀地铺
在池底，扒盐就是要把盐集中起来再堆
成坨。”

盐，貌不惊人，得来却要颇费一番功
夫。尤其扒盐，曾经是个辛苦活儿——
今天扒盐机所从事的工作，过去都是用
人工来完成的。

从黄骅向北 220 多千米，跨过天津海
域，就是河北长芦大清河盐化集团有限
公司，也叫唐山三友盐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清河盐场）。

大清河盐场拥有 97 平方千米的陆域
盐田，以及 31.5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

“我父亲那辈儿，要干扒盐这活儿，
非得壮汉不可——光铁耙就得百十来斤

重，一耙盐连耙带盐二百多斤，从盐池
子一头扒到池埝上，盐耙越拉越多，没
把子力气干不成。”河北长芦大清河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一工区工人李明，1997
年从父亲手中接过班。如今他们这些
制盐人，在非收获季，更多的是拿着卤
表在盐田巡视，根据卤水浓度变化，提
闸、放闸。

李明值守的办公楼，孤零零矗立在
盐田中。楼前的空地上是各种工具，其
中有一些，在外人看起来，完全想不出做
何用途。

“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改造的工具。”
李明指着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和活碴耙子
改造的设备笑着解释。“你看这个大家
伙，就是我们鼓捣的。怎么节省人力怎
么来吧，想到了就改，不断地改，甚至把
俩设备合二为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手推肩扛是盐区
作业的主要方式。

“五十年代抬着走；六十年代推着
走；七十年代扶着走；八十年代坐着走。”
上世纪在老制盐人中曾流传过这样一句
顺口溜，描述的是不同时代的盐区作业
方式。

今天，黄骅盐场的资料室里，保存着
这样一张照片：一男子推着独轮车行走
在盐池中间的狭窄小道上，透过黑白相
纸似乎能看出他健步如飞。这是 1960 年
5 月，全国劳模吴宝太到黄骅盐场推广

“吴宝太推盐回车法”时留下的影像记
录，其推广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技术提高
了运盐效率。

沧州盐业集团长芦黄骅盐业有限公
司经理宋建林介绍，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
初期，一个作业队 4 副滩，需要 80 多名
劳动力；现在一副滩要 8 个人，总共只
需 32 人作业。而人均产量却从 300-400
吨/年，提高到了 700-800 吨/年。

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改变着盐区的
作业方式。

2016 年，黄骅盐场开始上马直吸式
扒盐设备。直吸式收盐机操作原理是这
样的——“‘唐三零（T-30 收盐机）’在行
进中将盐粒集中，由盐泵将盐、卤吸入漂
浮在池中的管道，经过二次加压输送到
坨地，再进行盐卤分离，盐粒留在坨地集
成盐码，卤水通过回水管进行回收并二
次利用。2017 年，这项设备在我们盐区
已经全面推广。”高立增说，但关于扒盐
的叫法延续了下来。

一滴海水到一粒盐的旅程

海水变盐的收获，要从海水被驯化
讲起。

2019年 7月 8日，黄骅。
距离海岸线数千米远的纳潮沟，像

连接到大海上的一根脐带，海水沿着它，
通过纳潮泵站被输送到初级制卤区。

明清时期，晒盐法之所以只能在部
分沿海地区实行，得益于这些区域的近
海滩涂地势平坦，能把海水借助涨潮引
入作业区。如今，实现这一过程的，是电
力催动的扬水泵。

大海是咸的——这是因为海水里含
有主导口感咸的氯化钠。

将海水经过自然蒸发、浓缩，达到
氯化钠饱和状态的过程，称为制卤。制
卤是海盐生产中一项常年基础性工作。
制卤工用波美度来计量海水制盐的每一
步所要达到的数值。在晒盐开始前，海
水的初始浓度一般约为 2-3波美度。

海水一路经过初级制卤区、高级制
卤区、进入蒸发区再到调节区，在这个过
程中，它们并不是自由流动的，而是要分
别在这些区域通过风吹日晒达到一定浓
度，才被允许进入下一区域。在一定的
浓度区域里，卤水中的杂质也在被不断
析出，卤水质量得到不断提升。比如，在
3 波美度到 7 波美度期间，析出卤水中的
氧化铁；从 7 波美度到 17 波美度期间，析
出卤水中的碳酸钙。

制卤既是不断提高卤水浓度的过
程，也是不断提升卤水质量的过程。

从初级制卤池起步，卤水每前进一
步，不同级别的卤水池，都需要提前留有
少量较高浓度的卤水做底卤来进行铺
底。这个被称之为“咬卤”的特殊过程，
其实是通过底卤来催化新卤中淡水的蒸
发，加速得到高浓度卤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我们可以
形象地把海盐比喻为“一年两熟”，但即
使在盐场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盐工，也很
难断定具体某颗盐从哪一刻开始生长：
盐区的卤水全年 365天 24小时滚动前行，
一个工序的成品是下一个环节的原料，
也可能是前一个环节的催化剂。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海水不断蒸发，
从 2-3 波美度起步，不断提高氯化钠含
量，最终形成接近 25波美度饱和的卤水。

卤水的最后归宿是结晶池。顾名思
义，经过数月晒制的海水，最终要在这里
结成晶体。

“通过理论计算，生产 1 吨盐，大约需

要 110 立方米 2 波美度的海水。”高立增
介绍。

承担着孕育的重任，结晶池和其他
池最大的不同就是百十年浸润碾轧的底
泥。底泥让池板看起来光溜硬挺，在引
入重卤之前还要反复碾轧，为的就是防
止卤水从底泥中“溜掉”。

既然要防范卤水溜走，修筑水泥的
结晶池不是更好？

几年前，盐场还真就此做过实验。
“但效果并不好，水泥池板完全没有渗透
性，析出的晶体比较细碎，质量也差。”高
立增说。

适宜的结晶池，浓度相当的卤水，这
是否意味着结晶成盐已经准备就绪？

其实不然。为了促进晶体的生成，
尽快 结 晶 成 大 颗 粒 ，在 完 成 卤 水 变 晶
体 的 最 后 一 环 ，还 要 有 一 颗 关 键 的 种
子——原盐。

老盐工习惯把撒入池内的原盐颗粒
叫盐种。

撒盐种是结晶初期促进形成颗粒的
关键工艺。池板轧好后，要将盐种均匀
地撒在结晶池板上，厚度约为 2.5 厘米，
再注入饱和卤水。卤水中析出的氯化钠
晶核，直接结晶在原盐晶体表面，成长为
更大的、规则的正六面体。

那么高浓度卤水要放多少？老盐工
多年经验总结的配比是，每 1 毫米的蒸发
量配比1.5厘米深的结晶卤水，依次递增。

2019年 7月 5日，黄骅盐场。
活碴机在结晶池中来来回回，不断将

结晶的盐板打碎，这又是为什么？高立增
说，活碴是为了晶体得到不断翻动，始终
让晶体与晶体之间有缝隙，接触卤水的表
面积就会保持在最大，使卤水中析出的晶
核合理、匀速地结晶在颗粒表面，有利于
原盐颗粒形成规则的结晶正方体，提高原
盐的产量和质量。如果活碴不及时，就会
造成池内原盐颗粒之间相互结晶成板，一
方面减少了原盐颗粒的结晶面，造成减
产，另一方面也使晶体成长不规则，影响
原盐质量。

活碴时，少部分被打破的晶体，还可
以帮助残余的晶核，附着在原盐颗粒上
形成新的晶体，也更易让太阳照射到盐
颗粒的不同侧面。

不断活碴不断结晶，直到原盐厚达七
八厘米，一场生长和收获就这样悄然到
来。结晶卤水中的钠离子和氯离子不断
析出，直到卤水中钠离子和镁离子的比例
打破 1∶1 的平衡，镁离子含量高于钠离子
含量，这一结晶池的卤水使命宣告终结。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颗原盐。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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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从海里来盐从海里来

盐，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种物品。

我国的食盐，按
照来源分为海盐、井
盐、矿盐、湖盐等。

两千多年前，河
北就是重要的海盐生
产区。如今，河北省
487 千米海岸线上，
分布着黄骅、大清河、
南堡盐场，它们是我
国四大海盐产区中渤
海盐区的组成部分，
也是著名的长芦盐区
一部分。

咸腥的海水，是
如 何 变 成 白 花 花
的盐？

千百年来，盐给
海岸线上的河北人带
来了什么？

如今，人类最古
老 的 商 品 之 一 ——
盐，又在怎样的延展
中焕发独特的韵味？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走进河北海岸线
上的盐场，为您讲述
海盐背后那些鲜为人
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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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 州 沿
海 ，春 季 原
盐作业。

苑立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