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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氧化铜矿实验室小型试验研究表明：采用新型药剂Pr2000作为浮选氧化铜的捕收剂，精矿中铜的回收

率为75．54％，铜品位为13．98％，含银9169,／t，银回收率为71．93％，该指标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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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袭怒鬟嘉差晏萎?黧蒸勰
随着国防工业、电子和电气工业以及新技术的 硫化矿和含铜富矿日益减少，在国外许多铜矿的开

硫精矿 尾矿

图2尾矿选硫闭路试验流程

3 结 语

1．采用一粗三扫、一精再磨、再磨精矿精选4次

的浮选工艺流程，可获得产率为0．504％、铝品位为

46．37％、钼回收率为92．89％的钼精矿。

2．选钼尾矿中的硫经一粗一扫二精浮选工艺进

行综合回收，其指标为：硫精矿产率1．607％，硫品

位46．13％，回收率84．32％。

3．通过添加氧化钙调整尾矿浆pH值≤8．5，可

以良好地促进微粒悬浮物絮凝沉淀，从而达到环保

的排放要求。

Experimental Study on Minera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for Separation

of Molybdenum Ore from West Section of Ore body of Batou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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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eparate molybdenum ore from west section of ore body of Batou Mine，The technological flow—

sheet of one—stage rougher flotation，three—stage scavenger flotation and re酣nding and cleaning of concentrate

was adopted．The separation indices obtained in closed circuit flotation testing are as follows：the yield of molyhde—

num concentrate is 0．504％，the grade of molybdenum is 46．37％．the recovery of molybdenum is 92．89％．Re—

covery of sulphur from tailings by flotation was realized．The yield of sulphur concentrate is 1．607％，the grade of

sulphur is 46．13％，the recovery of sulphur is 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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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品位降到了0．4％。我国氧化铜矿储量较为丰

富，是铜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开发和利用氧

化铜矿，对于缓解我国铜的供需矛盾具有重要意

义[¨。

云南某氧化铜矿，伴生银，属于难选氧化铜矿。

其中铜品位为0．76％，银品位为51∥t。

2 矿石性质

2．1矿物组成

矿体为氧化铜矿，呈层状、似层状产于第三系含

铜砂砾岩中，矿石类型为含铜角砾岩。主要矿物的

工艺特征如下：

赤铜矿：主要的含铜矿物，其含铜量约占总铜的

82．89％，赤铜矿是氧化铜矿石中非常发育的一种矿

物，很少呈晶体和结晶外壳产出，常呈极不规则的颗

粒聚集体或呈细脉状、网脉状、丝状，产在石英、方解

石的裂隙中或颗粒间隙处，故与其共生矿物形成极

复杂的嵌镶关系，致使赤铜矿在矿石的磨矿过程中

难以单体解离。赤铜矿呈细粒为主的不等粒不均匀

嵌布，其中粒径小于0．02ram的占16．4％，粒径为

0．02—0，2ram的占67．5％，粒径大于0．2mm的占

16．1％。

孑L雀石：次要的含铜矿物，其含铜量约占总铜的

13．16％。孑L雀石是氧化铜矿石中分布最广的矿物，

常呈不规则粒状、细脉状，产于方解石、石英的裂隙

中或颗粒间隙处。孔雀石以细粒为主的不等粒不均

匀嵌布，其中粒径小于0．02ram的占28．70％，0．

02ram到0．2ram的占60．90％，大于0．2mm的占

lO．40％。
、

2．2原矿多元素分析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

2．3铜的物相分析

原矿铜的物相分析见表2。

通过原矿的矿物组成、多元素分析和物相分析

可知，该矿石中可回收金属元素主要是铜和银，脉石

矿物主要是二氧化硅。该氧化铜矿氧化率很高，基

本上是自由氧化铜，硫化矿含量甚少，在选别中可以

表1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竺! 垫 壁 丝： 型 皇垒 ! 生坐
0．76 0．09 0．89 51．oo 0．10 90．34 0．06 1．10

·含量单位为g／t。

表2原矿铜的物相分析结果／％

不考虑回收。

3试验结果及分析

3．1硫化一黄药浮选试验

磨矿细度为一200目60％，采用硫化钠先硫化

再用黄药浮选氧化铜的选矿工艺‘21。其流程见图l，

试验结果见表3。

精矿 中矿1

图l 硫化一黄药浮选试验流程

1500

表3 硫化一黄药浮选试验结果

产品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名称 ／％ Cu／％ A∥g．t’1 Cu／％ Ag／％

精矿 1．11 10．79 702．00 15．70 14．91

中矿2 3．95 4．21 216．00 21．94 16．43

中矿l 6．29 2．72 75．oo 22．59 9．09

尾矿 88．65 O．34 34．90 39．77 59．57

原矿 100．oo O．76 51．94 loo．00 100．00

事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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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硫化一黄药法

浮选该氧化铜矿的指标较差，无论是回收率还是品

位都没有达到期望指标。

3．2活化剂D：浮选试验

有资料报道，浮选氧化矿的新型活化剂D：的效

果比较显著口】，因此在图I所示的工艺流程和药剂

制度的基础上添加D：进行了浮选试验。其中，D：

的用量为：粗选5009／t，扫选I 4009／t，扫选Ⅱ3009／

t。试验结果见表4。

表4活化剂D：浮选试验结果

产品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名称 ／％ Cu／％At／g．t。1 Cu／％ At／％

精矿 1．28 12．21 896．00 21．45 22．94

中矿2 4．43 3．12 118．34 19．05 10．45

中矿1 9．04 2．04 88．56 25．41 15．95

尾矿 85．25 0．29 29．80 34．09 50．66

原矿 100．00 0．73 50．15 100．00 100．00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新型活化剂D：后，

选别效果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在下面的试验中

继续采用新型活化剂D：。

3．3新型捕收剂Pr2000浮选试验

由于传统捕收剂不仅药剂用量大，而且回收率、

品位都不很理想，因此，确定采用新型合成捕收剂

Pr2000(该药剂为针对有色金属氧化矿的浮选而合

成的，选择性和捕收性都强于常规药剂，在工业生产

中易于控制，对环境污染小，原材料价格便宜、来源

广。)进行氧化铜浮选，其流程见图2，试验结果见表

5。

表5捕收剂Pr2000浮选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在浮选氧化铜时采用新型捕收

剂Pr2000，精矿中铜和银的品位、回收率都有所提

高，说明该新型药剂对浮选氧化铜矿无论是捕收性

还是选择性都比较好。

3．4浮选闭路试验

些 药剂用量：g／t

n磨矿一200[j60％
>k水玻璃3000，NazS 3000．Dz 500

太Pr2000 500

举2号油 80

粗选
=亨2刁水玻璃1000．Na2S 2000．D2 400
llmln)I<Pr2000 500

)I<2号油 40

扫选I

10 min )k水玻璃1000，Na2S 1500，D2300

)I(Pr2000 400

)I<2号油 20

扫选IIF—葡肃
精选I 尾矿

斤i；需1
精选II +丽L}旷2

上 ◆
精矿 矿中1

●
●

图2新型药剂Pr2000浮选试验流程

在图2开路试验的基础上，将中矿1、2依次返

回进行了闭路试验，其结果见表6。

表6闭路试验结果

闭路试验结果表明，精矿中铜的回收率为75．

54％，铜品位为13．98％．含银9169／t，银回收率为

71．93％，该指标比较理想。

4 结 语

经实验室浮选试验结果证明，新型药剂Pr2000

对氧化铜矿浮选铜、银有明显效果，无论是精矿品位

还是回收率，均优于常规硫化一黄药浮选指标。根

据该实验室结果，下一步拟定在矿山现场开展300r／

d的工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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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除铁钛杂质的新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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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煅烧一酸浸”提纯新工艺，以去除石英砂中铁、钛杂质。结果表明，其最佳工艺参数为：NaCl

添加量2％，煅烧温度820‘E，煅烧时间2h，酸液组成18％盐酸+2％氢氟酸，酸浸温度50℃。提纯后的样品中铁含

量从66．4×10“下降到0．8×10一，钛含量从29．3×10“下降到5．5×10一。该工艺除Fe、Ti杂质效果显著，简单

易行，具有较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关键词：石英提纯；酸浸；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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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砂是一类用途极为广泛的非金属矿物原

料。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石英砂

的应用已从玻璃制品、建材、防水防腐材料等传统领

域，拓展到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电子材料、光纤通

讯、SiO：薄膜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对石英砂的纯

度要求极为苛刻：一般要求SiO，含量大于99．99％，

杂质含量，尤其是铁、钛杂质含量，被限制在很低的

范围内。目前，石英砂的提纯有磁选¨工J、浮选∞’4 J、

酸浸：扎引、微生物浸出‘8|、络合‘9川等方法，这些方

法可有效去除含铁杂质，但对去除钛杂质则没有明

显的效果。为此，本文尝试“煅烧一酸浸”的新工

艺，以去除石英砂中的铁、钛杂质。结果表明，其效

果非常显著。

1 实 验

1．1 原料

原料取自安徽省安庆市某石英砂矿，其SiO：含

量大于99％，Fe含量为66。4×10～，Ti含量为29。3

×10-6。

1．2实验方法

“煅烧一酸浸”提纯工艺流程见图l。

2 结果与讨论

2．1煅烧条件对除杂效果的影响

煅烧时，必须借助NaCI添加剂，才能有效去除

石英砂中的铁、钛杂质。其机理为：由于石英砂中含

有微量的菱铁矿(FeCO，)、褐铁矿(Fe：O，)等铁矿石

和钛矿石，在高温焙烧时均会转变成Fe：O，和TiO：。

NaCI在高温下分解出C1：，与石英中的铁矿石和钛

矿石反应，生成气态的FeCl，和TiCI。而被除去[11l。

穰钨骱卿％n司瑚哩酾职蚵p程两臻神斟理酾甄司》理*髓哦阿理*啦司铆iT酾驰司瑚凹诲蜘础镯妨础碡理M弧神阳四酾强螂阿程铂∞酊妇司锯秭硪％焱d铀铷胡?w焱-5Ti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Flotation

of a Copper Oxide 0re in Yunnan Province

WANG Ren—dong，FANG Ze·ming，LI Zhen—dian，ZHENG Yi

(Yunnan Land and Resources Vocational College，Kunming，Yunnan，China)

Abstract：The bench—scale test of a copper oxide ore was carried out．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a new—

type reagent Pr 2000 as collector for floating copper oxide．a copper concentrate of l 3．98％Cu was obtained with a

recovery of75．54％，the content of silver in the concentrate is 9169／t，the recovery of silver is 71．93％．These sep—

aration indexes are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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