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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钼捕收剂浮选某钨矿伴生钼的试验研究

叶雪均，王李鹏，邬东，金婷婷
(江西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针对某钨矿伴生钼矿进行钼的综合回收试验研究，通过新型钼捕收剂MB系列与煤油对比，选取MB一4

为钼的捕收剂，实验室小型闭路试验获得钼精矿含钼47．42％、铜0．28％，钼回收率89．50％。实现了钨伴生钼矿

资源的综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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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钼矿是钨矿伴生硫化矿中最常见的矿物，同

时也是天然可浮性很好的矿物。国内外许多研究都

将辉钼矿的有效回收放在捕收剂上。“引，煤油因其

具有良好的选择捕收性能．且价格低廉，而被广泛应

用，但也存在着诸多缺点，如化学活性低，难溶于水，

在矿浆中不易分散，有消泡作用，起泡剂用量随其用

量增大而增大，从而导致精选作业冈精矿油分高，而

难以正常操作一J。寻求新型钼捕收剂是提高钼选

别指标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主璎介绍采用MB系

列药剂代替煤油作为钼捕收剂的试验结果。

1 矿石性质

1．1矿石多元素分析

试样为赣南某矿区深部细粒浸染型矿体云英岩

钨矿石，试样化学多元素分析见表1。

多元素分析结果表明，矿石中W03是主要回收

组分，伴生元素中仅Mo达到回收要求∞J。其他伴

生Bi、Cu、Zn等元素均偏低，不考虑对其进行回收。

1．2 矿物组成

试样中主要矿物及其含量见表2。

表1 试样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单位为g／t。

分析结果表明，金属矿物以黑钨矿、辉钼矿为

主，其次有少量辉铋矿、闪锌矿、黄铁矿等硫化矿物，

脉石主要有石英、锂白云母，其次有少量的长石和黄

玉及微量萤石、电气石。

1．3主要矿物嵌布特征

黑钨矿呈柱状、板柱状晶体，主要穿插于石英脉

中，少数分布于铁锂白云母片间，与锡石呈不规则状

连生。一些颗粒中被黄铜矿、磁黄铁矿、自然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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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辉铅铋矿交代，从中心向边缘交代，硫化矿物呈不

规则状分布于黑钨矿中。从黑钨矿单体解离情况

看，大于0．246mm的单体只有15％，小于0．154mm

单体约占80％，属细粒嵌布。

辉钼矿多数在石英脉脉壁附近生长，充填于铁

锂白云母片间，辉钼矿片状解理发育受应力作用发

生弯曲，被银卡辉铅铋矿、自然铋、黄铜矿、硫锡铜矿

充填交代。黄铜矿多沿辉钼矿片间充填。辉钼矿呈

鳞片状和星点状嵌布附着在石英脉脉壁附近，充填

于铁锂白云母片间。

脉石矿物嵌布比较简单，以团块状、脉状为主，

与金属矿物嵌布特征也较简单，少数呈脉状，网脉状

嵌布，多数以规则或不规则连生。

2 试验内容

2．1工艺流程的确定

在钨矿伴生硫化矿综合回收中，常采用重一浮

联合工艺流程"棚J，但从该试样工艺矿物学可知，黑

钨矿呈细粒嵌布而辉钼矿呈粗粒嵌布，采用重选一

浮选联合流程时，辉钼矿由于疏水性好，在摇床分选

时，容易分散在各产品中，使流程结构复杂化，且钼

的回收率偏低。所以本文采用浮一重流程，即采用

棒磨机在粗磨的条件下先浮选回收伴生硫化矿，浮

选尾矿再经摇床回收黑钨矿。本文主要研究钨矿伴

生钼的回收。

2．2磨矿细度试验

黑钨矿性脆易过磨。在确保钼矿物单体解离的

同时，又不使黑钨过粉碎是本试验磨矿的关键。另

因现场重选黑钨棒磨细度为一0．154mm60％一

65％。所以按图1流程和条件进行棒窗细度试验，

试验结果见图2。当一0．154mm含量大于65％时，

钼回收率变化不大，但品位下降。综合考虑，在不影

响黑钨矿回收的前提下，尽可能确保铝矿物的回收，

所以确定钼粗选磨矿细度为一0．154ram占65％。

2．3钼捕收剂种类试验

按图l流程，固定磨矿细度为一0．154ram65％．

2号油用量为159／t，MB系列药剂用量为209／t，煤

油用量为409／t，在此条件下进行钼捕收剂种类试

验，试验结果见表3。

表3结果表明，在钼的同系列新型捕收剂MB

一4、5、6中MB一4药剂的捕收效果较好。与煤油

相比，它的选择性更好，且价格与煤油相近，用量为

堡L￡ 约剂用量单位：g／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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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钼粗选磨矿细度试验流程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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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钼粗选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煤油的一半，故选用MB一4为钼的捕收剂。

2．4 钼捕收剂用量试验

按图1流程，固定磨矿细度为一0．154mm

65％，2号油用量为159／t，考察MB一4用量对钼粗

选的影响，试验结果见图3。

图3 MB一4用量试验结果

由图3可知，随着MB一4用量的增加，钼粗精

矿回收率上升但品位下降，当MB-4用量超过209／

t时，钼粗精矿回收率变化较小，但品位下降较大。

综合考虑．选择MB-4用量为209／t较佳。

2．5钼精选硫化钠用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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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期试验结果来看，钼粗选时有部分可浮性

较好的铋、铜与少量硫上浮．影响钼的浮选效果及钼

精矿产品质量。另因辉钼矿天然可浮性好，不受硫化

钠抑制Ⅲ3，而其他硫化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硫化钠

的抑制．所以在钼精选作业中考虑添加硫化钠抑制

其他硫化矿。按以上试验所确定的钼粗选试验条

件，考察硫化钠的用量对钼精选的影响，试验结果见

表4。

表3钼的捕收剂种类试验结果

钼精矿 0．109 45．0I O．62 1．02 84．53

，． 钼中矿0．433 1．27 0．64 O．54 9．47

尾矿 99．458 0．0035 0．0086 0．0076 6．00

原矿 loo．00 0．0580 0．0120 0．0110 loo．00

钼精矿0．107 45．98 0．41 0．64 84．82

100
钼中矿0．434 1·25 0·62 0-67 9·35

尾矿 99．459 0．0034 0．0089 0．0074 5．83

原矿 100．00 O．0580 O．0120 O．0110 100．oo

钼精矿 1．102 45．21 0．39 0．58 79．54

⋯ 钼中矿0．440 1．95 O．66 O．68 14．80

尾矿 99．458 0．0033 0．0087 0．0075 5．66

原矿 100．00 0．0580 0．0120 0．0110 100．00

铝精矿0．097 45．18 0．39 0．56 75．58

200
钼中矿 0·443 2．41 0·67 O·71 18·41

尾矿 99．460 0．0035 0．0087 0．0074 6．01

5．63

23．09

71．28

100．oo

3．66

22．46

73．88

100．00

3．33

24．29

72．38

100．00

3．15

24．74

72．1l

10．10

21．24

68．66

100．oo

6．25

26．55

67．20

loo．00

5．36

27．09

67．55

loo．oo

4．92

28．47

66．61

原矿 100．00 0．0580 0．0120 0．0110 100．00 100．00 100．00

由表4可知．当Na：S用量由50∥I增加到

100lg／t时，钼的品位和回收率均有所上升；继续增加

Na：S用量，钼的品位和回收率有所下降。铜、铋的

品位和回收率均随着N8：S用量的增加而下降，综合

考虑，选取Na2S用量为1009／t。

2．6 小型闭路试验

在综合条件的开路试验基础上，进行了闭路试

验。试验流程见图4，试验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使用新型钼捕收剂MB一4，经两

次粗选两次精选一次扫选，可获得Mo品位为47．

42％、回收率为89．50％的钼精矿。

对闭路试验尾矿筛分分析，结果见表6。由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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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二． 药剂用量单位：g／t

图4闭路试验流程图

可知，一0．246+0．037ram粒级中W03分布率达

92．9l％，一0．037ram粒级中W03分布率仅3．

85％，在确保黑钨矿回收的前提下，实现了伴生钼资

源的回收。

表6 闭路试验尾矿筛析结果

3 结 语

1．工艺矿物学研究表明，矿石组成复杂，主要伴

生硫化矿物相互关系复杂多变，黑钨矿呈细粒嵌布

而辉钼矿呈粗粒嵌布。针对矿石特性，确定采用浮

一重联合流程，在棒磨细度为一0．154ram65％时，确

保了钼矿物的单体解离，同时又不使黑钨过粉碎，实

现了钨矿伴生钼矿物的综合回收。

2．通过新璎钼捕收剂与煤油的对比试验研究，

表5 实验室小型闭路试验结果

+。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7“

／％ W03 Mo Bi Cu WO] Mo Bi Cu

钼精矿 0．11 0．287 47．42 0．29 0．28 0．09 89．50 2．74 2．75

混合硫化矿0．721 0．312 0．78 1．28 1．14 o．64 6．65 79．35 73．35

尾矿 99．169 O．35l 0．0005 0．0021 0．0027 99．27 0．85 17．91 23．90

原矿 100．00 0．3506 0．0583 0．0116 0．011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证明钼的新型捕收剂MB一4较煤油选择性好。在

钼粗精矿品位相近时，铜、铋矿物上浮量少，有利于

钼精选，且价格与其相近，用量仅为其1／2左右。

3．实验室小型闭路试验结果为：钼精矿含钼

47．42％、铜0．28％，钼回收率89．50％，尾矿中一0．

246+O．037mm粒级中WO，分布率达92．9l％，在

确保黑钨矿回收的前提下，实现了伴生钼资源的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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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铜难处理铁矿的硫酸浸出试验研究

郑永兴，文书明，郑海雷，邓久帅，刘建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昆明650093)

摘要：研究了国外某含铜铁矿的酸法浸出，考察了硫酸用量、浸出时间、液固比、转速、浸出温度等因素对浸出

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硫酸用量140kg／t，浸出时间60rain，液固比为3：l，转速300r／min。温度80％的条件下，

铜的浸出率达73％，浸渣含铜0．24％。浸渣通过适当配矿后．同时还得到了含铜0．2％左右的铁精矿，实现了铜铁

资源的高效利用。

关键词：含铜铁矿；酸法浸出；氧化铜；XRD

中图分类号：TD9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532(2011)01-0025-04

浮选和湿法冶金是处理氧化铜矿常见的方法。

氧化铜矿的浮选方法有直接浮选法、硫化浮选法、螫

合剂一中性油浮选法、胺类浮选法、离析浮选法、选

冶联合法以及其它方法等川。但是对于难选氧化

铜矿，它们往往具有含铜低、嵌布细、难解离、难硫

铜铁矿资源才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国外某含铜铁矿

的可浸性试验研究，得出最佳工艺参数和技术指标，

为该铜铁矿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阪据。

l 工艺矿物学特性

化、结构与组成复杂等特点．常规的浮选方法很难将 1．1 化学多元素分析

它们回收，而采用湿法冶金的方法有望取得理想的 矿样来自国外某地，筛析结果为一200目占

指标。国外某含铜铁矿中的铜矿物主要是氧化铜且80％，矿样多元素分析见表1。

含有大量结合铜，前期的试验结果表明，常规浮选难 从表l可以看出，矿样中除了铜含量超标外，S、

以回收这部分铜矿物，而铜存留于铁矿中．将造成铁P、As、Pb、Zn等有害元素都不超标，属较高品位铁矿

矿质量不合格，铜铁资源都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所以 石。通过适当的方法除去其中的铜后，就可以直接

有效分离该铁矿中的铜矿物和铁矿物，综合利用该 作为炼铁原料。
．毫hSE．毫芒·SE．S芒·S“S芒dE—E．气芒．s芒■已dE．!c芒．s“^E越“S芒．!c曼越曼d“S厶^E砖E．寞黼￡一当d‘dE一￡一￡心￡d￡．’E砖厶稿￡越￡越BdE砖6d黼h寞E砖鲥“S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Separating Associated Molybdenum

from a Tungsten Ore by Using New—-type Collector

YE Xue-jun，WANG Li—peng，WU Dong，JING Ting—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lege，Ganzhou，Jiangxi，China)

Abstract：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very of molybdenum from the associated molybdenum of

a tungsten ore WaS conducted．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ew type of collectors MB sequence and kerosene

the collector MB-4 is adopted．The bench—scale closed—circuit test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molybdenum con—

eentrate of 47．42％Mn and 0．28％Cu with the molybdenum recovery of 89．65％is obtained．Comprehensive re—

eovery of the associated molybdenum of the tungsten ore is realized．

Key words：Associated molybdenum of a tungsten ore；Collector for separating molybdenum；Comprehensive util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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