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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某金矿选矿工艺流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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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金矿试样由原生矿和氧化矿混合配矿，采用浮选一浮选尾矿浸出联合工艺回收目的矿物金。浮

选作业通过条件试验的优化，确定最佳工艺流程为一次粗选、四次精选、二次扫选，获得金品位48．85 g／t、回

收率53．57％的金精矿；浮选尾矿再磨后采用低毒浸金剂、氰化钠进行了浸出对比试验，前者金的浸出率

31．66％左右，略低于后者。综合试验表明，采用联合工艺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技术指标，金总回收率

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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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某金矿试样由原生矿和氧化矿混合配矿，

入选品位Au 2．03∥t。矿石中主要有益元素为金、

银，伴生元素铜、铅、锌、硫、铁含量低，均未达到综合

评价的一般指标要求，矿石中含砷约0．84％，对金、

银的回收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混合金矿矿石性质，通常采用浮选、重选、

以有效浸出裸露或单体解离金。经试验研究及方案

比对，采用浮选一浮选尾矿浸出联合工艺流程回收

金，可获得较理想的选矿技术指标，金的总回收率达

85％以上。

1 原矿性质

浸出等联合工艺流程。重选法可以有效回收颗粒 1．1 化学成分

金，浮选法可以有效回收细粒、微细粒金，浸出法可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

表1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1 Multi-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Ylln—of-mine ore

垒!： 垒曼： 璺兰 !! 兰! !!竺!丝!竺!竺!Q !! 鱼兰9 翌兰旦 垦竺 坠： 垒! ! 璺：望
2．03 2．11 0．0048 0．0032 0．011 64．36 12．02 2．05 4．47 3．72 0．71 2．86 2．35 0．84 0．76 1．12

$单位为g／t。

1．2矿物成分及嵌布特征

该矿石以细粒、微细粒嵌布为主。金属矿物主

要有黄铁矿、褐铁矿、毒砂、自然金、闪锌矿、方铅矿。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绢(白)云母、碳质，碳酸盐。

矿石中褐铁矿交代黄铁矿呈其假象粒状，黄铁

矿呈星散状分布在脉石中；自然金呈细微包裹体形

式分布在褐铁矿中；毒砂呈自形一半自形晶粒状分

布。金属矿物呈星点状、斑点集合体状分布在碎裂

化铁质化硅化绢云石英千枚岩、碎裂化铁质化硅化

粉砂质板岩中。

1．3粒度筛分分析

为了解矿物颗粒的粒度分布特性及矿物金的分

布情况，取一定量矿样对其进行粒度筛析，试验结果

见表2。

粒度筛析试验表明，金主要分布在中粒级中，分

布率约占70％；其次分布在细粒级中，金分布率约

占28％。初步分析，矿物单体较易于解离，有利于

经济合理地回收金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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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原矿筛分分析结果

Table 2 Siev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run．of-mine ore

粒度／mm 产率／％品位／(g·t。)分布率／％
+0．45 45．98 1．78 38．6l

一0．45+0．2 21．70 1．92 19．65

—0．2+0．154 7．94 2．22 8．31

-0．154+0．105 5．37 2．02 5．12

—0．105+0．074 1．78 2．01 1．69

—0．074+0．045 9．62 2．57 11．66

—0．045 7．61 4．17 14．96

总计 100．00 2．12 100．00

2 选矿试验

针对该混合金矿矿物组成、结构构造及多项分

析，采用重选一浮选、重选一浸出、浮选一浸出三种联

合工艺进行试验比选，金总回收率分别约为73％、

81％、84％。依据试验结果，选取浮选一浸出联合工

艺较为适宜。为了进一步确定浮选、浸出作业的工

艺参数、药剂制度和较佳工艺条件，分别进行了详细

的条件试验。

2．1浮选试验

浮选作业主要考察了磨矿细度、调整剂用量、捕

收剂种类及用量影响因素，通过大量条件试验，并以

金的回收率为选择依据，最终确定了最佳的浮选工

艺参数：即磨矿细度一0．074 mm 70％、调整剂(碳酸

钠+水玻璃)用量为(2500+3000)g／t、捕收剂Y-89

用量200 g／t。

2．1．1综合开路试验

在条件试验的基础上，对精选、扫选时间和次数

均进行了考察。综合分析，采用一粗四精二扫的工

艺流程进行综合开路试验，试验流程见图1，试验结

果见表3。

表3开路试验结果

Table 3 Open—circuit test results

亡曼鱼整 兰型丝旦焦垒生(g：!：1 2旦堕墅丝
金精矿0．73 53．34 19．19

中矿1 0．30 26．35 3．90

中矿2 0．95 13．64 6．39

中矿3 2．67 5．10 6．71

中矿4 6．65 2．46 8．06

中矿5 4．05 3．42 6．83

中矿6 3．08 3．89 5．91

尾矿 81．57 1．03 43．01

原矿 100．00 2．03 100．00

原矿

同
精矿 中矿1

图1开路试验流程

Fig．1 Open—circuit test process

2．1．2闭路试验

在条件试验和综合开路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闭路

试验，中矿均顺序返回，试验结果见表4。

表4闭路试验结果
Table 4 Closed．cireuk test result$

闭路试验表明，在适宜的流程和条件下，获得了

金精矿品位48．85 g／t、金回收率53．57％的较好指

标。

2．2浮选尾矿浸出试验

针对浮选尾矿的浸出作业主要考察再磨细度、

矿浆浓度、浸出药剂种类及用量、浸出时间等影响因

素，重点考察浸出药剂种类对试验指标的影响。通

过大量条件试验，并以金的浸出率为选择依据，最终

确定了最佳的尾矿浸出工艺参数：再磨细度一0．074
mm 90％、矿浆浓度35％、浸出时间24 h。

本作业需要指出的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

采用低毒浸金剂，金的作业浸出率69。20％、银

53．06％；采用氰化钠，金的作业浸出率71．28％、银

56．28％。工艺流程见图2，试验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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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g／t

图2浸出试验流程

Fig．2 Leaching test process

表5浸出试验结果

Table 5 Leaching test results

条件 喜蒙产觜量。鼍作烷粹
含金贵液 1114 0．389 71．28

氰化钠 尾渣 600 0．288 28．72

原矿 600 1．01 100．00

含金贵液 1114 0．371 68．20

低毒浸金剂 尾渣 600 0．321 31．80

厦筻 鲤Q !：Q! !螋：QQ

注：$产量单位为含金贵液单位为mL，尾渣、原矿为g。*

：it金品位单位为含金贵液为mg／L，尾渣、原矿为Sit。

2．3浮选一浸出联合工艺

根据选矿条件试验结果，最终推荐浮选一浮选

尾矿再磨浸出工艺流程，推荐工艺流程见图3，试验

指标见表6。

责藏 尾蓝

图3推荐工艺流程

Fig．3 The recommended process

表6最终推荐工艺流程试验指标

Table 6 Finally recommended process test index

金精矿 2．33 48．85 53．57

浮选 尾矿 97．67 1．01 46．43

3 结 论

(1)针对原矿性质，采用重选一浮选、重选一浸

出、浮选一浸出三种联合工艺进行试验比选，最终推

荐采用浮选一浮选尾矿浸出联合工艺流程。

(2)在磨矿细度一0．074 mm 70％、调整剂(碳酸

钠+水玻璃)(2500+3000)g／t、捕收剂Y一89 200 g／t

的条件下进行浮选；浮选尾矿再磨细度-0．074 mm

90％、矿浆浓度35％、浸出时间24 h、浸金剂1．5

kg／t的条件下进行浸出；金的总回收率达到85％以

上，获得了较理想的技术指标。

(3)尾矿浸出作业采用氰化钠和低毒浸金剂进

行了对比试验，金的浸出率分别为33．10％、

31．66％，采用后者的浸出率略低于前者。但后者低

毒、环保，在选矿剂操作上更安全、方便，为现场提供

了一种经济合理、行之有效的选矿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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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dium sulfide is widely used in mineral processing，which is not only the vulcanizing agent for the some

metal oxide ore，but also the inhibitor for sulfide mineral flotation．．In this paper，the REDOX reaction process of

sodium sulphide was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lkaline by electrochemical method on Pt electrode．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either sulfurous acid in the solution of sulfuric acid root ion nor sulfur generation ion also its re—

action，but sulfuric acid root ion in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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