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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某钼矿选矿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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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军，孔晓薇

（福建紫金矿冶设计研究院，福建 上杭县，!"#$%%）

摘 要：针对青海某大型钼矿床矿石进行了选矿试验研究。采用一次粗选、两次扫选、三次精选闭路流程取得

了精矿含钼 *+& ,-. 、钼回收率 /,& $". 的技术指标。该工艺流程合理，易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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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在我国钼矿中，规模较大、储量大于 +" 万 B 的

大型钼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储量规模在 +
M +" 万 B 的中型矿床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

就矿石类型来看，在我国已探明的钼矿储量中，以便

于利用的硫化钼矿石为主，储量约占钼矿总保有储

量的 //.；而不便利用的氧化钼矿石、混合钼矿石

及类型不明的钼矿石只占全国总保有储量的 +.。

加强对硫化钼矿石的选矿试验研究，对于有效利用

钼矿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青海某地新近发现了一处

大型矽卡岩型辉钼矿床，为促进对这一大型钼矿资

源的产业化开发利用，本文详细叙述了针对该钼矿

进行的浮选工艺技术条件的试验研究。

GH 矿石性质

AB AC 原矿石化学组成

表 + 表明，原矿石中 6< 含量为 +& "$.，其它伴

生有价金属含量低，N、’> 等有害元素含量低。

表 AC 原矿石主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D）

组分 6< 37 OD NH ’D P8 Q
含量 +& "$ "& "+ "& ", "& "+ "& !" "& "! "& /,
组分 N ’? ’> O< Q7R! ’;!R5 6?R
含量 "& "! !& +# "& "! "& "! $"& !$ ++& $5 !& +$

2 注：’D、’? 含量单位为 ? S B。

AB >C 矿物组成及其嵌布特征

该矿原矿石中金属矿物组成简单，主要金属矿

物为辉钼矿，主要脉石矿物为石榴子石、透辉石等。

辉钼矿呈半自形晶 M 他形鳞片状，呈不均匀团块和

浸染状分布于石榴子石粒间。辉钼矿浸染状集合体

嵌布粒度为 T "& + 4 +& ! AA，其中 T "& + 4 "& $ AA
含量 +"& ". U ，T "& $ 4 "& , AA 占 #". U ，T "& , 4
+& ! AA 占 !"& ". U 。黄铁矿呈他形粒状存在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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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子石微裂隙中，粒度&!" !# $$。原矿矿石矿物

组成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原矿石矿物组成（#）

类别 主要矿物 次要矿物

氧化矿物 石英 %
硫化矿物 辉钼矿 黄铁矿

硅酸盐矿物 石榴子石、透灰石、绢云母 硅辉石、钙铁辉石

碳酸盐矿物 方解石 %
硫酸盐矿物 % %

!" 试验结果与讨论

该矿石为典型矽卡岩型辉钼矿石，原矿石含钼

&" !’( ，含硫 !" )*( ，矿物组成简单，采用浮选工艺

即可实现钼矿物与脉石分离。

原矿石中含有的透辉石、绢云母等硅酸盐脉石

易于泥化，细泥存在使矿浆粘性增加，并粘附在辉钼

矿表面，形成包裹层，影响辉钼矿的浮游，试验加入

水玻璃克服矿泥影响。水玻璃能强烈抑制硅酸盐脉

石，同时对细泥有抗絮凝分散作用。当水玻璃用量

适当时，还可以将分散的细泥选择性吸附，使细泥表

面亲水化而被抑制沉淀，减少细泥对辉钼矿表面的

污染，使辉钼矿从细泥的絮凝体中释放，改善浮选过

程，提高浮选指标。

捕收剂对浮选指标的影响：本试验采用煤油作

为捕收剂，&!& 复合松醇油作为起泡剂。&!& 复合松

醇油起泡性能强、用量少，用于辉钼矿不仅能提高回

收率，而且能提高钼精矿质量。

将粗选钼精矿再磨后精选与不再磨直接精选做

对比试验，以考察再磨后精选的效果。对比试验结

果表明，由于粗选钼精矿已经单体解离充分，再进行

磨矿会造成辉钼矿过粉碎导致其难选，而且再磨还

造成矿泥进一步增加，因此精选前对粗选钼精矿不

进行再磨。

!$ %" 粗选条件试验

#" &" &+ 磨矿细度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磨矿细度试验工艺条件为煤油用量 *! , - .、&!&
复合松醇油用量 #’ , - .、浮选时间 ’ $/0，不同磨矿

细度与浮选指标的关系见图 &。随着磨矿细度的增

加，钼选矿指标逐渐提高，当磨矿细度为 % #!! 目

)!( 时，钼回收率为 1*" !( ，钼品位为 2*" 3( ；磨矿

细度大于 % #!! 目 )4( ，钼选矿指标有下降趋势。

这说明当磨矿细度较低时，辉钼矿颗粒不能与脉石

矿物单体解离，且颗粒重，不能有效上浮；提高磨矿

细度，解离度增大，有利于钼矿物的回收；但当磨矿

细度过高时，由于辉钼矿性软，容易造成过磨，粘附

在脉石矿物表面，使这部分脉石进入精矿中，影响质

量；另外因过磨使矿泥增加，导致浮选环境恶化，造

成钼回收率下降。

图 %" 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图 !" 粗选水玻璃用量试验结果

#" &" #+ 水玻璃用量试验

在磨矿细度为 % #!! 目 )!( 、煤油用量 *! , - .、
&!& 复合松醇油用量 #’ , - .、浮选时间 ’ $/0 条件

下，进行了水玻璃用量试验。图 # 表明，随着水玻璃

用量增加，在钼品位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钼回收率先

提高再下降。当水玻璃用量为 4!! , - . 时，粗选可得

到钼回收率 )2" &!( 、钼品位 2*" 31( 的技术指标。

#" &" 2+ 煤油用量试验

利用以上试验的各项条件，进行煤油用量试验。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煤油用量增加，钼回收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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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煤油用量为 !" # $ % 时，回收率指标趋于稳定。

为此确定煤油最佳用量为 !" # $ %。

图 !" 煤油用量试验结果

图 #" 精选水玻璃用量试验结果

$% $" 精选试验

精选作业水玻璃用量试验结果见图 &。由图 &
可以看出，当水玻璃用量为 ’" # $ % 时，可得到钼精矿

回收率 ()* +, 、钼品位 ’’* (, 的指标。

$% !" 闭路试验

在条件试验及最佳条件开路试验的基础上，按

图 ’ 所示的流程结构和工艺条件进行闭路试验，试

验结果见表 -。

表 !" 闭路试验结果（&）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精矿 .* /& ’.* !( /!* &"
尾矿 /(* "! "* "& -* !"
原矿 .""* " .* "& .""* "

0 0 为了考察钼精矿质量，对闭路试验最终钼精矿

进行了化学多元素分析。从表 & 可以看出，闭路试

验钼精矿品级较高，123+、45、16、78 等杂质含量完

全符合对钼精矿的国家质量标准要求。

表 #" 钼精矿主要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9: 123+ 45 16 7 ;< 78 ;=3
含量 ’.* !( &* (" "* "! " "* ". "* "’ "* &! "* -+ +* "+

图 ’" 闭路试验流程与条件

!" 结 论

矿石为单一辉钼矿石，金属矿物组成简单，有害

杂质少，易于浮选回收钼。在原矿石含钼 .* "&, 、

磨矿细度为 > +"" 目 /", 的条件下，以煤油为捕收

剂、.". 复合松醇油为起泡剂，并加入适量水玻璃抗

絮凝分散矿泥，一次粗选、两次扫选、三次精选的闭

路流程试验取得了钼精矿品 位 ’.* !(, 、回 收 率

/!* &", 的技术指标。本试验推荐的工艺流程结构

合理，药剂制度简单，易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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