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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铁矿山由于原矿铁矿物嵌布粒度较细，所产铁精矿含铁品位仅为63％一65％，品位不高。通过阶段

磨矿阶段选别、合理控制磁场强度及精选次数等手段，成功地运用全磁选工艺获得铁品位为66．9r7％的铁精

矿。铁回收率达80．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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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铁矿山由于原矿石性质比较复杂，铁矿物嵌

布粒度比较细，导致最终铁精矿品位不高，一直徘徊

在63％一65％左右，与国内相类似的大型磁选厂相

比，技术指标已显落后。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提高精矿品位，同时满足球团矿用料需要，本试验以

含TFe 42．86％、S 1．69％、P 0．31％的某铁矿原矿

石为研究对象，以该铁矿山常规浮硫药剂制度考察

提高铁精矿品位后的杂质含量，研究最佳工艺流程

和合理的工艺参数。

1原矿石性质

本次试验矿样为某铁矿提供的原矿石。含铁品

位42．86％、含硫1．69％、磷0．3l％。原矿多元素分

析结果见表1，铁物相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矿物名称 铁相含铁量／％ 占有率／％

磁铁矿

赤(褐)铁矿

碳酸铁

硫化铁

硅酸铁

35．13

3．41

2．14

O．87

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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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铁 42．86 100．00

原矿矿石、岩石主要特征：赤红色、浅灰色，交代

粒状及残余骸晶结构，花斑状、条纹状构造为主，次

为角砾状、脉状、块状等。主要矿石矿物为赤铁矿、

磁铁矿、菱铁矿，次为黄铁矿、黄铜矿，脉石矿物为方

解石、白云石、绿泥石、金云母、绿帘石、透辉石、长

石、石膏等，TFe品位波动范围38．44％一57．59％。

原矿主要矿物嵌布粒度：磁铁矿粒径范围为

O．15—0．035咖，主要在0．07—0．05 mm之间；黄

铜矿粒径范围为O．07～0．015咖，主要在0．05—
0．03 mm之间；黄铁矿的粒度范围为0．1l—O．003

姗，主要在0．05—0．03 mm之问。

2条件试验

该矿现场选矿生产工艺流程是：原矿经两次连

续磨矿磨至一0．074 mm占73％左右，进行铜硫浮

选，浮选尾矿经三次磁选得最终铁精矿，对于选铁部

分而言，与技术指标先进的磁选厂相比，入选粒度偏

粗，工艺流程过于简单。针对这一实际状况，并借鉴

其它磁选厂多年生产实践成功经验，本次研究仅对

阶段磨矿阶段选别工艺，即分级再磨再选工艺的单

一磁选工艺进行详尽的试验研究。

2．1 一段磨矿细度试验

将原矿磨至不同细度，用丁基黄药78 g／t、2#油

52 g／t来浮选铜硫，以硫的排除率确定合理的浮选

铜、硫及一段磁选抛尾粒度。试验结果见表3。

表3一段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蔫矿竺g统 精艺乎率硫品位／％硫排除率／％(一O．074衄)／％ ／％ ”⋯～⋯””””1一一

从表3可看出，磨矿细度达到一0．074 mm占

73％时，硫的排除率在68％以上，再提高磨矿细度，

硫的排除率增加不多。参考该矿以往的现场生产实

践，铜硫浮选粒度大多为一0．074咖占73％左右，
粒度过粗，铜硫混合粗选回收率低。再者，在生产中

两段连续磨矿粒度一O．074 mm含量超过73％比较

困难，因此，初步确定浮选磨矿细度为一O．cr74姗
占73％。

2．2一段磁选场强试验

固定一段磨矿细度一O．074 mm占73％，按丁

基黄药78昏／t、2#油52 g／t的条件先浮去铜、硫，变

动一段磁选场强磁选。试验结果见表4。

表4一段磁选场强试验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随着场强提高，一段磁选精矿

产率增加，回收率增加，精矿品位变化不明显，为充

分保证铁回收率，一段磁选场强选择128 kA／m以

上较合适。确定一段磁选场强为130 kA／m。

2．3二段磨矿细度试验

通过对一段磁选精矿的矿物解离度测定得知，

主要目的矿物磁铁矿的解离度只有63．96％，这一

解离度在保证一定铁回收率条件下，很难得到较高

品位的最终铁精矿，一段磁选精矿必须再磨，据此进

行二段磨矿细度试验。将一段磁选精矿磨至四个不

同粒度进行两次精选试验，场强均为130 l彬m，试
验结果见表5。

表5二段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表5结果表明，随着二段磨矿细度提高，铁精矿

品位提高幅度不大，当一0．043 mm占84％时，精矿

品位接近67％，但回收率有下降趋势。为保证生产

中原矿波动不引起精矿质量的变化，又兼顾回收率，

二段磨矿细度确定为一O．043 mm占72％较合适。

对该磨矿细度下的铁精矿解离度的测定表明，磁铁

矿解离度已达75．57％。

2．4不同精选场强试验和精选次数的确定

用一段磁选的粗精矿，固定二段磨矿细度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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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mm占72％，进行四组两次不同精选场强试

验。试验结果见表6。

表6精选场强试验结果

从表6可看出，第二次精选场强在96 kA／m

时，铁回收率偏低；在115 kA／m以上时，精矿品位

和回收率基本上无变化。因此选定第一次精选场强

125 kA／m以上，第二次精选场强115 kA／m以上。

分析表6的结果，通过两次精选后，就能获得66％

以上的铁精矿品位。因此精选作业确定为两次。

3流程试验

在上述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闭路流程试

验。试验流程及条件见图1，试验结果见表7。

药剂用量：g／t

磨矿II_0

次

场强

原矿

—■厂
磨矿I．o．074哪7蕊

J‘黄药 78

2号油 52

铜硫；7选

铁精矿 尾矿铜硫混合产品

圈1 闭路试验流程及试验条件

表7闭路流程试验结果／％

表7试验结果表明，通过对原矿进行阶段磨矿

阶段选别、合理控制磁场强度及精选次数等手段，成

功地运用全磁选工艺获得铁品位为66．97％的铁精

矿，铁回收率达80．31％。

4结论

(1)某铁矿原矿中铁矿物嵌布粒度较细，要想

获得高品位的铁精矿，必须对原矿进行细磨以使铁

矿物单体解离。

(2)通过对原矿进行阶段磨矿，采用全磁选方

法可获得铁品位为66．97％、铁回收率达80．31％的

铁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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