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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厂铜熔铸渣采用破碎、分级、摇床重选，有价金属铜、锡、锌的回收率均大于90％；对铜含量高达

2．14％的细粒级(一0．5 mm)重选尾渣，在溶剂H2s0。(10％)+HN0，(6％)、搅拌转速350 r／min、浸出时间2

h、液固比3：1条件下进行湿法浸出，铜浸出率可达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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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锄prehensiVe Recovery Tech仰lo野for Copper C剁ng S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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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ge of App¨ed Science，Jiangxj UnjVersjty of Science&TechnoIogy，Ganzhou 341 OOO，China)

Abstract：The Value metals of Cu，Sn and Zn had been obtained f而m eopper casting slag based on

the pmcess of erushing，classi6cation and table concentration，and the recovery of Cu，Sn and Zn

was aU oVer 90％．The 1eachjng process parameters and ef玷cting factors on gmvitation separation

tailings with 6ne fraction(一0．5 mm) were studied， the copper leaching rate could reach up to

96．35％o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H2s04(10％)十HN03(6％)，agitation speed 350 r／min，

leaching“me 2 h，liquid—solid ra“o 3：1．

1(ey wortls：copper casting slag；classification；gravity separation；1eaching；copper

1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铜消费国和第二大生产

国，2011年铜产量达518万吨，消费量超过786万

吨，铜工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铜工业的持续发展，铜矿资源已日趋枯竭，

目前含铜o．2％～o．3％的铜矿已被开采利用，铜及

其合金在冶炼、铸造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铜渣是重

要的二次资源，日益受到重视¨’2|。铜及其合金在

熔铸时为防止氧化和氢进入，常加入木炭和米糠覆

盖L3 J。生产企业的实践表明，该类覆盖物渣的量常

占到生产量的3％以上，其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

以金属、炭为主的团块和颗粒，另一部分是粉末状态

的金属氧化物及碎炭末。该类覆盖物渣相对于铜矿

物具有化学组成相对简单、有价成分高等特点，回收

价值十分巨大【4曲j。本研究以某厂黄铜、青铜水平

连铸覆盖物为原料，对金属、炭为主的团块和颗粒开

展重选试验研究，对重选尾渣及粉末状态的金属氧

化物及碎炭末采取湿法冶金工艺综合回收。

2试验

2．1 试验原料

试验材料取自某铜带材加工企业自然冷却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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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铜渣)。首先将铜渣破碎，经35目(0．5

mm)筛分分离，由于渣中金属含量较高，且有明显的

金属颗粒存在，为减少分析检测难度，仅分析一0．5

mm部分。样品主要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

室!圭塞垂童坌堑堕墨 ￡丝
Sn C Zn Ni Si02 Ca项目

含量

Cu

9．30 6．21 46．9 2．21 0．042 18．18 4．83

由表1可知，铜渣中的主要有价金属铜、锡和锌

含量高，分别达9．30％、6．2l％和2．21％。

2．2试验方法

试验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每批试验称取

l 000 g试验样，经破碎、细磨后采用摇床重选，重选

精矿可直接返回熔铸工序，重选尾渣(一0．5 mm)采

用湿法浸出，浸出液经常规湿法工艺处理，浸出渣主

要含炭、硅等，可作一般固体废弃物处理。

铜渣

l

—丁．
I 浸出 l

⋯．1。；． 铜：
l过滤I 』

渣 浸出液常规

一 湿法回收

图1 铜渣综合回收试验工艺流程

3试验结果

3．1 重选试验

铜渣破碎至一2 mm，筛出细粒级(一O．5 mm)

后，分成粗粒级(+0．5 mm，约占总量60％)和细粒

级(一o．5 mm，约占总量40％)渣分别进行摇床重

选。摇床重选试验结果见表2。

表2摇床重选试验结果

由表2可知，铜渣破碎、分级后经摇床重选，有

价金属回收率较高，尤其是+0．5 mm粗粒级经摇床

重选(粗粒级按重量的60％计算)，铜、锡、锌的回收

率分别达93．4％、94．6％和93．9％。同时，一o．5

mm细粒级经摇床重选(细粒级按重量的40％计

算)，铜、锡、锌的回收率也较高，分别达91．3％、

90．9％和94．3％，因此，铜渣经破碎、摇床重选可实

现有价金属的高效回收。

同时，重选尾渣特别是一0．5 mm重选尾渣有价

金属含量较高，合计达3．07％，其中仅铜含量高达

2．14％，对其综合回收利用意义重大。

3．2湿法浸出试验

为回收铜渣摇床重选尾矿中的有价金属，特别

是价值高的cu，选择细粒级(一o．5 mm)重选尾矿

为研究对象，采用硝酸+硫酸作为溶剂进行常规湿

法浸出。

3．2．1硝酸浓度对铜浸出率的影响

固定试验条件：一O．5 mm重选尾渣100 g，搅拌

转速350 r／min，浸出时间1．5 h，液固比3：1，硫酸

浓度10％，考察硝酸浓度对铜浸出率(渣计)的影

响，试验结果如图2所示。

HNO，浓度／％

图2硝酸浓度与铜浸出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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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硝酸浓度的增大，铜浸出

率提高，当硝酸浓度达到6％时铜浸出率达到95％

以上，且不再随硝酸浓度的增大而提高，故选择硝酸

浓度为6％。

3．2．2浸出时间对铜浸出率的影响

固定试验条件：一0．5 mm重选尾渣100 g，搅拌

转速350 r／min，液固比3：1，硫酸浓度10％，硝酸

浓度6％，研究浸出时间对铜浸出率(渣计)的影响，

试验结果如图3所示。

匣3浸出时阃与铜浸出率的关系

从图3可以看出，浸出时间达2 h时铜的浸出

率大于96％，继续延长时间铜浸出效果提高不明

显，所以选择浸出时间为2 h。

3．2．3 浸出液固比对铜浸出率的影响

固定试验条件：一O．5 mm重选尾渣100 g，搅拌

转速350 r／min，浸出时间2 h，硫酸浓度10％，硝酸

浓度6％，研究浸出液固比对铜浸出率(渣计)的影

响，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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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浸出液固比与铜浸出率的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浸出液固比对铜浸出率影响

不大。液固比大于3：1时，铜浸出率均大于96％。

其原因是物料成分相对单一，主要杂质是炭覆盖物，

炭本身对溶液不会产生影响，浸出主要是浸出小颗

粒固体金属及渗入炭孔隙内金属。

3．2．4 小结

从上述浸出条件试验可以看出，在条件为

H：S04(10％)+HNO，(6％)、搅拌转速350 r／min、

浸出时间2 h、液固比3：l对重选细粒级(一0．5

mm)尾渣采用湿法浸出，铜浸出率可达96．35％，对

浸出液采用常规锌粉置换即可实现铜的综合回收，

返回熔铸工序使用。

4结论

(1)铜熔铸覆盖物渣破碎、分级后经摇床重选，

有价金属回收率高：+0．5 mm粗粒级经摇床重选

铜、锡、锌的回收率分别达93．4％、94．6％和93．9％；
一o．5 mm细粒级经摇床重选，铜、锡、锌的回收率分

另0为91．3％、90．9％和94．3％。

(2)对铜含量高达2．14％的重选尾渣，在条件

为H2sO。(10％)+HN03(6％)、搅拌转速350 r／

min、浸出时问2 h、液固比3：1对重选细粒级(一

O．5 mm)尾渣采用湿法浸出，铜浸出率可达

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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