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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新型床石在锯齿波跳汰机中对－４ ＋１．５ ｍｍ贫杂细锡多金属硫化矿进行了抛废工业试验。 与旧
床石相比，通过中粒跳汰新、试验取得了较优的指标，在回收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粒跳汰采用新型床
石的抛废率平均达到 ７０．３６％、金属损失率为锡 １１．００％、铅 １１．３２％、锌 ２２．３６％，总精矿富集比锡 ３．５３、铅
３．４４、锌 ２．８７。 采用新型床石后，其床石消耗成本降低了 ６８．７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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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粒跳汰机［１ ～２］
生产使用的人工床石，一般都

是采用原矿中伴生的中等密度非目的矿物就近制作

而成，或者对外采购较大密度的合适矿物（黄铁矿、
铁矿等）专门加工制作而成，因而床石的密度常因
所用矿物的纯度不同而变化，颗粒的形状也很不规
则，这在生产中不仅容易被磨细而堵塞筛孔，而且容
易随水流向后漂移，产生局部床层变薄，出现翻花现
象，对轻、重矿物的有效分层影响较大，既不利于选
别指标的提高，也不利于节约生产用水。

新型人工床石是采用复合材料、按设计密度配
料、经胶结高压铸型而成，按生产需要可制成Φ１２、

１５、１８ ｍｍ等多种规格，试验材质密度约为 ５ ｇ／ｍ３ 。
新型床石具有密度稳定、颗粒形状规则、大小配比可
控、损耗小、需铺设的床层较薄、厚度稳定等优点。
因此，生产应用新型人工床石，对于稳定跳汰机的操
作条件、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效提高原矿金属资
源的利用率、减少生产水耗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这不仅符合国家倡导的提高资源利用率、节
水减排增效的新型环保产业政策要求，又符合现代企
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综合经济效益的发展趋势。 目
前，国内还没有正规生产床石的厂家，所以研究、推广
应用新型人工床石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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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矿业分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生产应用锯齿波跳
汰机以来，生产使用的跳汰机床石，一直是采用外购
的黄铁矿矿石经破碎、筛分制成，床石的成品率较
低，一般仅为 ５０％左右，目前床石的制作成本高达
３ ７８０元／ｔ。 由于购买的黄铁矿纯度不够、密度较
低，在生产中不仅随矿浆流失的床石较多、补充量较
大，而且导致跳汰机常因人工床层厚度的频繁变化
而影响正常的选别效果，作业指标波动较大；既不利
于跳汰选别指标的稳定提高，也不利于稳定磨矿的
浓细度；人工床石的消耗量亦较大，达到 ８７ ｇ／ｔ 原
矿。 另外，生产中摩擦变细的人工床石，也常堵塞筛
孔或精矿排矿嘴，造成操作紊乱、筛下补加水耗量
大，尾矿品位较高、金属损失率大。

1　矿石性质
试验矿石主要为铜坑细脉带矿床贫矿，矿石中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毒砂、铁闪锌矿、锡石、脆
硫锑铅，还有白铅矿、铅矾、菱锌矿、异极矿等。 脉石
矿物有石英、方解石、矽质页岩、灰岩、风化灰岩、菱
铁矿等。 原矿多元素分析和矿物组成分析结果分别
见表 １、２。

表 1　原矿多元素分析 ／％
元素 Ｓｎ Ｐｂ Ｚｎ Ｓｂ Ｓ
含量 ０ F．４０ ０ 殚．２２ １ 媼．５０ ０ .．１８ ５ 佑．２９
元素 Ａｓ Ｆｅ ＳｉＯ２  ＣａＯ ＭｇＯ
含量 ０ F．２４ ６ 殚．２９ ４０ ⅱ．０９ ７ .．１４ １ 佑．０２

表 2　原矿矿物组成分析 ／％

矿物 锡石
铁闪
锌矿

黄铁矿
脆硫锑
铅矿

毒砂
磁黄
铁矿

脉石 合计

含量 ０ 换．５１ ２ ＃．７２ ５ 汉．８４ ０．４５ １  ．０２ １  ．７０ ８７ 4．７６ １００ 櫃

　　铜坑细脉带贫矿具有金属矿物品位低、结晶粒度
细、镶嵌关系复杂，约５０％在脉石中呈浸染状嵌布的性
质特点。 因此利用跳汰机预富集抛废的难度较大。

2　试验研究方法
2．1　试验设备及床石

试验采用 ＪＴ５ －２型锯齿波双室跳汰机［３ ～４］ ，给
矿粒度为－４ ＋１．５ ｍｍ，称为中粒跳汰。 试验采用
的锯齿波跳汰机试验参数见表 ３，试验床石主要物
理参数见表 ４，新、旧床石形状分别见图 １、２。

表 3　锯齿波跳汰机试验参数
名称 冲程／ｍｍ 冲次／（次／ｍｉｎ） 备注

１＃ １室 ２７ ～２８ y７５ ～９０ 悙人工新型床石，粒径为
　 ２室 ２４ ～２６ y６０ ～７５ 悙Φ１８、Φ１５、Φ１２ ｍｍ共 ３种
２＃ １室 ２５ ～２７ y７０ ～８５ 悙现有硫化矿床石，粒
　２室 ２３ ～２５ y５０ ～７０ 悙径为－２０ ＋１４ ｍｍ

表 4　床石主要物理参数
床石 材质 密度 颗粒大小配比 使用寿命

旧
床石

黄
铁矿

４ 谮．１ 中粒跳汰－２０ ＋１４ ｍｍ；
细跳－１４ ＋８ ｍｍ。 约 ３个月

新型
床石

铁锰
合金

４ 谮．９ 中粒跳汰 １８ ∶１５ ∶１２＝
２ ∶３ ∶２细跳Φ１２ｍｍ。 约 １５个月

　　ＪＴ５ －２ 型锯跳的设备参数为：中粒跳汰—冲程
凸轮最大可调 ３０ ｍｍ，冲次最大 １１０ 次／ｍｉｎ；
旧床石跳汰实际生产的冲程、冲次、床层厚度等

技术参数，已由先前的相关试验及生产实践验证确
定。 新型床石跳汰的冲程、冲次，床石粒径、铺设厚
度等参数，均参照旧床石较佳参数条件进行适当调
整。 冲次范围较宽，是由于中粒跳汰汰给矿量波动
较大，而冲程和人工床层厚度相对固定，所以主要通
过冲次的调整来实现精矿富集比及抛废率的快速控

制。

图 1　跳汰机新型人工床石

图 2　跳汰机现有旧人工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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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流程
根据凤凰公司选厂现有重选别工艺流程，工业

试验研究的中粒跳汰工艺流程如图 ３ 所示。 生产配
置中粒跳汰机 ５台，试验选择中粒跳汰 ２ 台进行新、
旧床石的平行对比试验。

图 3　中粒跳汰工艺流程

3　工业应用试验
3．1　单一新型床石与旧床石的对比试验

试验主要考察单一新型床石与旧床石的对比试

验效果。

３．１．１　试验条件
选取 １＃

中粒跳汰机加入新型人工床石，加入的
床石粒度及装配重量比例为 Φ１８ ∶Φ１５ ∶Φ１２
（ｍｍ） ＝１ ∶２ ∶１，共重 ４００ ｋｇ／台。 人工床层厚度为
４０ ｍｍ。

２＃
中粒跳汰机仍使用旧床石，加入的床石粒度

为－２０ ＋１４ ｍｍ，重量为 ４５０ ｋｇ／台。 人工床层厚度
为 ５０ ｍｍ。
３．１．２　试验结果

根据新型床石密度较大的特点，试验对 １＃
跳汰

机的操作参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相对调大了冲程，
使人工床层获得较佳的松散度、确保轻重矿物的离
析分层选别效果；相对调大了冲次，在确保精矿富集
比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尾矿中的金属损失。 由于
试验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只进行早班生产的取样查
定，对比试验结果见表 ５。
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条件下，由于新型床石仅

铺设Φ１８、Φ１５、Φ１２ ｍｍ三种，人工床层内部缝隙较

小，选别过程中矿粒不易“穿透”床层，轻、重矿物易
于按密度形成稳定的分层，因而分选效果较好。 新
型床石试验的尾矿产率为 ７０．３６％、损失率为锡
１１．００％、铅１１．３２％、锌 ２２．３６％，总精矿富集比为
锡３．５３、铅３．４４、锌２．８７；旧床石试验的尾矿产率为
６２．２８％、损失率为锡 １０．８９％、 铅 １１．１８％、 锌
１６．０２％，总精矿富集比为锡 ２．４６、铅２．４２、锌 ２．２８；
新床石的试验指标明显优于旧床石的试验指标。
试验发现，由于新型床石的密度为 ４．９、明显高

于旧床石的 ４．１，因而 １＃
跳汰机的人工床层厚度比

较稳定，床石不易被水流冲刷而后退。 但是，由于新
床石密度大、而每个分选格面积较小、床石松散的自
由度小，在筛网堵塞或冲程不够时，人工床层易受精
矿粒充填缝隙而板结。 所以，每班都需适当对床层
进行人工翻松。

3．2　新、旧床石组合应用试验
根据新型床石密度大、人工床层不易松散的特

点，本试验着意考察新、旧组合床石与单一旧床石的
跳汰对比试验效果。

３．２．１　试验条件
在中粒跳汰单一床石对比试验的基础上，１＃

跳

汰机留取 ３８０ ｋｇ粗细混合新床石、另添加 ２８０ ｋｇ旧
床石，人工床层铺设厚度为 ５０ ｍｍ，其中新床石铺厚
３５ ｍｍ。 ２＃

跳汰机所铺旧床石的条件仍保持不变。

３．２．２　试验结果
由于试验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只进行早班生产

的取样查定，对比试验结果见表 ６。
新＋旧组合床石试验的尾矿产率为 ７０．７７％，

损失率为锡 １８．８４％、铅 １８．９５％、锌 ２２．７３％，总精
矿富集比为锡２．９０、铅２．９４、锌２．９４；旧床石试验的
尾矿产率为 ６６．２４％、损失率为锡 １６．８３％、铅
１７．１８％、锌 ２０．８６％，总精矿富集比为锡２．６２、铅
２．５８、锌２．６９；组合床石试验的尾矿产率、精矿富集
比指标略优于单一旧床石的试验指标。
对于新型床石，采用单一床石比组合床石可获

得较高的跳汰精矿富集比，而尾矿产率却基本相同。
根据试验观察，新床石的密度略显偏大，跳汰床

层的松散度略显不足，而跳汰机的冲程已基本调至
上限。 因此，建议将新型床石的密度由 ４．９ 配制为
４．５，略大于旧床石的 ４．１，这样更有利于跳汰机的
床层松散和选别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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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对比试验查定结果 ／％

编号 产品名称

１＃中粒跳汰（新型床石）

产率
品位

Ｓｎ Ｐｂ Ｚｎ
回收率

Ｓｎ Ｐｂ Ｚｎ

２＃中粒跳汰（旧床石）

产率
品位

Ｓｎ Ｐｂ Ｚｎ
回收率

Ｓｎ Ｐｂ Ｚｎ
１  一室精矿 ３０ 技．６２ １ 靠．０２ ０ 种．５９ ２  ．６５ ７９ G．４０ ７４ ^．６６ ６６ 寣．５９ ３１ 汉．２２ １ 浇．０７ ０ 栽．６３ ３  ．２７ ７７ \．１６ ７２ 　．４０ ７５  ．８１

二室精矿 １９ 技．７４ ０ 靠．３１ ０ 种．２１ １  ．７１ １５ G．５６ １７ ^．１３ ２７ 寣．７０ １６ 汉．９５ ０ 浇．４ ０ 栽．３２ １  ．２８ １５ \．６６ １９ 　．９７ １６  ．１１

尾矿 ４９ 技．６４ ０ 靠．０４ ０ 种．０４ ０  ．１４ ５ G．０５ ８ ^．２１ ５ 寣．７０ ５１ 汉．８３ ０ 浇．０６ ０ 栽．０４ ０  ．２１ ７ \．１８ ７ 　．６３ ８  ．０８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３９ ０ 种．２４ １  ．２２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３ ０ 栽．２７ １  ．３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  一室精矿 １３ 技．７４ ２ 靠．２６ １ 种．４２ ４  ．８１ ６２ G．９５ ５５ ^．１７ ５３ 寣．９０ ２８ 汉．６９ ０ 浇．９６ ０ 栽．６２ ３  ．０３ ７４ \．２５ ７０ 　．９３ ６４  ．２０

二室精矿 １１ 技．６１ １ 靠．０６ ０ 种．９８ ２  ．０４ ２４ G．９５ ３２ ^．１７ １９ 寣．３２ １２ 汉．３３ ０ 浇．４４ ０ 栽．４０ １  ．９７ １４ \．６２ １９ 　．６７ １７  ．９４

尾矿 ７４ 技．６５ ０ 靠．０８ ０ 种．０６ ０  ．４４ １２ G．１１ １２ ^．６６ ２６ 寣．７９ ５８ 汉．９８ ０ 浇．０７ ０ 栽．０４ ０  ．４１ １１ \．１３ ９ 　．４１ １７  ．８６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９ ０ 种．３５ １  ．２３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７ ０ 栽．２５ １  ．３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一室精矿 ９ 技．６４ ３ 靠．１７ １ 种．８３ ４  ．９８ ６４ G．６５ ６２ ^．７４ ４０ 寣．９８ １８ 汉．７２ １ 浇．８１ ０ 栽．９５ ４  ．０６ ７６ \．０５ ７３ 　．６７ ６１  ．０９

二室精矿 １７ 技．１６ ０ 靠．５９ ０ 种．４４ ２  ．２８ ２１ G．４２ ２６ ^．８５ ３３ 寣．４０ １２ 汉．４２ ０ 浇．３６ ０ 栽．２９ １  ．７９ １０ \．０４ １４ 　．９２ １７  ．８７

尾矿 ７３ 技．２０ ０ 靠．０９ ０ 种．０４ ０  ．４１ １３ G．９４ １０ ^．４１ ２５ 寣．６２ ６８ 汉．８６ ０ 浇．０９ ０ 栽．０４ ０  ．３８ １３ \．９１ １１ 　．４１ ２１  ．０３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７ ０ 种．２８ １  ．１７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５ ０ 栽．２４ １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一室精矿 １０ 技．１２ ３ 靠．１４ １ 种．３２ ５  ．０６ ７１ G．８２ ６１ ^．５２ ４７ 寣．２３ ２３ 汉．１３ １ 浇．６６ ０ 栽．８３ ３  ．５３ ７９ \．５９ ７８ 　．７３ ６５  ．４７

二室精矿 １４ 技．１５ ０ 靠．５６ ０ 种．４３ ２  ．０１ １７ G．９１ ２８ ^．０２ ２６ 寣．２３ １１ 汉．２ ０ 浇．４１ ０ 栽．１７ １  ．９１ ９ \．５２ ７ 　．８１ １７  ．１５

尾矿 ７５ 技．７３ ０ 靠．０６ ０ 种．０３ ０  ．３８ １０ G．２７ １０ ^．４６ ２６ 寣．５４ ６５ 汉．６７ ０ 浇．０８ ０ 栽．０５ ０  ．３３ １０ \．８９ １３ 　．４７ １７  ．３８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４ ０ 种．２２ １  ．０８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８ ０ 栽．２４ １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  一室精矿 ８ 技．８７ ２ 靠．８５ １ 种．３１ ５  ．３５ ６２ G．６９ ５４ ^．８９ ４５ 寣．５２ ２０ 汉．８１ １ 浇．７４ １ 栽．０１ ４  ．２１ ７７ \．６７ ６３ 　．６９ ６５  ．２０

二室精矿 １２ 技．５６ ０ 靠．７６ ０ 种．５１ ２  ．２７ ２３ G．６７ ３０ ^．２６ ２７ 寣．３５ １３ 汉．１４ ０ 浇．３９ ０ 栽．５６ １  ．９５ １０ \．９９ ２２ 　．３０ １９  ．０７

尾矿 ７８ 技．５７ ０ 靠．０７ ０ 种．０４ ０  ．３６ １３ G．６４ １４ ^．８５ ２７ 寣．１３ ６６ 汉．０５ ０ 浇．０８ ０ 栽．０７ ０  ．３２ １１ \．３３ １４ 　．０１ １５  ．７３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０ ０ 种．２１ １  ．０４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７ ０ 栽．３３ １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算术 一室精矿 １４ 技．６０ ２ 靠．４９ １ 种．２９ ４  ．５７ ６８ G．３０ ６１ ^．７９ ５０ 寣．８４ ２４ 汉．５１ １ 浇．４５ ０ 栽．８１ ３  ．６２ ７６ \．９４ ７１ 　．８８ ６６  ．３５

平均 二室精矿 １５ 技．０４ ０ 靠．６６ ０ 种．５１ ２  ．０６ ２０ G．７０ ２６ ^．８９ ２６ 寣．８０ １３ 汉．２１ ０ 浇．４０ ０ 栽．３５ １  ．７８ １２ \．１７ １６ 　．９３ １７  ．６３

尾矿 ７０ 技．３６ ０ 靠．０７ ０ 种．０４ ０  ．３５ １１ G．００ １１ ^．３２ ２２ 寣．３６ ６２ 汉．２８ ０ 浇．０８ ０ 栽．０５ ０  ．３３ １０ \．８９ １１ 　．１８ １６  ．０２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４ ０ 种．２６ １  ．１５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４ ０ 栽．２７ １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富集比 一室精矿 ５ 靠．６４ ４ 种．９６ ３  ．９８ ３ 浇．２９ ３ 栽．０２ ２  ．７７

二室精矿 １ 靠．４９ １ 种．９７ １  ．８０ ０ 浇．９１ １ 栽．３０ １  ．３６

总精矿 ３ 靠．５３ ３ 种．４４ ２  ．８７ ２ 浇．４６ ２ 栽．４２ ２  ．２８

4　试验综合指标
中粒跳汰对比试验取得了较优的指标

［６］ ，在回
收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粒跳汰采用新型床
石的丢废率平均达到 ７０．３６％、金属损失率为锡
１１．００％、铅 １１．３２％、锌 ２２．３６％；总精矿富集比锡
３．５３、铅 ３．４４、锌 ２．８７。 总体试验指标同比优于采
用旧床石，除了尾矿损失率指标略高外，其余的均达
到了要求的试验考核指标：跳汰丢废率≥５０％，综合
精矿富集比≥２，新床石消耗成本降低 ６５％。 中跳
试验结果详见表 ７。

5　结 语
（１）新型人工床石用于中粒跳汰，同比旧床石

可获得较高的跳汰丢废率和精矿富集比，较佳试验
指标为：尾矿产率 ７０．３６％，金属损失率锡 １１．００％、
铅 １１．３２％、锌 ２２．３６％，总精矿富集比锡３．５３、铅
３．４４、锌 ２．８７。 达到了预期的试验指标。

（２）新型床石经过 ４ 个月的试验，粒径大小基
本无变化，床石损耗量为 ２ｇ／ｔ、消耗成本为 ０．１０ 元／
ｔ，大大低于旧床石的 ８５ ｇ／ｔ、０．３２ 元／ｔ，床石消耗成
本相对降低 ６８．７５％，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８３·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３ 年



（３）与旧床石相比，新型床石具有床层稳定、磨
耗流失少、抛废率大、精矿富集比高等优点，可以在

跳汰中推广应用。

表 6　对比试验查定结果 ／％

编号 产品名称

１＃中跳（新＋旧床石）

产率
品位

Ｓｎ Ｐｂ Ｚｎ
回收率

Ｓｎ Ｐｂ Ｚｎ

２＃中跳（旧床石）

产率
品位

Ｓｎ Ｐｂ Ｚｎ
回收率

Ｓｎ Ｐｂ Ｚｎ
１  一室精矿 １５ 技．４３ ２ 靠．０８ １ 种．２５ ３  ．４６ ６４ G．０７ ６６ ^．０７ ４９ 寣．１７ ２８ 汉．５０ １ 浇．１７ １ 栽．０３ ２  ．５８ ７５ \．２１ ７９ 　．２９ ６６  ．２７

二室精矿 ３６ 技．２３ ０ 靠．３５ ０ 种．２２ １  ．１９ ２５ G．３１ ２７ ^．３０ ３９ 寣．７０ ２５ 汉．５９ ０ 浇．２５ ０ 栽．２１ １  ．０５ １４ \．４３ １４ 　．５１ ２４  ．２２
尾矿 ４８ 技．３４ ０ 靠．１１ ０ 种．０４ ０  ．２５ １０ G．６２ ６ ^．６２ １１ 寣．１３ ４５ 汉．９１ ０ 浇．１０ ０ 栽．０５ ０  ．２３ １０ \．３６ ６ 　．２０ ９  ．５２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５０ ０ 种．２９ １  ．０９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４ ０ 栽．３７ １  ．１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  一室精矿 ８ 技．９３ ２ 靠．５３ １ 种．２４ ４  ．７７ ５５ G．０９ ５３ ^．７０ ３３ 寣．０３ ２５ 汉．６５ １ 浇．１６ ０ 栽．５７ ２  ．７４ ６８ \．９４ ６６ 　．５６ ６０  ．０９
二室精矿 ２２ 技．７０ ０ 靠．４５ ０ 种．２７ ２  ．６６ ２４ G．９１ ２９ ^．７２ ４６ 寣．８２ １８ 汉．０２ ０ 浇．４ ０ 栽．２２ １  ．５９ １６ \．７０ １８ 　．０５ ２４  ．５０
尾矿 ６８ 技．３７ ０ 靠．１２ ０ 种．０５ ０  ．３８ ２０ G．００ １６ ^．５８ ２０ 寣．１５ ５６ 汉．３３ ０ 浇．１１ ０ 栽．０６ ０  ．３２ １４ \．３６ １５ 　．３９ １５  ．４１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１ ０ 种．２１ １  ．２９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４３ ０ 栽．２２ １  ．１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一室精矿 ９ 技．９８ ２ 靠．１９ １ 种．０４ ４  ．０９ ５４ G．７０ ５０ ^．６５ ３２ 寣．７９ ３１ 汉．１２ ０ 浇．９３ ０ 栽．５８ ２  ．３８ ８５ \．１２ ８０ 　．７８ ７２  ．３７
二室精矿 １６ 技．５１ ０ 靠．７４ ０ 种．３９ ３  ．３３ ３０ G．５８ ３１ ^．４２ ４４ 寣．１７ ７ 汉．６９ ０ 浇．２６ ０ 栽．２４ １  ．２９ ５ \．８８ ８ 　．２６ ９  ．６９
尾矿 ７３ 技．５１ ０ 靠．０８ ０ 种．０５ ０  ．３９ １４ G．７２ １７ ^．９３ ２３ 寣．０３ ６１ 汉．１９ ０ 浇．０５ ０ 栽．０４ ０  ．３０ ９ \．００ １０ 　．９５ １７  ．９４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４０ ０ 种．２０ １  ．２４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４ ０ 栽．２２ １  ．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一室精矿 ６ 技．７４ ２ 靠．１１ １ 种．０７ ４  ．４７ ５３ G．１１ ４２ ^．８７ ３１ 寣．３７ ２３ 汉．３１ １ 浇．０１ ０ 栽．７３ ２  ．１３ ７８ \．９１ ７８ 　．３７ ６０  ．２４
二室精矿 ２１ 技．５２ ０ 靠．３５ ０ 种．２８ １  ．７３ ２８ G．１３ ３５ ^．８１ ３８ 寣．７６ ６ 汉．５１ ０ 浇．３２ ０ 栽．２９ １  ．２６ ６ \．９８ ８ 　．７０ ９  ．９５
尾矿 ７１ 技．７４ ０ 靠．０７ ０ 种．０５ ０  ．４０ １８ G．７６ ２１ ^．３２ ２９ 寣．８８ ７０ 汉．１８ ０ 浇．０６ ０ 栽．０４ ０  ．３５ １４ \．１１ １２ 　．９３ ２９  ．８０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２７ ０ 种．１７ ０  ．９６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０ ０ 栽．２２ ０  ．８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  一室精矿 ７ 技．９７ １ 靠．７６ ０ 种．８６ ３  ．８４ ４６ G．１０ ３６ ^．４３ ２６ 寣．１２ １７ 汉．１５ １ 浇．５６ ０ 栽．９４ ４  ．４６ ７６ \．１９ ７６ 　．１６ ６１  ．１７
二室精矿 １４ 技．４３ ０ 靠．７６ ０ 种．５６ ３  ．５８ ３６ G．０４ ４２ ^．９５ ４４ 寣．０８ １３ 汉．３３ ０ 浇．２１ ０ 栽．１７ １  ．４０ ７ \．９７ １０ 　．７１ １４  ．９２
尾矿 ７７ 技．６０ ０ 靠．０７ ０ 种．０５ ０  ．４５ １７ G．８５ ２０ ^．６２ ２９ 寣．８０ ６９ 汉．５２ ０ 浇．０８ ０ 栽．０４ ０  ．４３ １５ \．８４ １３ 　．１４ ２３  ．９１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３０ ０ 种．１９ １  ．１７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５ ０ 栽．２１ １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６  一室精矿 ８ 技．４７ ２ 靠．０７ ０ 种．６８ ４  ．６２ ５５ G．９６ ３８ ^．０１ ３５ 寣．２４ １３ 汉．７５ １ 浇．５１ ０ 栽．６４ ４  ．３６ ６５ \．６７ ５３ 　．２１ ５０  ．４８
二室精矿 １８ 技．５３ ０ 靠．３９ ０ 种．３１ ２  ．５８ ２３ G．０７ ３７ ^．９１ ４３ 寣．０６ ７ 汉．５４ ０ 浇．５０ ０ 栽．４０ ３  ．５２ １１ \．９２ １８ 　．２４ ２２  ．３５
尾矿 ７３ 技．００ ０ 靠．０９ ０ 种．０５ ０  ．３３ ２０ G．９７ ２４ ^．０９ ２１ 寣．７０ ７８ 汉．７１ ０ 浇．０９ ０ 栽．０６ ０  ．４１ ２２ \．４１ ２８ 　．５６ ２７  ．１７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３１ ０ 种．１５ １  ．１１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２ ０ 栽．１７ １  ．１９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７  一室精矿 ６ 技．０６ １ 靠．７３ １ 种．２３ ７  ．９１ ３６ G．６１ ３８ ^．１８ ３５ 寣．６３ １０ 汉．９８ １ 浇．４３ ０ 栽．７９ ６  ．１５ ６０ \．９６ ４９ 　．１６ ５２  ．４８
二室精矿 １１ 技．０９ ０ 靠．８９ ０ 种．６４ ４  ．９７ ３４ G．４６ ３６ ^．３６ ４０ 寣．９７ ７ 汉．２１ ０ 浇．２６ ０ 栽．４５ ４  ．５１ ７ \．２８ １８ 　．３９ ２５  ．２７
尾矿 ８２ 技．８５ ０ 靠．１０ ０ 种．０６ ０  ．３８ ２８ G．９３ ２５ ^．４６ ２３ 寣．４０ ８１ 汉．８１ ０ 浇．１０ ０ 栽．０７ ０  ．３５ ３１ \．７６ ３２ 　．４５ ２２  ．２５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２９ ０ 种．２０ １  ．３５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２６ ０ 栽．１８ １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算术 一室精矿 ９ 技．０８ ２ 靠．０７ １ 种．０５ ４  ．７４ ５２ G．２４ ４６ ^．５６ ３４ 寣．７６ ２１ 汉．４９ １ 浇．２５ ０ 栽．７５ ３  ．５４ ７３ \．００ ６９ 　．０８ ６０  ．４４
平均 二室精矿 ２０ 技．１４ ０ 靠．５６ ０ 种．３８ ２  ．８６ ２８ G．９３ ３４ ^．５０ ４２ 寣．５１ １２ 汉．２７ ０ 浇．３１ ０ 栽．２８ ２  ．０９ １０ \．１７ １３ 　．８４ １８  ．７０

尾矿 ７０ 技．７７ ０ 靠．０９ ０ 种．０５ ０  ．３７ １８ G．８４ １８ ^．９５ ２２ 寣．７３ ６６ 汉．２４ ０ 浇．０８ ０ 栽．０５ ０  ．３４ １６ \．８３ １７ 　．０９ ２０  ．８６
给矿 １００ 技．００ ０ 靠．３５ ０ 种．２０ １  ．１７ １００ G．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寣．００ １００ 汉．００ ０ 浇．３５ ０ 栽．２３ １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富集比 一室精矿 ５ 靠．８３ ５ 种．２４ ４  ．０４ ３ 浇．６０ ３ 栽．３３ ３  ．１６
二室精矿 １ 靠．５８ １ 种．９０ ２  ．４４ ０ 浇．９０ １ 栽．２５ １  ．８６
总精矿 ２ 靠．９０ ２ 种．９４ ２  ．９４ ２ 浇．６２ ２ 栽．５８ ２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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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粒跳汰新、旧床石对比试验综合指标 ／％

床石
综合
指标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Ｓｎ Ｐｂ Ｚｎ
回收率

Ｓｎ Ｐｂ Ｚｎ
新型床石 算术平均 一室精矿 １４ 行．６０ ２ 妸．４９ １ 父．２９ ４ �．５７ ６８ B．３０ ６１ B．７９ ５０  ．８４

二室精矿 １５ 行．０４ ０ 妸．６６ ０ 父．５１ ２ �．０６ ２０ B．７０ ２６ B．８９ ２６  ．８０
尾 矿 ７０ 行．３６ ０ 妸．０７ ０ 父．０４ ０ �．３５ １１ B．００ １１ B．３２ ２２  ．３６
给 矿 １００ 行．００ ０ 妸．４４ ０ 父．２６ １ �．１５ １００ B．００ １００ B．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富集比 一室精矿 ５ 妸．６４ ４ 父．９６ ３ �．９８
二室精矿 １ 妸．４９ １ 父．９７ １ �．８０
总精矿 ３ 妸．５３ ３ 父．４４ ２ �．８７

旧床石 算术平均 一室精矿 ２４ 行．５１ １ 妸．４５ ０ 父．８１ ３ �．６２ ７６ B．９４ ７１ B．８８ ６６  ．３５
二室精矿 １３ 行．２１ ０ 妸．４０ ０ 父．３５ １ �．７８ １２ B．１７ １６ B．９３ １７  ．６３
尾 矿 ６２ 行．２８ ０ 妸．０８ ０ 父．０５ ０ �．３３ １０ B．８９ １１ B．１８ １６  ．０２
给 矿 １００ 行．００ ０ 妸．４４ ０ 父．２７ １ �．３１ １００ B．００ １００ B．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富集比 一室精矿 ３ 妸．２９ ３ 父．０２ ２ �．７７
二室精矿 ０ 妸．９１ １ 父．３０ １ �．３６
总精矿 ２ 妸．４６ ２ 父．４２ 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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