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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同氧化程度的白钨矿
-

硫化矿石的选别条件

B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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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处理东方 2 号矿床 白钨矿的滨海采选联合企业
,

拥有丰富的矿石贮量
。

这种矿石一方面

是坡积砂矿
,

由褐色的亚粘土和半氧化和氧化矿石的碎屑组成
,

另一方面是本身氧化的和半

氧化的白钨矿
一

硫化矿
,

白钨矿
一

石英矿石极少
。

在原生和氧化带各种矿石分布太杂
,

要按各种比例经常棍合矿石并处理之
。

试验室研究和选矿厂的生产实践证实
,

处理氧化的白钨矿
一

褐铁矿矿石和带大量 这种 矿

石的混合料
,

选别指标大大下降
,

而选别流程和工艺制度也与设计大不相同
。

因此
,

一

了解氧化矿的选别特点及其在选矿厂的处理条件
,

是其中一个最迫切的任务
。

这个工作分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

( 1 ) 制定制度和进一步确定氧化矿的流程 ;

( 2 ) 确定氧化矿和原生矿以不同比例处理和单独处理时的选别指标
。

级 化 矿 的 选 别

从氧化矿中回收白钨矿指标低的主要原因是
:

存在大量矿泥
,

矿泥主要为粘土矿粒和铁

化的储石
,

其存在
,

由于大量形成泡沫和药剂制度调整指标的变化
,

导致工艺过程破坏
。

无数比较试验证 明
,

必要预先除去这种矿泥
。

不脱泥和预先除去一 15 微米粒级 85 一 90 %

的白钨矿浮选结果列于表 1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实行脱泥也会提高粗精矿的品 位 及 其 回收

率
。

当浮选未经脱泥的矿石时
,

加大油酸钠用量 l一 2倍
,

浮选指标并没有改善
。

其二
,

使
·

白钨矿难 从气化矿巾回收的主要原因是
:

存在大 鼠铁化的自钨矿
,

对它回收要

求具有特列习 ,{tJ条件
。

进 一
步确定从经脱泥的氧 {匕矿中浮选 白钨矿的条件

,

可以确定
,

苏打的最佳用 量在 j 2 5 o

1 0



表 1 脱泥对白鸽矿浮选指标的影晌

( 苏打用皿一T5 。克/ 吨
,

水玻璐用 t 一 500 克 /吨 )

一 -
-- - - - - - - -- - 一- -

一

招
` ·

粗 精 矿
桐

.

_ _ _ _ _
_

_ _ _ _ _
试 验 条 件 W 0

3

品位
,

%

W 0
3

回收率
,

%

1 不脱泥
,

O I N a
一 4 0 0克 /吨 4

.

6 8 4 5
.

5 0

2 不脱泥广。 I N a一6 00 克2吨
·

3
.

22 49
.

65

3 不脱泥
,

O I N a
一 1 0 0 0克 /吨 2

.

9 5 5 1
.

0 5

4 不脱泥
,

O I N a
一 25 0 0克 / ! l屯 2

.

7 5 5 1
.

6 3

脱泥
,

O I N a 用量一 4 0 0克 /吨 1 1
.

6 8 7 2
.

5 1

脱泥
,

O I N a用量一 6 0 0克 /吨 1 1
.

3 0 7 3
.

0

一 15 0 0 克 /吨 之 间
,

p H = 8
.

0一 8
`
5 ,

加入粗选的水玻璃用量不大
,

在 5 00 克 /吨左右
,

而油

酸钠用量可在 4 ” O一 6 0” 克 /吨之间变动
。

在蒸煮粗精矿的条件下
,

水玻璃的剩余浓度建挤在
4

.

0一 4
.

5%之间
。

降低白钨矿浮选粗选 的 p H 值原因是
,

要尽量提高铁化白钨矿的 回收率
,

这种 白钨矿在

较碱性的介质中便明显地被抑制
。

捕收剂用量较高
,

一方面是由于细粒矿泥脱除不充分
,

另一方面是需要浮选出孔隙面较

发达的铁化矿物
。

油酸钠用量较高
,

导致必要用水玻璃进一步处理粗精矿
,

因而建议剩余浓度保持在 4 %

之间
。

在这些条件下
,

在粗选中浮选的部分铁化 白钨矿损失在精选尾矿中
。

在水玻璃浓度为 3
.

0一 3
.

5% 和 5
.

0一 5
.

5 % 下
,

流到精选尾矿 中的三氧化二钨的相分析

结呆
.

列于表 2 中
。

表 2 精选尾矿中钨化合物的相分析

钨化合物形式
,

%

精选条件
钨华

单独的

自钨矿

揭铁矿
化 的
白钨矿

与氢氧化
铁结合的 共训
自 钨 矿

水玻璃浓度

3
.

0一 3
.

5%

水玻璃浓度

5
.

0一 5
.

5%

0
.

0 8 0
.

0 8 0
.

2 3 0
.

1 9 0
.

5 8

0
.

0 5 0
.

1 4 0
.

5 2 0
.

1 2 0
.

86

当选别接近于原
’ :.I矿石的含少量氧化矿的矿石时

一

,

最佳的浮选条件
,

在很多方而
,

不 同

丁气化矿的浮热条件
·

即不需要除去细泥
,

苏打用量减到 7 50 一 1 0 0 0 克 /吨
,

粗浮选的 l)T T依

为 9
.

5 ,

油酸钠用量减到 36 于
一

4 00 克 /吨
,

在蒸煮条件下水玻璃的所需浓度石
: 2% 左右

。



根据氧化矿和原生矿最佳浮选条件所得的数据
,

按两个条件选别混合矿石
,

并且选择能

得较好成绩的条件
。

原生矿样中 70 %是白钨矿石英
,

20 %是 白钨矿硫化矿
,

10 %是 自钨矿
一

斯喀隆变种
。

氧化的白钨矿
一

褐铁矿矿石矿样取 自尾矿场
,

20 一 25 %是致密的褐铁矿和石英
一

褐 铁矿 ;

7 5%是氧化
、

半氧化的斯喀隆
,

斯喀隆的角闪岩和砂岩
。

试样的化学分析列于表 3
。

表 3 原生和妞化矿石矿样的化学组成

一
. ~ . . . ~ , . . . . . . . .

品 位
,

%

矿样
A s

品 位
,

%

只 A 、 F e

原生的

氧 化的

S

17
.

1
.

3
.

0 1

1
.

4 0

2 9
.

1

13
.

8 3

%23

混 合 矿 石 的 选 别

以不同比例的原生和氧化矿石人工混合矿样
,

进行了混合矿石的可选性研究
。

这种 比例

中各种矿石的份量都在 O一 1 00 %范围内变动
。

根据两个指标
,

即回收率和最终白钨矿精矿中

三氧化二钨的品位来评价可选性
。

混合矿石都技两个流程
,

一是顶先脱泥
,

二是不脱泥的流程进行试验
。

用图表示的所作试验的结果示于图 1
,

根据氧化矿和原生矿的选别指标
,

纯计算在分别

处理矿石时的可能指标
。

从图 l 所示的数据可见
,

汉合矿的选别指标
,

大大高于按预先脱泥流程的指标
。

同时应

指出的是
,

脱泥流程对白钨矿精矿质量大为有利
。

( 表 4 )

衰 4 选别混合矿石时白鸽矿精矿的三级化二钨的含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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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石 2 0 3 0 4 0 5 0 1 0 0

脱泥

不脱泥

一 7 0
.

7 7 1
.

1

7 2
.

5 7 2
.

3 5 4
.

3

6 5
.

8

4 8
.

4

6 0
.

5 4 9
.

1

46
.

4 3 3
.

1

3 8
.

6 5

1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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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

从氧化矿份 量 为 20 % 起
,

白钨矿精矿的质量大为下降
。

图 l 中曲线 l 和 2

稍有不符是因最终精矿中三氧化 二钨含量有差别
,

特别是在氧化矿份量为 40 一 50 % 范围时
。

如果三氧化二钨的回收率考虑到最终精矿的同样质 量 (图 1 中虚线 l a ) 有 所 修正
,

则

可见到在回收率指标和混合物中氧化矿份量之间有一满意的关系
。

侣
忆

另一讯要结沦是
: 兴分别选别原生和氧化矿石时

,

由于对侮一种矿石保持最佳的选别条

二氧化二钨 的总回收沐
:

,

与处理混合矿石指喻毛相比
,

可提高 2一 8%
。

在此情况下
,

氧化

矿份量越多
, 分别处理的优点越明显

。

为了保证获得最高的处理效率
,

在选矿厂实行 硫化矿



浮选尾矿先在
_

}纽径为 25 0 毫米的水力旋流器中
、

就能分出粒度为 25 一 30 微米的矿泥
。

选矿厂选别氧化矿石时脱 泥 前 后 的指

标
,

以数据表示列于表 5 中
。

在准备矿石和向选矿厂给矿过程中
,

看

来只有在氧化矿大量存在时
,

才能分出氧化

矿
。

在许多情况下
,

氧化矿混合其它类型矿

石一起给入选别
,

不可能将它分出
。

在处理含有少量氧化矿 ( 10 一 15 % ) 的

混合矿石时
,

为了达到最高的工艺指标
,

在

后在 9 米直径的浓密机中脱泥的流程
,

这样

选矿厂准备实行以 18 米 直 径的浓密机代替

9 米直径的浓密机的脱泥流程
。

这样
,

可以

除去粒度为 一 50 一 10 微米最细矿泥
,

犷益流中

损失最高不超过 2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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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比例的氧化矿和原生矿的混合矿石选别结果
1一按不脱泥流程三氧化二钨的回收率 ; 2一

`

同上
,

按脱泥流程 ; 3一同上
,

按脱泥流程和分别选别矿石 ;

l a
一同

_

匕 考虑获得与按脱泥流程获得质景相同精

矿的精矿

结 论

所作的工作
,

可以确定氧化矿和原生矿的的处理程序
,

证明混匀所有矿石是合理的
。

表 5 选矿厂选别妞化白钨矿矿石的指标

商品精矿中三

浮选条件 氧化二钨品位
%

硫化矿浮选尾矿

经浓密不脱泥 刊一 4 5

硫化矿浮选尾矿在水力旋流

器和 9 米直径浓密机中脱泥 5 5
.

0一 57
.

0

商品精矿的三氧

化二钨回收率
%

3 7
.

0一 4 3
.

0

5 5
.

0一 5 9
.

0

为了选别氧化的和部分混合的矿石
,

制定了各种选矿流程
,

其不同之处在于白钨矿浮选

前脱泥的深度和药剂制度问题
,

以及保证在处理氧化矿时三氧化二钨回收率 提高 8一 ]
_

o%
,

在处理混合矿石时
,

保证提高 2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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