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离子浮选从水溶液中回收担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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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屁
,

合理利用犷产资源的问题提 出许多新任务
。

担是适于从水溶液中

回收的具有很大科学和实践意义的金属
。

已有回收和从伴生元素中分离它的各种方法
,

但所

有这些方法都不尽完善
。

木工作是研究应用离子浮选的主要原理富集担阴离子的可能性
。

试验原液为 1 00 毫升
,

用阴离子表而活性物质 ( n A B ) 作浮选捕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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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中 的金

属和表面活性物质的回收幸按标准方法来检验
。

浮选时间一般不超过 5一 10 分
。

所有采用的表而活性物质在弱酸性和中性介质中处于解离伏态
,

分解成氯阴离子和带正

电荷的烃基
,

它们可 以和含钮的阴离子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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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形成白色疏水沉淀
,

它很易浮游
。

听处理溶液的 p H对这个 过 程 的特

点影响很 大
,

因为被 回收的金属离子和捕收剂的化学形式取决于介质的 p H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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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选效率又重新上升
一 。

在此条件下不用袒和捕收剂的电荷相互作 用来

解释
。

在腐蚀性的介质中形成难溶化合物可能与加成反应进行育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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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弥

散空气通过缺少表面活性物质的溶液时
,

形成了含祖水合同相
。

可 以设想
,

当吹 入空气在溶

液搅拌时由于水动力学 因素存任担的过饱和区
,

这就促使结晶中心和不溶相的产生
。

得到的

沉淀用过滤分离
。

看来祖化 台物的等电
l

氛位于 p H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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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此时沉淀不形成
。

由此可见
,

在有捕 ! }交剂的浮选过程中不 仅可以回收 T a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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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的化合物
,

而且可

以回收形成的难溶水合祖
,

它吸附在表而活性物质分子的表而上
。

泡沫产品的组成
,

即其中金属和捕收剂 的比值是表示离子浮选效率的一个参数
。

在为回

收金属进行进一 步处理泡沫产品时
一

,

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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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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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收剂的种类关系不大
,

而较大程度取决于它的 用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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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表面活性物质数量的降低在产品中担的含量提高
,

超过按化学反应计算的值
。

可见当添

加少量捕收剂到溶液中时
,

形成疏水固相
,

它可以形成结晶中心和促进沉淀快速析出
。

在溶

液中存在表面活性物质时形成了足够疏水的两种产品
,

并且它们很容易 l进入溶 液
一

空气相界

面
。

得到的 r 值反映产品总的组成
。

当然随着溶液中捕收剂浓度的提高
,

泡沫产 品的回收率也增加
。

但是
,

取得最大回收金

属所需要的最佳的表面活性物质的数量取决于溶液的 p H
。

在溶液中存在少量 捕 收 剂 (小于

按化学反应计算值 ) 就 已经足够产生疏水沉淀
,

它很容易进入泡沫产品中
。

所研究的溶液中钮的浓度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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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值随捕吵剂浓度的变化服从于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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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 B 是常数

。 .

B 值表征产品中钮含量降低的程度
,

它 取决于溶液 p H (见 表 )
。

当 担回

收率最大时的 p H条件下
,

捕收剂的耗量最小
。

B 值最大并趋近于 1
。

在此情况下过剩的表面

活性物质离子就 在形 成的沉淀上吸附
,

赋予它疏水的特性
,

这就改善了沉淀粒 子 的 浮 选性

质
,

但恶化了产品的组成
。

在金属回收率最小的情况下
, B 值小于 1

。

并且大部分捕收剂直接和祖化合物相结 合
,

提高其回收率
。

显而易见
,

在此情况下
,

也使产品祖贫化
,

但同时增加浮选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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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所有情况下
, 担化合物和所使用的捕收剂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性是一样的

,

不取

决于表面活性物质的种类
。

但是 , 庄该情况下袒化合物同 q A o 相互作用比同胺 较 强 烈 (为

了获得同样的回收率 q A O用量比 A H n
一
2少 )

。

这种情况可能与 A T M 和 A B及M 发 生 解 离的

p H范围比胺更宽有关
。

这就使它们具有 与荷负电的含钮化合物相互作用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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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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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最适宜条件下 (P H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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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N a 。 P O
`
也使回收率降低 到 40 一 45 %

。

看

来
,

在此情况下抑或形成了牢固的不 和表面活性物质相互作用的磷酸络离子
,

抑或是捕收剂



和磷酸盐发生竞争的相互作用
。

这样
,

从水溶液中浮选分出担化合物的特性既是阳离子活性捕收剂同金属阴离子直接相

互作用 , 又是同时回收水合难溶产品
,

它是在向溶液吹入弥散空气时形成的
。

最合适的浮选

p H是 0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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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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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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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

钮化合物和所研究的捕收剂相互作用是一 样 的
,

但 是应

用互A O时浮选效率比应用胺时的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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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开采系统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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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矿工作的设计和管理实践工作中推广经济
一

数学模型方法时
,

已经广泛地利 用 采矿

工作工艺最优化原则
。

在经济
一

数学模型方法发展的第一阶段
,

主要注意模型的综合 问 题
,

这些模型是对与主要工 艺参数有关的费用形式的描述
。

自然过程和地质力学过程在许多情 况

下被忽略
,

或者仅通过引夕
、

一些 附加限制的方法简单地考虑
。

目前在模拟地下采矿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自然过程
、

工艺过程和组织过程方面的研究正在

加强发展
,

大量推广系统分析和最优化理论的手段和方法
。

开采系统参数最优化理论的现状

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
。

这首先是 由于开采系统被看作是采矿工 艺的某种静止状态的因素
,

在

参数最优化中主要注意的是经济过程
,

根据单学科研究的结果
,

模拟开采方法的系统原理尚

未制定出来
。

开采系统最优化和模拟方面的主要课题是
:

确定模仿开采系统动态特征的原则 (在时间和空间上模拟工艺过程和组织过程及与其相

伴随的地质 力学的物理过程 ) ;

在具有单学科性质的规律性
、

制约关系和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出给定系统数学模型 合成的

方法
。

开采系统的工艺进展 ( 参数的有方向性的经常变化 ) 主要是在数学模型结果影响最小的

情况下发生并由实践和试验研究来调整
。

目前已有了通过在实验室利用电子计算机
“
演示

”

工艺来改变现状的实践可能性
。

为此必须在采矿系统工程工程师的领导下将不同方面的专家

的努力联合起来
。

在开采系统仿真摸型范围内
,

必须把围岩性状
、

矿产的爆破和出矿
、

充填

岩石和围岩的相互作用
、

采场的通风
、

机器和机械发挥作用以及完成工艺过程和经济过程工

作的组织等方面的主要规律性结合起来
。

上述方面远没有
一

包括全部
,

还取决于开采系统的类

型
。

说到合理的每一个种群开采系统的仿真模型
,

也就是说基本单位的工艺演变或者某类开

采系统的仿真模型大致是合适的
。

当把开采系统看作是具有不耳性质和在空间
一

时间连续统一体中展开的过程 时
,

就 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