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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中伴生硫综合回收经济价值分析

谕京梅 山冶金公司铁矿选厂 林洪民

本文以某铁矿中伴生硫约回收为例
,

分析 了硫在铁矿选矿过程中的分布
,

并依其价值渗行了经济分析
.

一
、

前 言

伴生元素综合回收效果经济分析是用货币作尺度来反映选矿
一

流程中选别对象 蕴 含 的 伴

生组分经济价值活动变化
。

其方法是通过经济价值的载体一入选原犷中伴生组分在选别中的

流向
,

逐次展开在工艺流程中的价值分布及价值迁移
; 揭示出复合铁矿石伴生组分的可回收

性及其对回收价值的 贡献程度
。

某铁犷为火山岩型大型铁矿
,

矿石高硫
,

全犷平均含硫 2
.

10 %
。

为了确保铁精矿质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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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经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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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预选
,

铁硫混合粗精矿通 过 入 磨 反 浮 选

脱硫
,

进行排除性回收
,

副产硫精矿
,

见图 1
。

综合 回 收硫

精矿达到化害为利
,

既为社会增加财富
,

又避免环境污染
。

前几年由于进口硫矿石的冲击
,

硫精矿滞销
; 加之价格不合

理
,

造成硫精矿亏损
,

影响石
一

山综合回收的积极性
。

近年来

自然硫矿石进 口减少
,

随着化肥工业的发展
,

硫精矿呈现紧

俏势头
,

价格上浮
,

由亏转盈
。

为了提高副产硫精矿给矿山

带来经济效益
,

有必要对伴生硫在选矿中的价值流向进行分

析
,

以便评判综合回收伴生硫的效果
。

铁矿石中伴生硫在选矿流程中的流向有三个方面
:

一 回

收到硫精矿
,

二损失于尾矿
,

三误入于铁精犷
。

下面结合选

矿流程中硫的行为进行经济价值分析
。

二
、

单位原矿伴生硫经济价值

1
.

单位原矿伴生硫 自然价值
。

指采出原犷伴生硫的组分按综合回收硫精矿产品价格
,

在

最理想回收条件下
,

矿石中所赋存的 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
。

它是矿石中伴生硫组分丰

度在经济上的反映
,

伴生硫含量越高
,

原矿中其 自然价值越大
。

自然价值是对伴生硫资源经济

潜力评价的依据
,

还不能反映矿石现实经济意义
。

其计算是单位原矿伴生硫组分含量乘以产

品价格再除以硫精矿品位
。

现按 87 年实际经营参数计算
,

硫精矿全硫品位 30 %
,

原 矿 全 硫

品位 3
.

31 %
,

硫精矿售价 47
.

1元 / T
,

则单位原矿伴生硫的 自然价值为 5
。

20 元
。

2
.

单位原矿伴生硫回收价值
。

指按实际达到的选矿硫金属回收率所能提取出来的产品价

值
。

与自然价值的区别在于从白然价值中扣除综合回收过程中损失部分而 导致不能实现的价

值
。

该价值已能反映矿石的现实经济意义
。

由上可知
,

单位原矿伴生硫 自然价值为 5
.

知元
,



以实际硫金属回收平 7 0
.

69 %计算
,

则单 位 原

矿硫的回收价值为 5
.

20 x o
.

7 0 69 = 忿
.

68 元
。

3
.

单位原矿伴生硫损失价位
。

指加工过程

中由于矿
一

石可选性或工艺流程
、

生产管理
、

技

术操作等不甚完善
,

而使硫金属流失于尾矿或

误入 于铁精矿的价值
。

根据表 1选别产品 指 标

及其价值分布
,

铁精矿 中硫回收率 10
.

29 %
,

尾

矿中硫回收率 19
.

0 2%
,

由此可计算单 位 原矿

中损失于尾矿硫价值为 5
.

2 O X 0
.

19 o 2 = 1
.

00 元
。

0
。

5 2元
。

表 1 选别产品指标及其价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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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铁精矿而损失硫价值为 5
.

2 O x 0
.

10 2 9 =

三
、

单位原矿各硫相回收与损失价值

1
。

单位原矿各硫相回收价值
。

( 1 ) 硫的有效回收价值
。

根据我 矿 硫精

矿组分特点
,

单位原矿副产硫精矿价值分为有

效回收价值与天效回收价值二部份
。

硫精矿的

有效回收价值是指能作为提取硫酸原料的硫化

物硫价值
,

即回收的黄铁矿硫组 分价值
。

该组

分硫是综合回收的主要对象
。

其含量由硫精矿

硫物相分析求取
,

并申此计算
,

见表 o2

表 2 硫精矿硫物相分析

项 ·

}
硫化物硫 肠

}
硫酸盐硫 肠

}
“ 硫 帕

: : :…::
·

:; …
_

{
·

!: …){
。

:
。

有效硫回收价值
: 9 3

.

3 3 x 3
.

6 8 / 1 0 0 二 3
.

凌3元或者
:

6 5
。

9 7 x 5
.

2 0 / 10 0 = 3
.

4 3元

( 2 ) 硫的无效回收价值
。

指在硫精矿中所含有的在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尚不能作为 制

取硫酸原料的硫酸盐硫
,

即无效硫价值
。

该组分硫在硫精矿中的存在
,

使制酸过程中硫烧出

率降低
,

有害而无益
,

应是选别中排弃的对象
。

该矿硫精矿中无效硫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碳酸

盐脉石矿物混杂于硫精矿中
,

在制酸焙烧过程中吸收 5 0
:

与炉内氧气化合
,

生成硫酸钙
、

硫

酸镁
。

硫酸盐硫含量见表 2 ,

并由此计算
。

无效硫回收价值
: 6

.

6 7 x 3
.

6 8 / 1 0 0 = 0
.

2 5元或者
: 4

.

7 2 x 5
.

2 0 / 20 0 = 0
.

2 5元

2
.

单位原矿各硫相损失价值
。

( 1 ) 损失于尾矿中硫价值
。

A
.

尾矿中合理损失价值
。

尾矿中硫损失也分合理损失与非合理损失二部分
。

硫的合理

损失指不能作为制酸原料的硫酸盐硫组分
,

它作为选别中本应排弃的无效硫组分
。

其含量见

表 3
。

硫的合理损失
: 1

.

o o x 6 9
.

50 / 1 0 0 = 0
.

6 9元或者
: 5

.

2 o x 13
.

2 2 / 1 0 0 = 0
.

6 9元

B
;

尾矿中非合理 损失价值
。

非合理损失价值是指能作为制酸原料的硫化物硫组分
,

它是

选别中应综合口收的有效组分价值
。

其含量见表 3
。

吞{:的非合理损二犯
: 1

.

0 0 又 3 0
.

5 0 / 1 0 0 = 0
.

3 1元或者
: 5

.

2 0 x 5
.

8 / 10 0 二 0
.

3 1元



( 2 ) 误入铁精犷损失的硫价值
。

A
.

铁精矿中合理损失价值
。

指硫酸盐硫价值
,

其含量通过对铁精矿热失重分析求取
,

见表 4
。

硫的合理损失
: 5 8

.

8 2 x 0
.

5 2 / 10 0 = 0
.

3 1元或者
: 5

.

2 x 6
.

0 5 / 1 0 0 = 0
。

3 1元

B
.

铁精矿中非合理损失
。

指误入铁精矿中的硫化物硫组分的价值
。

见表 4。

表 3 尾矿硫 物相分析 表 4 铁精矿硫物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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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硫化物硫呱 硫酸盐硫 肠 全 硫 肠

硫 相

占 有 率

硫 收 率

0
.

2 1

4 1
.

1日

4
。

2 4

0
.

30

58
.

8 2

6
.

0 5

0
。

5 1

10 0
.

0

10
.

2 9

非合理损失价值
: 4 1

.

18 x o
.

5 2 / 10 0 = 0
.

2一元或者
: 5

.

20 x 4
.

2 4 / 10 0 = 0
.

2 1元

硫在选矿流程中经济价值分配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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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价值回收效率计算

根据图2硫在选矿流程中的价值流向分布
,

可 以计算出下列若干指标
,

作为综合回 收 伴

生硫的效果的判据
。

单位原矿伴生硫的有效价值
: 3

.

43 十 。
.

3 1 + 。
.

2 1 = 3
.

95 元

单位原矿伴生硫的无效价值
: 0

.

25 + 0
.

69 十 0
.

3 1 “ 1
.

2 5元

理论有效硫价值回收率
: 3

.

95 / 5
.

2 X 10 。 = 了5
.

96 %

实际有效硫价值回收率
: 3

.

4 3 / 5
.

2 x 100
= 6 5

.

9 6%

实际有效硫价值回收率占理论回收率的百分比
:

65
.

96 / 7 5
.

96 X 10 。 = 8 6
.

84 %

19 8了年该矿处理 15 7万吨原矿
,

全年综合回收伴生硫经济价值计算如下
。

·

5 0
·



原矿中伴生硫自然价值
: 1 57 x 5

.

2 = 81 6
.

4万元

综合回收硫精矿的价值
: 1 57

x 3
.

68 “ 5 7 7
.

76 万元
。

伴生硫价值实际回收效率
: 5 77

.

76 / 81 6
.

4 x l 00
二
70

.

77 %

其中
:
有效硫价值回收效率

: 3
.

4 3 x 1 5 7 / 8 16
.

4 x l o o 二 6 5
.

9 6 %

无效硫价值回收效率
: o

.

2 5 X 1 5 7 / 8 1 6
.

4 x l 0 0 二 4
.

8 1 %

损失于尾矿伴生硫价值
:

15 7 x 1
.

0 = 巧7万元
。

其中
:

合理损失价值
:

15 7 x 0
.

69 二 10 8
.

3 3万元
。

非合理损失价值
: 1 5 7 x 0

.

3 1 “ 4 8
.

6 7万元
。

损失于铁精矿伴生硫价值
: 1 57 又 0

.

52 = 8 1
,

64 万元
。

其中
:

合理损失价值
: 15 7 x 0

.

3 1 =
48

.

67 万元

非合理损失价值
: 1 5 7 x 0

.

2 1 = 3 2
.

9 7万元

硫价值合理损失率
: 〔 ( 0

.

6 9 + 0
.

3 2 ) x 25 7 〕 / 8 1 6
.

4 、 1 0 0 = 1 9
.

2 3 %

硫价值非合理损失率
: 〔 ( 0

.

2 1 + 0
.

3 1 ) x 1 5 7 〕 / 8 1 6
.

4 又 10 0 = 1 0%

由以上判据看出
,

综合回收伴生硫的效果基本 良好
。

五
、

小 结

1
.

伴生组分综合回收效果经济分析
,

以货币作量度可直观地反映赋存于矿石中伴生组分

及其各相的经济价值回收与损失状况
,

能从另一侧面指出选矿流程中存在的问题
,

因其用形

象的货币额数来表示
,

在现今商品经济情况下
,

较之用纯技术指标作为表示
,

更容易引起人

们重视与理解
。

2
.

分析表明
,

所回收的副产硫精矿价值中
,

存在着无效回收组分与价值
。

而硫精矿售价

依据是有效硫品位
,

无效硫不作为计价对象
。

因此应从工艺流程或技术管理上采 取 有 效 措

施
,

从精矿产品中排除无效组分的混入
,

或尽量予以减少
。

3
.

伴生组分损失价值中
,

通过分析
,

可区分出合理损失与非合理损失二部分
。

对非合理

损失
,

这是挖潜增收的对象
。

如损失于尾矿及铁精矿中黄铁矿硫价值
,

应从工艺流程或技术管

理上予以改进
,

使之回收入硫精矿中
,

以提高综合回收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