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期
2004年4月

矿产保护与利用
∞NSERV^肿i AND I咖JZATl0N 0F M硎Ⅱ¨山捌Es0切la隅

№．2

Apr．2004

从连城锰矿尾矿中回收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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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焙烧还原浸取法和两矿加酸法分别对连城锰矿的综台尾矿进行提锰试验，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锰

的提出率分别达到93．56％、94．1％。进一步将攫出的锰除杂、净化、结晶、制成硫墩锰，其质量达到GBl622

—86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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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tmct：Using roasting reduction method and two 0res acid 1eaching method treating the

mixlng treatment tailings of LianchengⅣ【anganese I忧ine，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t，the

extracting rates of manganese of two methods are 93．56％and 94．12蹦respectively． Fur—

ther treatment purification and cryStal“龃tion are taken to fabricate manganese sulphate，

The qllality of manganese sulphate reaches the 1evel of national st曲dard((扭1622—86)．

1【ey words：Liancheng fnanganese ore；tailings；reduction calcinations；Ieaching；two ores

acId 1eaching method；manganese suIphate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矿产资源消耗

日益增多，而老矿山生产能力下降，闭坑增多，国内

矿产品缺口逐年增大，供需形势日趋紧张；同时由于

环境的日趋恶化，人们的环保意识日浙加强，矿山开

发过程中环境保护的任务逐渐加重，这要求我们必

须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注意开源和节约，挖掘老

矿山的资源潜力、增加服务年限。

我国锰矿储量居世界第六位，但储量比例只占

世界总储量的1％，且大多为贫杂矿}而我国几种主

要含锰产品(如钢铁、电解锰、硫酸锰、四氧化三锰、

电解二氧化锰)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致使我国每年锰

矿缺口近700万吨，合理利用好国内的锰矿资源显

得非常重要。

连城锰矿始建于1958年，是全国重点锰矿。经

过几十年的开采，该矿现有两个矿区的保有储量已

不足200万吨，其中近50％属深部矿，有待开发，资

源危机迫在眉睫。该矿有一个堆积量达数十万吨且

仍在逐年增加的尾矿坝(古Mn23％左右)，还有数

万吨的选矿沉淀矿(Mn27％左右)，以及近万吨的回

风粉(含Mn45％左右，回收干燥放电锰粉尾气而

得)，现尚未利用。我们对此尾矿开展了回收锰的试

验研究，这项工作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老矿山挖

潜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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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研究方法

1．1试验流程

该矿系氧化矿。采用工业上较常用的焙烧还原

法和两矿加酸法，考察了锰尾矿提取锰的情况，然后

将提取的锰进一步制成硫酸锰，检测其质量指标，试

验流程如图1。

锚尾矿、粉煤 锰尾矿、黄铁矿、H。s嘎

MnSO．·H20—f
检测

渣

T
分析

图1 锰尾矿回收锰试验流程

1．2原材料及设备

锰尾矿由连城锰矿提供，全部过100目筛，其化

学组成见表1。
衰1局矿化学组成(％)

成分Mn QIO№由 SiQ Fe

含量 29．11 O．78 O．34 23．45 4．74

黄铁矿：龙岩新罗区适中镇生产，含s 26．

68“，粒度一100目。

煤：长沙市宁乡县生产，固定碳含量73．05％．

粒度小于2mm。

硫酸：化学纯，含H2Sq98％。

轻钙粉：建筑涂料用，台Cac0398“。

焙烧还原在马弗炉中进行，浸出在烧杯中进行，

硫酸锰浓缩结晶采用油浴加热。

1．3检测方法

Mn检测采用高锰酸钾一氧化锌法，Fe2+过程

检验采用比色法，Mns04·HzO按国标方法检验。

2试验结果及讨论

2．1焙烧还原试验

焙烧还原试验考察了焙烧时间、焙烧温度、煤粉

添加量等因素对焙烧料浸锰率的影响。

2．1．1焙烧时间试验

先选择与生产实际接近的温度(950℃)和粉煤

用量(锰矿最的20％)，改变时间做一组探索试验，

锰矿粉与煤粉混匀，松散均匀地摊放在自制的耐热

不锈钢烧舟中，料层厚约1cm，置于马弗炉中，升温

过程中，人工翻料1～2次。焙烧一定的时间后出料

冷却。

由于该组探索试验的焙烧料明显带棕色，估计

还原效果欠佳，于是分析了其中的MnO、MnO。含

量，结果见表2。

衰2给定条件焙烧料中～甘10、陆n台量随时间的变化

焙烧时间(” o．5 l 2 3

焙烧料^∽古量(％) 8．00 7．57 0．19 o．17

焙烧料胁1凸古量(％)5．88 1．36 1．36 o．70

条件：锰尾矿粉2009，煤粉量／锰尾矿量=o．2(煤粉用量系

数)。

表2说明，上述条件下，焙烧料中MnO含量很

低，说明还原气氛不足，焙烧时间超过2h以后，焙烧

料中几乎没有Mn02和MnO。说明焙烧时间过长

时，还原出来的MnO重新氧化Mnz 03。而随时间

延长MnQ含量减少，则由于热分解所致。为此在

后面的试验中做了如下改进：(1)增加煤粉的用量，

保留部分粗颗粒煤散布于料层表面；(2)升温过程不

再翻料；(3)适当调低焙烧温度。

衰3给定条件焙烧料中Mro、MrQ含量随时问的变化

焙烧时问(h) o．5 1 1．5 2 3

焙烧料浸Mn率(％)93．56 92．63 90．05 81．24 62．10

条件：锰尾矿2009．温度850℃，煤粉用置系数=o．26。

表3表明，还原焙烧反应是相当迅速的，合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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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半小时内可得到满意的浸Mn率，1．5h以内，

还原气氛基本能保持，而时间再延长时，浸Mn率下

降迅速。

2．1．Z焙烧温度试验

焙烧时间控制为1h，每次2009锰尾矿，煤粉用

量系数o．26。

衰4温度试验结果

温度(℃) 700 800 850 900 950

焙烧料Mn浸出率(“)85．34 92．70 92．63 90．24 86．65

由表4可见，温度在800～850℃，浸№1率较
理想。

2．1．3煤粉用量试验

在850℃下，改变煤粉用量，焙烧时间1h。试验

结果见表5。

表5煤粉用■试验结果

煤粉用量系数 0．26 o．24 o．22 o．20 o．18

焙烧料浸Mn率(“)92．柏92．45 90．04 83．25 75．03

由表5可见，煤粉用量系数在o．24左右比较适

合。

2．1．4综合条件试验

综合前面的条件试验，选择最佳焙烧还原条件

为：时间1h左右，温度800～850℃，煤粉用量系数

o．24左右。在此最佳条件下重复两批试验，浸Mn

率分别为93．50％和93．41“。

2．2两矿加酸法试验

两矿加酸法主要考察了浸出时间，黄铁矿用量、

硫酸用量和固液比等影响因素，反应在烧杯中进行，

用电子继电器和导电表控制温度保持在98℃，搅拌

强度为150r／min，每次试验用锰尾矿2509。

通过对以上因素进行单因素试验，得到最佳浸

出条件：时间4h，固液比1：6，黄铁矿／锰尾矿=o．

3，硫酸(m1)／锰尾矿(g)一0．3。按此条件进行两批

试验分别得到Mn浸出率94．1％和93．91％。

2．3浓缩结晶试验

将焙烧还原的浸出液和两矿加酸的浸出液分别

经净化、浓缩、结晶，以制备硫酸锰，焙烧还原法的浸

出液浓缩结晶无异常，两矿加酸法的浸出液浓缩过

程变浑浊，将其过滤没有明显的沉淀物且滤液依旧

不清亮，加人一种试剂A处理后。溶液转清。制得

的MnSO．·HzO指标见表6。

裹6制备的Mn9q·心O质量指标(％

可见两种方法制得的MnSq·HzO均符合国

家标准(GBl622—86)。

3结论

对连城锰矿尾矿进行了回收锰的试验研究，试

验结果表明，无论采用焙烧还原法流程还是采用两

矿加酸法新流程，都能获得较高的镟回收率，制得的

硫酸锰符合国家标准。本研究所用两种方法处理连

城锰矿尾矿，原材料消耗指标比处理精矿稍高，这是

正常现象。这项研究给连城锰矿挖掘资源潜力和同

类矿山的资源综合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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