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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钼矿为硫化钼和氧化钼混合矿石，矿石氧化率高达68．5％。研究表明，以水玻璃为矿泥分散剂、煤

油为捕收剂浮选硫化矿，以改性水玻璃为脉石抑制剂、RT为氧化钼矿捕收剂优先浮选硫化矿再浮氧化矿，可

从含M00．34％原矿中，获得品位46．41％的硫化钼精矿，品位27．65％的氧化钼精矿；钼总回收率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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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储量规模中型的钼矿床，矿体上部以氧化矿

为主，下部主要为硫化矿，矿山采矿采用露天结合井

下开采方式，目前人选矿石以氧化矿为主。

1矿石性质

矿石组成成分相对简单，金属矿物主要是辉钼

矿、钼华、钼钙矿、磁铁矿，其次为白钨矿、黄铁矿、黄

铜矿、钛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长石、高岭石、

角闪石，其次为方解石、绿泥石、白云母等；矿石中钼

氧化率高，加之泥质矿物和非钼有色金属矿物对氧

化钼浮选有较大的影响，该矿石属难选钼矿。

原矿多项分析结果(％)为：Mo 0．34、wO，

O．14、Cu 0．02、S O．58、Fe 3．36、Si02 66．8、A1203

11．91、CaO 2．40、MgO 0．6l。矿石中主要矿物组成

及含量(％)为：辉钼矿O．18、钼华O．13、钼钙矿

O。32、白钨矿0．17、黄铁矿0．42、赤铁矿3．90、石英

57．5、长石9．6、方解石1．8。原矿钼物相分析结果

见表l。矿石钼氧化率68．5％。

表1原矿钼物相分析结果(％)

主要矿物嵌布特征为：辉钼矿主要与石英密切

共生，其它在黄铁矿中占1．82％，在赤铁矿中占

O．55％；氧化钼主要分布在脉石裂隙中，呈浅黄色或

土黄色集合体，大部分保持辉钼矿晶体外形，呈风化

·收稿日期：2007—10一30

作者简介：赵平(1965一)，男，湖北松滋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选矿科研工作。

  万方数据



第6期 赵平等：提高氧化钼矿技术指标的选矿试验研究

状易泥化。矿物呈粗细不均匀嵌布，以细粒为主；白

钨矿与石英共生密切，少见与铁矿物呈共生关系。

硫化

原矿

圈1试验流程

图1 氧化钼矿选矿试验流程

2选矿试验

尾矿

2．1磨矿细度试验

矿石中氧化钼极易泥化，应采用具有选择性破

磨作用的设备。经对比试验，对辊破碎和棒磨机有

利于避免氧化钼泥化而损失，因此采用选择性破磨

设备进行磨矿细度试验，流程见图l，结果见图2。

磨矿细度(一200日，％)

圉2磨矿细度与硫化钼粗精矿品位、回收率关系
图3磨矿细度与氧化钼粗精矿品位、回收率关系

齄印纲厦t一2()0目。％)

结果表明，随着磨矿细度变细，硫化钼精矿品位

和回收率升高，氧化钼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均有所下

降，而磨矿粒度太粗，辉钼矿解离不充分，硫化钼回

收率较低，故磨矿细度选择一200目占70％为宜。

2．2硫化矿浮选

硫化钼浮选采用煤油为捕收剂、2#油为起泡剂，

经一次粗选二次扫选，粗精矿直接精选五次、中矿顺

序返回等常规选钼药剂和工艺流程，结果见表2。

表2硫化矿浮选指标(％)

制I收刑H】最(礴／t)

图4捕收剂用量与氧化钼粗精矿品位、回收率关系

2．3氧化钼浮选

以硫化钼浮选尾矿作为氧化钼的浮选给料进行

浮选试验，氧化钼矿因可浮性差，与脉石矿物浮选性

质差异小，必须通过添加选矿药剂改变其可浮性；因

此氧化钼矿浮选捕收剂和调整剂的选择是非常重要

的，采用常规的油酸、731的氧化矿捕收剂，因其捕

收性能强，选择性较差，药剂用量较大，生产成本较

高⋯；加之氧化钼矿物的可浮性与其中的含钙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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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的可浮性差异小，得到的精矿品位非常低，因而

必须选用选择性相对较好的氧化矿捕收剂。通过对

比试验，选择RT作为氧化钼矿捕收剂，该药剂用量

小、选择性好。试验结果见图4。结果表明，捕收剂

用量相对较小，而随着药剂用量增大，回收率增加而

精矿品位下降，因此捕收剂用量选择500 g／t为宜。

2．4抑制用量试验

由于氧化钼的可浮性与矿石中萤石、方解石等

脉石矿物的可浮性非常相近，因此必须通过添加选

择性抑制剂抑制脉石矿物【2J，探索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常规的水玻璃抑制剂对氧化钼矿物也具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而采用改性水玻璃可以降低对氧化钼

的抑制作用，增强抑制剂的选择性，从而有利于在捕

收剂的配合下获得较高的精矿品位；试验选择改性

水玻璃作为氧化钼矿调整剂，试验结果见图5。结

果表明，药剂选择性较好。

抑制剂甩量(g／T)

图5抑制剂用量与氧化钼粗精矿品位、回收率关系

图5显示出了抑制剂用量对氧化钼精矿品位和

回收率的影响。由于矿泥的影响，在药剂用量2 500

g／t的范围内，抑制剂用量与回收率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抑制剂用量增大，回收率下降而精矿品位增高，

当抑制剂用量超过2 000∥t后，钼回收率急剧降

低，因此抑制剂用量选择2 000 g／t较适宜。

2．5精选试验

经粗选得到的氧化钼粗精矿中含有大量的方解

石、萤石及少量的重晶石，这些脉石矿物对氧化钼精

矿后续加工带来较大的影响，必须进行精选。精选

采用粗精矿浓缩脱药，浓缩后矿浆加温至85℃，保

温4 h，加入水玻璃5～8 kg／t，然后浓度稀释至

35％，经一次粗选四次精选二次扫选流程选别，精选

中矿顺序返回，得到产率O．79％、氧化矿精矿品位

27．65％、精选作业回收率87．83％的试验指标。

表3综合试验选矿指标(％)

2．6综合条件试验

选择磨矿细度为一200目占70％，硫化钼浮选

采用煤油为捕收剂、2#油为起泡剂，经一次粗选二次

扫选，粗精矿直接精选五次、中矿顺序返回等常规选

钼药剂和工艺流程；氧化矿采用RT为捕收剂用量

500 g／t、抑制剂改性水玻璃用量超过2 000 g／t、粗精

矿浓缩脱药、加温精选的工艺流程最终得到试验指

标如表3所示。

3结论

(1)自然界中辉钼矿为易选硫化矿，但该矿区

矿石钼以钼华和钼钙矿氧化矿为主，其可浮性降

低”J，加之矿石中含有大量的矿泥，属难选矿石。

(2)氧化钼矿回收以浮选为主[3'4 J，浮选药剂必

须有较好的选择性；在选择粉碎工艺时应避免氧化

钼过粉碎，选矿指标也与浮选设备密切相关。

(3)氧化钼矿精选很难达到满意的精矿品位，

过高地追求精矿品位对回收率影响较大。

(4)选矿得到的氧化钼精矿品位较低、杂质含

量高。经化工处理后可得氧化钼产品，得到的氧化

钼产品钼品位47．18％，作业回收率可达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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