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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某红柱石矿选矿试验研究

袁来敏，胡志刚
(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辽宁沈阳110032)

摘要：对辽宁某红柱石矿进行了选矿试验研究，并通过试验确定了脱泥一浮选—磁选一酸浸的工艺流程，得到

了符合质量要求的红柱石精矿和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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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柱石是优质耐火矿物原料，与矽线石、蓝晶石

等同属蓝晶石族矿物，其化学成分相同(AI：0，·

SiO：)，结晶构造相异。红柱石因具有耐火度高、机

械强度大、耐酸耐碱性强和高温一次膨胀的特性，日

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红柱石矿随其产出的地质条件

不同，矿石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共生矿物及嵌布

特征都不相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选矿工艺流程的

选择。辽宁某红柱石矿储量较大，但矿物组成复杂，

红柱石嵌布粒度较细，铁矿物含量较高。笔者通过

对其工艺矿物学特征以及选矿工艺流程的试验研

究，提出了合理的选别工艺流程。

1 矿石性质

1．1 化学组成

辽宁某红柱石矿原矿化学组成如表1所示。

表l原矿化学组成／％

1．2矿物组成

红柱石：为粒柱状，含碳质、铁质包裹物，解理发

育，粒度在0．1—0．5mm之间。最大粒度为0．5。1．

5mm。沿解理缝有一定量的磁铁矿和碳质物出现，

红柱石粒间有细粒石英、绢云母微粒镶嵌。部分红

柱石绢云母化。

磁铁矿：呈粒状，粒度一般在O．2—0．5mm之

间，大颗粒多在红柱石晶体周围，小颗粒多在红柱石

解理间，另有部分细粒磁性矿物(粒度<0．02ram)

包裹于红柱石及其他矿物晶体内。

绢云母：呈显微鳞片状，多分布于红柱石颗粒之

间，部分为红柱石次生变化而成。绢云母含量为

15％～20％。

石英：多呈不规则粒状，粒径多在0．3mm以下，

稀散分布。石英含量20％一25％。

其他尚有少量黑云母、石榴石、金红石、碳质物

及粘土质矿物等。

1．3工艺矿物学特征

该矿红柱石晶粒较细，且与脉石矿物共生密切，

尤其是红柱石晶体中含有铁质包裹物及其表面的绢

云母化，使红柱石与绢云母及含铁矿物的单体解理

困难。磨矿至一0．045ram时仍有绢云母及含铁矿

物与红柱石连生，而磨矿过细难免造成浮选条件的

恶化，使红柱石回收困难。矿石中石英含量较高，而

且粒度细小，但石英表面干净，和红柱石的共生关系

不十分密切，易与红柱石单体解离。磨矿至一0．

074mm粒级含量为70％时，石英已基本解离。

矿石中的含铝矿物除红柱石外，还有绢云母、黑

云母、粘土质矿物等。通过化学分析计算可知。原矿

中红柱石所含的A1203只有6．71％，其余18．58％

的灿：O，均为绢云母等含铝矿物。这些矿物不但可

浮性较好，而且与红柱石密切共生，但此类矿物的硬

度与红柱石相差较大，在磨矿过程中大部分进入矿

泥之中，通过脱泥可以除去。脱泥不仅可以除去大

’量的脉石矿物，也可提高红柱石的人选品位，优化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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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条件。

矿石中铁含量较高，主要以磁铁矿、黑云母、石

榴石等矿物存在。虽然通过磁选可以将含铁矿物除

去，但其与红柱石共生关系密切，而且粒度细小，部

分微粒包裹于红柱石中，单体解离较为困难，因此，

磁选将使部分红柱石进入磁性产品而造成损失。

2选矿试验研究

由于红柱石与脉石矿物硬度相差较大，大量脉

石矿物进入磨矿过程产生的次生矿泥中。浮选前脱

泥不仅可以抛弃大量合格尾矿，而且可以提高人选

品位，优化浮选条件，提高分选效率。脱泥越彻底，

红柱石精矿品位越高，但也容易造成细粒级别红柱

石的损失。探索试验结果表明，脱泥效率控制在

25％左右时效果最好。

药剂用羹单位：S／t

浮选是选别细粒红柱石的有效方法。磨矿细度

较高时，虽然有利于红柱石的单体解离，但不利于红

柱石的浮选回收，在脱泥过程中还会造成损失。因

此，磨矿细度不宜过细。条件试验证明，磨矿细度为

-0．074nun粒级占70％时，即可通过浮选抛弃石英

等大部分脉石矿物。在酸性矿浆(pH=2—3)中，利

‘用MS0和579为红柱石的捕收剂，MCA为脉石矿物

抑制剂，经过一次粗选和四次精选可以获得较好的

浮选指标。

该矿石含铁较高且与红柱石共生密切，彼此间

难以解离，浮选前细磨磁选不利于红柱石的浮选，而

粗磨磁选又会因单体解离度低造成部分红柱石进人

磁性产品，所以对浮选精矿进行再磨磁选是适宜的。

通过磁选不仅降低了红柱石精矿中铁的含量，还得

到了含Fe：03较高的铁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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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红柱石选矿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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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上分析和磨矿细度、药剂制度等条件试验，

最终确定采用图1所示的脱泥一浮选一磁选联合工

艺流程，其试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中矿1～4

的品位很低，且产率较小，因此可以和尾矿一起丢弃

处理。所获红柱石精矿品位仍然偏低，而且含铁较

高。据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部分红柱石的绢云母化

以及铁矿物的细粒侵染所致。

表2红柱石选矿试验结果

为了提高精矿红柱石品位和降低Fe：O，含量，

对浮选精矿进行了酸浸试验。试验采用盐酸与氢氟

酸的混合液，配比为HCI：HF：H：O=1：l：2，酸总用

量为600kg／t精矿。酸浸试验结果见表3。酸浸后

的红柱石精矿质量分析见表4。从表3、表4可知，

酸浸后红柱石最终精矿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工业用

高铝矿精矿A1203≥55％、Si02<42％、Fe203<1．

5％、Ti02<1．5％、(K20+Na：O)<1％的质量要求。

表3红柱石精矿酸浸试验结果

成分磁选拶磊精矿作珊靴觜率
红柱石 67．11 91·02 98·22

72．42

Fe203 7．10 1．20 12．24

表4红柱石最终精矿质量分析／％

红柱石A1203 Si02 Fe203 Ti02

34．59 1．20 1．02

kO Na20固定C

0．25 0．22 0．3491．02 58．60

3 结 语

该矿石中红柱石嵌布粒度较细，部分红柱石绢

云母化，含铁矿物的浸染粒度很细且与红柱石密切

共生，因此单一浮选难以提高红柱石精矿品位。

采用脱泥一浮选一磁选一酸浸联合工艺流程。

不仅可以获得较高的红柱石精矿品位，同时也使原

矿中磁铁矿得到了综合回收。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Beneficiability of an Andalusite Ore in Liaoning

YUAN Lai—min，HU Zhi-gang

(Liaon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eources，Shenyang，Liaoning，China)

Abstract：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beneficiability of an andalusite ore in Liaoning has been performed．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experiments．the technological flowsheet of deslime—flotation—magnetic separation—acid leac—

hing Was established．And the qualified andalusite and magnetite concentrates whose quality can meet the require—

ments of market we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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