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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富蕴铜一镍矿床中铂
、

把元素

赋存状态及综合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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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富蕴县铜
一

镍矿床中不同类型矿石中的铂把元素进行系统研究工作
,

查清了其赋存

状态及含量
,

提出了矿石选治过程中综合利用回收 P t
、

P d 元素的前景
。

关健词 新疆
,

铜镍矿床
,

铂耙元素
,

赋存状态
,

综合利用

1 地质概况

新疆富蕴铜
一

镍矿床位于阿尔泰 褶皱带与准格尔褶皱带两大构造单元的接合部 位
,

区 内

构造较为复杂
,

矿床主要受北西一南东向构造破碎带的控制
。

岩体种类繁多
,

矿床赋存在中

生代的基性杂岩体中
,

岩体与围岩界线清楚
,

呈侵入的不整合接触
,

围岩是一套下石炭统南

明水组火山凝灰质含炭质砂页岩
。

岩体具有一定的分带性
,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理个岩相带
,

矿体主要赋存在核心相带 ( 黑 云 角闪橄榄苏长辉长岩 ) 北侧中下部位
。

该矿床为一个以铜
、

镍硫化物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

除铜
、

镍成为独立矿床之外
,

还有多种可供综合利用的元素
,

如 A u 、

A g
、

P t
、

P d
、

C 。 、
S e 、

T e 、
S 等

,

其中 P t
、

P d 是矿床中可供综合利用价值 最 高

的元素
,

下面主要讨论 tP
、

P d 元素在矿床 中的赋存状态及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

2 矿床中的主要矿石类型及特征

在对本矿床中不同类型矿石进行光薄片鉴定和化学分析的基础上
,

按照矿石的结构构造

和工业品级将矿石划分为致密块状特富铜镍矿石 ( 以下简称特富矿石 )
、

稠密浸染状富铜贫

镍矿石 ( 简称富矿石 ) 和浸染状贫铜贫镍矿石 ( 简称贫矿石 ) 3 种类型
,

现分述如下
。

2
.

1 特富铜
、

镍矿石

该类矿石包括高 C u
富 N i 矿石

,

C u 、

N i 的含量均大于 3 %
,

矿石呈自形一他形粒状结
一

构
,

致密块状构造
,

与浸染状矿石界线清楚
,

具有晚期矿浆贯入的特征
,

位于岩体核心相带北侧

的中
、

下部位
,

几乎均由金属矿物组成
,

脉石矿物小于 1 %
。
主要金属矿物有磁黄铁矿

、

黄

铜矿
、

镍黄铁矿
、

磁铁矿等
。

其中 p t 、 p d 含量分别为 0
.

2 1 x i o一 。
和 o

.

i s X l o
一 。 ,

主要 p t 、

P d 矿物为砷铂矿
、

啼镍铂把矿
、

等轴啼秘把矿
、

秘啼把矿等 l[ ’ ,

其粒度 都 较 细 小
,

多在

0
.

0 2 m m 左右
,

最大者 也只有 0
.

2 m m
,

多被磁黄铁矿
、

黄铜矿包裹或呈连晶
。

2
.

2 富铜贫镍矿石

其中 C u
为 1 %一 3 %

,

N i < 1 %
,

矿石主要呈自形一半自形粒状结构
、

海绵 陨铁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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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矿石中 C u 、

N i
、

P t
、

P d 含 t

泞叨一比JOQLJJ一̀连ó̀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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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元素 及含量

落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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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务 ) P t x 10 一 6 P d x 10 一6

特富铜镍矿石

富铜贫镍矿石

贫溶贫镍矿石

:; {:ùó4

65La

本院化验室测定

稠密浸染状
、

团斑浸染状等构造
,

具有岩浆

晚期熔离阶段形成的特征
,

同时叠加有热液

交代的产物
,

分布在致密块状特富矿石的外

侧
,

其中的金属矿物约占矿 石 量 的 30 %一

40 %
,

金属矿物主要有磁黄铁矿
,

次为黄铜

矿
、

黄铁矿
、

磁铁矿
、

紫硫镍铁矿等
,

脉石

矿 物 有 斜 长石
、

橄榄石
、

斜方辉石
、

单斜

表 2 主要 P t
、

P d 矿物特征

矿物名称 P d( 肠 ) }粒度 ( m m ) 产 出 特 征

................ J口..万

八J口̀户O

2nVCù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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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侧’l |奋
.
月11州|ō洲 ||

二JOu1141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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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ù
喃肠

七
.

砷 铂 矿

啼 镍 铂 把 矿 19

锑 铂 矿

磅 把 矿

秘 硫 把 秘

等轴啼秘把矿

P t (肠 )

5 6
.

9 3

0 2~ 16
.

.

4 4~ 3 9

0
.

4 1

0
.

4 1

.

8 5~ 1
.

0
。

3 5

0 3 8

0
.

0 3

3 4一 11

3 7一 1
.

3 5一 2 3

8 6一 2 4

8 6一 2 3

6 9一 1 9

2 1 3 5

0 3~ 0
.

0 2~ 0
.

0
.

0 4

0 0 2

0 1~ 0
.

0 0 2

0 2~ 0

自形一半自形
,

各类矿石中均有
,

多与硫化物连生

自形一它形晶
,

各类矿石中均有
,

多被 硫化物包裹

它形浑园状
,

主要 在富 矿石中

它形浑园状
,

主要在特富矿石中

半自形晶
,

主要 见于特富矿石 中

半自形一它形
,

产于各类矿石中

它形粒状
。

主要见于特富矿石中

它形粒状
,

各类型矿石中均有

矿矿把把磅啼镍银

辉石
、

黑云母
、

普通角 闪 石
、

阳 起石
、

绿泥 石 等
。

tP
、

P d的含 量均 为 0
.

l x 10 一
,

主 要

P t
、

P d 矿 物有 砷铂矿
、

锑 (啼 )铂矿
、

等轴啼秘把矿 等
,

颗粒细 小
,

一般为约 0
.

02 m m
,

多被黄铜矿
、

磁黄铁矿包裹或与之呈连晶产出 ( 表 1
、

2 )
,

在重砂样中可得到富集
。

2
.

3 贫铜贫镍矿石

C u 、

iN 的含量均 < 1 %
,

分布在富矿石 的外围
,

具有正岩浆早期熔离作用形成的特点
,

与围岩一黑云角闪橄榄苏长辉长岩呈渐变的过渡关系
。

金属矿物含量约占 10 %
,

主要有黄铁

矿
、

磁黄铁矿
,

次是黄铜矿
、

磁铁矿
、

紫硫镍铁矿等
,

呈稀疏浸染状构造
。

非金属矿物有斜

长石
、

橄榄石
、

斜方辉石
、

单斜辉石
、

黑云母
、

普通角闪石等
。

本类矿石中 tP
、

P d 含量分

别为 。
.

03 x l 。“ 和 。
.

06
x 1 0一

,

主要矿物有砷铂矿
、

啼秘把矿 及 磅镍铂把矿等
。

P t
、

P d 元素赋存状态

对不同类型矿石在光薄片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采集了重砂大样
,

进行了 P t
、

P d 单矿物 的

表 3 P t
、

P d矿物相分析

阵拿 独立矿物 类质同像 脉石 及分散状

矿石
类型 P t (肠 ) P d (肠 ) P t ( 肠)

P d ( , )

…
P t ( , )

…
Pd ( , )

矛

/产/尹/SCénó 000

…
95一勺

9一妇勺

特富矿石

富 矿 石

贫 矿 石

9 5
。

3 5

9 0
.

4 8

7 1
_

4 3

9 0
。

3 2

7 5
.

0 0

7 5 0 0

::
2 8

_

5 7

本院分析室测定

分离富集
,

磨制了砂光片进行定量鉴

定
,

除采用显微镜定量方法外
,

又用

了电子探针一图象分析一计算机联机

方法
,

对含量少颗粒细 小 的 P t
、

P d

矿物进行定量及平衡计算
,

结合物相

分析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 表 3 )
,

总

结如下
。

1
.

铂
:

在上述三种类型矿石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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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富蕴铜 二镍矿床中铂
、

把元素赋存状态及综合利用研究

呈独立矿物形式存在分别为 9 5
.

35 %
、

9 0
.

48 %
、

7 1
.

43 %
,

而且铂主要呈单矿物形 式出 现 ( 砷

铂矿形式 )
,

仅此一种矿物中的铂金属量就占富集样品中铂金 属 量的 94
.

91 %
、

59
.

84 %
、

2 6
.

01 %
,

其形成的矿物除砷铂矿之外
,

还有啼镍铂 把矿
,

说明铂的存在形式较为简单
。

2
.

把
:

主要集中在啼化物及啼秘化物当中
,

主要矿物有等轴啼秘把矿
、

银啼把矿
、

镍谛

把矿
、

磅把矿等
,

在上述特富矿石
、

富矿石和贫矿石中以独立矿物形 式 存 在 的 把 依 次 为

钊
.

32 %
、

75 %
、

75 %
。

说明了把元素同样是以独立矿物形式存在为主
。

3
.

呈类质 同像状态的铂
、

把
,

在 贫矿石 中为 28
.

57 %和25 %
,

在富矿石中 P d 为 2 5 %
,

但

分散在脉石矿物中的 P t
、

P d 含量 却极低
。

由此可见
,

在本矿床 中的 P t
、

P d 分布 较 集中
,

主要呈独立矿物形式产出
。

这为综合利用选取 tP
、

P d 提供了有 利的基础
。

4 矿床中 P t
、

P d 元素综合利用讨论

目前
,

在铜镍矿床中作为综合利用回收 F t
、

P d 的下 限品位为 0
.

03 x 10
一。

21[
,

通过对本

矿床中的特富矿石
、

富矿石和贫矿石中 P t 、
P d 的含量分析可知

,

这三种矿石 中 的 tP
、

P d

含量均 已达到或高于这个品位要求的标准
。

对特富矿石不需选矿就可进炉冶炼
,

在冶炼 C u 、

人 i 时便可考虑 回收 tP
、

P d 的流程
。

对富矿石及贫矿石则需选矿
,

富集 C u 、

iN 之后才能入

炉冶炼
。

前面已叙述 了 tP
、

P d 元素在富矿石和贫矿石中赋存状态
,

其绝大多数 以独立矿 物

形式存在
,

且大多与 C u 、

N i 的矿物呈连晶或者被包裹其中
,

这样就可 以在选 取 C u 、
N i 的

金属矿物时将大部分 P t 、 P d 矿物获得
,

虽然富矿石 中 P d 和贫矿石中 P t
、

P d 呈类质同像状

态的量偏高
,

但分 散在脉石矿物中的 P t
、

P d 则微不足道
。

因此
,

F t 、
P d 的回收关键是金属

矿物的选取
。

根据本矿床 的矿物组分特点及进行的小型样品分离富集实验可知
,

普通的选矿

方法不仅能够富集 C u 、

N i 矿 物
,

同时也能获得大量的 P t
、

P d 矿物
,

若能在今后的选冶工

艺流程中加以重视回收 tP
、

P d
,

那么现有矿床资源的经济价值将会大大提高
。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

①本矿床中 特 富 矿石
、

富矿 石 以 及 贫 矿石中的

tP
、

P d两元素的含量均已达到或高出综合利用要求的边界品位
,

这是综合利用 P t
、

P d的前提

条件
, ② P t 、 P d 两元素在本矿床各类型矿石中绝 大 多数以独立矿 物形 式存在

,

且 tP 主要
_

集中在砷铂矿当中
,

P d 则主要呈啼化物及啼秘化物形式存在
,

虽然在富矿石中 P d和贫矿石

中 P t
、

P d 呈独立矿物的空缺稍大
,

但由于分散在脉石 中的 tP
、

P d含量甚微
,

故不会影响到

选冶流程的制定
,

这是综合利用回收 P t
、

P d 的 有利条件
; ③根据 P t 、

P d 元素在本矿床中

的赋存状态
,

结合矿石物质组分特点
,

以用常规选矿方法获得大量 tP
、

P d 矿物的实验
,

可以

肯定
,

在未来的冶选流程中重视 P t 、
P d 的 回收

,

就能够将大部分 tP
、

P d 获得
。

从而提高

现有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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