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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宝山铂钯浮选尾矿中

再回收铂钯的研究

李 汉 文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选矿工程研究所，广东 广州 )!(=)!）

摘 要：根据金宝山铂钯浮选尾矿的矿石性质，采用磁选>磨矿>浮选工艺能有效地回收铂钯?在铂

钯浮选中用丁黄药和丁胺黑药作联合捕收剂，用/!(!作微细脉石抑制剂，选别效果理想?在给矿品

位为BC(&"!=D／C和BE(&=(;D／C时，获得精矿品位为BC!=&)A(D／C和BE!<&);(D／C，回收率为BC
A!&=AF和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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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宝山浮选尾矿考查后发现，铂钯分别约"!F损失到尾矿中?为了加强对稀有贵金属的

回收，进一步提高铂、钯的回收率，有必要对铂钯浮选尾矿进行铂钯金属再回收的研究?

! 矿石性质

金宝山铂钯浮选尾矿作为本次试验的给矿，主要元素分析和筛水析结果分别如表!、表"
所示?

工艺矿物学研究表明，铂钯矿物的嵌布粒度极细，基本上都在(&)!!="G之间，且以连生

体形式存在，其中与磁铁矿的连生体最多，与脉石连生体和硫化矿连生体次之，脉石矿物主要

以蛇纹石为主?从表"筛析结果可知，矿物粒度约<)F>(&(@AGG，BC和BE主要分布在

(&(@A!(&("GG粒级，必须磨矿使之单体解离?

表! 尾矿主要元素分析结果

"#$%&! ’(#%)*+*,-./&0#+(&%&0&(.*+(./&.#+%+(1*

元素 BC BE 6D+ H8+ .%"+; 0I 5J+" HK ’J
（含量）!／F (?"!=D／C (?=(;D／C ":?@(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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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给矿筛析结果

"#$%&! ’(&)&#*#%+,(,-./0&.&&1

粒级／!! 产率／"
品位／（#·$%&） 占有率／"
’$ ’( ’$ ’(

)*+*,- -+-. *+-.* *+/** /+/- 0+*1
*+*,-!*+*- 2*+10 *+-.* *+/&* 3&+*- 2-+&1
*+*-!*+*2 3,+./ *+3.* *+0-* --+-* 3.+,&
*+*2!*+*& &&+-, *+2** *+-** ,+*. .+/1
*+*&!*+**0 .+&. *+&.* *+3.* -+0- 0+..
%*+**0 &,+*/ *+&2* *+0-* /+3* &,+--

合计 &**+** *+32* *+02* &**+** &**+**

! 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矿石性质，从尾矿中回收铂钯可先用磁选丢弃大部分非磁性物，使铂钯在磁性物中得

到富集，然后将磁性物磨至合适的细度，再进行浮选得到铂钯精矿，即采用磁选4磨矿4浮选的工

艺流程+由于磨矿时会产生微细矿泥，对浮选产生不利影响，故寻找选择性好、抑制力强的脉石

矿物抑制剂显得很重要+
!+2 磁选试验

磁场强度的条件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当磁场强度达到*+305时，铂、钯的

回收率分别为/&621"和026*-"，再提高磁场强度，铂、钯回收率提高不多+因此，磁场强度选

*6305+
表3 磁场强度试验结果

"#$%&3 4&,5%/,-.6#7*&/(8(*/&*,(/+/&,/
磁场强度

／5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 ’( ’$ ’(

*+&0 磁性物 &&+-. *+/-* &+,** 2-+13 2-+,/
*+20 磁性物 &1+*- *+0.* &+32* 3,+23 33+*2
*+30 磁性物 3,+,0 *+-,* &+*,* /&+21 02+*-
*+0 磁性物 -*+22 *+-,* *+1.* /2+*1 02+.,

!+! 磨矿试验
经过磁选的磁性产品作为磨矿试验的给矿，磨矿试验结果如表-所示+由表-可知，随着磨矿

细度的增大，粗精矿中铂钯的回收率也随着提高+但当磨矿细度即%*6*-*!!占有率达到1*"
后再继续增加时，铂、钯的回收率不再提高+因此，合理的磨矿细度为1*"%*+*-*!!+

表9 磨矿试验结果

"#$%&9 4&,5%/,-.7:(*1(*7/&,/
磨矿细度

（%*+*-*!!）!／"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 ’( ’$ ’(

.* 粗精矿 2-+33 &+*-* &+1&* 02+/0 -3+30

.0 粗精矿 2.+,2 &+*.* &+11* /3+2- 02+/0
1* 粗精矿 33+-, &+&&* 2+&&* ,/+,- /0+3,
10 粗精矿 30+.0 &+*3* &+1/* ,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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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选试验
以磨矿产品为浮选给矿，用丁黄药和丁胺黑药作捕收剂，"号油作起泡剂，进行浮选介质和

抑制剂试验，试验结果分别如表#、表$所示!

表# 浮选介质试验结果

$%&’(# )(*+’,*-..’-,%,/-01(2/+1,(*,

浮选介质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 *+ *’ *+
中性 粗精矿 ,"!#$ )!)-. "!)#. /$!", $-!0)

酸性（亚硫酸)...&／’） 粗精矿 "0!)/ )!)0. "!,1. /#!)) $#!."
碱性（碳酸钠)...&／’） 粗精矿 )0!11 )!0). ,!#$. //!#0 $#!-1

从表#可知，在碱性介质中浮选时，铂、钯的回收率和品位都较高，粗精矿产率最小，所以

确定浮选介质为碱性!

表3 抑制剂试验结果

$%&’(3 )(*+’,*-.2(45(**-5,(*,

抑制剂名称及用量

／（&·’()）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 *+ *’ *+
纤维素).. 粗精矿 ,)!)/ )!)#. "!,". /)!,0 $1!"/

糊精).. 粗精矿 "/!#, )!"". "!#-. $0!11 $/!,#
2).)).. 粗精矿 ""!01 )!/,. ,!,.. /#!0# $0!)#
单宁).. 粗精矿 ".!)/ )!/-. ,!"). $1!1, $.!#-

由表$可知，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研制的脉石矿物抑制剂2).)的选别指标最好，尤其对

微细脉石矿物选择性好、抑制力强，因此，选2).)作铂钯浮选的脉石抑制剂!
!67 全工艺流程试验结果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确定从铂钯浮选尾矿中再回收铂钯的全工艺流程和工艺条件如图)
所示!试验结果如表/所示!

表8 全工艺流程试验的结果

$%&’(8 )(*+’,*-..+’’,(9:0-’-;/9%’.’-<*:((,,(*,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 *+ *’ *+

非磁性物 $"!"# .!)## .!,"1 ,,!"1 ,,!-$
尾矿 "0!./ .!)$. .!-,. )$!.- ".!-0
中矿 /!0# .!,,. )!/-. 0!.- ""!$1
精矿 .!/, )$!#-. )0!#,. -)!$- ",!,/
给矿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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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再回收铂钯金属的全工艺流程

"#$%! "#$$%&’()*$*+,’-$.$*/0(&&%*.%(&1&’*2&13*.4%-)545.1*6%(&%-,$,)+

从表7可看出，铂钯精矿铂、钯的品位分别为!89:;<+／%和!=9:><+／%，回收率分别为

;!98;?和@>9>7?，说 明 通 过 本 研 究 可 从 铂 钯 浮 选 尾 矿 中 再 回 收 铂、钯 分 别;!98;?和

@>9>7?，铂钯精矿品位为4%!89:;<+／%和45!=9:><+／%A

& 结 论

（!）采用磁选B磨矿B浮选联合流程能从浮选尾矿中有效地再回收铂、钯，铂钯精矿品位

为4%!8A:;<+／%和45!=A:><+／%，铂、钯回收率分别为;!A8;?和@>A>7?A
（@）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研制的浮选抑制剂C!<!，解决了微细蛇纹石脉石矿泥抑制难

的问题A

’()*+(,-*./0123/3.,*4
05(.6*010#*201#6#2$7*./08/3*,(#29#2:1*7512;#2(

CDE-)F/&)
（!"#"$%&’(")$%*+",*-./0,"%$12%-&"##0,34,30,""%0,3，56$,37’-6!"#"$%&’8,#*0*6*"-.9-,:
."%%-6#/"*$1#，56$,37’-6:!<8:!，;’0,$）

<:70,1)0：G-0&5*)%(&6,)&1-$’(-1-’%&1,0%,’0*.%(&.$*%-%,*)%-,$,)+0*.4%F45*1&,)H,)I-*0(-)
J,)&，-6-+)&%,’0&K-1-%,*)F+1,)5,)+F.$*%-%,*)K1*’&00/-0#0&5%*&..&’%,2&$31&’*2&134%-)545A
D)%(&.$*%-%,*)*.4%-)545，I#%3$L-)%(-%&-)5I#%3$-6,)&5,%(,*K(*0K(-%&/&1&#0&5%*+&%(&1
-0-’*6I,)&5’*$$&’%*1-)5C!<!/-0#0&5-0-5&K1&00*1%*6,’1*F+1-,)&5+-)+#&，/,%(
0-%,0.-’%*131&0#$%0AM(&)%(&.&&5’*)%-,)&5<9@!8+／%4%-)5<98<>+／%45，%(&1&0#$%-)%
’*)’&)%1-%&’*)%-,)&5!89:;<+／%4%-)5!=9:><+／%45，%(&1&’*2&13*.4%-)545/-0;!98;?
-)5@>9>7?，1&0KAA

=(->*,37：%-,$,)+0；K$-%,)*,56,)&1-$；+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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