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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铜铅锌硫化矿浮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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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蒙某铜铅锌硫化矿的铜铅锌品位低．矿物组成较复杂，并且铅锌矿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氧化．

采用优先浮铅、浮铅的尾矿选锌的工艺，用SN一9和CD作方铅矿的捕收荆，38号黄药作锌矿物的捕收

剂，在原矿晶位为Pb 1．08％和zn 2．43％时。获得品位41．8％、回收率60．96％的铅精矿和品位

45．76％、回收率78．97％的锌精矿，铜主要富集在铅精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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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某铜铅锌硫化矿的矿物组成比较复杂，铜铅

锌的品位低，并且铅锌硫化矿物出现不同程度的氧

化，回收难度较大．该矿储量大，选择合适的选矿工艺

与药剂制度是经济有效地利用这一资源的关键所在．

1 原矿性质

该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主要有磁黄铁矿、赤铁矿、

铁闪锌矿、磁铁矿和方铅矿，其次有黄铁矿、黄铜矿、

白铅矿、菱锌矿和褐铁矿，及少量的白铁矿、黝铜矿、

铜兰和银金矿等．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

白云石、长石、绿泥石和石墨等．原矿多元素分析列

于表1．

该矿石中的主要铅矿物为方铅矿，它主要以他

形粒状集合体与磁黄铁矿、铁闪锌矿和黄铜矿紧密

共生，其次呈他形粒状、不规则粒状集合体嵌布于脉

石中，方铅矿与铁闪锌矿和磁黄铁矿不仅密切共生，

而且嵌布关系复杂，边界参差不齐．该矿石中的主要

锌矿物为铁闪锌矿，它主要以他形粒状集合体与磁

黄铁矿和方铅矿密切共生．磁黄铁矿是该矿石中含

量最高、分布最广泛的金属硫化矿物．矿石中铅矿物

的氧化率达20．78％，锌矿物的氧化率达9．98％．

表1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1 Multi．elemental analysis results of etude ore ∞／％

注：1)含量单位g／t．

2实验结果与分析

经过铅锌选矿的探索性实验，确定采用优先浮

收稿日期：2008—03—01

作者简介：戴于林(1964--)·男·福建莆田人。教授级高工，硕士．

铅的原则流程回收铅和锌，即原矿经过磨矿后优先

浮铅，选铅尾矿用来选锌．由于铜品位较低，仅

0．14％，实验中铜主要富集在铅精矿中，而铅精矿产

率较低，在实验室进行铜铅分离比较困难，故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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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回收铅锌矿物．

2．1 磨矿实验

按图1所示流程进行磨矿细度实验，实验结果

如图2所示．从图2可知，当磨矿细度硼(--0．074

ram)<80％时，随着磨矿细度的提高，选别指标提

高；当∞(--0．074mm)>80％时，再提高磨矿细度，

铅粗精矿的铅品位和回收率降低，锌粗精矿的锌品

位升高，回收率逐降低．因此，磨矿细度为80％～

0．074 mm比较合适．

原矿

铅粗选

图1磨矿细度实验流程

Fig．1 Flowsheet of grinding fineness test

图2磨矿细度实验结果

Fig．2 Results of grinding fineness test

2．2铅浮选

分别用石灰和ZnSO。抑制磁黄铁矿和铁闪锌

矿，为加强对铁闪锌矿和磁黄铁矿的抑制，可将抑制

剂加入磨矿机内．实验中，矿浆pH为9---10，不同捕

收剂在其最佳用量条件下浮选铅矿物的实验结果列

于表2．

表2不同捕收剂选铅的实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collectors for Pb beneficia-

tion w／％

由表2可知，用SN一9+CD作方铅矿的捕收剂，

选别效果较好．SN一9对方铅矿的捕收能力强，浮选

速度快‘1。，而CD对方铅矿的选择性好，对铁闪锌矿

和磁黄铁矿的捕收能力弱，二者混合使用比单独使

用的效果好．实验中发现SN一9和CD以质量比1：l

使用时，浮选效果最好．由于CD具有起泡性能，故

实验中不需另加起泡剂．

2．3锌浮选

在选锌前，首先将浮铅尾矿中的铁闪锌矿活化，

并调整矿浆pH．实验中用CuS04作铁闪锌矿的活

化剂，用石灰调矿浆pH>1l，以抑制矿浆中的磁黄

铁矿．丁黄药对铁闪锌矿有很好的捕收作用，而对方

解石、石英等脉石矿物的捕收作用较弱[1]．38号黄

药是丁黄药的一种变异，实验过程中分别用丁黄药

和38号黄药作捕收剂，在其最佳用量的条件下作对

比实验，实验结果列于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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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捕收剂选锌的实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collectors for Zn beneficiation

捕收剂用量／(g·t一1) 产品名称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由表3可知，用38号黄药作捕收剂，锌粗精矿

的品位和回收率较高，并且38号黄药的用药量比丁

黄药低．故选38号黄药作铁闪锌矿的捕收剂．

2，4闭路实验

按图3所示的闭路流程回收铅和锌矿物，实验

原矿

结果列于表4．由表4可知，铅和锌均得到有效回

收，铜主要富集在铅精矿中．

药剂用量：咖

铅精矿 锌精矿 尾矿

图3闭路实验流程

Fig．3 Close&circuit teSt flow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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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裹4闭路实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closed-circuit flowsheet]] w／％

产品名称 产率—_百———％b—_磊％
铅精矿 1．58 41．8 3．69 2．56 60．96 2．40

锌精矿

尾矿

4．19

94．23

1．10

O．40

45．76

O．48

O．20 4．25

34．79

78．97

18．63

原矿 i00．00 1．08 2．43
— 100．00 100．00

将石灰与ZnSO．均加入磨机内，可加强对硫化

锌矿物和磁黄铁矿的抑制；将捕收剂SN一9与CD

混合使用，可提高方铅矿的浮选效果；用38号黄药

作铁闪锌矿的捕收剂，浮选效果好，并可适当降低药

剂用量．实验中所采用的药剂均为常规的浮选药剂，

价廉、无毒．该工艺简单，能有效地回收复杂铜铅锌

硫化矿中的铅和锌．本实验没有研究铜铅分离的问

题，但工业上可以考虑铜铅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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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lotation process for complex Cu-Pb_Zn sulphide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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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Pb，and Zinc ore from an Inner Mongolia Sulphide Deposit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grade and complex mineral composition with the minerals being oxidized to a certain degree．In this

study，a process of Pb preferential flotation and Zn benefieiation from its tailings by adopting SN一9 and CD

as collectors for galena and No．38 xanthate for Zn mineral has been developed．Pb concentrate with grade

of 41．08％and recovery of 60．96％，and Zn concentrate with grade of 45．76％and recovery of 78．97％

were obtained when a run-of-mine ore with grade of 1．08％Pb and 2．43％Zn was processed．The copper

was enriched in the Pb concentrate．

Key words：complex Cu-Pb—Zn sulphide ore；oxidation；preferential fl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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