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MA捕收剂提高白牛厂铅锌矿浮选指标的研究

    云南蒙自白牛厂铅锌矿属铅、锌、银多金属共生硫

化矿，原矿性质复杂，铅锌氧化率较高，嵌布粒度细，使
用常规浮选捕收剂铅锌浮选指标不理想。本试验采用
湖北荆江选矿药剂有限公司生产的MA作铅锌矿的捕
收剂进行浮选试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指标。MA是
一种高效的巯基类捕收剂，淡黄色粉状固体，易溶于
水，水溶液呈淡黄色，对硫化铜矿、硫化铅锌矿等有良
好的捕收性能，广泛应用于铜铅锌硫化矿的分选。

1  矿石性质

    试样取自云南蒙自白牛厂铅锌矿。试样化学多元

素分析结果如表 1。试样中可供选矿回收的工业矿物
●主要是铁闪锌矿、方铅矿，其它金属硫化物以黄铁矿和
  白铁矿为主，次为磁黄铁矿和毒砂；脉石矿物主要是石
英，其次为方解石、铁白云石、绢云母和长石。矿石中
锌和铅多呈硫化物的形式产出，铁闪锌矿多呈细粒浸

染状嵌布在脉石中 ，局部可 过渡为致密团块状。方铅

矿 的产出形式与铁 闪锌矿基本一致 。嵌布粒度统计结

果显示在 一0.074 mm 粒级 占 75% 条件下 ，85%左右

的铁闪锌矿 和铅 矿物 以及 92%左右 的黄铁矿均可呈

单体产出。

    表 l  原矿多元素分析结果（  质量分数）/%

  Pb  Zn Fe    As    S    Agn  Si02  Al203  Cao  Mg0

 1.98 3.52 11  .88 0.82  13.16  110.0 35.07  5.30  11.85 2.69

  1  ）  单位为g/t。

2  试验研究

2.1  捕收剂种类试验

    按照图 1  所示流程 ，进行了捕收剂种类对 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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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notation performance，collector MA was introduced to treat Bainiuchang lead—zinc Ore

from Mengzi  ，Yunan.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a high efficient collector，MA has both strong collecting power and ex-

cellent selectivity.  For the bench test，with MA and sodium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s the combined collector，a lead

concentrate with 47.62%  of lead and 4.02%  of zinc was obtained with the lead recovery of 82.28%  .and a zinc con.

centrate with 42.45D弪D of zinc and 0.89%  of lead was obtained with the zinc recovery of 89.05%.For the site test，

when combined collector of MA and sodium diethyldithiocarbamate was used to substitute the combined collector of butyl

xanthate and sodium diethyldithiocarbamate，the grade and recovery of lead concentrate can be raised by 3.8 1  %  and

7.7%  respectively，while the grade and recovery of zinc concentrate can be raised by 2.09%  and 4.2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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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捕收剂 MA、丁黄药、丁铵黑药分别与乙硫氮按

1：  1配合使用，用量均为30 g/t时，捕收剂种类对选矿
指标的影响结果见表2。

铅

    铅中矿     尾矿

图l  捕收剂对比试验流程

表2  捕收剂对比试验结果

    从表2结果可知，MA与乙硫氮的配合效果较好，
铅品位为17.81%、回收率达到75.99%，较丁基黄药、
丁铵黑药与乙硫氮配合效果要好。
2.2  捕收剂MA用量试验
    按照图1  所示流程，考察了捕收剂MA用量对铅
选别指标的影响，结果如图2。

    MA用量/（2.f1）

图2  捕收剂 MA  用量对铅选别指标的影响

    由图2可知，随着捕收剂MA用量的增加，铅品位
不断降低，铅回收率逐步提高，当MA用量为30 g/t
时，铅的品位达到17.73%，回收率为75.99%  。MA用 ●
量再加大时，铅的回收率变化不大。综合考虑确定30
g/t为捕收剂MA的试验用量。
2.3  闭路试验
    在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闭路试验，试验流程
如图3，结果如表3。

  锌精矿

图3  闭路试验流程

表3  闭路试验结果

    闭路试验结果表明 ，原矿经一粗二精二扫选铅 ，选

铅 尾 矿经 一 粗 二 精 一 扫 选 锌 ，所 得 铅 精 矿 铅 品 位

47.62% 、含锌 4.02% 、铅回收率为 82.28% ，锌 精矿钝
    -

品位 42.45% 、含铅 0.89% 、锌 回收率为 89.05% ，选别

指标较好。

3  现场指标对比

    选厂在2003  ～2005  年采用丁黄药与硫氮配合作

捕收剂，选别效果并不理想。从2006年开始改用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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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 加 l mL，微 生 物浸 出率 便 下 降 0.323%  ；口，=

0.88，表示微生物 接种量每 增加 l mL，微 生物浸出率

便升高0.88%。
    在显 著 性 水 平 “   =0.1  时 ，查 F 分 布 表 得

F1  一。（p，。一P一1  ）=Fo.9（3，16）=2.46  <2.56，故 矿 浆 浓 度 、初

始亚铁浓度和微生物接种量对微生物浸出率的影响在

“  =0.1  下是显 著 的，其 卢，、卢：、卢，置信 水平为 90%的

置信 区 间 分 别 为 [  一4.8，1.8]  ，[  一1.1  ，0.4]  ，

[  一0.2，1.6]。

2 多士 ；五
J  ；口    p口

    1）  取 自大冶铜矿酸性矿坑水 中的 At f菌经培养驯

化后用于处理含磷 难选铁矿石 的脱磷过程是可行 的。

采用 9K缺磷 （  K：HPO。）  培 养基 ，矿浆浓 度 lD兹。，10 mL

（0.01 mol/L）硫酸亚铁 ，接种微生物量 45 mL  （菌群数

为 3.3  ×108个 ）  ，30℃和 pH  =2.0，转速 120 r/min的条

件下，该铁矿石 中磷的浸 出率最高可达61.47%。

    2）  不同磷源 的存 在形式对 菌种 的耗磷代谢过程

不 同，在生长前期对细菌 的代谢行为有一定影响 ；在培

拳 中后期 ，其耗磷代谢行为 与在 富磷培养基 中的表现

相似。
    3）  对矿浆浓度 、初始亚铁浓度和微生物接种量 3

个浸出因素建立 的多 元 回归分析 表明 ，3  个 因素对微

生物浸出率均呈显著的依赖关系 ，且在试验范围内，脱

磷率与矿浆浓度和初始亚铁浓度 呈反相关关 系，而与

微生物接种量呈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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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硫氮配合作 捕收 剂 ，现场选 矿指标 见表 4。由表 4

  对 比数据可见 ，MA与乙硫 氮配合使用 ，较之丁黄药与

●乙硫氮配合使用 ，铅 品位 、回收率及锌 品位 、回收率都
  有所提高 。

    表4  现场选矿指标对比

    品：匠7瓦    回收率/%
    生产年份  产物 名称  —
    Pb    Zn    Pb    Zn

    铅精矿    42.31  4.79  71.24  6.08
  2004  ～2005  锌精矿    1.31    38.95  4.26  84.37

    原矿     1  .84    3.82 100.00—100.OO
    铅精矿    46.12  4.11  78.94  4.32
  2006  ～2007  锌精矿    1.03    41.04  3.52  88.61

MA捕收能力强 ，选择性 好。实验室使 用 MA与 乙硫

氮混合作捕收剂 ，获得 了含铅 47.62% 、含锌4.02%的

铅精矿 ，铅 回收率为 82.28% ，以及含锌 42.45% 、含铅

0.89n冤D的锌精矿 ，锌 回收率 为 89.05% 。现场使用 MA

与乙硫氮混合作捕收剂 比丁黄药与 乙硫氮混合作捕收

剂铅精矿 中的铅品位提高了 3.81% ，铅 回收率提高了

7.7% ，锌精矿中锌 品位提高 了 2.09% ，锌 回收率提高

了4.24%，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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