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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技术》

内容概要

《浮选技术》是以贯彻工作过程为导向，对浮选技术进行项目设置。书中对硫化矿、氧化矿、非金属
矿及稀贵金属矿石等各类矿石的浮选技术，从矿石的可浮性、浮选药剂、浮选设备、浮选工艺、浮选
过程操作等一系列任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本教材主要作为职业技能培训使用，也可作为高职高
专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校等有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并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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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项目1  浮选的理论基础  任务1 浮选概述    1．1．1 浮选概念及浮选过程    1．1．2 浮选发展及应用  任
务2 浮选基本原理    1．2．1 矿物表面的润湿性与可浮性    1．2．2 矿物的组成和结构与可浮性    1．2
．3 矿物表面的电性与可浮性    1．2．4 矿物表面的吸附    1．2．5 矿粒的分散与聚集    1．2．6 浮选速
率项目2  硫化矿的浮选  任务1 硫化矿的分类及主要矿物的浮选性    2．1．1 硫化矿类型    2．1．2 硫化
铜矿物类型及可浮性    2．1．3 硫化铅锌矿物类型及可浮性  任务2 硫化矿的浮选药剂    2．2．1 浮选药
剂的分类及在浮选中的作用    2．2．2 药剂选择的基本原则    2．2．3 药剂的发展    2．2．4 硫化矿捕收
剂    2．2．5 硫化矿起泡剂    2．2．6 硫化矿调整剂    2．2．7 硫化矿絮凝剂    2．2．8 常用选矿药剂一
览表    2．2．9 浮选药剂使用技术  任务3 浮选设备    2．3．1 浮选设备的基本构造及工作原理    2．3．2 
机械搅拌式浮选机    2．3．3 充气搅拌式浮选机    2．3．4 充气式浮选机    2．3．5 气体析出式浮选机   
2．3．6 浮选设备的选择与计算  任务4 浮选工艺过程的影响因素    2．4．1 粒度    2．4．2 矿浆浓度    2
．4．3 药剂制度    2．4．4 矿浆酸碱度    2．4．5 矿浆温度    2．4．6 浮选用水    2．4．7 浮选时间  任
务5 硫化矿浮选实践    2．5．1 硫化铜矿浮选实践    2．5．2 硫化铅锌矿浮选实践    2．5．3 硫化铜锌矿
浮选实践    2．5．4 硫化铜铅锌矿浮选实践    2．5．5 硫化锑、砷、铋、汞矿的浮选实践    2．5．6 含金
矿石的浮选实践项目3  氧化矿的浮选  任务1 氧化矿的分类及可浮性    3．1．1 氧化铜矿的可浮性    3．1
．2 氧化铅锌矿的可浮性    3．1．3 铁、锰矿的可浮性    3．1．4 钨矿的可浮性  任务2 氧化矿的浮选药
剂    3．2．1 氧化矿的捕收剂    3．2．2 氧化矿的调整剂  任务3 氧化矿的浮选实践    3．3．1 氧化铜矿的
浮选实践    3．3．2 氧化铅锌矿的浮选实践    3．3．3 铁锰矿石的浮选实践    3．3．4 钨锡矿的浮选实践
 任务4 氧化矿石的浮选设备    3．4．1 氧化矿石浮选对浮选机的特殊要求    3．4．2 BGRIMM氧化矿专
用浮选机简介项目4  非金属矿石及稀贵金属矿石的浮选  任务1 非金属矿的浮选    4．1．1 煤矿的浮选   
4．1．2 磷矿石的浮选    4．1．3 莹石的浮选  任务2 钛、钽、铌、锂、铍矿的浮选    4．2．1 钛矿的浮
选    4．2．2 锂矿的浮选    4．2．3 铍矿的浮选    4．2．4 钽铌矿的浮选项目5  浮选生产过程操作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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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技术》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1.2 矿化泡沫的观察浮选泡沫的外观包括泡沫的虚实、大小、颜色、光泽、轮廓、厚
薄强度、流动性、音响等物理性质。泡沫的外观随浮选作业点而异，但在特定的作业常有特定的现象
，通常为保证精矿质量和回收率，泡沫观察点常在最终精矿产出点、粗选作业、浮选过程的补药点和
扫选。泡沫的“空与实”是反映气泡表面附着矿粒的多少。气泡表面附着的矿粒多而密，称为“结实
”，相反气泡表面附着的矿粒少而稀，称为“空虚”。一般粗选区和精选区的泡沫比较“结实”，扫
选的泡沫比较“空”。当捕收剂、活化剂用量大，抑制剂用量小，会发生所谓的泡沫“结板”现象。
泡沫的大与小，常随矿石性质、药剂制度和浮选区域而变。一般在硫化矿浮选中，直径8～10cm以上
的泡，可看作大泡；3-5cm视为中泡；3cm以下的可视为小泡。因为气泡的大小与气泡的矿化程度有关
。气泡矿化时，气泡中等，故粗选和精选常见的多为中泡。气泡矿化过度时，阻碍矿化气泡的兼并，
常形成不正常的小泡。气泡矿化极差时，小泡虽不断兼并变大，但经不起振动，容易破裂。泡沫的颜
色由泡沫表面粘附矿物的颜色决定。如浮选黄铜矿时，精矿泡沫呈黄绿色；浮选黄铁矿时，精矿泡沫
呈草黄色；浮选方铅矿时，泡沫呈铅灰色。精选时浮游矿物泡沫越清晰，精矿品位越高。而扫选浮游
矿物颜色明显，则浮选的目的矿物损失大。泡沫的光泽由附着矿物的光泽和水膜决定。硫化矿物常呈
金属光泽，金属光泽强，泡沫矿化好，金属光泽弱，泡沫带矿少。泡沫层的厚、薄与人选的原矿品位
、起泡剂用量、矿浆浓度和矿石性质有关。一般粗选、扫选作业要求较薄的泡沫层，精矿作业应保持
较厚的泡沫层。泡沫的脆和黏与药剂用量和浮选粒度等有关。当捕收剂、起泡剂和调整剂的用量配合
准确、粒度适当，此时泡沫层有气泡闪烁破裂，泡沫显得性脆，反之，泡沫会显得性黏。如在黄铜矿
浮选时，如果石灰过量，泡沫发黏、韧性大、难破裂，在泡沫槽易发生跑槽。轮廓是浮选气泡矿化后
的外形线，受矿液流动、气泡相互干扰和泡壁上的矿粒受重力作用等的影响。如在铜、铅硫化矿浮选
中，气泡多近于圆形。泡沫在矿浆面上形成时水分充足，气泡的轮廓明显；反之，上浮的矿物多而杂
时，泡沫轮廓模糊。音响是泡沫被刮板刮入泡沫槽时，矿化的泡沫附着矿物的不同，落人槽内而产生
的不同音响。如在铜矿的浮选时，泡沫落入泡沫槽产生“刷刷”的声音，则泡沫中带有较多的黄铁矿
等，其精矿品位低。

Page 4



《浮选技术》

编辑推荐

《浮选技术》是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材(冶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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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技术》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写的很不错，受益匪浅。
2、帮朋友买的，价格比在书店的便宜。
3、浮选技术，中南大学复试用
4、适合我这种水平的人阅读。
5、这本书对不了解这个方向的人来说还够用，如果想开展课题研究就显得有些过于简单了！
6、看了看内容很不错
7、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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