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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钼铅分离过程中使用磷诺克斯作为抑制剂，存在毒性大、污染严重等问题。为了降低金堆城钼精矿中铅的含量，
对比了毒性较弱的巯基丙醇、Ｌ－半胱氨酸、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硫普罗宁的铅抑制效果，并对抑制剂用量进行了考察，
经过比较选取１，３－氧硫杂戊环－羧酸作为金堆城钼铅混合精矿的抑制剂。经过条件试验，最终确定在再磨细度－３８μｍ占
８０％时，经过一次粗选、五次精选，可以获得钼品位５２．２０％、回收率８５．０１％、含铅０．０１０％的钼精矿产品，其效果与磷诺克斯
相当。采用配位化学以及密度泛函理论计算了方铅矿和辉钼矿的前线轨道特征，并通过对方铅矿和辉钼矿中金属位点的前

线轨道特征进行分析指出，钼铅分离抑制剂的前线轨道对称性是影响抑制剂选择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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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钼是重要的工业金属元素，被称为“工业味精”，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１］。我国钼资源丰富，

钼矿大型矿床多，其中陕西金堆城钼业、河南栾川洛阳

钼业、中铁伊春鹿鸣矿业、吉林大黑山钼矿等均属于世

界级规模的大型矿山［２］。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对钼精矿质量要求逐年上

升，然而由于钼资源的不断开采，我国钼矿品质逐年下

降。铅是影响钼精矿品质的主要元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起，国外就开始使用磷诺克斯进行钼精矿降铅研究并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到目前为止磷诺克斯仍是最有效

的方铅矿抑制剂［３］。

由于磷诺克斯属于剧毒试剂，并且在配制过程中

会释放大量的硫化氢，从而恶化生产环境，造成工业事

故［４］，因此，亟需新型方铅矿抑制剂取代磷诺克斯。

近年来，方铅矿的抑制剂主要为无机抑制剂、有机

抑制剂以及组合抑制剂三大类［５－１７］。无机抑制剂主要

以重铬酸盐为主。有机抑制剂种类较多，陈建华开发

了一种小分子抑制剂ＡＣＳ［１８］，蒋玉仁开发了一种新型

小分子有机抑制剂 ＤＰＳ［１９］，张泽强用工业副产品生产
了一种多羟基硫代磷酸盐对方铅矿产生了较好的抑制

效果［２０］。此外，组合抑制剂主要为硫代硫酸钠 ＋硫酸
亚铁、聚合硫酸铁 ＋甘油、亚硫酸盐 ＋硫酸锌、糊精 ＋
二氧化硫等［２１－２２］。

抑制剂在矿物表面的选择性吸附是矿物分离的关

键。矿物表面金属离子是抑制剂与矿物主要作用的活

性位点［２３］，研究其与抑制剂的作用机理对抑制剂的分

子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科研人

员提了溶度积假说［２４］、分子吸附假说［２５］、静电吸附模

型［２６］以及电化学模型［２７］，并根据这些理论对抑制剂的

分子设计进行指导，推动了浮选科学的发展。但是上

述理论仍将矿物表面的金属离子简化为自由离子，并

未充分考虑矿物晶体化学的影响，对抑制剂与矿物表

面作用的微观机理为并未形成深入考虑。

近年来，密度泛函理论被引入到矿物浮选领域中。

在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晶格缺陷和表面空间结构对

硫化矿物表面性质和药剂吸附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８－３０］，

以及矿物表面水化环境对药剂在矿物表面的吸附也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３１－３２］，这些都表明药剂与矿物表面



金属离子的作用不仅与金属离子性质相关，还与其所

处环境相关。陈建华根据配位化学理论和晶体紧密堆

积模型，采用浮选密度泛函理论计算方法系统讨论了

不同约束条件对金属离子电荷、亲电性、轨道活性等性

质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约束环境下矿物与药剂作用的

差异，研究结果对于矿物浮选理论研究及药剂分子设

计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２３］。

本文针对金堆城高铅钼矿，采用配位化学和密度

泛函理论计算考察方铅矿和辉钼矿表面金属位点前线

轨道特征，考察不同结构含硫抑制剂对钼铅分离的影

响，并采用金堆城钼铅混合精矿对其进行验证试验。

１　试验

１．１　矿石性质

本论文采用金堆城钼粗精矿矿浆作为原料，并对

其进行了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原料多元素分析结果 ／％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ａｗｏｒｅｓ

元素 Ｍｏ Ｆｅ Ｐｂ Ｚｎ Ｃｕ Ｋ２Ｏ Ｎａ２Ｏ

含量 １６．６１ ８ ０．２１ ０．２３ １．０４ ２．３９ ０．３８

元素 Ｐ Ｓ ＣａＯ Ｔｉ ＭｇＯ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含量 ０．０５２ １８．２１ ２．３２ ０．２４ １．２４ ４０．２５ ７．９７

表２　矿石的矿物组成及相对含量 ／％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ｏｒｅ

矿物名称 含量 矿物名称 含量

辉钼矿 ２７．６９ 石英 ３３．１９

黄铁矿 １７．１８ 钾长石 １３．５８

闪锌矿 ０．３４ 钠长石 ３．２２

黄铜矿 ２．９８ 磷灰石 ０．２８

方铅矿 ０．２４ 其他 ０．８９

金红石 ０．４１

　　通过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钼精矿中的矿物主要
为辉钼矿、石英、方铅矿、黄铁矿，另有少量的其他脉

石、黄铜矿、闪锌矿等。

通过工艺矿物学研究可知，原料中辉钼矿的粒度

相对较细，一般在 ０．０１～０．０４ｍｍ之间，偶有超过
０．０５ｍｍ的颗粒。辉钼矿绝大部分以单体形式产出，
部分与脉石矿物连生，少量与金属硫化物连生。铅主

要以方铅矿的形式产出，偶见硫铜铋铅矿。方铅矿粒

度较细，主要分布在 ０．０２ｍｍ以下，少量可达 ０．０３
ｍｍ。方铅矿多以单体形式产出，部分方铅矿与辉钼矿
连生，少量与与其他金属硫化矿物以及脉石矿物连生。

１．２　试验药剂

为考察不同结构分子在钼铅分离过程中的效果，

选取了巯基丙醇、Ｌ－半胱氨酸［３３］、硫普罗宁［３４］以及具

有富电子体系的五元杂环化合物１，３－氧硫杂戊环 －
羧酸４种具有较好抑制效果的硫化矿有机抑制剂，考
察其对金堆城钼粗精矿中方铅矿的抑制效果，其分子

结构见表３。其中，Ｌ－半胱氨酸和硫普罗宁分别为市
售食品和药品，巯基丙醇为抑菌药物合成中间体，

１，３－氧硫杂戊环－羧酸大鼠经口毒性大于２０００ｍｇ／
ｋｇ，属于弱毒性化学品。

表３　分子结构示意图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抑制剂 分子结构

巯基丙醇

Ｌ－半胱氨酸

１，３－氧硫杂戊环－羧酸

硫普罗宁

１．３　试验方法

使用球磨机在磨矿质量浓度为５０％的条件进行
球磨，磨矿细度为－３８μｍ占８０％，矿物单体解离度在
９０％。

钼精矿抑铅试验流程见图１。

图１　浮选试验原则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ｏｆ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２　密度泛函计算

本文采用钼、铅金属离子的配位模型［３５］，以钼、铅

离子为研究对象，铅离子价态设为 ＋２，钼离子价态设
为＋４，配位原子主要考虑硫原子，用以模拟方铅矿和
辉钼矿。铅离子的硫配位模型和钼离子的硫配位模型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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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铅离子配位模型和钼离子配位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ｅａｄ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ｏｎ

采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 ＤＭＯＬ３模块进行不同
约束条件下的金属离子性质计算，几何优化的收敛精

度为中等，能量改变的收敛阈值为 ２．７×１０－４ｅＶ／ａｔ
ｏｍ，原子间作用力的收敛阈值为０．５４ｅＶ·ｎｍ，原子位
移的收敛阈值为０．００５ｎｍ；自洽迭代收敛精度为１．０×
１０－４ｅＶ／ａｔｏｍ；原子自旋状态多极展开为八极，密度混
合电荷为０．２，密度混合自旋值为０．５，ＤＩＩＳ大小为６，
拖尾效应值为０．１ｅＶ，经过测试选取 ＧＧＡ－ＲＰＢＥ泛
函和ＤＮＰ３．５基组，所有原子计算选取全电子，并同时
考虑自旋极化。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钼铅分离试验

３．１．１　抑制剂种类试验

目前，钼铅分离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抑制剂为磷诺

克斯，为初步了解新型抑制剂抑制能力，在抑制剂用量

１０００ｇ／ｔ的条件下，将４种新型抑制剂与磷诺克斯对
钼铅分离效果的对比，试验结果见图３，由图３结果可
知，巯基丙醇、Ｌ－半胱氨酸和硫普罗宁作为抑制剂，钼
铅分离效果并不理想，钼精矿中铅品位和回收率

较高，而使用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和磷诺克斯作

图３　抑制剂种类试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为钼铅分离抑制则能获得较好的分离效果，因此，本文

选择使用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作为钼铅分离抑制
剂进行研究。

３．１．２　抑制剂用量试验

抑制剂用量试验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以看
出，随着抑制剂用量的增加，钼精矿中铅回收率都不断

地降低，当抑制剂用量达到１０００ｇ／ｔ时，钼精矿中钼
品位为２７．８１％、回收率为９８．０５％，铅品位为０．３１％、
回收率为６３．２１％。

图４　不同抑制剂用量下的钼精矿指标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ｄｏｓａｇｅｓ

３．１．３　开路试验

为了验证抑制剂的钼铅分离效果，在上述试验结

果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场工艺流程，最终确定一次粗

选、五次精选的开路试验流程，试验流程见图５，结果
见表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使用新型抑制剂１，３－氧硫杂戊
环－羧酸在开路试验中可以获得钼品位５２．２０％、钼

图５　开路浮选原则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ｕ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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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８５．０１％、铅品位０．０１０％、铅回收率１．１０％的
钼精矿，与使用磷诺克斯作为抑制剂所得到的钼精矿

质量相当，实现了在钼铅分离过程中对磷诺克斯的有

效替代。

表４　钼精矿降铅工艺开路试验结果 ／％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ｏｒｌｅａ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抑制剂种类 产品名称 作业产率
品位

Ｃｕ Ｍｏ Ｐｂ ＳｉＯ２

作业回收率

Ｃｕ Ｍｏ Ｐｂ ＳｉＯ２

１，３－氧硫杂
戊环－羧酸

钼精矿 ２４．０７ ０．０５７ ５２．２０ ０．０１０ ５．７４ １．０３ ８５．０１ １．１０ ３．６５

中矿１ １．６０ ０．２７ ２９．２６ ０．３３ ３０．１２ ０．３３ ３．１６ ２．４３ １．２７

中矿２ ５．４０ ０．６９ ５．６８ ０．３８ ５８．５２ ２．８０ ２．０８ ９．４２ ８．３４

中矿３ ３．０８ ２．５４ １５．９０ ０．７５ ３８．３１ ５．９１ ３．３１ １０．４６ ３．１１

中矿４ ５．８７ ４．８９ ５．９６ ０．８２ ４１．０３ ２１．７２ ２．３７ ２１．７７ ６．３５

中矿５ ２０．９２ ２．１０ １．２１ ０．３０ ５４．０９ ３３．２５ １．７１ ２８．３１ ２９．８４

精尾 ３９．０７ １．１８ ０．８９ ０．１５ ４６．０３ ３４．９５ ２．３６ ２６．５２ ４７．４４

给矿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１４．７８ ０．２２ ３７．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磷诺克斯

钼精矿 ２４．４１ ０．０４４ ５１．９２ ０．０１０ ５．３４ ０．８４ ８５．２０ １．０８ ３．４１

中矿１ １．１３ ０．２１ ２３．９６ ０．０６９ ３１．８１ ０．１９ １．８２ ０．３５ ０．９４

中矿２ ５．６２ ０．４１ ７．５８ ０．１１ ５２．３０ １．７８ ２．８６ ２．７３ ７．６９

中矿３ ３．３９ １．４９ １９．２３ ０．２５ ３６．７５ ３．８９ ４．３８ ３．８１ ３．２６

中矿４ ４．５６ ３．８３ ４．１４ ０．６１ ４４．９３ １３．５１ １．２７ １２．４０ ５．３６

中矿５ ２０．５７ ２．０７ １．４６ ０．３７ ５４．３８ ３２．８７ ２．０１ ３３．３２ ２９．２８

精尾 ４０．３３ １．５１ ０．９１ ０．２６ ４７．４３ ４６．９２ ２．４５ ４６．３２ ５０．０６

给矿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 １４．８７ ０．２３ ３８．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量子化学分析

３．２．１　新型抑制剂与矿物作用的前线轨道能量

在前线轨道理论中，分子之间的最高占据轨道

（ＨＯＭＯ）与最低空轨道（ＬＵＭＯ）的能量差越小越有利
于分子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表５为三种抑制剂与方铅
矿和辉钼矿的前线轨道能量计算结果。

表５　前线轨道分析 ／ｅＶ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ｏｒｂｉｔａｌｓ

前线

轨道能

巯基

丙醇

Ｌ－半胱
氨酸

１，３－氧硫杂
戊环－羧酸

硫普

罗宁
方铅矿 辉钼矿

Ｅ（ＨＯＭＯ） －５．２１５ －５．５４０ －５．４７９ －６．０４４ －１１．４６４－２２．６１２

Ｅ（ＬＵＭＯ） －１．０７７ －２．３３１ －２．１１３ －２．７４５ －９．２５３－２２．１４６

ΔＥ１ ４．０３８ ３．６８ ３．７７４ ３．６５６

ΔＥ２ １０．３８７ ９．９３３ ９．３５１ ９．７２４

ΔＥ３ １６．９３１ １６．５７３ １６．６６７ １６．５４９

ΔＥ４ ２１．５３５ ２１．０８１ ２０．４９９ ２０．８７２

　　注：ΔＥ１ ＝｜Ｅ（ＨＯＭＯ－药剂） －Ｅ（ＬＵＭＯ－方铅矿）｜；ΔＥ２ ＝｜Ｅ（ＨＯＭＯ－方铅矿） －

Ｅ（ＬＵＭＯ－药剂）｜；ΔＥ３＝｜Ｅ（ＨＯＭＯ－药剂）－Ｅ（ＬＵＭＯ－辉钼矿）｜；ΔＥ４＝｜Ｅ（ＨＯＭＯ－辉钼矿）－

Ｅ（ＬＵＭＯ－药剂）｜。

从表５可以看出，抑制剂最高占据轨道能量与矿
物最低空轨道能量差的绝对值小于矿物最高占据轨道

能量与抑制剂最低空轨道能量差的绝对值，这表示，抑

制剂在矿物表面吸附的过程中，主要是药剂分子的

ＨＯＭＯ轨道与矿物的 ＬＵＭＯ轨道发生作用，抑制剂将
电子转移到矿物表面。此外，四种抑制剂与方铅矿的

前线轨道能量差值要小于抑制剂与辉钼矿的前线轨道

能量差值。因此，这４种药剂对方铅矿的抑制作用要
大于对辉钼矿的抑制剂作用。

从表５可知，巯基丙醇的 ΔＥ１大于其他三种药剂
的ΔＥ１，这表示巯基丙醇在方铅矿表面的吸附能力最
弱，这与药剂筛选结果试验相符。此外，硫普罗宁 ΔＥ１
＜Ｌ－半胱氨酸 ΔＥ１＜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 ΔＥ１，
说明硫普罗宁在方铅矿表面的吸附能力要大于 Ｌ－半
胱氨酸大于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这与药剂筛选
结果并不相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了解，抑制剂与矿物之间前线

轨道能量的相互匹配只是抑制剂与矿物发生作用的必

要条件。根据前线轨道理论，分子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除了要能量匹配之外，还需要轨道之间对称性的匹配。

３．２．２　抑制剂与矿物的前线轨道对称性匹配分析

在前线轨道理论中，参与反应的两个分子必须要

满足三个条件：（１）对称性原则，即参与反应的分子轨
道对称性要匹配；（２）能量相近原则，即参与反应的分
子轨道能量要相近；（３）轨道最大重叠原则，即参与反
应的分子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波函数角度部分最大处

·８７·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２年



重叠。

图６　抑制剂前线轨道
Ｆｉｇ．６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ｂｉｔ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由图６可以看出，四种抑制剂的 ＨＯＭＯ轨道基本
相似，在 ＨＯＭＯ轨道上具有孤对电子，能够和矿物表
面的金属离子空轨道形成配位键。由于四种抑制剂的

ＨＯＭＯ轨道相似，与矿物作用时对称性相似，不会出现
匹配性差异，都能吸附在矿物表面。但是，１，３－氧硫
杂戊环－羧酸的ＬＵＭＯ与其他三种抑制剂的ＬＵＭＯ则

图７　方铅矿和辉钼矿前线轨道
Ｆｉｇ．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ｂｉｔｏｆｇａｌｅｎａ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

完全不同，其他三种抑制剂的 ＬＵＭＯ轨道具有“肩并
肩”的性质，是π轨道，而 １，３－氧硫杂戊环 －羧酸的
ＬＵＭＯ轨道则为“头碰头”是σ轨道。

图７是方铅矿和辉钼矿表面最高占据轨道和最低
空轨道形状，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巯基丙醇、Ｌ－半胱氨
酸、硫普罗宁的ＬＵＭＯ和方铅矿的 ＨＯＭＯ对称性不匹
配，难以进行有效重叠，因此，这三种抑制剂难以和方

铅矿形成反馈π键；并且，Ｌ－半胱氨酸和硫普罗宁的
ＬＵＭＯ并不在硫原子上，不能与方铅矿形成反馈π键，
因此相互作用较弱，抑制能力不强。１，３－氧硫杂戊
环－羧酸的ＬＵＭＯ与方铅矿的 ＨＯＭＯ对称性匹配，可
以进行较大程度的有效重叠，形成反馈 π键，因此，
１，３－氧硫杂戊环－羧酸能够有效吸附在方铅矿表面，
形成较强的抑制作用。

４　结论

（１）针对金堆城钼粗精矿性质，采用新型抑制剂，
通过试验条件探索，经过一次粗选、五次精选，可以获

得钼品位５２．２０％、回收率８５．０１％、含铅０．０１０％、铅
回收率１．１０％的钼精矿产品，其效果与磷诺克斯相
当。

（２）抑制剂与矿物前线轨道能量计算表明，抑制
剂与矿物前线轨道能量相近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必要条

件。

（３）抑制剂与矿物表面金属离子的前线轨道的匹
配性是设计钼铅分离抑制剂的重要因素。在分子设计

过程中前线轨道形状匹配性也应被充分考虑。

参考文献：

［１］贾红秀，高丽梅，姜威．钼市场３０年回顾与展望［Ｊ］．中国钼业，２００６
（１）：４２－４７．
ＪＩＡＨＸ，ＧＡＯＬＭ，ＪＩＡＮＧＷ．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３０ｙｅａｒｓ＇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Ｊ］．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１）：４２
－４７．

［２］杜科让．我国钼矿资源开采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Ｊ］．科技资
讯，２０１１（１９）：１４８．
ＤＵＫ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ｍｏ
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９）：１４８．

［３］张文钲．钼精矿降铅方法［Ｊ］．中国钼业，２００３（４）：５－６＋１７．
ＺＨＡＮＧＷ Ｚ．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ｌｅａｄｆｒｏｍ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Ｊ］．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４）：５－６＋１７．

［４］李永贵．磷诺克斯中毒及预防［Ｊ］．中国钼业，１９９９，２３（２）：３５－３８．
ＬＩＹＧ．Ｔｈｅ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ｏｆｐｎｏｋ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ｂ
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９９９，２３（２）：３５－３８．

［５］陈建华，冯其明．新型有机抑制剂 ＣＴＰ对硫化矿的抑制性能［Ｊ］．湖
南有色金属，１９９５（６）：２９－３０．
ＣＨＥＮＪＨ，ＦＥＮＧＱ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ｅｗｏｒｇａｎ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ＣＴＰｏｎｓｕｌｆｉｄｅｏｒｅ［Ｊ］．Ｈｕｎａｎ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１９９５（６）：２９－３０．

［６］刘润清，孙伟，胡岳华．铜铅分离有机抑制剂 ＦＣＬＳ的研究［Ｊ］．矿冶
工程，２００９，２９（３）：２９－３２．
ＬＩＵＲＱ，ＳＵＮＷ，ＨＵＹＨ．Ｓｔｕｄｙ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ＦＣＬＳｆｏｒｓｅｐａ

·９７·第１期 　　刘崇峻，等：新型含硫杂环抑制剂在钼铅分离中的应用及其量子化学分析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ａｎｄｇａｌｅｎａ［Ｊ］．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９（３）：２９－３２．

［７］岳紫龙，成建，刘威．河南某钼铅硫矿选矿试验研究［Ｊ］．有色金属
（选矿部分），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５．
ＹＵＥＺＬ，ＣＨＥＮＧＪ，ＬＩＵＷ．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ｍｏ
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ｓｕｌｆｕｒｏｒｅｉｎｈｅｎａｎ［Ｊ］．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５．

［８］武俊杰，孙阳，缑明亮，等．陕西某钼铅多金属矿选矿试验［Ｊ］．金属
矿山，２０１４，３２（１１）：７５－７９．

［９］ＷＵＪＪ，ＳＵＮＹ，ＧＯＵＭＬ，ｅ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Ｍｏ－Ｐｂｐｏｌｙ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Ｊ］．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２０１４，３２（１１）：７５－７９．

［１０］郭月琴，孙志勇，吴天骄，等．某钼铜硫多金属矿钼铜混合浮选分离
研究［Ｊ］．中国钼业，２０１４（４）：３２－３７．
ＧＵＯＹＱ，ＳＵＮＺＹ，ＷＵＴ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ｕｌｋ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ａｃｏｐｐｅ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ｓｕｌｆ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Ｊ］．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４（４）：３２－３７．

［１１］黄汝杰，谢建宏，张崇辉，等．陕西某含铅钼矿石选矿试验［Ｊ］．金属
矿山，２０１３（７）：７１－７４．
ＨＵＡＮＧＲＪ，ＸＩＥＪＨ，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ｏｆａ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ｗｉｔｈｌｅａｄｆｒｏｍｓｈａａｎｘｉ［Ｊ］．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２０１３（７）：７１
－７４．

［１２］唐平宇，田江涛，葛敏，等．从钼铅硫化矿石中制备高品质钼精矿研
究［Ｊ］．矿冶工程，２０１３，３３（１）：４５－４８．
ＴＡＮＧＰＹ，ＴＩＡＮＪＴ，ＧＥ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ｌｙｂｄｅ
ｎ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ｓｕｌｆｉｄｅｏｒｅｓ［Ｊ］．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３３（１）：４５－４８．

［１３］宋振国．某难选钼矿选矿工艺技术研究［Ｊ］．有色金属（选矿部分），
２０１２（１）：１８－２１．
ＳＯＮＧＺ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ａ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Ｊ］．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１）：１８－２１．

［１４］吴贤，曹亮，马光，等．含铅钼矿综合回收新工艺研究［Ｊ］．中国钼
业，２０１２，３６（５）：７－１１．
ＷＵＸ，ＣＡＯＬ，ＭＡ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Ｊ］．ＣｈｉｎａＭｏ
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３６（５）：７－１１．

［１５］卫亚儒，王宇斌，李继璧，等．某难选钼矿的选矿试验研究［Ｊ］．中国
钼业，２０１１，３５（３）：１８－２１．
ＷＥＩＹＲ，ＷＡＮＧＹＢ，ＬＩＪＢ，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ｓｔｕｄｙ
ｏ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Ｊ］．Ｃｈｉｎ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１，
３５（３）：１８－２１．

［１６］李苏玲，白晓卿．东沟钼矿应用磷诺克斯降铅实践［Ｊ］．金属矿山，
２０１０（３）：１８３－１８４．
ＬＩＳＬ，ＢＡＩＸ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ｎｏｘｔｏｌｅａ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ｏｎｇｇｏｕ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ｉｎｅ［Ｊ］．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２０１０（３）：１８３－１８４．

［１７］周艳飞，崔立凤．江西某钼矿选矿试验研究［Ｊ］．有色金属（选矿部
分），２０１２（３）：３９－４３．
ＺＨＯＵＹＦ，ＣＵＩＬ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Ｊ］．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３９－４３．

［１８］陈建华，冯其明，卢毅屏．新型铜铅分离有机抑制剂 ＡＳＣ的研究
［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００（５）：３９－４２．
ＣＨＥＮＪＨ，ＦＥＮＧＱＭ，ＬＵＹ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ｎｅｗｏｒｇａｎｉｃｄｅｐｒｅｓｓ
ａｎｔＡＳＣｆｏ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ａｎｄｇａｌｅｎ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０（５）：３９－４２．

［１９］蒋玉仁，周立辉，薛玉兰．新型有机小分子抑制剂 ＤＰＳ的性能研究
［Ｊ］．有色金属工程，２０００（４）：３３－４０．
ＪＩＡＮＧＹＲ，ＺＨＯＵＬＨ，ＸＵＥＹ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ｎｅｗ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ｄｐｓ［Ｊ］．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２０００
（４）：３３－４０．

［２０］张泽强．新型抑制剂在铜铅浮选分离中的应用［Ｊ］．武汉化工学院
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４）：３７－４０．
ＺＨＡＮＧＺＱ．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ｎｅｗ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ｉｎｃｏｐｐｅｒｌｅａ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２０（４）：３７－４０．

［２１］米丽平，孙春宝，李青，等．用组合抑制剂实现铜铅高效分离的试验
研究［Ｊ］．金属矿山，２００９（８）：５３－５６．
ＭＩＬＰ，ＳＵＮＣＢ，ＬＩＱ，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ｐｐｅｒｌｅａｄＳ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Ｊ］．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２００９（８）：
５３－５６．

［２２］魏明安，孙传尧．硫化铜，铅矿物浮选分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Ｊ］．矿冶，２００８，１７（２）：６－１６＋３３．
ＷＥＩＭＡ，ＳＵＮ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ｕｌｆｉｄｅｓ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２００８，
１７（２）：６－１６＋３３．

［２３］陈建华，朱阳戈．浮选体系矿物表面金属离子的半约束性质研究
［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５０（６）：１１８１－１１８８．
ＣＨＥＮＪＨ，ＺＨＵＹＧ．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ｔａｌ
ｉｏｎｓ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５０（６）：１１８１－１１８８．

［２４］ＴＡＧＧＡＲＴＡ，ＧＵＩＤＩＣＥＧＤ，ＺＩＥＨＬ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ＩＭＥ，１９３４，１１２：３４８－３８１．

［２５］ＣＯＯＫＭＡ，ＮＩＸＯＮＪＣ．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ｆｉｌｍｓｏｎｓｏｌ
ｉｄ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ｌａｒ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ｌｌｏｉ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５０，５４
（４）：４４５－４５９．

［２６］ＳＡＬＥＥＢＦ，ＨＡＮＮＡ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
ｔａｃ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Ｊ．Ｃｈｅｍ．ＡＲＥ
（ＵｎｉｔｅｄＡｒａｂ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１９６９，１２：２２９－２３６．

［２７］ＳＡＬＡＭＹＳ，ＮＩＸＯＮＪ．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ｓｏｍｅ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Ｊ］．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５４，７（２）：１４６－１５６．

［２８］ＹＥＣ，ＣＨＥＮＪ，ＪＩＮＧ．ＡＤＦ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ｔｔｉｃｅ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ｆｌｏ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３（１４）：１１２０－１１３０．

［２９］ＣＨＥＮＪ，ＹＥＣ．Ａ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ｃａｎｃｙｄｅ
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Ｏ２ｏｎ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１０，３６３（１／２／３）：５６－６３．

［３０］ＣＨＥＮＪＨ，ＣＨＥＮＹ，ＬＩＹＱ．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ｌａｔｔｉｃ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英文版），２０１０，２０（６）：１０．

［３１］ＬＯＮＧＸ，ＣＨＥＮＹ，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ｏｎ
ｔｈｅｔｈｉｏ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ａｌｅｎａ（ＰｂＳ）ａｎｄ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Ｚｎ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ＤＦＴｓｔｕｄｙ［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８９：
１０３－１１１．

［３２］ＬＯＮＧＸＨ．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ｙｌｘａｎｔｈａｔｅｏｎＺｎＳ（１１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ＡＤＦＴｓｔｕｄｙ［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３７０：１１－１８．

［３３］ＹＩＮＺ，ＣＨＥＮＳ，ＸＵＺ，ｅｔａｌ．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
ｆｒｏｍ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Ｌ－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ｓｏ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
１５６：１０６４３８．

［３４］ＹＡＮＧＢ，ＺＥＮＧＭ，ＹＡＮＨ，ｅｔａｌ．Ｔｉｏｐｒｏｎｉｎａｓａｎｏｖｅｌｃｏｐｐｅｒｄｅ
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ａｎｄｍｏｌｙｂ

·０８·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２年



ｄｅｎｉｔｅ［Ｊ］．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６６（６）：
１１８５７６．

［３５］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Ｘ，ＬＩＹ，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ｅ，ＣｏａｎｄＮｉ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５４（６）：１０６４０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ｏｖｅｌ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ｅｔ
ｅｒｏｃｙｃｌ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ａｎｄＧａｌｅｎａ
ＬＩＵＣｈｏｎｇｊｕｎ１，ＷＵＧｕｉｙｅ１，ＭａＹａｎｈｏｎｇ１，ＬＵＴｏｎｇ１，ＬＩＵＨｕｉｎａｎ１，ＺＨＡＯ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ＺＨＵＹａｎｇｇｅ１，
ＺＨＯＮＧＺａｉｄｉｎｇ２，ＡＮＧｅｎｇ２，ＣＨＥＮＬｉｊｕａｎ２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６０，Ｃｈｉｎａ；
２．Ｊｉｎｄｕｉｃｈｅｎｇ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Ｌｔ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ｎｄｌｅａ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ｎｏｘ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ｓｅｒｉ
ｏｕｓ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Ｊｉｎｄｕｉｃｈｅ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ｒｃａｐｔ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ｌ，Ｌ－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１，３－ｏｘｙｔｈｉｏｐｅｎｔａ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ｔｉｏｐｒｏｎｉｎｗｉｔｈｗｅａｋ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１，３－ｏｘｙｔｈｉｏｐｅｎｔａ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ｉｎＪｉｎｄｕｉｃｈｅｎｇ．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ｍｏｌｙｂｄｅ
ｎ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ｇｒａｄｅｏｆ５２．２０％，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ｏｆ８５．０１％ ａｎｄｌｅａ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０．０１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ｎｅｒｏｕｇ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ｆｉｖ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ｆｉｎｅｎｅｓｓｏｆ－３８μｍｗａｓ８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１，３
－ｏｘｙｔｈｉｏｐｅｎｔａ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Ｋｎｏｘ．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ｇａｌｅｎａ
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ｓｉｔｅｓｉｎｇａｌｅｎａ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ｒ
ｂ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ａｎｄｇａｌｅｎａ；ｇａｌｅｎ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ｏｒｂｉｔ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引用格式：刘崇峻，吴桂叶，马艳红，卢通，刘慧南，赵志强，朱阳戈，钟在定，安耿，陈丽娟．新型含硫杂环抑制剂在钼铅分离中的应用及其
量子化学分析［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２２，４２（１）：７５－８１．
ＬＩＵＣｈｏｎｇｊｕｎ，ＷＵＧｕｉｙｅ，ＭａＹａｎｈｏｎｇ，ＬＵＴｏｎｇ，ＬＩＵＨｕｉｎａｎ，ＺＨＡＯ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ＺＨＵＹａｎｇｇｅ，ＺＨＯＮＧＺａｉｄｉｎｇ，ＡＮＧｅｎｇ，ＣＨＥＮ
Ｌｉｊｕ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ｏｖｅｌ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２，４２（１）：７５－８１．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１８·第１期 　　刘崇峻，等：新型含硫杂环抑制剂在钼铅分离中的应用及其量子化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