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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丹凤县碱长石矿资源丰富。经几种选矿工艺对比，推荐了“锤式破碎一摆式粉磨一干

式强磁选”工艺，获得了含Fe2030．05％的产品，产品达到出口标准和彩色玻壳质量标准。

该工艺已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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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ific R髂earch On Iron Removal Process from a Feldspar Ores

CHEN G“o一口以

(×ianyang Res∞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Non—metaII．c MineraIs，Shan)(i Province 712021，China)

Abstract： Danfeng Cbunty is abundant in feldspar resources． By comparison of

sever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process of ”hammer crushing—oscillating

milling—dry high—indensity magnetic separation” was recommended． By the

process，the products with 0．05％Fe203，which reach export standard and the

standard for color gIass bulb， were obtained． The process has been put into pm—

duction．

Key words：feldspar；hammer crushing；oscillating milling；dry high—indensity

magnetic separation；the∞ntent of Fe203

长石是钾、钠、钙、钡等碱金属或碱土金

属的铝硅酸盐矿物，其主要成分为Si02、

A1203、K20、Na20、CaO等，一般情况下，纯长

石在自然界很少存在，既使被称为“钾长石”

的矿物中，可能共生或混入一些钠长石。人

们把钾长石和钠长石构成的长石矿物统称为

碱长石。

碱长石具有熔点不高、熔融时间长以及

熔融液粘度高、高温下熔化形成的玻璃态物

质有透明度的特点，碱长石作为平板玻璃及

各种玻璃制品的原料，可降低玻璃熔化温度，

节约纯碱，它又是生产各种陶瓷、搪瓷、电瓷

的坯料和釉料的主要原料。

近年来，随着彩色玻壳和超高压电瓷工

业的发展，以及日用陶瓷的日益高档化，对高

纯低铁碱长石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受资源限

制，高质量碱长石呈供不应求趋势。我国的

碱长石资源丰富，但高质量矿石不多，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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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须需除铁方能满足工业生产的质量要

求，因此长石的选矿除铁工艺正在受到企业

的高度重视。

I 丹凤县碱长石矿特征及储量

丹风碱长石属于伟晶花岗岩，经x一射

线衍射分析及岩矿鉴定分析，主要矿物为微

斜长石和微斜条纹长石，主要产于全分异型，

块体型，伟晶花岗岩脉，块体碱长石带和块体

碱长石石英带中。

丹凤碱长石资源丰富，储量大，储量450

万吨左右。

2长石产品质量标准

我国长石出口产品质量标准和彩色玻壳

厂产品质量标准及丹凤碱长石矿化学成分比

较见表1。

表1 长石产品质量标准及丹凤长石化学成分(％)

指标名称K20 Si02 A1203 Na20 №03
出口标准1l～13 60～67 18±3 3 0．18

彩色玻壳12．6±O．5 66±1 18±3 1．7±0．5 0．15

丹凤矿石11．74 66．97 17．8 3．32 O．36

3选矿工艺流程的确定

3．1国内外碱长石主要选矿工艺

目前国内外碱长石选矿工艺主要有以下

几种：

(1)伟晶岩产出的优质碱长石

手选一破碎一水碾一分级一成品

(2)风化花岗岩中的碱长石

破碎一磨矿一分级一{鋈羹罄篓：震暑套离)}]
成品一干燥一压滤一

(3)细晶岩中的碱长石

破碎一磨矿一筛分一磁选一压滤一干燥一成品

(4)我院推荐工艺流程
锤式破碎一摆式粉磨一磁选一成品

3．2四种选矿工艺流程评述

多年来，乡镇企业一直采用第一种生产

工艺流程。该流程中使用的轮碾机磨矿效率

低、处理量小，近年来优质长石越来越少，产

品价格也不断提高，由于该流程中没有除铁

工艺，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陶瓷、彩色玻壳厂

要求，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及经济效

益下降使乡镇企业被迫停产，我院受陕西丹

凤县乡镇企业局委托，对该工艺进行了技术

改造。

第二种工艺生产的碱长石虽然能满足陶

瓷及彩色玻壳厂的产品质量要求，但因其选

矿成本高，对环境有污染，因此该工艺不能采

用。

第三种工艺流程因湿法生产，能达到高

档陶瓷及彩色玻壳的质量要求，工艺流程复

杂，需压滤、干燥设备，生产成本仍然高．故也

不能采用。

根据该矿矿石性质，我们指定第四种工

艺流程：锤式破碎一摆式磨粉一磁选工艺流

程，该工艺流程干法生产，生产量大，工艺简

单，生产成本低，适用于乡镇企业。

在陶瓷行业及彩色玻壳生产行业由于怕

铁污染，磨矿大多采用轮碾机、砾磨机或瓷衬

瓷球球磨机作为磨矿设备，它们虽然可避免

铁污染，但其磨矿效率低，磨矿时间长，产量

低，能耗高；采用磨矿效率较高的湿式棒磨

机，虽然提高磨矿效率，但是湿法生产，需要

浓缩设备和压滤设备、干燥设备，这样以来生

产成本大大提高；选用摆式磨粉机使工艺流

程简单化，生产成本降低很多，而摆式磨粉机

混入的机械铁则在以后的磁选作中除去。

4选矿除铁试验

磨矿过程混入的机械铁和矿物中的弱磁

性矿物能否除去，是最终能否生产出符合质

量要求的合格产品的技术关键，首先采用单

辊干式磁选机作磁选条件试验，变换磁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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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按照陕彩色玻壳厂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全

部磨至200目。因彩色玻壳厂产品粒度要求

80～300目，300目以下产品不要，为预防过

粉碎现象发生，将产品粒度控制在200目。

经筛分产品回收率达90％以上。

我们进行探索性试验，检查是否在加工

过程中混入强磁性物质，所以采用弱磁场磁

选机，磁场强度为19．578kA／m，试验结果表

明，矿石中Fe203属于弱磁性矿物，经化学分

析Fe203为0．24％，磁选效果不理想。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我们提高磁场强度，

磁场强度为954．9kA／m，磁极间隙2mm，经

一次磁选、矿石中Fe203降到0．05％，经反

复试验，效果显著。证明磁选工艺及设备是

完全可行的。产品质量达到出口标准及彩色

玻壳质量标准，Fe203为0．05％。

5 结论

(1)锤式破碎机的最大优点控制粒度好。

产品粒度均匀，破碎比大，破碎效率高，是破

碎碱长石的理想设备。

(2)采用摆式粉磨机，作为碱长石磨粉设

备是可行的，磨矿效率高，粒度均匀，有利于

后续选别作业。

(3)该工艺流程简单，易管理，生产量大。

生产成本低，适用于乡镇企业。

(4)选用干式强磁选机作为机械铁、弱磁

性矿物的除铁设备是合理可行的。

(5)现在陕西丹凤县乡镇企业局(钾长石

加工厂)生产了四年，产品质量稳定，产品被

陕彩色玻壳厂使用，受到厂家好评，已经获得

了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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