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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回收内蒙古某钼尾矿中含量约３５％的长石以及含量约３５％的石英，进行了油酸钠在镁离子存在的条件下对石英
和长石浮选分离的研究。通过对浮选条件的优化，在ｐＨ＝１１．０、镁离子用量３００ｇ／ｔ、油酸钠用量９００ｇ／ｔ的条件下，获得了产
率为２７．２８％、ＳｉＯ２含量为９４．６７％的石英产品以及产率为３６．４７％、Ｋ２Ｏ＋Ｎａ２Ｏ含量１１．１３％的长石产品。通过 Ｚｅｔａ电位测
试及镁离子的溶液化学分析表明，矿浆ｐＨ值为１１．０时，Ｍｇ（ＯＨ）＋的浓度较大，Ｍｇ（ＯＨ）２沉淀刚开始生成，此时活化石英的
效果最为明显，即浮选精选产率较大，且浮选精矿中长石浮选回收率较低；当矿浆ｐＨ值大于１１．０时，在矿物表面生成越来越
多的Ｍｇ（ＯＨ）２沉淀可能使药剂失去选择性，从而导致大量长石开始上浮。镁离子对石英的活化作用有利于石英和长石的浮
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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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石是组成地表岩石最重要的造岩矿物，也叫作

长石族矿物，约占地壳中总矿物含量的６０％，作为原
料被广泛应用于陶瓷、玻璃等行业［１］。石英是自然界

中二氧化硅结晶矿物的统称，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矿

物之一，在电子工业、陶瓷等诸多行业都有着广泛的应

用［２］。长石和石英均为架状硅酸盐矿物，它们不仅晶

体结构相似，而且其二者的零电点以及物化性质也极

为相近。随着长石资源的日益开发以及长石产品需求

不断上涨，大量的优质长石资源被不断的优先开采而

逐渐枯竭，因此低品质的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迫在眉

睫［３］。同时我国大部分有色金属企业大多数对尾矿中

长石、石英、云母等非金属矿关注不足，造成了很多非

金属矿资源的浪费［４］。

目前长石和石英浮选分离的方法有“有氟有酸

法”“无氟有酸法”和“无氟无酸法”［５，６］。由于“有氟

有酸法”和“无氟有酸法”对环境危害较大以及对设备

腐蚀严重，因此很多研究人员进行了长石和石英“无氟

无酸法”分离的研究。在中性或碱性的条件下，长石和

石英表面荷负电，单独的阴离子捕收剂很难吸附在矿

物表面，因此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阴阳离子捕收剂浮

选分离长石和石英［７］。黄雯曾采用阴阳离子捕收剂对

钾长石矿在中性条件下进行提纯研究，研究发现：当阴

阳离子捕收剂比例为 ７１、药剂总用量为 ３８４０ｇ／ｔ
时，钾长石和石英分离达到较好的分离效果［７］。使用

阴阳离子捕收剂的药剂制度，不仅药剂用量大，而且浮

选流程成本高，也曾有较多有关采用调整剂（如：Ｃａ２＋、
Ｍｇ２＋等金属离子）和阴离子捕收剂（如：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油酸钠等）的药剂制度进行长石和石英浮选分离

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长石和石英的纯矿物浮

选试验［８，９］。

本试验针对某尾矿中低品质的长石资源，在碱性

条件下，采用阴离子捕收剂油酸钠和金属镁离子的药

剂体系，进行尾矿中长石和石英的浮选分离，并实现了

低成本有效分离，这为品质较低的长石资源综合利用

进一步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以及技术支持。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钼尾矿性质

试验取自内蒙古某钼选厂的尾矿，其 ＸＲＤ物相分
析结果如图１所示，分析可知，该钼尾矿中的主要成分
为石英、长石、云母。尾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１，分析可知，该矿物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ＳｉＯ２，其次为
Ａｌ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结合尾矿的 ＸＲＤ物相分析及化学



多元素分析结果可知，该钼尾矿中长石（钾、钠长石）

含量为３９％，石英含量约为４３％，云母含量约为１７％，
以及极少量的杂质。

表１　钼尾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ＴＦｅ
Ｇｒａｄｅ／％ ５．８４ ２．２０ １２．７８ ７７．４０ １．１７

图１　尾矿的ＸＲＤ物相分析
Ｆｉｇ．１　Ｐｈ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１．２　试剂及设备

油酸（ＨＯＬ）、十二胺（ＤＤＡ）、碳酸钠（Ｎａ２ＣＯ３）、六
偏磷酸钠（（ＮａＰＯ３）６）、氯化镁（ＭｇＣｌ２），分析纯。ＸＦＤ
型浮选机。

１．３　试验流程

１．３．１　钼尾矿预处理

该钼尾矿中含有较多的云母，但云母的片状结构

不太明显，有点接近泥质，性能方面失去云母特性的优

势，浮选分离再利用的价值不高。确定钼尾矿磨矿细

度为－０．０７４ｍｍ含量８０％，其中 －０．０３４ｍｍ含量约
为１４％，由于细泥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对药剂吸附
能力也较大，若不脱泥直接浮选，不仅会导致药剂消耗

图２　钼尾矿预处理流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量很大，而且药剂选择性差。因此，在进行长石和石英

回收之前，对钼尾矿的预先处理十分重要。

钼尾矿第一步预处理流程—脱泥：添加六偏磷酸

钠４０ｇ／ｔ，强搅拌１０ｍｉｎ，然后静置３ｍｉｎ后脱泥，泥中
为－０．０７４ｍｍ粒级含量为约８５％。矿样脱泥后直接
进行下一步预处理流程———云母浮选，采用一粗一扫

的流程。根据笔者之前研究［１０］，当阴离子捕收剂（油

酸钠（ＮａＯＬ））与阳离子捕收剂（ＤＤＡ）用量质量比例
约为３１时，云母能够很好地上浮，而对石英几乎无
捕收作用。因此，确定云母粗选加药制度为 ＮａＯＬ和
ＤＤＡ混合使用，用量分别为３００ｇ／ｔ和１００ｇ／ｔ；扫选添
加二号油４０ｇ／ｔ，钼尾矿的预先处理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３．２　长石和石英浮选分离流程

长石和石英浮选条件试验按图３所示的工艺流程
进行。碱性条件下，长石和石英表面电位均为负值，阴

离子捕收剂油酸钠很难吸附在矿物颗粒的表面，但油

酸钠可以借用碱土金属作为桥梁，吸附在矿物颗粒表

面。本文选用碱土金属镁离子，并研究了阴离子捕收

剂油酸钠在其作用下对石英和长石浮选行为的影响。

图３　长石和石英浮选分离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

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钼尾矿预处理

钼尾矿预处理各产品试验结果见表２，图４为钼尾
矿预处理后的石英和长石产品的ＸＲＤ物相分析图谱。

表２　钼尾矿预处理的试验结果 ／％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
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Ｎａｍｅ Ｙｉｅｌｄ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Ｍｕｄ １６．７４ ４．５７ １．５２ １１．３９ ８０．９１

Ｍｉｃ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８．４２ ９．７１ １．５９ ２６．３５ ５７．４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６４．８４ ５．０６ ２．５５ ８．９０ ８２．０１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 ２．２０ １２．５３ ７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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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可知：钼尾矿的预处理流程能够将云母等泥

状杂质分离较为彻底，石英和长石产品的产率为

６４．８４％，基本全由长石和石英组成。

图４　石英和长石产品的ＸＲＤ物相分析图谱
Ｆｉｇ．４　ＸＲＤｐｈ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２　长石和石英分离

预处理得到的石英和长石产品中主要为长石和石

英，本文采用反浮选石英的流程来分离长石和石英。

在实际矿浮选条件试验中，药剂和离子用量均按照二

者总用量的５０％、３０％、２０％分别加入到石英粗选、扫
选一、扫选二作业中。石英的化学成分为 ＳｉＯ２，不含 Ｋ
和Ｎａ元素，因此本小节用浮选产品中 Ｋ和 Ｎａ元素的
富集情况来表征长石和石英浮选分离的效果。

２．２．１　浮选ｐＨ条件试验

固定ＮａＯＬ用量为１０００ｇ／ｔ，Ｍｇ２＋用量为２００ｇ／ｔ，
探究矿浆ｐＨ对浮选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３。从表３
分析可知，当矿浆 ｐＨ值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１．５，长石产
品的产率（相对于钼尾矿）以及Ｋ２Ｏ＋Ｎａ２Ｏ回收率（相
对于石英和长石产品）在不断降低，而长石产品的Ｋ２Ｏ
＋Ｎａ２Ｏ品位在不断升高，综合考虑，确定ｐＨ＝１１．０为
浮选最佳ｐＨ值。

表３　矿浆ｐＨ值对矿物浮选行为的影响 ／％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Ｈ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ｏｆＫ２Ｏ＋Ｎａ２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０．０ ６０．１５ ７．５０ ９８．５８
１０．５ ５５．２９ ８．０５ ９７．２３
１１．０ ４２．２７ ９．５５ ８７．９１
１１．５ ２９．４５ ９．４４ ６０．４９
１２．０ ３５．５１ ７．２１ ５５．９６

２．２．２　石英浮选Ｍｇ２＋用量条件试验

调节矿浆ｐＨ值为１１．０，固定 ＮａＯＬ用量为１０００
ｇ／ｔ，探究 Ｍｇ２＋用量对浮选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 ４。
从中分析可知，当镁离子用量上升时，长石产品中Ｋ２Ｏ＋

Ｎａ２Ｏ品位明显升高，长石产品的产率（相对于钼尾矿）
以及 Ｋ２Ｏ＋Ｎａ２Ｏ回收率（相对于石英和长石产品）同
样也在不断降低，综合考虑，确定３００ｇ／ｔ为最佳 Ｍｇ２＋

用量。

表４　Ｍｇ２＋用量对矿物浮选行为的影响 ／％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ｇ２＋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Ｍｇ２＋

ｇ／ｔ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ｏｆＫ２Ｏ＋Ｎａ２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０ ６２．１５ ７．３２ ９９．４１
２００ ４３．４７ ９．２５ ８７．９１
３００ ３３．２９ １１．３１ ８２．３０
４００ ２９．３１ １１．５０ ７３．７８

２．２．３　ＮａＯＬ用量条件试验

调节矿浆ｐＨ值为１１．０，Ｍｇ２＋用量为３００ｇ／ｔ，探究
ＮａＯＬ用量对浮选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５。从表５分
析可知，当油酸钠用量不断上升，长石产品的产率（相

对于钼尾矿）以及 Ｋ２Ｏ＋Ｎａ２Ｏ回收率（相对于石英和
长石产品）在不断降低，而长石产品的 Ｋ２Ｏ＋Ｎａ２Ｏ品
位则是在缓慢上升，综合考虑，９００ｇ／ｔ为浮选最佳 Ｎａ
ＯＬ用量。

表５　ＮａＯＬ用量对矿物浮选行为的影响 ／％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ＯＬ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ＮａＯＬ

ｇ／ｔ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ｏｆＫ２Ｏ＋Ｎａ２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８００ ４２．１５ １０．１５ ９３．５１
９００ ３６．４７ １１．１３ ８８．７３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９ １１．３１ ８２．３０
１１００ ３０．３５ １１．５３ ７６．４３

２．２．４　钼尾矿浮选流程

图５为钼尾矿的浮选流程，表６为试验结果。由

图５　钼尾矿浮选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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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浮选采用全开路流程，通过浮选获得产率约为

１７％的泥、产率约２０％的云母产品、产率约为３６％的
长石产品、产率约为２７％的石英产品。其中长石产品
Ｋ２Ｏ＋Ｎａ２Ｏ含量为１１．１３％，Ｆｅ２Ｏ３含量为０．４８％，达
到陶瓷、玻璃等工业的原料要求；作为从尾矿中回收的

产品，石英产品中二氧化硅含量约为 ９４．６７％，Ｆｅ２Ｏ３
含量为０．２１％，其中石英产品中的主要杂质为长石，
对其在陶瓷、玻璃等行业上的应用影响很小。

表６　钼尾矿浮选流程的试验结果 ／％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
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Ｎａｍｅ Ｙｉｅｌｄ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Ａｌ２Ｏ３ ＳｉＯ２ Ｆｅ２Ｏ３
Ｍｕｄ １６．８３ ４．５５ １．５１ １１．４１ ８０．８４ １．６８

Ｍｉｃ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９．４２ ９．７３ １．６１ ２６．３２ ５７．４３ ４．９０
Ｑｕａｒｔｚ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７．２８ １．３８ １．０２ ２．３１ ９４．６７ ０．２１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６．４７ ７．５９ ３．５４ １３．２２ ７４．６８ ０．４８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１００．００ ５．８０ ２．１４ １２．４８ ７７．８２ １．４７

３　捕收机理

图６、图７分别为不同药剂条件下，长石和石英表
面Ｚｅｔａ电位随 ｐＨ值变化的曲线。由图可知，在碱性
条件下，长石和石英表面电位均为负值，且长石和石英

Ｚｅｔａ电位随着ｐＨ值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即单独的油酸
钠很难吸附在矿物表面（可能由于长石表面暴露的 Ａｌ
的金属键导致其表面电位下降的稍多些）；加入 Ｍｇ２＋

后，长石和石英的Ｚｅｔａ电位都明显增大，而再加入油酸

图６　ｐＨ值对长石电位影响
Ｆｉｇ．６　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

图７　ｐＨ值对石英电位影响
Ｆｉｇ．７　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ｖａｌｕｅ

钠后则又能使其Ｚｅｔａ电位显著降低。Ｚｅｔａ电位分析结
果很难判定长石和石英对药剂和镁离子吸附上是否有

的区别。

在不同ｐＨ值条件下，镁在水溶液中的水解组分
及其浓度均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对阴离子捕收剂油酸

钠捕收长石和石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节通过对

镁离子的溶液化学计算，来探究长石和石英能在油酸

钠和Ｍｇ２＋的体系中浮选分离的机理差异。Ｍｇ２＋对矿
物浮选影响的溶液化学分析如下：

（一）均相体系

Ｍｇ２＋的水解平衡公式如下
Ｍｇ２＋＋ＯＨ－（ＭｇＯＨ）＋；

β１＝
［（ＭｇＯＨ）２］
［Ｍｇ２＋］［ＯＨ－］

＝１０２．５８ （１）

Ｍｇ２＋＋２ＯＨ－Ｍｇ（ＯＨ）２；

β２＝
［Ｍｇ（ＯＨ）２］
［Ｍｇ２＋］［ＯＨ－］２

＝１０１．００ （２）

其中β１、β２为累积稳定常数，［］代表该组分的浓度，设
定ＣＭｇ代表溶液中总的Ｍｇ的量。

结合上公式１和２，再根据质量平衡可得到：
ＣＭｇ＝［Ｍｇ

２＋］＋［（ＭｇＯＨ）＋］＋［Ｍｇ（ＯＨ）２］＝
［Ｍｇ２＋］（１＋β［ＯＨ－］＋β２［ＯＨ

－］２） （３）

［Ｍｇ２＋］＝
ＣＭｇ

（１＋β１［ＯＨ
－］＋β２［ＯＨ

－］２）
（４）

［Ｍｇ（ＯＨ）＋］＝β１［Ｍｇ
２＋］［ＯＨ－］ （５）

［Ｍｇ（ＯＨ）２］＝β２［Ｍｇ
２＋］［ＯＨ－］２ （６）

（二）多相体系

由式（２）可知，当溶液 ｐＨ值升高时，Ｍｇ２＋含量会

降低，当［Ｍｇ２＋］＝
Ｋｓｐ

［ＯＨ－］２
时，溶液中刚好析出 Ｍｇ

（ＯＨ）２（ｓ）沉淀，此时的ｐＨ值称为临界 ｐＨ值。Ｋｓｐ为溶
度积常数（２５℃，Ｋｓｐ＝５．６×１０

－１２）。

当 ｐＨ≥ｐＨ临界，溶液为多相体系，各体系与 Ｍｇ
（ＯＨ）２（ｓ）沉淀平衡。

Ｍｇ（ＯＨ）２（ｓ）Ｍｇ
２＋＋２ＯＨ－；

Ｋｓ０＝［Ｍｇ
２＋］［ＯＨ２］＝１０－１１．１５ （７）

Ｍｇ（ＯＨ）２（ｓ）（ＭｇＯＨ）
＋＋ＯＨ－；

Ｋｓ１＝［（ＭｇＯＨ）
＋］［ＯＨ－］＝１０－８．５７ （８）

由式（７）和（８）可以推出：

［Ｍｇ２＋］＝
Ｋｓ０

［ＯＨ－］２
（９）

［（ＭｇＯＨ）＋］＝
Ｋｓ１

［ＯＨ－］
（１０）

根据式（３）～（６）及公式（９）～（１０），可以绘制出
Ｍｇ２＋的水解组分浓度对数图，如图８所示。

查阅文献可知，油酸钠在 ｐＨ值大于１０．０时主要
以（ＯＬ）２

２－和 ＯＬ－的状态存在［１１］。当溶液 ｐＨ值为
１０．０时，此时镁在溶液中水解组分主要以Ｍｇ２＋的形态
存在，实际矿浮选试验中浮选精矿产率很小，即可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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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Ｍｇ２＋水解组分浓度图（ＣＭｇ＝１０
－４ｍｏｌ／／Ｌ）

Ｆｉｇ．８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ｇｒａｐｈｏ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ｉｏｎ＇ｓｈｙ
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ＣＭｇ＝１０

－４ｍｏｌ／／Ｌ）

定镁在溶液中的水解组分 Ｍｇ２＋对油酸钠捕收矿物几
乎没有影响。ｐＨ值大于１０．０，水解组分 Ｍｇ２＋的浓度
开始迅速下降，当水解组分ＭｇＯＨ＋的积累到一定数值
时，实际矿浮选试验中浮选精矿产率不断的上升，且长

石几乎不上浮。当 ｐＨ值为 １１．０时，水解组分 Ｍｇ
（ＯＨ）２沉淀刚开始生成，对应着实际矿浮选试验中浮
选精矿产率快速增大，而精矿中长石的回收率上升较

小。当ｐＨ大于１１．０时，溶液中 Ｍｇ（ＯＨ）２（ｓ）的浓度不
断增大，沉淀在矿物颗粒表面的 Ｍｇ（ＯＨ）２（ｓ）可能是造
成浮选逐渐失去选择性、导致精矿产品中长石回收率

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

４　结论与展望

（１）在矿浆 ｐＨ值为１１．００，Ｍｇ２＋用量为３００ｇ／ｔ，
ＮａＯＬ用量为９００ｇ／ｔ的条件下能够较好地实现长石和
石英的浮选分离，经过开路浮选试验可获得产率约为

３６％的长石产品以及产率约为２７％的石英产品。其
中长石产品中Ｋ２Ｏ＋Ｎａ２Ｏ含量为１１．１３％，Ｆｅ２Ｏ３含量
为０．４８％；石英产品中二氧化硅含量约为 ９４．６７％，
Ｆｅ２Ｏ３含量为０．２１％，其中石英产品中的主要杂质为
长石，对其在陶瓷、玻璃等行业上的应用影响很小。

　　（２）通过溶液化学计算可知：镁在水溶液中的水
解组分ＭｇＯＨ＋明显活化石英而对长石的浮选行为基
本没有影响，但精矿产率较低；当矿浆 ｐＨ值增大到
１１．０时，水解组分Ｍｇ（ＯＨ）２沉淀刚开始生成，精矿的
产率迅速增大，而精矿中长石的回收率上升较少。当

矿浆ｐＨ值继续增大，在矿物表面生成越来越多的 Ｍｇ
（ＯＨ）２沉淀可能是造成浮选开始失去选择性的重要
原因，从而在实际矿浮选试验中导致大量长石上浮。

（３）研究结果为低品质的长石资源的浮选提纯提
供了思路，即在进行阴离子捕收剂和其他金属离子的

浮选体系中，应避免金属离子在溶液中过多生成沉淀，

从而避免浮选失去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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