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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某矿区铂把的物相分析

俞祖根 吴国义

提 要 作者通过详细试验
,

对以类质同象或呈分散状态存在于磁铁矿
、

磁黄铁矿以及其它硫化物

和硅酸盐中的低含量铂把的测定
,

提出了有效的分析方法
,

解决了不同相态铂把的定量测定间题
,

对于地质勘探
、

选矿工艺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

关链词 铂把 赋存状态 阴离子交换树脂

新疆某矿区是一个含贵金属的铜镍矿床
。

根据岩矿鉴定结果确认
,

矿石主要是由磁黄铁

矿
、

磁铁矿和黄铜矿组成
。

其中
:

磁黄铁矿约占60 一65 % ;

磁铁矿 约占10 一15 %
;

黄铜矿 约占20 % ;

镍黄铁矿约占10 %
;

还有少量白铁矿
。

硅酸盐类矿物含量很少
,

以阳起石
、

绿泥石
,

黑云母矿物为主
。

主要铂把矿物

及化学特性
〔2〕见表 1

。

表1 该矿区的主要铂把矿物及化学特性
’

T a ble 1 M a】o r Pla 廿n u m a n d 钾Ila d iu m m in er a h . n d th e盼 c h e m ica l p r 0 Pe 币es

矿矿物名称称 化学特性性

砷砷铂矿矿 王水 + 电流(1 4v
,
0

.

SA )
,

热王水慢慢变褐褐

啼啼镍铂把矿矿 H N钱使变黑黑

等等轴磅秘把矿矿矿

蹄蹄韧把矿矿矿

化学特性引自文献仁2」

铂族元素除了呈独立矿物存在外
,

还有相当数量是呈类质同象或呈分散状态存在
。 〔3〕。

本文的 目的是要搞清以类质同象或呈分散状态存在于磁铁矿
,

磁黄铁矿及其它硫化物和

硅酸盐中的铂把含量及呈独立矿物存在的铂把含量
;
搞清铂把在磁性部分和非磁性部分的分

配
。

不仅为选矿工艺中提高回收率提供依据
,

而且为了解成岩成矿过程中铂族元素的分散
,

富

集规律提供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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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矿铂把含量较低
,

要弄清铂把在各大类矿物中的分配情况
,

用一般的物相分析方法

是很难做到的
。

我们采取取大样
,

用物理和化学方法相结合进行矿物分离
,

再用阴离子交换树

脂从含有大量溶剂和各种贱金属元素浸取液中富集铂把
,

从而达到准确测定的目的
。

一 实验部分

(一 )主要仪器和试剂
1

、

曳动搅拌机
2

、

硝梭 (分析纯 ) 1 5 %

3
、

盐酸 (分析纯 )60 %

4
、

硫酸 (分析纯)5 写

5
、

氟氢酸 (分析纯 )

6
、

过氧化氢 (分析纯 )30 %

7
、

E D T A (分析纯 )

8
、

冰醋酸 (分析纯 )

9
、

铂把标准溶液 1而一 5林g p t
·

Pd (8 N H cl 溶液 )

1 0
、

0
.

2 % D D O 一 (西酮溶液 )

1 1
、

石油键一氯仿 (3
:

1) 混合液
12

、

50 %二氯化锡(浓盐酸溶液 )

(二 )分离流程的设计

磁性部分与非磁性部分的分离
,

磁铁矿与磁黄铁矿的分离
,

硫化物与脉石的分离已有报

导〔‘, ,

根据本矿区的矿物组成以及取样量大的特点
,

经过试验我们对文献报导的条件作了适当

修改
。

由于铂把矿物对酸和一般溶剂的稳定性闭
,

在分离一般矿物时铂把矿物均不会溶解
。

这

样
,

不同赋存状态的铂把可以进行测定
。

分离流程如下
:

原矿

厂一一卫竺今砚
磁选分离 非磁性部分

2 0克
,

每个 2 0 0 m l

磁性部分 非磁性部分 1 0 % H , 0 2
一

%EDT A 室温搅伴 6小时

磁性部分

!5克 火 4 一 2 0克
,

每份用Zo o m l

土1 5% H N o 3 沸水溶浸取6 ,J
、

时

残渣
‘脉石 )

爹趁声
}2 0 0m l

浦液 (A )
放置过洽

残渣
(嫉铁矿 )

森

(黄铜矿
、

镍黄铁矿等硫化物矿物

类质同象的铂钗 )

一0 % H A C 一 1 0肠H 2 0 2
一

(磁黄铁矿类质同象的铂把 )
2 % E D T A 室温搅拌6 小时

、 ‘6 0 %”鲤恻鱼肾量
取 ‘小“

残渣 瑟散

残渣 森
。B )

H F 2 5 m l

一与滤液 (A )合并

二淤蕊置毓
娠 巍

‘铂

吧笔纂
, 枷 以铂把独立矿物存在的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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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铂把的富集

根据分离流程
,

浸取液不但组分复杂而且量很大
,

如何从中富集微量铂把也是本课题需要

解决的关键间题
。

大试金法和硫脉富集法手续都很繁琐
。

曾有文献
〔3〕
报导铂把的氯络合物可被

阴离子交换树脂吸附
,

但能否在本试验的浸取液中吸附尚未见报导
。

为此
,

我们试验 了各种组

分的溶剂中 (模拟浸取液组分 )铂把的吸附情况
,

试验结果见表 2
。

表 2结果说明
,

阴离子交换树

脂能从 > 5 0 0m lP t
、

Pb 含量为0
.

02拼9 m l的溶液中 (1 0 % H e l介质 )吸附铂把
。

在 1 0 % H e l介质中

存在本方法所采用的溶ffIJ H A e
、

H Zo Z ,

E盯A 均不影响吸附
。

大量的 Fe ( l )
、

e u ( , )
、

N i( , )存

在也不影响 R
、

P d 的吸附
。

但是 H N o 3

的存在将使 R
、

Pd 的吸附量降低
。

表中试验条件
:

A 1 0H e l% 5 0 0m 一
,

含 N a e ls克
,

树脂床高6 5 m m
,

内径 lo m m
,

流速Zm l/ m in ;

B 10纬H e l5 0 0m 一
,

含 F e ( l ) 2 0克
,

树脂床高 6 5m m
,

内径 1 0m m
,

流速 Zm l/ m in ;

e 10 % H elso om 一
,

含 H A e Zo m l
,

3 0 % H Zo 2 7 5m l
,

E n T A 4克 (加热除去大部分 H 2 0 :
)其余条件

同上 ;

n z o写H e lso o m l
,

含 H A e Z om l
,

3 0 % H Zo 2 7 5 m l
,
E n T A 4克

,

e u ( l ) 3克 (加热 除去大部 分

H Zo Z
)其余条件同上

;

E 1 0肠H N o 35 0 0m l
,

含 H e l5 0m l,

其余条件同上
;

F 铜镍矿处理液s o om l(1 0 % H e l溶液 )
,

流速 Zm l加
in ,

树脂床高 5 0m m
,

其余条件同上
。

H 铜镍矿处理液5 0 0m 一(2 0% H cl 溶液含 H N o 。sm l)流速 Zm l/ m in
,

树脂床高6 5 m m
,

其余条

件同上
。

表 2 阴离子交换树脂对铂把的吸附情况

Ta bl e Z A 饭犯 r p tio n of p la血u m an d pe lla diu m b y ion
e x c h an ge ro in

NNN OOO 试验条件件 Pt
.

冈 加入量 (协g ))) 回收量(阳))) 回收率(% )))

ppppppp 砂砂 Pddd p 口口 PPP P rrr Pddd

lllll AAA 】000 l000 1 0
.

333 9
.

666 10 333 生J666

22222 BBB l000 l000 1 0
.

333 1 0
.

222 1 0 333 1 0 222

33333 CCC l000 l000 1 0
‘

222 1 1
.

888 1 0 222 1 1 888

44444 DDD 1 000 1 000 1 0
‘

222 9
.

555 1 0 222 9 555

55555 EEE 1 000 1 000 8
.

555 3
.

555 8 555 3 555

66666 FFF 1 000 l 000 9
.

555 7
.

000 9 555 7 000

77777 GGG l000 1 000 1 0
.

444 8
.

000 1 0 444 8 000

88888 HHH 1 0 ,, l000 9
.

999 6
.

777 9 999 6 777

99999 7 71 管理样样 0
.

35 9 / t
‘‘

0
.

1 59 / t
’’

0
.

3 19 / ttt 0
.

2 0 9 / ttttttt

lll 000 77 2管理样样 0
.

079 / t
‘‘

0
.

0 39 / t
‘‘

0
.

0飞/ ttt 0
.

0 39 / ttttttt

系样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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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方法

1
、

磁性与非磁性部分的分离

取矿样 25 0克左右
,

用80 0奥斯特磁铁手选分离
,

得到磁性与非磁性部分
,

称重
。

2
、

磁性部分磁铁矿与磁黄铁矿的分离及磁黄铁矿类质图象铂把的测定

称取磁性部分矿物20 克
,

分四份 (每份 5克 )置于 2 50 ml 高颈烧杯中
,

加入 ZOom lls % H N o 3 ,

于沸水溶中浸取 6小时
,

过滤
。

将残渣连同滤纸一起于 1 05 ℃烘干
,

将残渣转人 1 5 Oml 烧杯中
,

加

入 c C I‘s oml
,

于50 一 60 ℃水溶中处理 1小时
,

干过滤
,

风干
,

残渣再处理一次
,

干过滤
,

风干
,

将残

渣连 同前几次过滤的滤纸一起置于原高颈烧杯中
,

加人 20 0nil ls % N H o 3

于沸水溶中浸取 2小

时
,

过滤
。

滤液与上次滤液合并
。

残渣为磁铁矿
,

滤液为磁黄铁矿浸取液
。

将滤液置于电热板上

蒸干
,

用 H C I赶 H N o 32一 3次
,

加浓 H C I 2 0 m l
,

少量水溶解残渣
,

加水至 2 0 0m l
,

将此溶液以 Zm l/

m in 的流速通过阴离子交换柱 (阴离子交换柱树脂床高 65 m m
,

内径 1 om m
,

预先用10 % H cl 平

衡 )
,

将四份溶渣合并
,

分别在两根柱上交换
,

用 10 % H cl 100 ml 淋洗
,

再用水 10 0ml 淋洗
,

流尽

后
,

将二根柱子的树脂倾出于 5 0 ml 烧杯中
,

过滤
,

将树脂连同滤纸一起置入 50 ml 瓷增竭中
,

灰

化
,

80 0℃灼 烧
,

残渣用王水溶解
,

加 10 %N ac l Z滴
,

置于水溶上蒸干
,

用 H cl 赶 H N O : ,

重复一

次
,

用 SM H CI 溶解残渣
,

移人字sml 比色管中
,

用 D D O 法比色测定 R
、

Pd
。

此 R
、

Pd 为磁黄铁矿

中呈类质图象的铂把量
。

3
、

磁铁矿的分离及磁铁矿类质图象 R
、

Pd 的测定

将分离磁黄铁矿后的残渣置于 2 5 Oml 高颈烧杯中
,

加入60 % H cl 2 00 ml
,

置于沸水溶中加热

4小时
,

并不断摇动
,

过滤
,

用 5 % H cl 和热水洗净沉淀
,

残渣为与磁铁矿
、

磁黄铁矿连生和包裹

的铂把独立矿物
。

滤液办磁铁矿浸取液
。

将滤液置于电热板上蒸干
,

加浓 H cl 20 而
,

再加少量水

加热溶解残渣
,

加水至20 0ml
,

同上述条件通过阴离子交换柱
,

用 D D o 法比色测定 Pt
、

Pd
。

此 R
、

Pd 为磁铁矿中呈类质图象的铂把量
。

4
、

铂把独立矿物的测定及王水不溶性铂把矿物的分离

将上述残渣置于 30 0ml 烧杯中
,

加王水 1 5 0nil
,

盖上表面皿
,

于电热板上加热溶解
。

取下
,

水

冼净表面皿
,

于电热板上蒸干〔注意溅跳 !) 用 H O 赶 H N o 。,

反复二次
,

加 H c] 2 0ml
,

加少量水加

热溶解残渣
,

加水至 2 00 m l
,

过滤
,

用 10 % H cl 洗净残渣
。

此滤液为王水可溶性铂把独立矿物的

浸取液
。

将滤液按前述条件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富集
。

D D o 法 比色测定
。

此 R
、

Pd 为王水可溶性

铂把独立矿物中的铂把量
。

将上述残渣置于高铝增涡 中
,

灰化
、

灼烧
、

残渣用 N a 2 0 2

溶融
,

少量水浸取
、

煮沸
、

冷却
,

用

浓 HCI 酸化
,

再用浓 H O 调至 SM H CI 溶液
,

移入50 ml 比色管中
,

用SMH cl 稀至刻度
,

摇匀
,

用

D D O 法 比色测定
。

此 Pt
、

Pd 为被硅酸盐包裹的铂把矿物中的铂把含量
。

这类硅酸盐矿物是被

磁性矿物夹着或连生而选入磁性部分的
。

从镜下发现的铂把矿物 (表 l) 来看都可被王水溶解
,

故此 Pt
、

Pd 的量不能定义为王水不溶性矿物
。

5
、

非磁性部分硅酸盐矿物与黄铜矿
、

镍黄铁矿等硫化物矿物的分离及硫化物矿物中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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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图象的铂把的测定
。

取非磁性矿物 2 0克
,

分成四份 (每份 5克 )置于 1 0 0 0 m l烧杯中
,

加入 Zo om l 1 0 % HA e一

10 % H Z

场一 2% E
DT A 混合液

,

在室温下搅拌 6小时
,

放置过夜
。

过滤
,

用水洗残渣数次
,

得到滤

液 (A )将残渣置于原烧杯中
,

同上述条件再重复处理一次
。

过滤
,

用水洗残渣数次
,

得到滤液

(B )
,

滤液 (A )
、

(B) 合并
,

此滤液为黄铜矿
、

镍黄铁矿等硫化物矿物浸取液
,

残渣为硅酸盐类矿

物
。

将上述滤液放置一天以后在电热板上加热除去 H ZO : ,

并适当浓缩体积
,

冷却
,

用浓 H CI 调

至溶液为 10 肠H c l溶液
,

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富集
,

D D O 法比色测定 R
、

Pd
。

此 R
、

Pd 为硫化物矿

物中呈类质图象的铂把量
。

6
、

硅酸盐矿物的分离及硅酸盐矿物所含铂把的测定

将上述残渣置于 2 5 0m l聚四氟乙烯烧杯中
,

加入5 % H Z S o 4 1 5 0m l
,

H F 2 5m l
,

于低温电热板上

浸取 2小时
,

并不断搅拌
。

过滤
,

用热水洗残渣数次
。

将滤液置于聚四氟乙烯烧杯中
,

在电热板上

蒸干
,

用 H cl 反复赶 H F 数次
,

用 H cl 溶解残渣
,

加水至溶液为 10 % HCI 溶液
。

此滤液为硅酸盐

类矿物的浸取液
。

残渣为铂把独立矿物
。

将浸取液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富集后用 D I〕0 法比色测

定 Pt
、

Pd
。

此 R
、

P d 为硅酸盐类矿物所含的量
。

7
、

铂把独立矿物中 R
、

Pd 含量的测定

用所述的方法测定铂把独立矿物中 R
、

Pd 的含量
。

备注
:

本操作方法均按取样5克制订
,

最后富集与测定均需将四个样品合并为一个样品进

行
,

按取样20 克计算结果
。

而整个相分析是从取大样开始的
,

故各相的总计结果按大样取样量

计算
。

三 结果与讨论

按拟订的方法分别对三个大样进行分析
。

大样的特征
,

铂把的品位以及取样量列于表3
。

表3 大 样 的 特 征

Ta bl e 3 C h ar a c 沈护肠吐cs of l洲卫活 sa 山 Pl翻

NNN OOO 试样号号 样品特征征 取样量(g ))) 铂钮品位(g /t ))) 磁选分离后的重量(g )))

PPPPPPPPPPPttt Pddd 磁性部分分 非磁性部分分

lllll 物 一 lll 铜镍富矿矿 2 4 555 0
.

2 000 0
.

2 000 7 1
.

888 1 7 1
,

555

22222 物一 皿皿 铜镍贫矿矿 2 4 666 0
.

2 111 0
.

1 333 l888 2 2 888

33333 物一 WWW 高铜矿矿 2 2 000 0
.

3 666 0
.

2 888 1 4 999 7 0
.

444

物相分析结果见表4
。

从表3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

1 )
,

高铜矿 (物 Iv )磁性部分占68 %
,

而铜镍富矿 (物 l )和铜镍贫矿 (物 l )
,

磁性部分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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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和 7 %
。

也就是说
,

对物 Iv 来说
,

以磁性部分为主
,

而对物 l 和物 l 来说
,

以非磁性部分为

主
,

而对物 l 和物 皿来说
,

以非磁性部分为主(表 3 )
。

2
、

从 R
、

Pd 在磁性和非磁性部分的分布来看
,

物一 l 以分布在磁性部分为主
,

而物一 l 物

一 W 又以分布在非磁性部分为主
,

但物一 V 在两部分的分布相差不大
。

3
、

铂把在该矿区以独立矿物的形式存在为主
,

呈类质图象或呈分散状态存在的量很少
。

4
、

从物一 w 这个大样磁性部分铂把独立矿物含量较高的事实分析
,

可能是铂把独立矿物

粒径较细
,

常与磁性矿物连生
、

包裹
、

夹着而进人磁性部分 (因铂把矿物是非磁性的)
。

上述结论与岩矿鉴定的结果是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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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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