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选钾盐时 �� 烷基硫酸钠的吸附和

浮选活性的研究

众所周知
，
用于钾盐浮选的最有效和最

通用的捕收剂
，
在 目前是阳离子活化剂—

脂肪伯胺盐类
。

它们在实际应用中
，
将引起

一系列的困难
，
这是由于价值高

、

稀缺
，

由

于强烈的形成胶束作用而提高耗量以及从饱

和的盐溶液中产生凝聚和盐析作用
。

因此寻

找新的
、

更易得和廉价的捕收剂是强化生产

工艺和降低钾肥成本的重要问题
。

最近
，

对用于可溶性盐浮选的阴离子活

性捕收剂的应用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多���约
。

用于钾盐浮选的
、

更易得和廉价的阴离

子捕收剂的作用规律性和应用的研究
，

从进

一步发展可溶性矿物浮选理论的观点来说
，

不仅有着实际的意义而且有着理论的意义
。

钾盐浮选时��烷基硫酸钠阴离子活化剂

捕收作用的研究以及影响它吸附和浮选活性

的某些因素的研究是当前的工作 目标
。

用化学纯的 ���和 ����的混合物 �含

�������在实验室的容量为 ��� 厘米
“
的浮

选机中进行浮选实验
。

利用饱 和 的 ��� 和

����溶液作为液相
。

固液比为 ���
。

加入

�
�

��浓度的 �� 烷基硫酸钠试剂后
，
搅拌 �

分钟
。

用 �� 烷基硫酸钠浮选分离不同粒 度 的

���和 ����混合物的主要结果和它的耗量

的依赖关系列于表中
。

可以看出
，
应用 �� 烷

基硫酸钠作为捕收剂
，

可保证高的浮选指标
。

在捕收剂耗量为 ���一��� ���时
，
在高质量

的精矿�大约含 ��� ����中
，
��企的提取

率可达��一���
。

进一步增加捕收剂的耗量
，

实际上对精矿产品中 ��� 提取率的提 高 影

响很小
。

随着浮选粒度的减小
，
精矿产率急

剧上升
，
和浮选过程中选择性显著恶化

，
特别

是当捕收剂消耗量增加时
。

当浮选粒子小于

。 �

�毫米的情况下
，

虽然仍保持最大的 ���

提取率 ���
。
���

，
但在泡沫产品中 ���含

量却降低到������
。

颗粒度对精矿中���

提取率影响的研究表明
，

在药剂的消耗量为

��一���克�吨的情况下
，
随着粒度减小到 �

�
·

�� � �
�

�毫米时
，
提取率将增长

。

以后在

浮选粒级小于 �
�

�毫米时由于 ��� 和 ����

细颗粒盐的絮凝作用
，

提取率将降低
。
�图

�
，

表 �

在浮选细颗粒�� �
�

�� 毫米
，
特别是 �

�
�

�毫米�过程中
，
选择性的急剧恶化是由以

下情况所决定的 〔象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
�图 �

，

曲线 �
�

�� 〕 ，

虽然在只对 ����饱和

的溶液中 ����粒子不能被 �� 烷基硫 酸 钠

所浮选
，

在 ���和 ����的饱和溶 液 中
，

����粒子具有共同的可浮性
。

因为浮选过程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阶段

是在可浮矿物表面上捕收剂的吸附作用
，
从

而就必须研究 �� 烷基硫酸钠在���和�
���

矿物上的吸附作用与药剂消耗和介质 �� 之

间的相互关系
。

为了研究浮选精矿的硫酸烷

醋的吸附作用
，

在水和盐的溶液中应有灵敏

的测定方法
。

我们曾试用光电比色法进行测

定
。

同时亦采用阳离子活性物质 �十六烷基

甲基按嗅化物 �的滴淀法阁
，

滴 定 法 是 不

适用的
，
因为硫酸烷醋操作时

，
在盐溶液中

难观测到转变点
。

光电比色法是基于硫酸烷

醋的阴离子与亚甲青的阳离子发生反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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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烷基硫酸钠耗量��一��和介质的 �� 值��一��� 对不

同粒度 ���和 ����浮选的影响
� ���� 一 �

�

��� �一���，

�
�

�� �
。
������ �

�

�毫米 ���， ����
� 一 �

�

���� 一 �
�

���

�
。
�毫米���

在 ����
、
���

、
��克�吨�不同的捕收剂消耗量时

，
从 ���和

������
、
�

、
��混合物中浮选 ���以及为相应的消耗量 ���

、

��
、
��克�吨时

，
单独 ���中浮选 ���

。

形成有色的络合物
。

后者溶解在氯仿里
，

经

一定时间振动后
，
从水中分离出氯仿层

，
并

在波长 ��� 毫微米下进行光密度测定
。

用化学纯的 ���和 ����盐在 ��
�

�的

情况下
，

于吸附的小烧杯里进行吸附实验
。

称

量 �克盐加到相应盐的饱和的溶液中
，
固液

比是 ���
，
然后加必要量的硫酸烷醋并将含

有物搅拌 �� 分钟
。

用测光密度法确 定 在溶

液中和用倾析法分离出并溶于水后的盐结晶

上所含的 �� 烷基硫酸钠
。

用具有一定 ��值

的饱和盐溶液洗涤盐并用上述方法测定溶液

中的 �� 烷基硫酸钠的量来研究解吸作用
。

�� 烷基硫酸钠在 ��� 和 ����晶 体上

的吸附作用和解吸作用的依赖关系表示在图



二里
。

可以看出
，
捕收剂的吸附量与它在溶

液中的浓度成比例
，

同时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

��� 上吸附 �� 烷基硫酸钠的 量 要 比 ��
��

·

大
。

从吸附的形式可以断定
，

它们具有复杂

的性质
，

而且未达到极限
。

很明显
，
在高浓

度的 �� 烷基硫酸钠存在的情况下发生 多层

的吸附作用
，
也就是不同形状和分散度 �物

理的固着形式 �的胶粒与各别离子一起同时

参加到吸附层的形成中
。

物理的固着是不牢

固的并易从晶体的表面上用饱和的盐溶液洗

掉
。
��� 的表面上不稳定形式的物理固着的

捕收剂的量
，

经洗涤 ���次后为����
，
然

而固着在 ����上的 �� 烷基硫酸钠结 合 得

并不牢固
，
并在这些条件下实际上完全可以

从晶体的表面上去掉
。

对有成效的盐浮选来

说
，
需要盐的表面上能牢固的固着捕收剂

。

这就说明
，
用 �� 烷基硫酸钠不会浮选颗粒大

于 �
�

��毫米的 ����
。

细粒级 ����粒子�一 �
�

��� �
�

�和特别

是 一 �
�

�毫米�的浮选性是不大的
，
这说明

，

对于细粒来说�如文献 �中指出那样�
，
捕收

剂吸附层的坚实度必须是小的
。

此外
，
在浮选

时
，
矿物盐细粒部分地有可能被泡沫机械地

带出
。

溶液的 �� 值与可溶性盐浮选的依赖关

系的研究
，

对于确定最适宜的药剂作用条件

具有重大的意义
。

通过我们在不同 �� �图

�
，
��条件下用 �� 烷基硫酸钠浮选 ���的

实验证明
，
浮选指标实际上与氢离子浓度无

关
，
这同捕收剂在 ���粒子表面的吸附和解

吸作用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所以
，

在 ���和 ����的饱和溶液中
，

强烈地抑制了硫酸烷醋钠盐的 解 离 作 用
，

���表面疏水性和吸附作用中离子 化 基 团

作用不是决定性的
。

所得结果指出
，
硫酸烷醋钠型的阴离子

��烷基硫酸钠的耗量和矿物盐拉度

对 ���浮选的影响

�原朴混合物
� ������� ����

����

捕收剂
的消耗

浓 度 �

�毫米�
量
克�吨

���

产率

���

含量

���

提取率

在尾矿
中���

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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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捕收剂的消耗量和��烷基硫酸钠在
������和 �������晶体上吸附作用���的依

赖关系
。

虚线��
、
��—���和 ����的解吸

作用�口�与洗涤次数的依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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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证明体系 ��

十 、
��

十�

声��
一 、

��一、

一�
�
�的

平衡固相同无定形氢氧化铝和卤水中氯化铿

反应达平衡后产物组成相近
。
�一射线衍射

图和热分析结果相同
。

看来
，
后者也生成了

�����二 �的化合物
。

反应时硼被富集
，
钙

、

镁也进人了氢氧

化铝中
。

硼
、

钙和镁进人氢氧化铝的机制
，

以及对氢氧化铝同氯化铿反应的影响尚不清

楚
。

有待进一步工作
。

�
�

氯化锉同无定形氢氧化铝在溶液中的

相互作用
，

是一个固液异相反应
。

反应开始

在氢氧化铝表面进行
，

符合一级反应规律
。

当表面形成铝锉化合物层外壳后
，
氯化铿必

须扩散通过产物层外壳
，

才能同无定形氢氧

化铝继续反应
。

这时反应动力学规律可以用

自阻滞反应方程式专
��

� 一 �

。 �
， ，
一

一 �万 � �米

描述
。

反应的本质不受杂质变化的影响
。

�
�

卤水中氢氧化铝同氯化铿一级反应常

数 �。 。 � �
。
��� ��一，，�。 。 二 �

�

��� ��一�
。
����

反应速度为 ��℃ 时 �� 倍 。

为缩 短 反 应 时

间
。

要求工艺中沉淀铿应在��
�

�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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