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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河南某金矿的工艺矿物学情况,特意对该矿石开展了工艺矿物学分析和研究,分析表

明：该矿中含金1.23g/t；主要的含金矿物有金银矿、碲金银矿；另有磁黄铁矿、赤铁矿、黄铜矿、方

铅矿等金属矿物；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方解石、白云石、绢云母等,这为该矿山的开发打下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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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含金矿产利用难度逐渐增大,

工艺矿物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5］。开

展工艺矿物学分析,能够全面、系统的得

出矿石性质及矿物的各种特性,为资源

的综合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掌

握河南某金矿的工艺矿物学性质,特开

展了相关研究。 

1 矿石成分 

1.1化学分析 

该金矿的化学分析结果见表1。从中

可以看出,该矿中金品位为1.23g/t,是

唯一有价回收元素。 

1.2矿物构成 

经电镜分析,该金矿中主要的含金

矿物有金银矿、碲金银矿；另有磁黄铁

矿、赤铁矿、黄铜矿、方铅矿等金属矿

物；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方解

石、白云石、绢云母等。矿物相对含量

见表2。 

2 金矿物嵌布形式 

金银矿、碲金银矿是该矿中的主要

含金矿物。从定量结果可以看出,该金矿

中均含Au61.35%、Ag35.84%、Te2.81%。 

金矿物主要以与磁黄铁矿连生的

形式存在,少量与脉石共生或以单体形

式存在,金矿物平均粒径为38.41μm,

最大的粒径为71.21μm×29.98μm,呈

中-细粒分布。金矿物共生程度统计结

果见表3。 

从表得知,金矿物主要以与磁黄铁矿

共生的形式存在,该部分含量为89.91%；

以单体形式存在的金矿物含量占3.04%,

与脉石共生的金矿物含量为7.05%。 

3 主要金矿物解离度研究 

矿石中金矿物的解离度情况研究结

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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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得知,金矿物单体解离度相对

较低,含量为3.04%,以包裹形式存在的

金矿物为10.98%。 

矿石中金矿物的嵌存分析结果见

表5。 

从表得知,该矿中的含金矿物主要

以连生体的状态存在,为85.98%,以包裹

形式存在的金矿物含量为10.98%,以单

体形式存在的金矿物为3.04%。 

4 结论 

(1)该矿中金品位是1.23g/t,具有

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2)该金矿中主要的含金矿物有金

银矿、碲金银矿；另有磁黄铁矿、赤铁

矿、黄铜矿、方铅矿等金属矿物；脉石

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方解石、白云

石、绢云母等。 

(3)金矿物平均粒径为38.41μm,最

大的粒径为71.21μm×29.98μm,呈中-

细粒分布。 

(4)该矿中的含金矿物主要以连生

体的状态存在,为85.98%,以包裹形式存

在的金矿物含量为10.98%,以单体形式

存在的金矿物为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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