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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湿法测定矿石中金元素含量。为进一步了解矿石金

元素含量,要根据实际情况了解影响矿石中金元素的影响性因素,制定有效的举措提升金元素的质量提

升,明确氢醌滴定分析中的试样均匀性,对不同类别的矿石试样选定有效的分析方法,了解矿石试祥的富

集与分离,实现对滴定过程的控制。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湿法测定矿石中金的分析方法进行简要分析,并提

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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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样在经过水体溶解、活性炭分离

等过程之后可应用滴定法有效的测定金

元素,增强所测定结果的真实性以及准

确性,确保其可准确的应用于矿石金元

素的测定中。而本文主要对湿法测定矿

石中金的分析方法综合探讨,以期为同

行业提供参考意见。 

1 试样的均匀性选择 

在对金矿的试验样品进行综合分析

时,必须要获得分布比较均匀且具有代

表性的分析试样。由于矿石中的金属含

量较低,金元素大多数是以单体的形式

存在的,且呈现出一种颗粒状,均匀的分

布于整个金矿的内部。由于金矿中的金

元素延展性好,难以被粉碎,目前对于金

矿样品的加工有较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样品加工中最关

键的是磨矿时间的确定,并非是磨矿细

度,主要是源于金的硬度较低,磨矿整个

过程中矿石的脉石矿物以及颗粒物之间

的摩擦时间在标准范围内会进一步的破

碎金属元素,甚至获取较好的元素延展

性。在现实工作中,应当对不同矿区的样

品做好均匀性的试验分析,不可一味的

在多个金属矿区中选取多次试验样品,

这样所测出来的试验结果并无任何价值

意义。在做好均匀性实验分析之后才可

以确定最终的磨矿时间。根据以往的经

验,矿石的细磨时间应大于八小时,而颗

粒物较大的矿主磨矿时间则高于十小时,

但是还需要根据金矿的实际情况进行把

控,做好针对性的调整即可。 

2 试样的综合分析 

由于我国纬度跨度较大,地质种类

繁杂,金矿石的类型颇多,且性态不一,

在进行试验分析时,必须要根据每一个

地区的矿种差异情况采取合适的融矿

模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如下

所示： 

2.1一般性的氧化矿物或事滴流产

物首先需要将其放置在盐酸中加热煮沸

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等待矿物稍冷一些之后再加入硝酸对其

进行分解。 

2.2某些已经形成石英包裹体的金

矿种需要在聚四氟乙烯烧杯中加入一些

氟化物才可以破坏已经形成的石英包裹

体,若是在没有该类别物件时,则需要将

试样直接放置于高温烧炉中,等待高温

炉的热量达到600℃至700℃之间时,再

将金矿冲取出放置在冷水中进行冷萃处

理,这样才可以做好最终的试验分解。 

2.3某些含有有机质或者是碳机制

的试验需要将其直接放置在马弗炉中,

确保其烧到800℃之后再加入一些溶液

对其进行分解。 

2.4含硫较高的实验样品可以在马

弗炉低温状态下放入其中,等待其直接

燃烧到650℃,在燃烧过程中慢慢加某些

硫化物去除,再加入一些溶液对其进行

分解。对于某些铅矿,灼烧时比较容易结

块,此时会直接影响到试样的分解以及

金属元素的提取,此时则必须要对试验

进行溶液分解,再加入一些其他的原料

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实验结果。 

3 试样的富集以及分离化 

对矿山中的金元素做好分析时,可

应用活性炭或者聚氨酯泡沫塑料进行综

合处理,本文主要对其进行简要分析,如

下所示： 

3.1在对矿山中的金分析时,可利用

活性碳富集,减少一些灰分或者附加吸

附率。一般是采用盐酸溶液浸泡两天以

上,再对其进行洗涤烘干。不过该种方法

进行处理,活性炭的吸附率可满足具体

的分析需求。由于大量方铅矿的试验在

介质中比较容易形成沉淀,且在活性炭

过滤环节也不容易将其去除,因此会使

得最终的测试结果偏低。对该种类别的

试验进行龙矿处理之后,需要对其做好

综合考量,应用大量的热水来洗涤活性

炭,增强活性炭的最终吸附效果。 

3.2在应用炮数进行富集时,由于大

多数的泡塑为民用用品。质量参差不齐,

在选购时必须要做好回收率实验分析,

确保其经过酸化处理之后泡沫的吸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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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90%以上。在金分析中,需要对每一

个泡塑进行不同含量的滴定曲线测试,

以便最后环节做好整体的分析结果校准

以及预估。绘制滴定曲线时需要用应用

已知的空矿对其进行溶解,再加入一定

的铜,按照步骤进行吸附以及测定,从而

计算出最终分析结果以及了解到泡塑对

金的吸附率。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不同

矿区所使用的泡塑富集测试值存在明显

性差异,此时则需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进

行自主检验。 

4 试样中的滴定过程分析 

4.1过程控制。在整个试样的滴定检

测中,需要对苯二酚进行滴定,明确苯二

酚对金的还原作用,明确联苯胺与金得

实际性的作用与效果。在实际的分析中,

对应的显色反应开展的比较缓慢,此时

需要通过加温或者使用催化剂的方式加

快反应的完成。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可

知,但试液温度超过60℃时,滴定终点会

突然停止,溶液呈现出一种紫黑色状态,

此时的分析结果远远低于预期的分析结

果,且实验是失败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

要因素是,铜离子在正常情况下需要与

联苯胺进行联合反应,但一般情况下,缓

冲体系下的联苯胺会使得铜离子直接还

原成铜,直接导致终点提前开始出现。对

此,在进行试液加热时,需要将温度控制

在对应的标准范围内,不可超过60℃,只

能够适当的提高一些温度处,使反应加

快,不可过度的依赖于加热。当前的氢醌

滴定速度虽然比较慢,但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该种方法的应用。即使有的学者

曾经通过在滴定溶液中加入催化剂用于

加快反应速度,加入一些其他的离子元

素应用于实验中,整体的效果并不理想。

这种情况下只能增添一些微氪金滴定体

系用于缩短对应的时间,依旧需又需要

学者们的长期研究和探讨。在灰化完成

之后,需要加入一些水分对其进行蒸干,

在反复加入2~3次盐酸,等待其出现无任

何气味时停止滴定。 

4.2苯二酚标准溶液保管。苯二酚

标准溶液在进行放置时会肥的时间的

变化导致溶液变稀,时间越长,溶液的

稀释速度越快。对此,必须要采取合适

的方式保管溶液。在具体的实践中可知,

需要在配置标准溶液时,应用盐酸对溶

液瓶做好清洗并将配置好的溶液避光

保存,放置在比较潮湿的区域。通过该

种方式处理已经配置好的标准溶液,可

以将溶液的标准值稳定在一个月内不

变化。而在一个月内应用保存良好的溶

液做好湿法测金,具体的选择性、确定

性以及避火性都远远高于其他标准下,

但由于该种方式便捷性强,经济性好,

环保性高,目前已经颇受行业的认可与

关注,得到了比较普遍性的应用。对此

需要做好综合性的分析以及考量,为后

续的实验提供依据。 

5 矿石中金分析检测案例 

锑矿中的湿法测金过程常常受到其

他因素的干扰,但该种方法具有明显的

优势,因此必须要寻找出一种消除其干

扰的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消除干扰的

方法为水解法。该种方法主要是对样品

分解之后,再将溶液的酸度做好综合调

整,使得锑呈锑酸水中直接提取出来即

可。由于锑与氯离子之间会形成比较牢

固的配合体系,锑的水解沉淀很难完全

避免,而其所析出的胶状锑酸很容易吸

附金,对此需要对整个化学掌控流程做

好综合分析,减少一些最终的产物污染

环境,在滴定检测时,势必要加入一些锑

的配合剂以及盐酸,从而有效的消除锑

的干扰。在此期间,值得重视的是,有机

配合剂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能够有效地

还原一些高价金并且减少外在因素的干

扰。在具体的农业调整中,是必要加入一

些活性炭吸附金,做好固液分离,应用某

些低温灰化除净之后再用对应的溶液水

溶解残渣,最后再采用电解质对其进行

电解即可。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

湿法测定矿石中金元素含量。为进一步

了解矿石金元素含量,要根据具体的反

应流程了解金属元素的外在影响因素,

依据当前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方案与计

划,确保湿法测定中的金元素被准确的

测量出来,且数据误差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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