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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水化学法找镍及其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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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的 ~ 般地球化学性质

镍在地壳上是一个分布很广泛的元素
,

一

其重量克拉克值为 2
一

`
.

1 0 一 “ 。

镍矿床主要与

超基性和基性岩有关
。

镍在 自然界主要呈硅酸盐及硫和砷的化
`

合物出现
。

工业上最有意义的是硫化镍矿
、

砷化镍矿和硅酸镍矿等矿
一

床
。

主要矿物分别

为镍黄铁矿
、

砷镍矿和硅绍镍铁矿等等
。

地下水及地表水
,

当未矿化时
,

镍的含

量是
n x

10
一 7

克 /升
。

但当硫化 镍 等矿床在

氧化条件下变成硫酸镍
,

最后巍被离解出来

而富集于水中时
,

则含量大大增高
。

如镍黄

数矿在氧化条件下与水作用的反应过程
:

( N i
,

F
e

) S 干 H
。 o + 0 2

一
N 15 0 ;

+ F e S O ; + H
Z S O ;

N 15 0 4

一令 N i
+ 十

+ 5 0 ;

一
一

从此
,

.

水中镍的含量 增加到
n x l o一 6

一

n 火 1 0一
3

克 /升
。

镍不但存在于矿坑水中
,

而且存在于离

开矿体几百米以外
,

最大可达
.

8 00 ~ 1 0 0 0 米

左右
、

影响地下水中镍存在和迁移的因紊

影响水中镍存在和迁移的粽合自然因素

主要包括
:
地貌和氧化程度

、

地层岩性和构

造
、

矿床成因类型和矿物成份及水文地质条

件等等
。

如果地壳上升的速度 超 过 了氧化的速

度
,

glJ 风化产物将全部被水侵触 ; 相反的氧

化速度超过了
一

上升速度
,

8JJ 风化产物将会保

留一部分
。

硫化镍在水中能否棘为硫酸镍
,

主要决定于氧化程度
。

因此
,

前者不利于貌

的存在和迁移
,

甚至在水中不会存在
,

而后
者相反

,

则有利于镍的存在和迁移
。

一定化学成份 的水与不同岩石作用
,

会
-

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

其 中盐的酸根起着主

要作用
。

硫酸根最利于镍呈离子状态存在于

水 中 ; 然而碳酸根和重炭酸根 l8J 与镍形成不

溶于水的碳酸盐
,

使呈离子状态存在于水中

的镍含量减少
,

甚至使镍完全从水 中析出
。

因此
,

在碳酸盐岩层广泛分布的地 区
,

镍含
-

量一般都很小
。

岩石 中的裂隙是地下水流动的逻道
,

裂

隙愈发育
,

水与岩石接触的机会就愈多
,

因

此
,

镍就易于进入水 中 ; 反之
,

裂隙愈不发

育
,

8lJ 愈不利于镍进入水 中
。

岩石祖成的颖

粒大小
,

对镍在水中的迁移有一定影响
。

高

度分散的粘土岩
,

很容易吸附水中
’

的镍
,

降

低了镍的含量
。

镍的矿床类型有浸染状的
、

脉状的
、

条

带状的和块状的等等
。

从水与矿体接触面租



大小和接触的机会来看
,

浸染状的最利于富

集
,

,

而块状的最不利于富集
。

镍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直接影响和决定

了镍能否存在于水中
,

其中地下水位和水的

P H 植影响最大
。

当潜水面很高时
,

往往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氧化作用
,

影响或者根本

阻止 了镍斡入水 中
。

当潜水面降低
,

氧化作

用加强
,

特别是潜水从高水位降低时
,

镍就

大量的淋滤到水中
。

因此
,

雨季镍合量小
,

旱季含量增 高
,

暴雨后镍含量突然剧增
,

就

是这个修故
。

水的循环速 度 对 镍含量的关

系
,

一般地靓循环快的
,

镍含量具U小
。

水的 P H 值是镍 存在与迁移的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
。

在爵多文献中
,

一般都韶为镍在

水 中存在的最高 P H 值为 6
.

7
,

高于这一数值
,

镍则几乎全部沉淀
。

但在我国
,

有几处水化

学我魏献瀚的桔果 靓明
,

镍不但存在于 P H

为 6
.

7 以下的酸性水中
,

而 且广泛地存在于

P H < 8
.

0 的弱碱性水中
。

例如某基性岩矿区

地下水中
,

当 p H < 7
.

0时
, N i > 1 X 1 0一

4

克 Z升 ;

P H 为 7
,

0 ~ 7
.

5时
, N i为 i 火 1 0一` ~ 1 x 1 0一 `

克 /升 , P H为 7
.

5、 8
.

0时 ; N i 为 1 x 1 0一 6

~ 1

x 1 0一
`

克 /升
。

个别水点 P H > 8
.

0
,

仍出现镍

的高含量
。

(敲区的背景含量
: P H > 8

.

0
,

iN 为

0 ~ l x 1 0 一 ,

克 /升 )
。

又如秦岭某 基 性 岩
.

和

超基性岩矿 区
,

当 P H 为 7
.

14 时
,

仍出现

1 ~ 1
.

1 9 x l o一 “

克 /升的异常含量 (鼓区的背

景合量
: P H为 7 ~ 8

,

iN < 1 、 1 0 一 ”

克 /升 )
。

因此
,

镍在水中一般地具有较大的活动性
。

水化学法找镍的适用条件

据前两节输述
,

我俏韶为具备下列条件

的地区和矿区
,

水化学法找镍是适用的
。

1
.

在地貌上不是特别剧 烈 上升
,

地形

割切强烈 ; 水系及泉发育
,

_

且分布均匀
,

2 ; 矿体不是生于广泛发育的碳 酸 盐地

层区 ; 矿体埋藏在潜水位升降范围内
,

或虽

埋藏很深
,

具有流袒矿体的上升泉 r

3
.

地下水及地表水 呈 酸性
、

中隆或弱

碱性
, P H 值一般在8

.

0以下
。

(上接第 2 6夏 )

二
、

性 能

1
.

能够迅速而准确的自动卸碴
,

提高运

蝙效率
,

比人工肩挑提高效率五倍左右
。

2
.

拮构筒单
,

制造容易
,

成本低廉
。 _

3
.

重量娅
,

操作省力 ; 搬运方便
,

使用

安全
。

三
、

使用貌明

1
.

这种底开式矿审
,

适用于卸碴处较陡

豹地形
。

2
.

矿草运行是靠活动事底上四个翰的滚

动前进的
。

当草箱前端的草翰滚动到卸碴架

上时
,

靠石碴的 自重
,

使草底上的事翰顺着

倾斜戟道 自动张开
,

石碴便 自行卸出
,

如图

2 所示
。

3
.

石碴卸完后
,

将矿草视鲤向后一提
,

把矿事拉到运输道上
,

卓底 自动合上
,

即可

再行装运
。 ’

、

几
4

.

使用六翰矿本
,

除应遵守坑道运输卸

碴注意事项外
,

特 别要注意档架的牢固
,

以

保靓卸碴的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