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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电选矿》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磁电选矿(第2版)》主要阐述了磁电选矿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系
统介绍了磁电选矿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应用，以及磁电选矿设备的磁系或电极结构参数，磁电选
矿设备用的材料及其特性，磁路计算的基本知识，以及磁、电分析和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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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选的物料通过磁选机轴向流入一个具有环状横断面的空心圆柱状容器（分选器）
，磁化率较高的颗粒在容器壁附近富集。在容器的末端，矿浆被一分流板分成两部分，靠外部的为精
矿、靠里面的为尾矿。 该机曾用于菱铁矿和石英混合物料的分选试验。分选物料粒度—0.2+0.1mm，
回收率87％～97％，处理量650～3000kg/h。试验表明，影响分选效果的主要因素有给料中磁性矿物的
含量、颗粒的粒度和分布、悬浮体的浓度及平均流速、分流器横断面积比等。 该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在分选区的外壁有磁性矿粒沉积，影响分选效果。可采用振动分选槽的方法来消除。 初步试验表明，
这种磁选机是可行的。通过计算线圈螺线管堆中的磁力所得出的比磁力至少可达到工业上最新的强磁
选机的数值。但它具有较大的分选空间，增大了处理能力。磁选机线圈是采用Nb—Ti合金超导线绕制
的，如采用Nb3Sn超导材料，将能产生高出四倍的磁力，更适用于处理磁性更弱的物料。美国已有这
种类型的实验室用磁选机的商品生产。 10.4.2 科恩—古德超导磁选机 科恩—古德超导磁选机已发展
到MK—4型。MK—1型超导磁选机是1969年前后研制成功的，该设备是一种原型试验装置，其目的是
测定超导磁体和低温系统的生命力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1978年到1984年先后研制成功了MK—2型
、MK—3型和MK—4型超导磁选机，并对多种物料进行选别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4.2.1 MK
—1型超导磁选机 A 结构 该机结构外形如图10—11所示。它主要由磁体和内、外分选管构成。磁体密
封在低温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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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磁电选矿(第2版)》还着重介绍了有关国内几种主要类型铁矿石的选
矿实践。《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磁电选矿(第2版)》为高等院校选矿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
材，也可供冶金、建材、煤炭、化工和地质等领域从事选矿科研、设计、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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