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安徽铜陵凤凰山矿尾矿产酸能力和酸中和 

潜力分析 

徐晓春，牛杏杏，黄界颖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铜矿是一座以含铜为主，伴生金、银、铁、硫的多金属矿山，矿床属矽卡岩型。

本文选取凤凰山矿正在使用林冲尾矿库和已经停止使用的相思谷尾矿库，开展尾矿酸中和潜力（NP）和产

酸能力（AP）的实验测试和计算，对比新、老尾矿库尾矿产酸能力和酸中和潜力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评

价新、老尾矿库尾矿对环境的影响。 

1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计算酸中和潜力使用 Lawrence 等（1997）提出的改进酸碱计数测试方法，计算公式为：NP（kg CaCO3/t）

=[HCl 的体积×HCl 的摩尔浓度-NaOH 的体积×NaOH 的摩尔浓度]×50／样品重量（g）。产酸能力的计算应

用 Sobek（1978）提出的计算公式为 AP=S%×31.25。 

尾矿矿相学研究表明，尾矿中少见硫酸盐矿物，因此表 1 中产酸能力的结果是在尾矿库中全硫平均含

量基础上，使用 Sobek（1978）的计算产酸能力的方法得到的，为最大产酸能力，单位是 kg H2SO4/t，可

将其单位转化为 kg CaCO3/t。 

表 1 尾矿样品的 NP 试验结果及 AP 计算结果 

样品编号 S/% 
产酸能力 AP 

(Kg CaCO3/t) 
消耗的 HCl/mL 消耗的 NaOH/mL 

酸中和潜力 NP 

(Kg CaCO3/t) 
NP/AP 

老矿 4-9 

1.67 52.14 

9.54 17.86 191.27 3.67 

老矿 4-8 9.35 18.97 183.92 3.53 

老矿 4-5 9.41 15.50 196.11 3.76 

老矿 4-1 5.59 10.94 110.49 2.12 

新矿 1
#
 

2.24 69.94 
9.21 15.49 188.72 2.70 

新矿 2
#
 8.15 15.09 165.61 2.37 

注：老矿 4-1、4-5、4-8、4-9 分别为林冲尾矿库地表以下 10 cm、50 cm、110 cm、130 cm深处采集的样品，新矿 1
＃
、2

＃
分别在相思谷尾矿库表

面采集的样品。S 含量分别为 2 个尾矿样品分析结果的平均值，使用的盐酸的浓度为 1 mol/L，NaOH的浓度为 0.1 mol/L。 

2  结论与讨论 

 从实验得到的测试结果（表 1）来看： 

（1）对于金属硫化物尾矿或废矿石，当产酸的反应速度或产酸量大于酸中和的速度或酸消耗的量时，

就会产生酸性排水。应用酸中和潜力（NP）与产酸能力（AP）评价矿石或尾矿是否产酸时，李锦文等（2008）

认为，当 NP/AP>3∶1 时，为不产酸矿石；NP/AP<1∶1，为产酸矿石；介于二者之间为产酸性不确定。据

此，从实验和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本文取自林冲尾矿库的老矿 4-5、4-8、4-9 样品的 NP/AP 值大于 3，为

不产酸尾矿；而老矿 4-1、新矿 1
＃
、2

＃
的 NP/AP值大于 2，但小于 3，产酸性不确定。 

 （2）老矿 4-1、新矿 1
＃
、2

＃
是从接近尾矿库表面所采的样品，地表尾矿在长期的风化淋滤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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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了风化氧化，其酸中和潜力值有所降低，而对应地下 50 cm处的 4-5 号样品的酸中和潜力与深部

样品 4-8、4-9 相比较并没有太大差别，反映深部尾矿的酸中和潜力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与观察和测试到

的地表及地下尾矿其他物理化学变化相一致（Xu et al.，2008）。由于林冲和相思谷尾矿库地表发生了风化

氧化，地表尾矿的 NP/AP 值在 2~3 之间，而地表以下的尾矿 NP/AP 值大于 3，所以，林冲和相思谷尾矿

库一般均不会产生酸性的矿山排水。本次工作对相思谷尾矿库中积水的 pH进行了多次测定，其值均在 7~8

之间，说明了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但地表尾矿产酸的不确定性要求实际工作中应注意地表风化氧化作用对

尾矿的影响。 

（3）虽然林冲和相思谷尾矿库中不会出现酸性的矿山排水，但尾矿本身的酸中和潜力和产酸能力与

其矿物学性质密切相关。就铜陵地区而言，不同地点的矿床矿物组成并不相同，因此上述结果不能说明铜

陵市其它尾矿库中均不存在酸性排水问题。例如：前人测试过铜陵黑沙河尾矿库地表水体的 pH 值大约为

4.7；笔者测试铜陵新桥硫铁矿露天采坑及采矿废石堆场淋滤汇集的被氧化的酸性矿山排水，其 pH值均在

5~6 之间，最低值竟达 1~2。因此，对于铜陵地区众多矿山产生的尾矿进行酸中和潜力和产酸能力的分别

开展测试和研究，评价尾矿产生酸性排水的可能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4）根据国外的研究，矿山的酸性排水主要发生在矿山封闭后 3~4 年的时间中，因此作为已经经历

了 20 年堆存历史的林冲老尾矿库更不存在酸性排水的威胁。但对于尾矿库中残留的微量金属硫化物、远

超过国家土壤环境标准的重金属元素（徐晓春等，2005）及其与尾矿砂随风化作用进程的变化，仍有待深

入研究和长期观察，以确保尾矿库周边的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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