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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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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第六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洪斌、马维、周世德、万方来、王思琪、徐华、李金虎、王怀

楚、刘礼广、戴晓川、付海涛、蒋金晶、张慧龙、王世成、周秀艳、罗银花、杜树果、李宋

江、蒋丽丽。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

方式进行反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和复审。

本文件归口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 29 号，联系电话：

024-62789185

本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国台街 388 号，联系电话：

0411-8319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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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矿勘查选矿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刚石矿勘查阶段选矿的目的任务、方法流程、技术要求、试验鉴定、文

档记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金刚石矿勘查阶段的选矿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554 钻石分级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DZ/T 0340 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DZ/T 0384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金刚石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生矿 primary ore

产于金伯利岩、钾镁煌斑岩等金刚石母岩中的金刚石矿。

3.2

砂矿 placer

风化岩屑和矿物颗粒经流水（河水、湖水、海水为主，部分冰川和风力）搬运富集于砂

砾石沉积物中的金刚石矿。

3.3

重矿物 heavy mineral

物料中比重不小于 3.1 的矿物。

3.4

指示矿物 indicator mineral

能够指示金刚石或金刚石母岩存在的特征矿物，是金刚石矿的重要找矿线索。

3.5

质检物 quality inspection material

在生产过程中用作质量检查的物品。

示例：用作质量检查的金刚石、用作重选质量检查的比重玻璃球、用作磁选质量检查的不锈钢珠以及

用作光选质量检查的发光物等。

4 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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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目的

从矿石中解离和选出单体金刚石，以确定金刚石在矿床中的含量及其变化，为评价金刚

石矿床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通过对金刚石指示矿物的回收鉴定，为金刚石找矿服务。

4.2 任务

4.2.1 普查阶段

通过稀疏取样工程，采集选矿样品，将样品中的金刚石及其伴生矿物选别出来并进行特

征鉴定。初步查明矿石矿物组成、含矿性、金刚石质量及品位等，为估算推断资源量、评价

是否转入详查服务。

4.2.2 详查阶段

通过系统取样工程，对圈出的详查区采集选矿样品进行选矿，对选获的金刚石分级鉴定，

基本查明金刚石的质量和品位等，为估算控制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评价是否有转入勘探提

供价值服务。

4.2.3 勘探阶段

通过加密取样工程，对勘探区系统采集选矿样品进行选矿，对选获的金刚石分级鉴定，

详细查明金刚石的质量和品位等，为估算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服务。此外，

为了指导选矿工作，应开展矿石技术加工试验和各种参数测定。

5 方法流程

5.1 概述

金刚石矿勘查选矿分原生矿选矿和砂矿选矿两种。选矿流程通常分粗选和精选两个阶

段。

本文件所规定的方法流程为基本原则，选别方法及工艺流程应根据矿石性质和勘查阶段

通过试验来确定。鼓励采用高效环保的新工艺、新方法。

5.2 原生矿选矿

5.2.1 粗选

样品破碎和筛分分级后进行选别。选别尾矿进行磨矿，使未解离的金刚石再解离。解离

后返回选别，循环多次，直至矿石磨至入选粒度下限为止。强风化的样品，在选别前应进行

洗矿和预先筛分。

选别作业主要采用重选，可采用跳汰、重介质或跳汰和重介质联合进行。不同勘查阶段

采用的粗选工艺流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选别粒度上限的变化。采用跳汰法粗选的工艺流

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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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精选

根据矿石性质和选别效果，入选的粗精矿分成若干粒度范围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选别。

一般地，入选的粗精矿可分成+8 mm、-8+4 mm、-4+2 mm、-2+1 mm、-1+0.5 mm、-0.5+0.2 mm

六个级别。

根据金刚石和粗精矿的性质，精选作业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进行。一般地，+4mm 的粗精

矿采用手选或光选，-4+1 mm 的粗精矿采用光选或油选，-1+0.2 mm 的粗精矿采用浮选、摇

床、磁选、选磨、碱熔、重液和镜选等方法。精选尾矿应再碎再选，反复循环选别；回收伴

生矿物的精选尾矿应在重砂矿物分离处理完毕后再碎再选。不同勘查阶段采用的精选工艺流

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普查阶段增加了伴生矿物的选别工序。不同阶段精选工艺流程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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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精矿；x—尾矿。

图 1 原生矿跳汰法粗选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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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原生矿详查和勘探阶段精选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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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砂矿选矿

5.3.1 粗选

将矿石加以洗矿、筛分分级和脱泥，分出大块砾石和矿泥，得到净砂，再进行跳汰即可

获得粗精矿。工艺流程见图 4。

-0.2

尾 矿

砾 石

原 矿

+16
-16+0.2

洗 矿

净 砂 矿 泥

跳 汰

废 弃 粗精矿 废 弃

k x

单位为毫米

说明：

k—精矿；x—尾矿。

图 4 砂矿粗选工艺流程图

5.3.2 精选

砂矿与原生矿采用的精选工艺流程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不回收伴生矿物的砂矿精选尾

矿可废弃。工艺流程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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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砂矿精选工艺流程图

单位为毫米

金刚石 尾 矿 矿泥（废弃）
尾 矿

6 技术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6.1.2 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6.1.3 采集的选矿样品应具有代表性，样品的矿石类型、品位、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化

学成分及空间分布等与勘查范围内矿石特征基本一致。

6.1.4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按 DZ/T 034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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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样品实行全流程封闭管理和全方位监控措施，做到不错样、不混样、不丢样。

6.1.6 根据矿石性质等因素，及时调整操作技术参数。给矿量、给水量应适当均匀。

6.1.7 及时准确填写原始记录。

6.1.8 定期检查设备的运转状况，做好机器的日常保养维护。

6.1.9 加强安保防范措施，安全、消防、环保等应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进

行。

6.2 选别粒度上限

6.2.1 普查阶段：未发现金刚石的地区，金刚石选别粒度上限为 8 mm；发现金刚石的地区，

金刚石选别粒度上限应增大到 16 mm。

6.2.2 详查、勘探阶段：选别粒度上限应根据发现最大金刚石粒度的 1.5～2 倍来确定，但

最低不应小于 16 mm。

6.3 回收粒度下限

勘查阶段的金刚石回收粒度下限一般为 0.2 mm。

6.4 流程选择

流程选择应最大限度地保护金刚石晶体的完整，以阶段破碎、阶段选别为基本原则。金

刚石次生破碎率应控制在 10%以内。选别作业流程应结合国内外同类矿床，根据矿石性质和

不同的勘查阶段通过试验来确定。

6.5 质量要求

6.5.1 每个样品的每道选别作业均应进行质量检查。

6.5.2 选别作业质量检查常采用投放质检物或抽检尾矿等方法进行。也可采用测定重矿物

的方法，分别测定入选物料和尾矿中的重矿物，经过计算获得重矿物的回收率。

6.5.3 投放质检物质量检查时，质检物粒径应涵盖被检查样品的所有级别，投放数量一般

不少于 10 颗；抽检尾矿质量检查时，抽检尾矿数量应不少于总样品数的 10%。

6.5.4 选别作业质量指标：按单个样品计，金刚石、重矿物和伴生矿物的回收率均不低于

95%。其中+2 mm 的样品，回收率为 100%；-2+1 mm 的样品，回收率不低于 98%；-1+0.5 mm

的样品，回收率不低于 92%；-0.5+0.2 mm 的样品，回收率不低于 85%。

6.6 操作要点及质量检查

6.6.1 洗矿

6.6.1.1 接料斗的矿量不宜超过其容积的 70%；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返工。

6.6.1.2 废石中净砂含量应不大于 1%。采用方格法在废石堆中取样或在洗矿过程中定期接

取样品。检查样品质量，应根据废石的直径大小而定，一般为 100 kg～200 kg。将所取废

石称重，放入淘洗筛盆内擦洗，称出洗净后废石质量。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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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检

石检
净

－
＝

m
mm

w …………………（1）

式中：

w 净——废石中净砂含量，%；

m 检——检查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石——洗净后废石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6.1.3 净砂含泥量应不大于 5%。在净砂中选取几个不同部位的点，撮取有代表性的检查

样品，质量一般为 5～10 kg。将检查样品称重后，在装有水的容器内，用筛孔为 0.2 mm 的

筛子筛洗，滤干称重。按公式（2）计算：

%100´
检

砂检
泥

－
＝

m

mm
w …………………（2）

式中：

w 泥——净砂含泥量，%；

m 检——检查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砂——洗净后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注：净砂中泥球含量的检查，常采用目测法，以不发现泥球为准。

6.6.1.4 溢流水中大于 0.2 mm 粒度含量应不大于 1%。定期接取溢流水，将其倒入盆内，

待沉淀后，从中取出矿泥至少 2 kg，用筛孔为 0.2 mm 的筛子筛洗，称出筛上物料质量。按

公式（3）计算：

%1002.0
2.0 ´

检

＝
m
m

w …………………（3）

式中：

w0.2——溢流水中大于 0.2 mm 粒度含量，%；

m0.2——大于 0. 2mm 的砂粒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检——检查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6.1.5 溢流水中大于 0.2 mm 物料中重矿物含量应不大于 0.5%。将溢流水中大于 0.2 mm

的物料干燥、称重，放入比重为 3.1 的重液中分离，称出重矿物质量。按公式（4）计算：

%100
2.0

´
m
m

w 重
重＝ …………………（4）

式中：

w 重——溢流水中大于 0.2 mm 物料中重矿物含量，%；

m 重——大于 0.2 mm 的砂粒中重矿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0.2——大于 0.2 mm 的砂粒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6.2 筛分

6.6.2.1 根据给矿量和含泥量的大小调节水量；强风化的物料，在筛分前应用水浸泡。

6.6.2.2 物料在筛面上应保持单颗粒层分布；如发现筛网破损或堵塞，应及时更换或清理。

6.6.2.3 筛分作业应不混级。各级别质量检查及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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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筛分作业质量检查及要求

级别（mm）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 查 样 品 质 量（kg）

＋8 ≤2 5.0

－8＋4 ≤3 3.0

－4＋2 ≤4 2.0

－2＋1 ≤6 1.5

－1＋0.5 ≤8 1.0

－0.5＋0.2 ≤10 1.0

6.6.3 破碎

6.6.3.1 破碎机应在无负荷状态下启动。

6.6.3.2 给矿时，应及时拣出混入物料中的雷管、钢球、螺丝、铁块、水铝石等杂物。

6.6.3.3 在破碎过程中，应保持排矿口畅通，及时排出小于排矿口尺寸的物料。

6.6.3.4 衡量破碎作业的质量，应以金刚石的机械破碎率为依据。通常以直接影响金刚石

破碎率的排矿口尺寸来间接衡量破碎作业的质量。

6.6.4 磨矿

6.6.4.1 定期向磨机内补加介质。

6.6.4.2 质量检查可采用向磨机内加入金刚石的方法，来间接测定磨矿作业的金刚石破碎

率。在实际生产中，也可通过控制磨矿浓度来间接控制金刚石的破碎率。

6.6.5 跳汰

6.6.5.1 人工床石应选择近于圆形或椭圆形、表面光滑、比重略小于金刚石比重（一般为

3.3～3.5）。

6.6.5.2 跳汰机水压和流量应保持稳定。处理不同矿石，筛上水用量大约在加料体积的 1/6

左右为宜。筛下水压力应保持恒定，其压力应大于 0.3 个大气压。

6.6.5.3 粗精矿中重矿物含量超过 30%即可作为跳汰最终粗精矿。否则，应使用适宜的操

作条件进行 1～2 次精选。跳汰粗精矿内，重矿物含量不应超过 60%。

6.6.5.4 间断排矿时，应视物料中的重矿物含量多少确定每次排矿时间。在排矿时，不应

破坏筛上水的正常供给和筛下水的恒定压力。

6.6.5.5 质量检查可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方法进行：

a) 间接法：在跳汰作业中投放质检物，在跳汰粗精矿中回收，以计算跳汰作业的回收

率；

b) 直接法：跳汰尾矿进行部分或全部取样，进行跳汰选别，检查尾矿中金刚石流失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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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液法：在跳汰尾矿中取样，在重液中浮沉，计算重矿物的含量。同理也可测定入

选物料中重矿物的含量，经过计算获得重矿物的回收率。

6.6.6 手选

6.6.6.1 手选照度要求不低于 500lux。

6.6.6.2 物料应置于平整的台面上并呈单颗粒层排列进行选别。

6.6.6.3 操作人员应集中精力，细心观察每一粒矿物的特征。发现可疑矿物，应注明编号，

及时上交，待进一步鉴定。

6.6.6.4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手选尾矿换人互检、X 光选、选磨等方法。

6.6.7 光选

6.6.7.1 X 光选室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定期对 X 射线剂量进行测定。

6.6.7.2 操作人员应定期体检。操作前应做好防护并预先休息眼睛。

6.6.7.3 X 光管工作前，应先通冷却水。

6.6.7.4 入选物料应干燥、清洁，并严格分级。

6.6.7.5 运料皮带上的物料应呈单颗粒层排列，皮带的运转速度应根据颗粒级别确定。

6.6.7.6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光选尾矿换人互检、油选等方法。

6.6.8 油选

6.6.8.1 制备油膏、脱油作业时，容器应密闭，并配置强制排风设施。

6.6.8.2 根据不同水温选择相适应的油膏，铺设的油膏面应平整，其厚度应不小于 3mm。

6.6.8.3 在油选过程中，若油膏不粘亲油矿物，或粘着的矿物铺满油膏面的 2/3 时，应更

换新油膏。

6.6.8.4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油选尾矿 X 光选、选磨等方法。

6.6.9 浮选

6.6.9.1 入选物料应脱泥干净并呈单颗粒层铺满转辊的表面。

6.6.9.2 按要求和操作规程进行拌药、操作。

6.6.9.3 在浮选过程中，分选水面应保持相对平稳。

6.6.9.4 烘干精矿时应有专人看管。

6.6.9.5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浮选尾矿换人互检、选磨、碱熔等方法。

6.6.10 摇床

6.6.10.1 物料应分级入选。

6.6.10.2 选别中，应保证粗选区水流分布均匀，不起波浪，矿砂不成堆；精选区分带明显，

带宽而薄。

6.6.10.3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摇床尾矿浮选、选磨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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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磁选

6.6.11.1 物料应分级入选。

6.6.11.2 物料在皮带或振动槽上应呈单颗粒层排列。

6.6.11.3 质量检查采用投放质检物或磁选尾矿 X 光选、浮选、选磨等方法。

6.6.12 选磨

根据矿石硬度，确定磨矿浓度、时间。将磨好的样品进行冲洗时，应放在容器内把磨筒

内介质筛洗出，将磨筒清洗干净，用筛孔为 0.2 mm 的筛子筛洗。

6.6.13 碱熔

6.6.13.1 矿石与碱的配比应通过试验来确定，一般为 1:4～1:5。

6.6.13.2 加料时应缓慢加入并不断搅动。物料的温度不应超过 500℃。

6.6.13.3 加水水解时应观察水解效果。若水解效果不好，可适当加温。

6.6.13.4 水解物筛洗干净后应用超声清洗并将残渣烘干进行鉴定。

6.6.13.5 室内应通风良好。操作人员应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

6.6.14 重液

6.6.14.1 选择重液时，粘度尽可能小，毒性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6.6.14.2 重液应易于配制和回收。

6.6.14.3 室内应通风良好。操作人员应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

6.6.15 砂矿样品的综合质量检查

6.6.15.1 在采掘的砂矿样品或净砂样品中加入质检物，在跳汰作业的粗精矿中回收，检查

样品运输、洗矿及跳汰选别作业等工序的回收率。

6.6.15.2 在采掘的砂矿样品中加入金刚石标样，在手选和 X 光选的精矿中回收，检查选别

作业全过程的质量。

6.7 样品管理

6.7.1 原矿

样品的运输、交接应手续完备。

样堆的坡角应不大于 40°。两个以上的样品，存放间距不小于 1 m，在每个样品中应插

有样牌等准确标记。

6.7.2 精矿

应备有专门的存放室用于精矿的暂时存放。精矿应及时送交下一工序，各工序之间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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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接，应准确无误，手续齐备。

6.7.3 尾矿

粗选尾矿应根据选矿厂周边环境尽可能利用，无法利用时，应妥善处理。

精选尾矿应分类存放在尾矿库中，并绘制平面图。最终尾矿至少保存至项目完结（特殊

情况除外）。

6.7.4 产品

对所选获的金刚石、伴生矿物及可疑矿物等应逐粒称重登记并进行特征描述。小于 1 mm

的金刚石多于 30 颗时，可登记其合计重量，并在备注栏内注明。

6.7.5 样品返工

达不到质量要求的样品应返工。

6.7.6 不合格样品处理

6.7.6.1 以下情形应列为质量次品，并在原始记录和报告中加以标注：

——返工后仍不能达到质量要求，但基本能利用的样品；

——缺少部分原始记录的样品。

6.7.6.2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样品应予以报废：

——样品牌号不清并无法补救的；

——样品丢失体积 10%以上的；

——混样并无法处理的；

——无原始记录的。

7 试验鉴定

7.1 样品制备

7.1.1 经验公式

样品制备应遵循切乔特公式，如公式（5）：

Q＝kd2 ………………………（5）

式中：

Q——缩分后样品的最低可靠质量，单位为千克（kg）；

k——缩分系数；

d——样品最大颗粒直径，单位为毫米（mm）。

缩分系数根据岩矿样品特性经试验确定，一般介于 0.02～0.5 之间。

7.1.2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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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样品制备前应仔细对照送样单，确保无误后方可制备。

7.1.2.2 制备器具及设备应保持清洁，严禁混入其他矿物成分和杂质。

7.1.2.3 原始样品不应采取任何方式洗涤。制备前应将样品烘干、称重。

7.1.2.4 样品的总损失率不大于 5%，每次缩分误差不大于原始质量的 3%。

7.1.2.5 制备后的样品应及时检测。样品副样按要求妥善保存。

7.2 物理性质测定

7.2.1 粒度组成

7.2.1.1 矿石粒度测定的方法应根据矿石粒度的大小而定。直径大于或等于 128 mm 的物料

常采用直接测量法；直径小于 128 mm 的物料一般采用筛比为 2 的各种筛孔的筛子进行筛析。

7.2.1.2 测定的样品数量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直径大于 16 mm 的粒度，可进行全样直接

测量或筛析；直径小于 16 mm 的粒度，可采用公式（5）采取筛析样品。

7.2.1.3 根据矿石粒度测定的数据绘制粒度特性曲线。

7.2.2 安息角

指样品在堆放时能够保持自然稳定状态的最大角度（单边对水平面的角度）。通常采用

堆测法进行。

7.2.3 松散系数

指样品采取后的松散体积与采取前的实方体积之比值。按公式（6）计算：

V
V

K 1＝ …………………………（6）

式中：

K ——松散系数；

V1——松散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实方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7.2.4 比重

7.2.4.1 原生矿矿石比重：常采用块状物料称量法。测定时，将被测样品在空气中称重，

然后浸入水中再次称重。按公式（7）计算：

水空

空
原

－
＝

mm
m

G ………………………（7）

式中：

G 原——原生矿矿石比重；

m 空——物料在空气中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水——物料在水中质量，单位为千克（kg）。

7.2.4.2 砂矿矿石比重：根据矿石粒径的大小选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定。具体按 GB/T 5012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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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矿石含水率

指矿石的表面水分和吸着水分的含量百分数。测定时，采取松散体积为 0.1 m
3
～0.2 m

3

的被测样品，并称出湿物料质量，将被测样品晒干或烘干称出干物料质量。按公式（8）计

算：

%100´
湿

干湿
水

－
＝

m
mm

w ……………（8）

式中：

w 水——矿石含水率，%；

m 湿——湿物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干——干物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7.2.6 解离系数

指破碎后最大物料粒度与解离的最大金刚石粒度的比值。一般采用碎矿和磨矿的方法将

物料破碎，使金刚石矿物得到单体解离，从破碎的物料中选获金刚石。按公式（9）计算：

D
d

X＝ ……………………（9）

式中：

X——金刚石解离系数；

d——最大物料的粒度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最大金刚石的粒度直径，单位为毫米（mm）。

7.3 指示矿物鉴定

7.3.1 镜下鉴定的基本内容是颜色、表面特征、磨蚀程度和晶形等。

7.3.2 根据需要，可对指示矿物的光泽、净度、透明度、硬度、脆性、比重、折射率、磁

性及导电性等物性特征进行测定和统计。

7.3.3 电子探针波谱分析一般为 SiO2、Cr2O3、MgO、TiO2、Al2O3、FeO、CaO、Na2O、MnO、K2O、

NiO、P2O5等。

7.3.4 根据需要，可有针对性地开展微量元素分析。

7.3.5 指示矿物类型、分组及其指示意义按 DZ/T 0384 执行。

7.4 金刚石鉴定

7.4.1 鉴定标准

I 型和 II 型金刚石物理性质比较参考附录 F.6。

金刚石工业分类、分级标准参考附录 F.7。

根据需要，可对金刚石进一步分级鉴定。具体按 GB/T 1655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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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鉴定流程

将精矿分级成+8 mm、-8+4 mm、-4+2 mm、-2+1 mm、-1+0.5 mm、-0.5+0.2 mm 六个级

别。在每一级别中分别挑选金刚石，依次称重记录。将挑选出的金刚石在 HF 酸中浸泡 24h

后，用酒精和清水清洗，烘干再筛分分级，分别称重。对各个级别的金刚石进行鉴定，编写

鉴定报告。金刚石鉴定流程见图 6。

鉴定测试内容包括晶形、完整程度、颜色、透明度、裂纹、包裹体、表面特征、磨蚀程

度、粒度、光泽、净度、硬度、比重、折射率、磁性及导电性等。

根据需要，可对金刚石进行激光拉曼测试、红外光谱测试和金刚石包裹体测试，了解金

刚石内部晶体结构特征和杂质元素组成，划分金刚石类型，研究成矿温度和压力环境等。

筛 分 分 级

精 矿

鉴 定鉴 定鉴 定鉴 定鉴 定鉴 定

称 重称 重称 重称 重称 重 称 重

-0.5+0.2-1+0.5-2+1-4+2-8+4+8

清 洗

HF 浸 24 小时

鉴 别

-0.5+0.2-1+0.5-2+1-4+2-8+4+8

筛 分 分 级

鉴 别 鉴 别 鉴 别 鉴 别 鉴 别

称 重 称 重 称 重 称 重 称 重 称 重

图 6 金刚石鉴定流程

图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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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档记录

8.1 原始记录

8.1.1 原始记录是选矿过程的实际资料，应贯穿选矿工作的始终。

8.1.2 原始记录应内容齐全、真实客观、及时准确。

8.1.3 原始记录应由专人保管，及时汇交存档。

8.1.4 原始记录的格式应根据各单位选矿具体情况进行设计。参见附录 A～附录 F，表格内

容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8.2 资料整理

8.2.1 资料整理应以勘查项目或选矿样品为单位，将各类原始记录、实物资料等系统地整

理并汇总。

8.2.2 工作中形成的原始资料和典型的实物资料，应按有关规定立卷、归档。

8.2.3 应积极采用计算机技术等进行数据处理和制作。

8.2.4 项目完结后，各种原始记录、实物资料和选矿报告等应登记入册，归档保存。需要

销毁的资料，应造册登记，并经技术负责人批准。

8.3 报告编写

8.3.1 每个选矿任务结束之后，应按勘查工作要求，编写勘查报告中的选矿章节，或单独

编写附件——选矿报告。编写报告，要求数据准确，分析全面，文字简练，结论可靠。

8.3.2 报告内容：

a) 目的任务。重点说明任务的来源及选矿的目的；

b) 样品采集方法。说明样品采集的时间、位置、方法，评述采集样品的代表性；

c) 样品基本信息。说明样品的编号、种类、数量及矿石性质等，必要时附有照片；

d) 选矿方法。简述选矿方法，绘制工艺流程图；说明选矿设备的类型规格及使用的操

作技术条件；

e) 质量检查及其评述。列举各作业质量检查的方法和结果，评述选别作业的可靠性；

f) 选矿结果；

g) 单矿物挑选。对选获的伴生矿物进行研究评价；

h) 选矿方法及工艺的研究；

i) 结论及建议；

j) 附件。金刚石、指示矿物统计表和鉴定表等必要的图表及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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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样品交接单

A.1 原始样品交接单见表 A.1。

表 A.1 原始样品交接单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送样编号 采样位置 样品名称 数 量 特征简述 处理要求 采样交样人/日期 运输交（接）样人/日期 接样人/日期 接样单位 备 注

注 1: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注 2:本交接单一式三份，采样人、运输人、接样人各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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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精矿、尾矿交接单见表 A.2。

表 A.2 精矿、尾矿交接单

单位名称： 送样编号： 选厂编号：

物料来源 级别（mm） 数 量 处理要求 交样人/日期 接样人/日期 接样单位 备 注

注 1：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注 2：本交接单一式两份，交、接工序各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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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班报记录表

B.1 粗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1。

表 B.1 粗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矿石类型： 日期：

洗 矿

筛 分

时 间 破

碎

时 间 磨

矿

时 间 跳

汰

时 间 主 要

记 事自 至 计 自 至 计 自 至 计 自 至 计

车间： 班别：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B.2 洗矿班报记录表见表 B.2。

表 B.2 洗矿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矿石类型：

设 备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筛孔直径

（mm）

矿 石

可洗性等级

完成工作量

（m3）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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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跳汰班报记录表见表 B.3。

表 B.3 跳汰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设

备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级 别

（mm）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

冲 程

（mm）

隔板高度

（mm）

人工床厚度

（mm）
冲 次

（次/分）

水 量

（t/h）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一区 二区 一区 二区 一区 二区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B.4 手选、镜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4。

表 B.4 手选、镜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物 料

来 源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选别（鉴定）结果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金刚石（颗） 伴生矿物（颗） 疑似矿物（颗）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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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X 光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5。

表 B.5 X 光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选别结果 操 作

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金刚石（颗） 疑似矿物（颗）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B.6 油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6。

表 B.6 油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油选机

规格型号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产 生

精矿量

选 获

金刚石

（颗）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
冲 程

（mm）

转 速

（r/min）

水

量

水温

（℃）

室温

（℃）

油选机倾

角（度）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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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浮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7。

表 B.7 浮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浮选机

规格型号

级 别

（mm）
工作量

产 生

精矿量

选 获

金刚石

（颗）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
转（线）

速

水

量

扑收剂

用 量

吸 附

时 间

水 温

（℃）

抑制剂

用 量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B.8 摇床班报记录表见表 B.8。

表 B.8 摇床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规 格

型 号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产 生

精矿量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冲程（mm） 转速（r/min） 水 量 坡度（度）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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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磁选班报记录表见表 B.9。

表 B.9 磁选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磁选机

规格型号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产 生

精矿量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转速（r/min） 磁距（mm） 电流（A）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B.10 选磨班报记录表见表 B.10。

表 B.10 选磨班报记录表

NO.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级 别

（mm）

完 成

工作量
产出量

操作技术条件 时间记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磨筒规格 介质配比 磨矿时间 充填率（%） 浓度（%） 自 至 计 工作状态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应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负责人：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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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质量检查记录表

C.1 选矿质量检查综合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选矿质量检查综合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工

序

投放质检物 尾矿检查

备

注
级别（mm） 检查方法 检查次数

投放数

（颗）

回收数

（颗）

回收率

（%）

原 样

体 积

检查样

体 积

结 果

检查方法原样金刚石

（颗）

检查样金刚

石（颗）

回收率

（%）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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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洗矿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2。

表 C.2 洗矿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矿石类型：

序 号

可

洗

性

等

级

废 石 净 砂 溢 流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取样质量

（kg）

砂

取样质量

（kg）

泥

取样质量

（kg）

＋0.2 mm 砂 重矿物

质 量

（kg）

含 量

（%）

质 量

（kg）

含 量

（%）

质 量

（kg）

含 量

（%）

质 量

（kg）

含 量

（%）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DB21/T XXXX—2023

28

C.3 筛分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3。

表 C.3 筛分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设备类型规格：

+8 mm -8+4 mm -4+2 mm -2+1 mm -1+0.5 mm -0.5+0.2 mm

备

注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检查

样品

质量

(kg)

非本级物料含量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小于

本级

质量

(kg)

大于

本级

质量

(kg)

含

量

(%)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操作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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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跳汰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4。

表 C.4 跳汰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跳汰机 投放质检物 尾矿检查

操作者/

日 期

备

注规格型号 级别（mm） 检查方法
投放数

（颗）

回收数

（颗）

回收率

（%）
检查方法 原样体积 检查样体积

结 果

原样金刚石 检查样金刚石 回收率（%）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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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手选、镜选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5。

表 C.5 手选、镜选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投放质检物 尾矿检查

备注
级 别

（mm）

检 查

方 法

投放数

（颗）

回收数

（颗）

回收率

（%）

操作者/

日 期

检查者/

日 期

级 别

（mm）

检 查

方 法

检查样

数 量

检查结果 操作者/

日 期

检查者/

日 期金刚石（颗） 回收率（%）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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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X 光选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6。

表 C.6 X 光选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X 光选机 投放质检物 尾矿检查

操作者/日期 备 注规 格

型 号

级 别

（mm）

检 查

方 法

投放数

（颗）

回收数

（颗）

回收率

（%）

检 查

方 法

粗精矿

数 量

检查样

数 量

检查结果

金刚石（颗） 回收率（%）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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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油选、浮选、摇床、磁选质量检查记录表见表 C.7。

表 C.7 油选、浮选、摇床、磁选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选别工序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级别（mm） 粗精矿数量

投放质检物 尾矿检查

操作者/日期 备注检 查

方 法

投放数

（颗）

回收数

（颗）

回收率

（%）

检 查

方 法

检查样

数 量

检查结果

金刚石（颗） 回收率（%）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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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金刚石及伴生矿物交接登记表

D.1 金刚石及伴生矿物交接登记表见表 D.1。

表 D.1 金刚石及伴生矿物交接登记表

单位名称：

送 样

编 号

选 厂

编 号

选别作业 金刚石、伴生矿物或可疑矿物 质

量

送样人/

日 期

收样人/

日 期

收 样

单 位

备

注方 法 级 别 名 称 级 别 颗 数 特征描述 选到日期

注 1：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注 2：本表一式两份，送样单位和接样单位各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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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矿石技术参数试验测定记录表

E.1 粒度测定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粒度测定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样品编号 矿床类型

物料总质量

(kg)

分级产率

＋8 mm －8＋4mm －4＋2 mm －2＋1 mm －1＋0.5mm －0.5＋0.2 mm

质量

(kg)

产率

(%)

质量

(kg)

产率

(%)

质量

(kg)

产率

(%)

质量

(kg)

产率

(%)

质量

(kg)

产率

(%)

质量

(kg)

产率

(%)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测定人： 测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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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矿石安息角、松散系数测定记录表见表 E.2。

表 E.2 矿石安息角、松散系数测定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样 品

编 号

安息角测定 松散系数测定

安息角 操作者/日期 实方体积（m
3
） 松散体积（m

3
） 松散系数 操作者/日期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3 原生矿矿石比重测定记录表见表 E.3。

表 E.3 原生矿矿石比重测定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样品编号 测定次数 操作者/日期 物料在空气中质量（kg） 物料在水中质量（kg ） 比 重

1

2

……

平 均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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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矿石含水率测定记录表见表 E.4。

表 E.4 矿石含水率测定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样品编号 操作者/日期 湿物料质量（kg） 干物料质量（kg） 含水率（%）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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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金刚石鉴定登记表

F.1 金刚石清洗处理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金刚石清洗处理记录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清洗处理方法 处理前金刚石质量 处理后金刚石质量 损 失 操作者/日期 备 注

注：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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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金刚石重量统计表见表 F.2。

表 F.2 金刚石重量统计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8 mm -8+4 mm -4+2 mm -2+1 mm -1+0.5 mm -0.5+0.2 mm

总颗数 总质量
统计人/

日 期

备

注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注 1：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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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金刚石工业级别统计表见表 F.3。

表 F.3 金刚石工业级别统计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Ⅰ 宝 Ⅱ 宝 Ⅲ 宝 车 刀 硬度计头 砂轮刀 玻璃刀 地质钻头 碎粒级 总

颗

数

总

质

量

统计人/

日 期 备 注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颗

数

质

量

注 1：表中未注单位以实际使用的单位填写，宜使用国际标准或方便换算成国际标准的单位。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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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金刚石晶体形态类型、晶形统计表见表 F.4。

表 F.4 金刚石晶体形态类型、晶形统计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级

别

八面体 过渡型 菱形十二面体 曲面晶体菱形十二面体

其

他

统计人/

日 期

备

注
单

晶

尖晶石

律双晶

平 行

连生体

不规则

连生体

复 合

连生体

单

晶

尖晶石

律双晶

不规则

连生体

单

晶

尖晶石

律双晶

单

晶

尖晶石

律双晶

平 行

连生体

不规则

连生体

复 合

连生体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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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金刚石晶体特征统计表见表 F.5。

表 F.5 金刚石晶体特征统计表

单位名称： 选厂编号： 送样编号：

级别（mm） 完整度 次 生

破 碎 颜 色 包 体

表面形貌特征 统计人/

日 期 备 注+8 -8+4 -4+2 -2+1 -1+0.5 -0.5+0.2 完 整 不完整 碎 块 原 生 次 生

注 1：颜色分无色、微黄色、浅棕黄色、浅灰色、浅蓝绿色、褐色及其他颜色。

注 2：包体按类型分无包体、石墨、橄榄石、金刚石、镁铝榴石、铬尖晶石、金云母及其他。

记录员： 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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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I 型和 II 型金刚石物理性质比较见表 F.6。

表 F.6 I 型和 II 型金刚石物理性质比较

类 型

性 质

I II

Ia Ib IIa IIb

在红外线区域的吸

收
在波长为 3～13μm范围内吸收

在 3～6μm范围内吸收，在 6～13μm 不

发生吸收

在紫外线区域的吸

收
在波长小于 3000Å时全吸收 在波长小于 2250Å时吸收

伦琴射线衍射 显示出附加的斑点和条纹 正 常

光导性 差 好

双折射 能观察到 未观察到

杂质氮含量、存在

方式及其对物理性

质的影响

含氮量通常达

0.1%或更多，呈小

片状出现，影响了

红外及紫外光谱的

吸收光，降低了导

热率等物理性质

含氮量少，以

分散的方式存在，

使晶体呈现特征的

黄琥珀色

含氮甚少，游离存

在，使金刚石具有

特别的解理性质，

并提高了其光学和

热学性质

几乎不含氮，具有

极严格的蓝色

导热性 好

导热性极好，液氮

温度下为铜的 2.5

倍，室温时为铜的

5 倍·

好

导电性 绝缘体，比电阻＞1016Ωcm
绝缘体，比电阻＞

1016Ωcm

含少量分散杂质

（主要是 Al），具

半导体性质，是 P

型半导体。比电阻

10-1013Ωcm，当

温度提高到 600℃

或下降到-150℃

时，其比电阻提高

其 他 多为平面晶体，具有较好的几何形态

多为曲面晶体或平面-曲面晶体，具有浑

圆的拉长的或扭歪的外形，解理面好，

破裂比 I 型顺利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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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金刚石工业分类、分级标准见表 F.7。

表 F.7 金刚石工业分类、分级标准

类 别
规 格（ct/

粒）

晶体特征 备 注

晶形与完整程度 颜 色 透明度 裂纹、包体及其他

工 艺 品 用

金刚石

大于或等于

0.6

各种单晶和最小

径长与最大径长

之比为 1:2 的碎

块、双晶

为均匀的无

色、蓝色、

浅绿色、红

色、淡黄色

透明或

半透明

无裂纹，允许有色斑和集

中分布于小范围内的包

体，包体分布不得超过晶

体最小径长的五分之一

完整、透明、无

包体、色斑者为

一级品，其余为

二级品

拉 丝 模 用

金刚石
0.1～1.0

八面体、曲面菱

形十二面体、八

面体与曲面菱形

十二面体的聚形

及外形为圆形、

椭圆形之晶体。

晶体最小径长不

小于 1.4mm

黑色和深棕

色以外的浅

色晶体

透明或

半透明

允许有色斑、裂纹和包

体，但沿裂纹延伸方向分

隔晶体后所得最大部分

不小于原体积的四分之

三，且此部不得有包体

透明、无色斑、

包体、裂纹者为

一级品，其余为

二级品

刃

具

用

金

刚

石

车 刀

用 金

刚石

大于或等于

0.5

晶体外形为长方

形、椭圆形之偏

状体，其最小径

长不得小于 3mm

无色、浅绿

色、浅黄色

透明或

半透明

无裂纹、包体，晶体的异

常干涉色不得为红紫色，

允许有少量色斑

刻 线

刀 用

金 刚

石

0．2～0.05

晶体外形为长柱

状或一向伸长之

椭球状，长径不

得小于 2mm

不 限
透明或

半透明

无裂纹、晶体中心允许有

少量包体

硬 度 计 压

头 用 金 刚

石

0.2～0.3

八面体、曲面菱

形十二面体、曲

面六八面体及八

面体和曲面菱形

十二面体的聚形

颜色不限，

无色、浅绿、

浅黄色尾号

透明或

半透明

允许有色斑，晶体边缘有

包体及晶面有不影响使

用的裂纹

透明及无裂纹、

包体者为一级

品，其余为二级

品

砂 轮 刀 用

金刚石

大于或等于

0.35

晶体形状不限，

但应具有两个以

上的有用晶角。

以晶角多和形状

完整的晶体为好

不 限 不 限

允许有裂纹和包体。一级

品不允许有裂纹，二、三

级品有用晶角不得有裂

纹和包体

据有用晶角的

多寡与裂纹包

体的发育情况

为四级

玻 璃 刀 用

金刚石
0.14～0.01

八面体、曲面菱

形十二面体及八

面体和曲面菱形

十二面体的聚形

不 限
透明或

半透明

地 质 钻 头

用金刚石
0.33～0.01

晶体完整、形状

不限
不 限 不 限 允许有微小裂纹和包体

磨 料 用 金

刚石
凡不属于上述各种用途的金刚石，均可作为磨料用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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