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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322.7-2004/ISO 4701：1999

                  铁矿石 粒度分布的筛分测定

， 范围

    本标准规定采用筛孔）36 [cm的筛子测定铁矿石粒度分布的筛分方法。粒度分布以选定筛子的筛

下或筛上物的质量和质量百分数表示。本标准的目的是为涉及铁矿石粒度测定的试验以及供需合同方

的使用提供依据。

    当本标准用于对比试验时，有关方应就具体所用方法的选择达成协议，以免事后争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0322. 1 铁矿石 取样和制样方法（idtISO 3082:1998)

    GB/T 10322.3 铁矿石 校核取样精密度的实验方法（idtISO 3085:1996)

    GB/T 10322.4 铁矿石 校核取样偏差的实验方法（idtISO 3086:1998)

    GB/T 10322. 5 铁矿石 交货批水分含量的测定（idtISO 3087:1998)

    ISO 565 试验筛 金属丝网、冲孔金属板和电铸成型薄板 孔径的公称尺寸

    ISO 2591-1 筛分试验 第1部分：用金属丝网和冲孔金属板的筛分试验方法

    ISO 3310-1 试验筛 要求和试验 第1部分：金属丝网筛

    ISO 3310-2 试验筛 要求和试验 第2部分：冲孔金属板筛

    ISO 11323 铁矿石 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ISO 11323确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原则和计划

4.1 一般原则

    在进行粒度测定之前，必须制定完整的操作程序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有关方还必须就此达成

协议。

    操作程序将取决于下列因素：

    a) 粒度分析的目的；

    b） 被检测铁矿石的特性；

    c) 样品收到时的状态，例如，大样、份样或副样；

    d) 可用的设备。

    进行粒度分析的典型操作程序决策图如图1所示。

    铁矿石筛分应按ISO 2591-1的规定进行。

4.2 分析目的

    粒度测定的主要目的如下：

    a) 测定矿石在某个或多个规定筛的筛上或筛下的质量和质量百分比。

    筛分设备尺寸的选择是由矿石粒度规格决定的，同时应根据矿石最大粒度和筛分负荷限制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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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322.7--2004/ISO 4701：1999

决定是否需增加中间筛，见4.6和4.7.

    b) 形成一个总体粒度分布曲线。

    筛孔的选择将取决于所要求的结果和满足筛子负荷限制方面的要求。

4.3 被检测矿石的特性

4.3.1 含水f的影响

    粒度样品的含水量对缩分和筛分的影响，应在开始粒度测定之前作出评估。

    在样品缩分和筛分之前，可能需要对该粒度样品进行干燥或部分干燥。按照7.1干燥铁矿石或按

照7.4.5湿筛可能会引起矿石内部水分的变化，而水分变化又可能影响各粒级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将这些粒级的矿样在105℃进行干燥，并在无水条件下冷却，才能获得可靠的质量。有些铁矿石很

容易吸收水分，对这些矿石应尽可能减少其与大气接触的时间。

4.3.2 脆性矿石

    对粒度分析期间易碎的铁矿石，应按照GB/T 10322. 4中给出的程序进行机械筛分和手工放置过

筛之间的偏差校核（见5.2)0

4.3.3 磁性矿石

    对具有显著磁性的铁矿石，应对粒度样品进行退磁。

4.4 样品性质

    收到的样品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粒度样品、几个副样或份样。

    铁矿石的取样方法（GB/T 10322. 1)通常将提供超过筛分要求的样品数量。

    如果不需要对整个样品进行筛分，允许对下列样品缩分：

    a) 粒度样品；

    b） 副样；

    c） 份样；

    d) 筛分过程所得的部分样品。

    缩分方法和被筛分样品的质量在第6条中给出。

4.5 湿筛或干筛的选择

4.5.1 干筛和湿筛的结果可能不同。本标准对这两种方法不作取舍。

4.5.2 对粒度测定某部分选择干筛还是湿筛，应根据能否获得规定的试验精密度来确定（见 11. 1),

详细程序应记录在记录表上。

4.5.3 如果某一粒度分布的测定采用的是不同部分干筛和湿筛的联合筛分，应将从干筛到湿筛的转变

清楚地记录在报告单上（见第10条）。

4.5.4 在选择干筛和湿筛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a) 当采用干筛时，物料的水分含量应足够低，不能超过允许的偏差。

    b) 下列情况应采用湿筛：

        1) 如果存在相当大一部分的细颗粒粘附到较大的块矿上的倾向，或者该矿石在干燥时有结

            饼的倾向；

        2) 如果铁矿石的细颗粒在筛分操作时出现带静电的倾向并牢固地粘附在筛子上。

4.6 筛上允许的最大粒度

    为避免损坏筛子，任何装料中的最大粒度均不能超过：

                    IOWO.7

    式中W是筛孔尺寸，mm.

    最大粒度与筛孔间的相关数据列举于表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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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筛上允许的最大粒度

’一二草胃
4.7 筛子的规定负荷

4.7.1 一般原则

    单个筛子或套筛或连续式机械筛的负荷应如下限定。

4.7.2 用单个筛子或套筛进行批f筛分

    可以往一个筛子上装人的矿石质量，受筛上滞留质量有关的条件的限制并应避免不应有的破碎。

必要时，可将一份样品分几次进行筛分，结果应综合计算。最大筛上滞留质量不应超过附录A规定的

值或按4.7.2. 1或4.7.2.2确定。

    最大负荷由相应的最大筛上滞留质量确定，但不应超过最大筛上滞留质量的两倍。

4.7.2.1 筛孔）500 Itm

    筛子的负荷应符合这样的要求，即完成筛分时，滞留在任何筛子上的铁矿石最大质量应与下列计算

方法a)和b)或直观方法。）式相符。

    a) 筛孔尺寸）22.4 mm时，

          m=(0. 005+0. 000 4W)协

    b)筛孔尺寸＜22. 4 mm但）500 pm时，

          m=0. 000 7WpA
    式中：

    m— 滞留在筛上的最大质量，kg;

    W— 筛孔尺寸，mm;

    p-一一一铁矿石堆密度，kg/m3；

    A- 筛子面积，m2am

    上式只适用于筛孔面积超过40％的筛子（不完整的筛孔按封闭面积考虑），对于筛孔面积小于40 0o

的筛子，m值应按比例减小。

    c) 另外，也可用下列直观方法：

    在完成筛分时，颗粒单层散布覆盖的面积不得超过该筛子面积的四分之三。

4.7.2.2 筛孔＜500 pm

    对于筛孔＜500 Jim的筛子，一个筛子上的装料最大质量不应超过附录A列出的允许最大滞留质

量的2倍。

4.7.3 连续机械筛分的负荷

    在连续机械筛分的情况下，给料速度应保持稳定，并且能够调整，以保证在筛分期间试料在筛上的

最大覆盖面积不超过50%

4.8 筛分时间

4.8.1 一般原则

    实际筛分时间主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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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矿石的特性；

    b) 初始装料量；

    c) 筛分强度；

    d) 筛子的筛孔公称尺寸；

    e) 允许的准确度水平。

    对筛分过程的完成不可能规定出精确的时间。在可行的情况下，筛分时间应以严格执行终点规则

为依据来确定。在不能严格执行终点规则的情况下，可通过协议，用手工放置矿粒过筛或根据经验确定

筛分时间。

    表2中给出的实例可作为稳定性矿石批量筛分（干筛）时的一般时间指标。

                    表2 适用于稳定性矿石批，筛分（干筛）的筛分时间实例

卜幸寸才才/min352020
4.8.2 终点规则

    按照ISO 2591-1进行的筛分终点方法在本标准7.6中给出。

4.8.3 连续机械筛分的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取决于装料速度、颗粒通过筛子和通过筛面向前的速度。它取决于设备类型、筛面倾角和

被筛分矿石的性质。

    应对筛分过程中的参数进行优化，使试料破碎最小并使筛分效率最高，以满足5. 2条中所规定的

要求。

5 设备

5.1 筛面

5.1.1 筛孔形状

    筛面应具有符合ISO 565规定的正方形筛孔。

5. 1.2 筛孔尺寸

    筛孔公称尺寸应从ISO 565规定的R20和R40/3系列中选用（见附录D),

5.1.3 筛面结构

    筛面应符合ISO 3310-1或ISO 3310-2，以及下列要求。

    a) 对镇4 mm的筛孔，应使用金属丝筛网。

    b) 对＞4 mm至（16 mm的筛孔，可使用金属丝筛网或冲孔金属板筛（见下列d).

    c) 对＞16 mm的筛孔，最好用冲孔金属板筛；金属丝网筛也可以使用，但筛孔的尺寸公差比冲孔

        金属板筛的大。

    d) 在一个粒度测定过程中，允许从金属丝筛网变换到冲孔筛网。但这应在粒度测定程序中注

          明，并在以后的测定中采用。

5.1.4 手工筛或套筛用筛框

    手工或机械套筛的筛框应符合ISO 3310-1和ISO 3310-2的规定。框子可以是国形或长方形。典

型的套筛设备如附录E所示。

    除试验筛以外的筛子也应具有筛框，并能与其它筛子以及收料盘和盖子等紧密地套在一起。筛框

要制作得平滑而密合，以免卡料和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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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筛分机械

    任何类型的设备都可采用，只要对于选定的规格粒度或设定的其它筛孔尺寸所得到的筛分结果与

通过手工放置过筛或手工筛分获得的结果之间无偏差。筛分机械应按照GB/T 10322. 4中规定的程序

进行偏差校核，如证明无明显偏差即可采用。

    必要时可设操作工照管筛面，不让其堵塞（见附录F)o

5.3 湿筛用辅助装置

    进行湿筛时，除上述装置外，还需要有供水控制装置和喷嘴，并在合适的情况下设置集水槽。图2

所示为一简单装置。在筛孔小于125 tim的筛子上进行湿筛时最好能做到：

    a) 筛子用不锈钢制造；

    b) 筛面要加设垫板，防止由于水的压力使筛面下陷和变形；典型的垫板是具有2 mm正方形筛孔

        的筛面；

    c) 垫板应使颗粒不夹在两筛面之间；

    d) 水压应尽可能小心地调节，以防止冲坏筛面。

5.4 干操设备

    凡是装有温度控制器，并能控制在所需温度的士5℃范围内的任何通风方式的设备都可采用，但要

避免粉末的损失。

    建议进行试验的有关各方使用相同的干燥程序，使其对粒度测定的影响相似。

5.5 称重设备

    称重设备应具有额定称重0.1％的灵敏度，并应达到如下的准确度水平：即试样的质量和各个粒级

的质量应精确至该试样质量的士0.1写或更高。

6 取样

6.1 粒度样品的采取

6.1.1粒度样品应按GB/T 10322. 1的规定采取，可以是大样、副样或份样。

6. 1.2 样品应由未做过对其质量和粒度分布有任何形式改变的其他试验或其他目的的矿石组成。

6.1.3 对重复粒度测定，应提供相当个数的粒度样品。

6.1.4 份样或副样可组合成一个粒度样品或新的副样。

6.1.5 如果不要求对全部试样进行筛分，应从粒度样品，或从每个份样或副样中通过缩分采取一个或

多个粒度试样。（见6.2)

6.1. 6 只有所有份样或副样的粒度分析综合测定结果才代表该交货批的粒度分布。

6.2 缩分和筛分试样的获得

6.2.1 试样质f

    用于筛分的试样质量应大于等于6.2.2中规定的最小质量。

6.2.2 最小质f

    对一个特定精密度要求的缩分和测定来说（见第 11条），其所要求的最小质量是一定的，不论用于

筛分的试样是通过对大样的缩分直接获得的，还是先对份样或副样进行缩分，然后合并后获得的。

    筛分用的最小质量取决于缩分和测定精密度风M，并应用附录B中的公式计算。

    所用精密度汤M的水平的确定，应满足GB/T 10322.1-2000中表1所规定的总精密度。

7 程序

7.1 干澡铁矿石的程序

    铁矿石应在空气中干燥或按照5.4条使用干燥设备干燥。最高温度设置为105 0C，以使实际温度

不超过110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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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缩分程序

    应单独或联合采用下列样品缩分方法中的一个或多个；每一种方法对特定矿石缩分的适用性参照

GB/T 10322. 1确定。

    a) 机械份样缩分；

    b） 其它机械缩分方法（例如：机械装料二分器缩分法）；

    c) 手工缩分。

7.3 试验筛或套筛的准备和维护程序

    筛子的准备应按ISO 2591-1的规定进行。使用前，每个筛子的筛面和筛框应除去油脂并清洗干

净。清理筛子应特别小心，以免损坏筛面。对筛孔）500 tim的筛子，要用软黄铜丝刷子从筛子背面进

行清理。对筛孔小于500 jcm的筛子，最好用超声波清洗。不要用刷子刷筛面。筛框要轻轻拍打，使卡

住的颗粒脱落。对细筛，可能需要用温热的软质肥皂液或水溶液清洗。筛子清洗或超声波清理后都要

彻底干燥。

7.4 筛分程序

7.4.1 一般原理

    应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个或多个：

    a) 手工放置矿粒过筛（最小筛孔尺寸为22.4 mm) ;

    b) 手筛和辅助手筛；

    c) 间歇式机械筛分；

    d) 湿法筛分；

    e) 连续机械筛分。

7.4.2 手工放置矿粒过筛

    适用于此方法的最小筛孔尺寸为22. 4 mm.

    a) 用手轻轻摇筛子，直到筛分完成。

    b) 逐个地检查留在筛子上的矿粒，不施力，通过筛孔的矿粒包括在过筛粒级中。

    c) 逐个称重每个粒级。

7.4.3  1 mm-22.4 mm范围内的手筛和辅助手筛

    本程序适用于单个筛或套筛。

    a) 安装套筛，筛孔最大的放在顶上。

    b) 将物料放在筛孔最大的筛上。

    c） 双手握住一个筛子或一套筛子，水平来回移动，每分钟约60次，幅度约70 mm。如果该物料难

        筛，尤其是粒度为1 mm-4 mm，在每分钟来回运动中应插人三次圆周运动。也可插人周期性

        的上下振动。

    d） 符合终点规则或完成一个固定的筛分时间，就终止筛分，见4.8和7.6.

    e) 逐个称重每个粒级。

    另一种用单个筛子的方法实例在图3中给出。

7.4.4 小于1 mm范围的手筛和辅助手筛

    本程序适用于一个筛子或套筛。在该尺寸范围，筛子或套筛应和筛盖和受料盘一起用。

    a） 安装套筛，筛孔最大的在顶部，装上受料盘。

    b） 把物料装在筛孔最大的筛子里，盖上筛盖。

    c) 用一只手拿着筛子或套筛，筛子向下倾角 10'-20'，用另一只手轻拍，每分钟拍约120次。每

        拍打30次，把筛子放平，转900，用手对筛框重拍一次，也可上下振动一次。如果矿粒难筛或用

        细筛筛分时，可用软毛刷轻轻清理该筛面的背面，以清除被卡住的颗粒。从该筛下面落下的这

        些矿粉或颗粒需加到筛下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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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符合终点规则或完成一个固定的筛分时间，就终止筛分，见7.6,

    e) 逐个称重每个粒级。

7.4.5 机械间歇式筛分

    本程序适用于任何粒度尺寸的矿石，可用一个筛子或套筛。筛分机要符合5.2中给出的原则。

    a) 安装套筛，筛孔最大的在顶部，受料盘在最下面。

    b） 将物料放在顶筛上，盖上筛盖。

    c) 把套筛装到机械振筛机上。

    d) 符合终点规则或完成一个固定的筛分时间就终止筛分，见7. 6,

    e) 逐个称重每个粒级。

7.4.6 粗粒和细粒矿石的湿筛程序

    适用于干筛的一般操作规则（见7.4.2至7.4.5)也适用于湿筛。

    筛分过程应使所有物料都受到充足的低流速、低压力清洁水的冲洗。注意不应使水浸过筛框。应

避免水压过高损坏筛面或引起破裂。如果矿石在湿筛前已干燥过，可在筛动之前往样品中加少量的水

进行润湿，以减少粉尘损失。

    用单个筛子进行手动湿筛时，可把物料浸没在水中进行筛动作为一种代用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

必须执行适当的终点规则，如上面介绍的方法一样，都应小心不使水漫出筛子的框沿。

    凡是只用少量样品的筛分，就应采用图3中的方法1。样品可连续通过其底层装有最小筛孔的套

筛时受到冲洗。通过较粗的筛子洗下来的悬浮液要直接加到下一层筛子内。如果样品量很大，可按图

3所示的方法2，分几次装料。筛完时，各个筛子连同留在筛上的物料要在如同7. 1条中所规定的那些

条件下进行干燥。

    细矿石湿筛的一种可靠程序的流程图如图4所示。

7.4.7 连续机械筛分

    由于连续筛分机械种类和构造的多样性，本标准中没有提供规定的程序指导，建议严格遵守制造商

的说明书。

7.5 质皿测定

7.5. 1 一般原则

    在所有操作阶段，装料和产品的质量应该用符合5. 5规定的设备进行测定，然后记录。这些操作包

括干燥、筛分和缩分。

7.5.2 湿筛一冲洗液中所含固体质盆的测定

    允许采用下列程序：

    a) 装料在湿筛前后都进行干燥，两者的质量相减即可算出冲洗中损失的矿石（冲洗液不必收集起

        来）。

    b) 装料在“收货”状态下进行筛分，冲洗液收集起来以便将其中含有的固体提出（用过滤方法或

        其他有效的方法），干燥并称重。

    c） 装料在“收货”状态下进行筛分，冲洗液不收集，但需按ISO 3087得出该装料的含水量，冲洗中

        损失的矿石质量可按程序a)所述方法得到。

7.6 测定筛分终点程序

7.6.1 用套筛时的程序

    a) 把规格筛放在受料盘上，然后按要求把较大筛孔的筛子加上，再盖上筛盖。如果没有规格筛，

        终点可按筛孔最小的筛子来确定。

    b) 将物料放在套筛的顶筛上，筛1 min,

    c） 将落人受料盘的铁矿石移出并进行质量测定。如果是湿筛，则在称量前要先脱水和干燥。

    d) 将空受料盘重新放回，再继续筛分1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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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测定在第2个1 min内筛人受料盘的矿石质量。

    f) 将这种筛分1 min并进行筛下物称量的程序继续进行下去；直至在1 min穿过该规格筛的矿石

        质量小于装料量的0.1％或累计筛分时间达到30 min时为止。

    9） 该规格筛达到终点的筛分时间即为所检验的矿石各粒级的筛分时间。如果在30 min内不能

          达到终点，规定一个时间作为筛分时间。

7.6.2 用单个筛子逐个筛时的程序

    a) 用配有受料盘和筛盖的单个筛子。

    b)将物料放人筛孔最大的筛子上，筛1 min。将通过该筛子的矿石继续作为下一个筛孔较小的

        检验筛的物料。在每个筛孔尺寸较小的筛子上逐一筛分1 min，直至规格筛。这样操作与用

        套筛筛分相似。

    。） 把落入受料盘中的矿石取出并称重。如采用湿筛，则该产品要先进行脱水和干燥。

    d） 将这种一筛接一筛的操作连续进行，直到在 1 min通过该规格筛的矿石量少于装料量的

        0.1%，或累计筛分时间达到30 min时为止。

    e） 达到该规格筛子筛分终点的筛分时间，即为该受检验矿石各粒级的筛分时间。如在30 min内

        达不到终点，规定一个时间作为筛分时间。

8 校验

8．1 一般原则

    定期检查设备和程序对确认试验结果是必不可少的。检查应在例行粒度分析开始之前进行，并且

之后要以规定间隔进行。检查的频率由每个实验室确定。所有校验活动的详细记录必须保留，并在每

份试验报告中提供同样的参考。

8．2 缩分检查

    应按照GB/T 10322.3中第6.2和第7条的规定，对检测粒度分析过程中所采用缩分程序的精密

度进行测定和计算。对缩分方法的关键参数应进行更频繁的检查。

8.3 筛面检查

    一开始就要进行筛面精确性的校验，检验应定期重复，而且每个筛子上都要有一个记录卡。校验也

可按ISO 3310-1或ISO 3310-2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另一种方法是将筛子的性能与一个标准筛对比，如

果筛面不再符合ISO 3310-1或ISO 3310-2中规定的公差，应将标签上的标记去掉，筛子报废。

8.4 筛分机的校验

    机械筛分操作应按5.2所述在一开始就校验，并应按商定的间隔再次校验。象振动频率、幅度和方

向这类机械操作参数应进行更频繁的检查。

8.5 称盆设备的校验

    所有称重设备应用适当的程序以商定的间隔检查。

9 结果

9.1 结果评估

    每次筛分后各粒级质量的总和与进料质量相比，对于干筛相差不应大于1%，对于湿筛相差不应大

于3%。所有增加或减少都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9.2 结果计算和表述

9.2.1 一批中每个尺寸范围粒度的百分比应按9.2.2和9.2.3条计算。

9.2.2 当粒度分析是以筛分一个混合粒度样品或从粒度样缩分的试样为基础时，每个粒度的百分比如

下式计算，精确到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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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八八、，粒级的质量                                ％（粒级）＝100 X篡禁男誉鲁
                                  ‘“、’～” 一 ‘“试样的质量

9.2.3 当粒度分析是以筛分几个副样或份样为基础时，应将每个样品各粒级的质量以及每个试样的质

量相加，按9.2.2条计算结果。

9.3 结果的1复性和可接受性

9.3.1 当粒度分析过程中包括缩分时，应按照附录C采用下述方法进行评定。

9.3.2 应按照所采用的缩分程序制备4份筛分样。例如在机械缩分中，提取一个选定质量的样品，建

议用更好的缩分方法进一步缩分成4个试样。

9.3.3 在4个试样中，首先对两个试样进行粒度分析。如果两个粒度分析的结果之差在9.3.8所述的

Y极限值内（参照规定尺寸或其它主要筛孔），则以这两个样品的粒度分析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批的决

定值。

9.3.4 如果两个粒度分析结果之差不在下述的Y极限值内，但在1. 2Y极限值内，应筛分第三个试样。

如果这三个粒度分析结果在1. 2y极限值内，则三个样品的粒度分析的平均值就是该批的决定值。

      注：如果两个粒度分析结果之差不在下面所述的r极限值内，第三和第四个试样可按9. 3.5进行筛分。

9.3.5 如果这三个粒度分析的极差范围都不在 1. 2Y极限值内，应筛分第四个试样。或如果前两个粒

度分析结果之差不在1. 2Y极限值内，应筛分第三和第四个试样。

9.3.6 如果这四个粒度分析结果的极差在1. 3Y极限值内，这四个试样的粒度分析的平均值就是该批

的决定值。

9.3.7 如果这四个粒度分析结果的极差不在1.37极限值内，则这四个试样的粒度分析的中位值就是

该批的决定值。

9. 3. 8  Y值应是规定尺寸或其它指定筛孔尺寸绝对值的2％.

10 试验报告和操作记录

    试验报告应包括一个记载所有操作和计算以及设备检查的详细内容的操作记录。包括的项目有：

    a) 实验室的名称和地址；

    b） 试验操作人员的标记；

    c） 试验日期；

    d） 样品的标记、状况和形态；

    e) 制样细节；

    f)程序细节；

    9） 重要观测的试验结果。

    报告的格式示例见图5.

11 精密度

11. 1 总精密度几、

    应满足GB/T 10322. 1的规定。

11.2 缩分和测f精密度X.

    缩分和测量精密度在实际中不大可能分开检测，缩分和测量相结合的精密度风M大小，取决于矿石

类型和筛分所用样品的质量，见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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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GB / T 10322.1)7-    ---](16.2.2)!IS 9Wf4} Iikd}J}tfMA > > }1}1,6}f}c}h};t2Cf  L}}tC f1C (Y.9.3): 1    . 9II5?'7k C 13iE}Ah9 53̀ 1'                         (i4,4)}}T1}[}1}1}}1}=F7
                              图 1 选择粒度测定程序的典型决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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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1/}"t"'i! \\"} } 4
  65

1— 喷嘴；

2— 水压计；

3— 调节阀；

4— 储水槽供水；

5- 筛子；

6- 集水槽。

                                图2 湿筛的简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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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1 方法2

                                          <11. 2 mm                                       <11. 2 mm

            ｝。， ｝，料M

              蹄上物x、I          1        I                   I i ｝
                      1、、、 ’ 1 1 ’ 1 ＿筛上物x
                      1、 一州尸户洲尸，，卜、1 ＿ 1 一洲户户吧代罗带性、1r一一
                      卜‘二二二自二‘‘‘盆肖 一 筛子A一 卜‘二二二蕊二‘‘乙盆二肖一

                              L 一一一一一 一 一J 、、、 了2 匕二2甄咨盆匕公备二二盖竺冶 百到 一 M 一x

                                                          ＼ 受料盘i

    M-x -}万）〕 c ，料P

            ．‘． 一 ．不。 1 ’ ！ 一 筛上物y                师工切 Y一一一一州二二二户嗽户下 ＿二 、于，、 一户户尸，．丁 n 、、 1 卜尸尸产洲一 ‘『一 一 了

                  — ＼ 受料盘／／ — 一P一y

  M-(x+Y)一〔道73) 二:/    *4 R
      筛上物Z、 ｛ ｛ ＿．J＿
          ”一一 ＼ ’ 甲 ／ 筛上物！

                        一奋i 下}11}1矿：汀．’‘，、一 筛子 C一 1口尸尸价奋卜喃了．声六‘、

      书丹兔＼＼＿二／／～么守泌
      ／ ＼受料盘／ ＼

        M一（X+Y -}-Z)＝通过筛子C的筛下物 R-z＝通过筛子C的啼下物

    注1.筛子A筛孔最大。

    注2：方法2中所示的M,P,R重复装料都是经过认真缩分得出的样品。

              圈3 适合于1 mm-11. 2 mm铁矿石进行单个筛子筛分的代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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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很细小的矿石）
                          I 七                     I    fmra、 沉淀

                        I ‘ I 去上层清水

        片一一一一千一”
                            童新组成一个最终粒度分布

注：如仍需对全部筛下产品（很细小的矿石）作进一步粒度分布的测定，这些筛下产品要进行湿筛，直到从筛下漏出

    来的水达到目测澄清为止。

                      图4 湿筛细矿石（<11.2 mm）的建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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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参照标准：

牛
                          图5 铁矿石粒度分布测定报告的推荐表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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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批f筛分完成时，在一个筛子上残留的铁矿石的最大质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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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确定筛分样品．小质，的租序

B. 1 公式

    当需要对粒度样品（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份样或副样）进行缩分时，最终用于筛分的铁矿石样品的

最小质量可用公式（B. 1)求出。

                                    ，＿三 、1 ．．．．．⋯⋯。．．．．．．⋯⋯。⋯‘．。。．⋯‘。1、

                                  RPM‘’5 000 、＿，＿
    式中：

    m— 是待筛分的质量，kg;

  肠M— 是制样要求的精密度，％；

    P— 是铁矿石颗粒平均密度，kg/m3。

    k— 是特定种类矿石，规格粒度和该规格粒度百分比的特征常数，可以用下式（B. 2 )求出：

                              k＝2. 5 X 10-'P(100一P)d3 (Ild)o.s············“····“····⋯⋯（B. 2）

    式中：

    P— 是规格粒度的计算值（见表B.1);

    d— 是粒度样品中的最大粒度，mm（见ISO 11323;1996中的5.4);

      I— 是规格筛尺寸，mm（见下列a)和b)),

    实际使用公式（B. 2 )时，建议采用表B. 1中的P值。

                                  表B.1  P的计算值

二一
    当规格粒度是以“小于”或“大于”某数值来表示时，这个数值就是公式（B. 2 )中的l值。

    当规格粒度是由两个筛孔尺寸确定时：

    a) 如果规格粒度处于粗粒级内，则两个筛子尺寸中的较小者用作公式（B. 2 )中的l值；

    b) 如果规格粒度处于细粒级内，则两个筛子尺寸中的较大者用作公式（B. 2 )中的1值；

    对于粉矿（<6.3 mm）而言，用于筛分的样品最小质量应不少于50 g，即使按公式计算的质量比该

值小时也应使用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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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计算用于筛分的最小样品质，的实例

    实例1

    物料种类 烧结料＜10 mm

    规格粒度 ＞6.3 mm

    规格粒度占样品的近似百分比数 800

    该铁矿石颗粒的平均密度 4 800 kg/m3
    要求的AM                         2写

    问题：计算用于筛分的最小样品量

    1） 确定Z值：规格粒度为＞6.3 mm。按规定（见上述）,l为6. 3 mm,

    2) 确定P和P(100-P）值：规格粒度的近似值为 800，按表B. 1, P值应设为 10，因而

          P(100一P)＝900。

    3) 按公式（B. 2)计算k值：

                      k＝ 2.5X10-S X900 X103X(6.3/10)o.s＝ 17. 86 (mm'）

    4) 按公式（B. 1)计算最小值：

                                                17.86、4 800

                  m一22  X 5 000一4. 3(kg)
    实例2

    物料种类 分级块矿＜31.5 mm>6. 3 mm
    规格粒度 ＜10 mm>6. 3 mm

    规格粒度占样品的近似百分比数 120o

    该铁矿石颗粒的平均密度 4 500 kg/m3
    要求的汤M                        2.500

    问题：计算用于筛分的最小样品量

    1) 确定l值：规格粒度为＜10 mm+6. 3 mm。按规定（见上述）,l为10 mm,

    2) 确定P和P (100一P）值：规格粒度的近似值为 12写，按表 B. 1,P值应设为15，因而

          P(100一P）二1 275

    3) 按公式（B. 2 )计算k值：

                k＝2. 5 X 10"5 X 1 275 X (31. 5)3 X (10/31. 5)o. s＝561.34 (mm3）

    4) 按公式（B. 1)计算最小质量：

                                              561.34、 4 500
                              m＝共架书子X丢长长长＝80. 8(kg)

                                        (2.5)4‘’5 000 －－－－、一www.b
zf

xw
.c

om



GB/T 10322.7-2004/ISO 4701：1999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试样分析值接收程序的流程图

泣
    Y：见9.3.8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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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R20系列的筛孔尺寸（摘自LSO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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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典型批，筛分装皿

    批量筛分通常在一个或一套筛子上进行，用于批量筛分的典型装置如图E. 1所示。

  -  --------- -----------一
                                        址 困闷一 3

                                          F-_ 脸卜} 4

    t.=:=C==Ccc==:.":=: V :C:二一：＿5
      1— 盖；

    2— 最大筛孔的筛子；

    3— 中等筛孔的筛子；

    4— 最小筛孔的筛子；

    5— 受料盘．

                              图E. 1 典型批．筛分装t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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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机械筛分机的要求特征

F. 1 连续筛分机

    筛面的排列示例在图F. 1至F. 4中给出。（最粗A->B-C-D-E最细）

          进料、、、
                  ．一一 ． 卜、

              I 一 ＼

                        I                I ’一一一 一 ．． ＼、

    ｛ I 卜一广                                E                D                   C                    B             A

                                  图 F. 1 单驱动式单层筛

                        进料、卜、

        ·1·。t一亡一‘
                                                                                                        一 B

        、t，t一4O4-" t
          t一一一户t一D

                                                                                    E

                                    图F. 2 单驱动式多层筛

                    进料、、‘

  一                                                                                                       c

                                                                                                                  一 D

                                                        奋
                                                                                                            E

                              图F. 3 先排出粗粒级多驱动式多层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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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料、、、
              ．．t一“t．一．t，一》卜、

        一 ．．．一．、‘．．⋯⋯‘二．．，、
                ｝ I ‘ 1，·“t‘．一＼、

    ｛ ｛ ｛．‘k，一卜｛，一                                  E  D                  C                    B              A

                            图F. 4 先排出细粒级多驱动式多层筛

    传到筛面上的运动要满足以下要求：

    a) 矿样分层，大颗粒上升到料层的上部而细颗粒移到底部；

    b） 矿石颗粒易于通过筛孔；

    c) 颗粒转动，使其不同的面朝向筛孔；

    d) 矿石沿筛面平稳地转动；

    e) 颗粒不堵筛孔。

    最普通的连续式筛分机械都是振动式的，在垂直平面上的运动轨迹为圆形或直线（有时为椭圆形）。

    没有明显事例标明一种运动形式优于另一种运动形式。直线运动（假定其为前抛运动）的优点是其

筛面不必倾斜安装，可节省空间，物料在筛子上保留的时间也可能较长。

    根据实践经验，如出现筛孔堵塞的倾向或尺寸较大（>22. 4 mm筛孔）时，宜增大振幅而不宜提高

振动频率。

    作圆形运动的检验筛分与生产筛分不同，其向后的摆动和筛子前倾10'-15”是要保证该矿石适当

的流速，只要铁矿石能自由流动即可，对于不能自由流动的矿石则要求筛面采用更大倾斜度，并施加向

前的摆动力。

F. 2 套筛筛分机械

    绝大部分关于连续式筛分机械的情况也都适用于套筛筛分机械。主要的区别是，矿石颗粒逐步通

过整个筛面，由一侧移向另一侧或作圆形运动。导致颗粒堆积在筛框一侧的振动是不符合要求的。可

能下述两种方法能符合要求：

    a) 把套筛装在可旋转的契形转台上，周期性地倾斜套筛，使矿粒从一侧向另一侧运动；

    b) 使套筛作旋涡状运动，与手动筛分操作时施加的运动方式相似。

    这两种运动可附加到任何原为上下筛分的动作中去。

    在小于4 mm范围进行筛分时，可只作简单的上下运动。这种轻微的不规则运动就足以使细粒矿

石随时通过筛面。

    鉴于检验筛频繁地倒空和清理，可通过选择筛子的多种运动方式实现有效的分级，以避免堵塞。因

此，采用小振幅(<3 mm）高频率运动较好。除实现有效分级外，还能防止易碎矿石颗粒的破碎。

F. 3 可变驱动器

    如果驱动器的频率和振幅可变，能使操作更具灵活性，尤其是连续筛分机械。如果运动是通过一个

旋转装置来驱动，频率就易于变化。振幅的变化一般通过电磁振动装置来实现（只限于振幅较小的），用

不平衡式振动装置也能相当容易地进行振幅变化。在采用后者时，一般必须在筛分机械停止后，借助于

机械进行变化。但对于套筛筛分机械来说，采用可变驱动的重要性较小，因为套筛的分级效率通常只要

通过延长筛分时间就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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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附 加 信 息

    本附录的附加信息是对本标准正文中某些条款的附加解释说明。

G. 1  4.5 干湿筛分的选择

    干筛的效率取决于：

    a) 筛分的时间

    b) 敲动筛子的强度

    c） 每分钟敲动的次数（频率）

    d） 敲动的方向

    e) 震动的幅度

    f) 筛面的倾斜度

    9） 被筛分的干燥铁矿石的状态

    备注：水分不仅能够对个体颗粒、块矿颗粒、整粒矿的分离产生影响，而且能影响装料量的流动和通

过筛子的百分率

G.2  4.8.2 筛分终点规则

    筛分终点规则不适用于那些易破碎的矿石。在这些例子中，手工放置颗粒过筛经常被使用直到粒

级可行为止，定时筛分的时限是人们达成共识的。即使对没有分成等级的矿石，严格的筛分终点规则也

许是不可行的，但是根据经验总结的定时筛分是为了更加方便人们的使用。对湿筛方法来说，严格的筛

分终点规则经常实施起来有困难，当通过看到从筛下流出的液体变得澄清时，就可以认为定时筛分或筛

分已经结束。干筛的困难主要来自于筛孔有被堵塞的趋势。在整个筛分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全神贯

注，水分含量的变化是可以测定和考虑到的。对于小于1 mm尺寸的干颗粒分析，基本上是能够顺利进

行的。对大多数的铁矿石来说，表面的含水量对它的特性有负面影响。矿石应该适当的干燥，如有必要

的话，将它完全烘干。

G. 3 5.1. 3 筛面的结构

    由于铁矿石的高密度，最好选用冲孔钢板筛面。对于筛孔尺寸4 mm或更小的筛面应采用金属丝

网筛。建议在任何测试过程中，要避免不加区别的混用冲孔筛和金属丝网筛，以保证测定结果的连

续性。

    如果采用金属丝网筛。特别是大于4 mm的筛子，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a） 圆框的筛子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完整的筛孔。这就增加了本来可以通过筛孔的颗粒可能

        被锲人这些不完整的筛孔内的可能性。

    b) 筛孔的尺寸公差比冲孔筛的大，这会影响结果。

    c) 这种筛网易于变形。

    采用冲孔筛板时，筛面上的所有不完整的筛孔都要封住。忽略这些堵住的筛孔是允许的，条件是要

在该粒级称重前，确认那些留在不完整筛孔内颗粒都无损的取出并正确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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