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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Z/T XXXX《选矿试验技术方法》的第3部分，DZ/T X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破碎筛分 

——第2部分：磨矿分级 

——第3部分：重选 

——第4部分：磁选 

——第5部分：浮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地质

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作敏、冯安生、吕振福、马晓楠、武秋杰、丁国峰、张博冉、刘航涛、杨卉

芃、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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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DZ/T XXX《选矿试验技术方法》是选矿试验操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指引，以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

性和试验结果的可靠性。DZ/T XXX《选矿试验技术方法》拟由9个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破碎筛分； 

—— 第 2部分：磨矿分级； 

—— 第 3部分：重选； 

—— 第 4部分：磁选； 

—— 第 5部分：浮选； 

—— 第 6部分：焙烧； 

—— 第 7部分：球团； 

—— 第 8部分：浸出； 

—— 第 9部分：拣选。 

本部分为DZ/T XXXX的第3部分，明确了实验室选矿试验中的重选试验技术方法，其中包括相关的

术语与定义、目的任务、试验样品、试验设备、试验方法及试验记录等，与相关技术标准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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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试验技术方法 第 3部分：重选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固体矿产实验室重选试验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明确了目的任务、试验样品、试验设备、

试验方法和试验记录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体矿产实验室选矿试验中的重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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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煤炭浮沉试验方法 

DZ/T 0372  固体矿产选冶试验样品配制规范 

DZ/T 0130.1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1部分：总则 

DZ/T 0130.2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2部分：岩石矿物分析试样制备 

DZ/T 0130.3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3部分：岩石矿物样品化学成分分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重选 gravity separation 

借助分选设备，使矿物粒群在介质或介质流中按密度和粒度差异进行分离的一种方法。 

 

重介质 dense medium 

加入加重质（剂）后密度大于 1g/cm3 的介质流体。
 

注： 通常包括重液和重悬浮液两种流体。
 

 

浮沉试验 float-sink test 

将相同粒级矿石投入一系列密度不同的重介质中依次分离出不同密度级别产品的方法。 

 

可选性曲线 washability curve 

表示矿石中矿物在不同密度重介质中按密度分选难易程度的关系曲线。 

4 目的任务 

查明矿样密度分布规律，以及矿样中不同矿物的密度差；评价矿石可选性，确定具体的矿石分选所

需的试验流程及重选设备；为矿物分选试验提供合格的矿样；根据密度差分离有用矿物和脉石矿物，得

到合格的产品。 

5 试验样品 

应根据矿样中矿物原生粒度和密度等特征确定样品粒度，重力场分选粒度不宜小于 0.04mm，离

心力场分选粒度不宜小于 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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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试验要求、矿石性质与使用的重选设备设定矿样质量，应符合切乔特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值。 

连续试验时矿样量一般需 10t~100t。 

矿样应单独存放在固定的储存场所内，确保矿样不与其他物品混合或反应。易氧化矿样应密封保

存。 

应充分混匀缩分后取样使具有代表性。 

试验样品应具有统一编号。 

6 试验设备 

称量设备 

6.1.1 称量设备一般用于矿样质量、矿浆质量的称重。 

6.1.2 根据矿样质量选择合适的称量设备，称量 1kg 以上的样品一般采用台秤或案秤，最大量程和最

小刻度的对应关系应符合 DZ/T XXX《选矿试验技术方法 第 1 部分：破碎筛分》表 1要求。 

重选设备 

较常用的重选试验分选设备有隔膜跳汰机、螺旋溜槽、摇床、重介质旋流器以及离心分选机等，实

验室常用重选设备型号参数见附录A。 

其他设备或工具 

6.3.1 过滤设备宜采用真空过滤机。 

6.3.2 烘干设备宜采用电热鼓风干燥箱，调温范围 50℃~200℃。 

6.3.3 手工研磨器宜采用玻璃研钵、玛瑙研钵和陶瓷研钵；机械研磨机宜采用三头研磨机和振动研磨

机。 

6.3.4 重液桶：用耐腐蚀材料制成，重液桶一般高 500mm~600mm，容积不小于 50L。 

6.3.5 网底桶：用耐腐蚀材料制成，圆柱形，网底桶一般比重液桶高 50mm、比重液桶直径小 40mm，

应带有把手，桶底用金属丝编织方孔网制成。 

6.3.6 密度计，分度值为 0.002g/cm3；夹钳。 

7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7.1.1 应在实验室进行，应配备除尘装置。 

7.1.2 浮沉试验应在通风橱中进行。 

7.1.3 实验室内应配备完善的排水系统。 

7.1.4 试验人员应穿戴工作服、手套等防护工具。 

浮沉试验 

7.2.1 测定矿石中的不同矿物按密度分离的差异特征宜采用浮沉试验。 

7.2.2 浮沉试验应配制重液。测定煤炭常用的重液按照 GB/T 478执行，测定金属矿常用的重液如表 1

所示。 

7.2.3 浮沉试验步骤与具体方法遵循 GB/T 478的相关要求进行试验。 

表1 常用重液 

重液名称 最高密度(g/cm3) 

四氯化碳 1.595 

三溴甲烷/四溴甲烷 2.9-3.0 

杜列液 3.2 

二碘甲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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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液名称 最高密度(g/cm3) 

克列里奇液 4.25 

矿石可选性曲线 

7.3.1 通过浮沉试验测得各密度级别及各密度级别矿物的产率，将数据填入表 2第（1）、（2）栏中，

将第（2）栏中各级别产率向下累积计入第（3）栏，将第（2）栏中各级别产率向上累计计入第（4）栏。 

7.3.2 化验各级别矿物的品位，填入第（5）栏；根据公式（2）计算低于某密度级别的全部轻产物的

平均品位，填入第（6）栏，参照公式（1）计算高于某密度级别的全部重产物的平均品位，填入第（7）

栏。 

 𝛽𝑓𝑖 =
∑𝛾𝑖∙𝛽𝑖

∑𝛾𝑖
 ························································ (1) 

式中： 

βfi ——第i次浮物累计量的品位，%； 

γi ——第i次级别矿物的产率，%； 

βi ——第i次级别矿物的品位，%。 

7.3.3 根据公式（2）计算金属在各密度级别的分布率，填入第（8）栏。 

 𝜀𝑖 =
𝛾𝑖·𝛽𝑖

∑𝛾·𝛽
 ························································· (2) 

式中： 

εi ——第i次级别矿物金属分布率，%； 

γi ——第i次级别矿物的产率，%； 

βi ——第i次级别矿物的品位，%； 

γ ——各级别矿物的产率，%； 

β ——各级别矿物的品位，%。 

7.3.4 将自轻级别产物自上而下累计相加分布率得出的数值填入第（9）栏。将自重级别产物向上累计

相加分布率所得填入第（10）栏。 

7.3.5 试验样品的密度级别选取不宜少于 5组。 

7.3.6 根据表 2中结果绘制矿石可选性曲线，示例见附录 B。 

表2 浮沉试验记录表 

密度级别 

（g/cm3） 

产率（%） 品位（%） 金属分布率（%） 

各级别

（γ） 

浮物累计 

（γf） 

沉物累计

（γs） 

各级别 

（β） 

浮物累计 

（βf） 

沉物累计 

（βs） 

各级别 

（ε） 

浮物累计 

（εf） 

沉物累计 

（εs）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选可选性判断准则 

7.4.1 矿石中目的矿物和脉石矿物之间的密度差决定矿石重选的难易程度，宜采用重选可选性系数判

断重选的难易程度，重选可选性系数按公式（3）计算： 

 𝐸 =
𝜌2−𝜌

𝜌1−𝜌
 ························································· (3) 

式中： 

ρ1   ——低密度矿物的密度，单位为每立方千克（kg/m3）； 

ρ2   ——高密度矿物的密度，单位为每立方千克（kg/m3）； 

ρ   ——分选介质的密度，单位为每立方千克（kg/m3）。 

根据E值将矿石的重选难易程度分为5级，详见表3。 

表3 矿石重选可选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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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值 >2.50 2.50~1.75 1.75~1.50 1.50~1.25 <1.25 

重选难易程度 极容易 容易 中等 困难 极困难 

7.4.2 根据计算结果初步确定是否应用重选试验方法。 

常规重选试验 

7.5.1 试验前应根据矿石中矿物重选难易度系数及原生粒度、解离度关系选择合适的重选设备以及确

定整体或部分试验方案。 

7.5.2 试验过程中试验人员应时刻观察矿样分布情况进行试验参数的调整，直至达到稳定状态。 

7.5.3 应采用给料机将矿样给入重选设备，无条件需人工给矿时，应注意给矿的均匀与恒定性。 

7.5.4 重选试验一般不做全流程连续试验，多进行作业连续试验；开展作业连续试验或全流程连续试

验时，应根据矿样性质、开路或闭路试验结果选择连续试验设备，拟定连续试验流程。 

7.5.5 应制定取样点、取样时间、取样种类、取样方法等取样流程方案。 

试验操作 

7.6.1 单次试验时，矿样各产品应分别收集、分别处理。连续试验时，矿样各产品应结合试验规模，

具体确定采用分别截取法取样还是分别收集取样。 

7.6.2 连续试验时，应考虑物料在管道、连接设备、分选设备中达到平衡的时间并保证其持续稳定 8

小时。离心机操作方法参见附录 C、摇床分选机操作方法参见附录 D、螺旋溜槽操作方法参见附录 E、

隔膜跳汰机操作方法参见附录 F。 

7.6.3 采用截取法取样时，应在试验稳定后进行，可定时多次取样。 

7.6.4 重选试验的产品按照品位分别归入精矿或尾矿中。根据矿石性质确定是否接取中矿及其个数，

必要时中矿按其性质单独选别，亦可作为单独产品。连续试验时中矿可以根据其物质组成特征返回到原

矿或单独处理。 

样品处理 

7.7.1 重选试验产品制样时，应待矿浆澄清后滗出上层澄清水；使用过滤机过滤样品时应确认设备干

净，倒入矿浆时应防止溅出。 

7.7.2 启动过滤机时应先开启电源后打开补加水，关闭过滤机时应先关闭补加水后关闭电源。 

7.7.3 过滤结束后应将滤饼完全取出。 

7.7.4 样品的干燥温度应保证矿样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受影响，煤炭样品设置温度应低于 75℃，易挥发

矿或硫化矿设置温度应低于 80℃，含水铝硅酸盐矿物温度不宜高于 120℃。 

7.7.5 密度较小的矿物、片状矿物（如石墨、云母、辉钼矿等）不宜采用鼓风干燥。 

7.7.6 样品烘干后宜用夹钳取出，以防烫伤。 

7.7.7 试验样品分别称重并记录数据，见表 4。 

7.7.8 将样品进行混匀缩分，详细步骤按照 DZ/T 0372附录 A 规定的混匀缩分方法操作，混匀缩分后

的样品放入装样小袋，其余样品单独存放。 

7.7.9 混匀缩分后，根据分析测试要求确定选用手工研磨、三头研磨机、振动磨样机研磨，确保研磨

设备或工具对样品无污染。 

7.7.10 将样品装袋并按照统一规则记录编号，必要时送至检验分析；样品分析按照 DZ/T 0130.1、DZ/T 

0130.2、DZ/T 0130.3执行。 

8 试验记录 

试验编号应遵循统一的编号规则。 

试验计量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试验流程宜绘制流程图表示。 

重选试验应有完整的试验记录，根据试验设备的不同调整试验记录，参见附录 C-F。 

试验结束将产品名称、质量以及化验品位记入表 4。 



DZ/T XXXXX—XXXX 

5 

表4 选矿试验结果记录表 

试验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质量（g）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合计     

 

试验数据分析 

8.6.1 应按照计量设备的感量确定有效数字。 

8.6.2 计算所得的试验数据宜采用“四舍六入五凑偶”的规则保留有效数字。 

8.6.3 按照产率计算公式计算出各产品产率计入表 4，产率计算公式参见 DZ/T XXX 《选矿试验技术方

法 第 1 部分：破碎筛分》公式（2）。 

8.6.4 按照回收率计算公式计算出各产品回收率计入表 4，回收率计算公式见公式（4）。 

 𝜀𝑖𝑗 =
𝛾𝑖·𝛽𝑖𝑗

𝛼𝑗
························································· (4) 

式中： 

εij ——产品i的成分j的回收率，%； 

γi ——产品i的产率，%； 

βij ——产品i成分j的品位，%； 

αj ——原矿成分j的品位，%。 

8.6.5 根据计算结果判断试验的完整度，一般根据以下原则选择最佳试验流程： 

a) 粗选段作业时，在保证符合最低品位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选择产率高品位低的试验方法； 

b) 精选段作业时，在保证符合最低产率要求的情况下，一般选择品位高产率低的试验方法； 

c) 完成整个试验流程后，一般选择回收率最高的试验流程，若其品位或产率未达到目标要求，则

需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试验流程。 

试验误差 

8.7.1 批次重选试验前后矿样质量损失不应大于总质量的 3%。 

8.7.2 连续重选试验前后矿样质量损失不应大于总质量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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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实验室常用重选设备型号 

表A.1 实验室常用重选设备型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适用粒度范围（mm） 处理量（kg/h） 

隔膜跳汰机 
LTP-11/4 0.5-20 300 

LTP-23/4 0.5-20 600 

摇床 
LYD300×190 0.038-2 0.1-0.5 

LYD400×250 0.038-2 0.2-2 

螺旋溜槽 FLX-600 >0.04 2 

皮带溜槽 LC-800×2500 >0.02 2 

扇形溜槽 LS-600 0.038-2.5 2 

重介质旋流器 MC350 <20 20000 

离心选矿机 LX-Φ900×400 <0.074 0.1 

注：实验室摇床其他型号可参考DZ/T0016-1991规范的摇床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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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矿石可选性曲线 

B.1 某铅矿石筛出-3mm 级别后，选用粒度范围为-25mm+3mm 的铅矿石做浮沉试验，根据 7.3的相关

步骤计算数据填入表 B.1。 

表B.1 浮沉试验结果 

密度级别

（g/cm3） 

产率（%） 品位（%） 有用组分分布率（%） 

各级别

（γ） 

浮物累计 

（γf） 

沉物累计

（γs） 

各级别 

（β） 

浮物累计 

（βf） 

沉物累计 

（βs） 

各级别 

（ε） 

浮物累计 

（εf） 

沉物累计 

（εs） 

（1） （2） （3） （4） （5） （6） （7） （8） （9） （10） 

-2.7 

-2.8+2.7 

-2.9+2.8 

-3.0+2.9 

+3.0 

22.9 

13.3 

8.6 

5.9 

24.7 

22.9 

36.2 

44.8 

50.7 

75.4 

75.4 

52.5 

39.2 

30.6 

24.7 

0.2 

0.6 

0.9 

1.6 

6.1 

0.2 

0.35 

0.45 

0.59 

2.39 

2.39 

3.35 

4.28 

5.23 

6.10 

1.9 

3.3 

3.2 

3.9 

62.9 

1.9 

5.2 

8.4 

12.3 

75.2 

75.2 

73.3 

68.1 

59.7 

47.4 

-25mm+3mm共计 

-3mm+0mm共计 
 

75.4 

24.6 
  

2.43 

2.65 
  

73.8 

26.2 
 

-25mm+0mm原矿  100   2.48   100  

 

B.2 根据表中数据绘制矿石可选性曲线。 

 

 
注：  γf——浮物累计产率；γs——沉物累计产率；βf——浮物累计品位； βs——沉物累计品位；εf——浮物累计金属

分布率；εs——沉物累计金属分布率； 

图B.1 矿石可选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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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离心选矿机操作方法 

C.1 应检查离心选矿机转鼓内壁是否完好、有无杂物，用清水将转鼓表面清洗干净；检查给矿器的给

矿斗和分矿器的分矿斗是否摆动灵活。 

C.2 使用离心选矿机时操作如下： 

a) 启动设备，运转 1min~2min，将清水注入旋转的转鼓内，检查清水是否全部从分选筒的排矿罩

排出；防护罩内不得积存清水，上下罩的联接处不得渗漏； 

b) 调节转鼓的转速至试验所需大小，转鼓应运转平稳且无异响； 

c) 调节冲洗水量至试验所需大小； 

d) 打开给矿桶阀门，矿浆应由给矿嘴以接近切线方向给入，避免与鼓壁垂直相交； 

e) 给料应连续稳定，使矿浆沿转鼓圆周方向均匀分布。 

C.3 当给料即将结束时，向给矿桶内加入少量清水，将给矿桶清洗干净，待矿浆排空后，先将尾矿桶

移走，换成精矿桶；停机后用清水将精矿从转鼓上冲入精矿桶。 

C.4 试验记录应按照表 C.1进行记录。 

表C.1 试验记录表 

原矿质量 

（g） 

冲洗水 

(cm3/min) 

矿物浓度 

（g/L） 

运行时长 

（min） 
离心机型号 

离心机转速 

(r/min)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

（g） 

        

        

        

 

C.5 使用离心选矿机注意事项： 

a) 离心选矿机出现“拉沟”现象，它的方向与测定流膜运动方向大致相同，应及时调整转鼓转速或

给料量； 

b) 当转鼓振动异常时，应停止给料，及时停机，检查转鼓内部是否积料、排料是否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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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摇床分选机操作方法 

D.1 开机前应检查给矿槽的给矿孔是否通畅；检查给水菱形调节板是否灵活；检查床面横向调坡手轮

是否灵活；检查床面有无杂物，用清水将床面冲洗干净。 

D.2 使用摇床时操作如下： 

a) 先从给水槽加水，使清水铺满整个床面； 

b) 启动设备，先运转 1min~2min，床面的往复运动应平稳，不得有异常的跳动和横向摆动。 

c) 应连续稳定给料，使物料沿整个床面均匀分散； 

d) 应根据矿石在床面的分布情况，及时调整床面坡度和横向冲洗水量，使不同密度的矿物在床面

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矿带； 

e) 在给料初始阶段和结束阶段，接矿板应根据分矿带的变化随时调整； 

f) 选别粗粒（2mm~0.5mm）时宜采用大冲程、小冲次，选别细粒（0.5mm~0.074mm）和矿泥

（0.074mm~0.037mm）时宜采用小冲程、大冲次，正常试验时一般不调节冲程和冲次。 

D.3 给矿结束且床面上无矿物后，先停止给水再停机；用清水将床面清洗干净；将精矿、中矿、尾矿

分别收集。 

D.4 试验记录应按照表 D.1 进行记录。 

表D.1 试验记录表 

原矿质量 

（g） 

矿物浓度 

(g/L) 

运行时间 

（min） 

冲洗水 

（cm3/min） 
摇床型号 

摇床冲次 

(N/min) 

摇床冲程 

（mm） 

坡度 

(°)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 

（g） 

          

          

          

          

 

D.5 使用摇床分选机时应注意： 

a) 当冲次突然降低时，应检查皮带的松紧情况； 

b) 当床面出现跳动时，应检查弹簧的松紧情况，根据床面运动情况调节弹簧松紧度；检查固定座

或滑动座水平度，调整固定座或滑动座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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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螺旋溜槽操作方法 

E.1 试验开始前应检查螺旋槽面是否完好无损，有无杂物，用清水将螺旋槽面清洗干净；检查分矿阀

是否灵活可调；检查给矿口和排矿口是否通畅；螺旋溜槽给料端上部连接搅拌桶，排料端连接砂泵，砂

泵的排料端连接搅拌桶。 

E.2 使用螺旋溜槽时操作如下： 

a) 先用清水从溜槽顶部冲洗槽面，直至溜槽全部槽面充分湿润； 

b) 溜槽应垂直于地面，给矿口、排矿口无积矿，楔块完好； 

c) 给矿前，先开启砂泵，砂泵应运转平稳且无异响； 

d) 开启搅拌桶底部的阀门，矿浆连续稳定给入螺旋溜槽，矿浆应布满整个螺旋槽面，若发现矿流

有靠外的现象则必须调整； 

e) 注意观察螺旋槽面分带情况，待分带稳定后，调整分矿阀至合适位置； 

f) 宜采用截取法取样，当试验稳定后，同时截取精矿、中矿和尾矿，并记录取样时间。 

E.3 试验结束后应先停止给矿，待溜槽槽面无矿物后用清水将溜槽槽面清洗干净，待砂泵将矿浆全部

排出关闭砂泵，将精矿、中矿、尾矿分别收集。 

E.4 试验记录应按照表 E.1 记录。 

表E.1 试验记录表 

原矿质量 

（g） 

矿浆浓度 

（g/L） 
溜槽型号 

运行时间 

（min）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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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隔膜跳汰分选机操作方法 

F.1 开机前应检查隔膜外观是否平整，有无裂纹、破损现象；检查筛板是否完好，床石的粒度和厚度

是否合适；检查传动部分皮带松紧是否合适；检查跳汰室内有无杂物。 

F.2 使用隔膜跳汰机时操作如下： 

a) 先打开跳汰室水阀，向跳汰室注入清水； 

b) 启动设备，先运转 1min~2min，水面脉动应平稳，设备运转应稳定且无异响； 

c) 应连续稳定给料，使物料沿整个跳汰室宽度均匀分布； 

d) 注意观察床层变化，及时调整冲程、冲次和筛下补加水量，床层应厚度均匀，且各个位置应适

度松散； 

e) 选别粗粒时宜采用大冲程、小冲次，选别细粒时宜采用小冲程、大冲次。 

F.3 当试验样品较多时，取样宜采用截取法，并记录取样时间；当试验样品较少时，一般不宜取样。 

F.4 试验结束后应先停止给矿，待跳汰室内的矿物全部排出再关闭筛下补加水并停机。 

F.5 用清水将床面、精矿斗、尾矿斗清洗干净；将精矿和尾矿分别收集。 

F.6 试验记录应按照表 F.1记录。 

表F.1 试验记录表 

原矿质量 

（g） 

矿浆浓度 

（g/L） 

跳汰机型号 跳汰冲次 

（N/min） 

跳汰冲程 

（mm） 

运行时间 

（min）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 

（g） 

        

        

        

        

 

F.7 使用跳汰机应注意： 

a) 当床层过紧时，表现特征：床层不能松散，用手很难插入，水流下降时，床层甚至露出水面，

矿石运动速度慢，尾矿跑连生体，甚至出现单体矿物等现象。原因分析：1）给矿量大，矿粒

粗，冲程与筛下水量小；2）筛面普遍被堵塞或人工床层太厚，密度太大，粒度太粗；3）冲次

太大； 

b) 当床层过松时，表现特征：出现水平运动不平稳，甚至水面左右摆动，用手插入感觉不到阻力，

床层运动快，尾矿中跑单体或连生体，筛上精矿品位高，筛下精矿品位低等现象。原因分析：

1）冲程过大；2）筛下水过大；3）床层和底砂太薄，或粒度太细； 

c) 当床层紊乱时，表现特征：床层翻花，床层各部松散不均匀，水流紊乱不平稳。用手插入床层，

可感觉各部松散不一，尾矿中有连生体与单体等现象。原因分析：1）筛面磨损或堵塞，或是

筛面安装不平稳或部分松动；2）给矿浓度过稀；3）给矿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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