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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大多数分布于中东部地区，对第一批 500 余座矿山资源潜力调查资料初步评估

汇总表明，占矿山总数的 3/4 矿山为资源型危机矿山，近 200 座约占 1/3 的调查矿山具有进一步寻找接替资源潜力；对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勘查区的区域分布、主攻矿床类型、找矿预测方法及找矿勘查技术手段等资料数据开展综合汇总，结合相

关数理统计分析和 GIS 空间分析，获得了一批数据图表，为编制“纲要”实施方案和危机矿山专项的工作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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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有序地部署和实施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根据 2004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第 63 次常

务会议的有关精神和《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规划纲要（2004～2010 年）》（国土资发[2004]204 号）

（以下简称“纲要”）的有关要求，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全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工作

（国土资厅发[2004]107 号）（以下简称“调查工作”）。调查工作的目的是系统地了解我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

型矿山的资源状况；为“纲要”实施方案的编制提供基础资料；为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勘查工作的总

体部署提供技术支撑与依据；对我国大中型矿山状况开展宏观评估，为政府部门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经过技术培训、矿山编写调查报告和报告汇交等阶段工作，至 2005 年 5 月底基本完成第一批危机矿山资

源潜力调查工作。随后危机矿山项目管理办公室全面布置了有色、冶金、煤炭、化工、建材、黄金、核工

业七大矿组课题组按“全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汇总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全面开展资源

潜力调查报告的分析、评估和汇总工作；在七大矿组课题报告成果审查验收后，由汇总组对全部矿种进行

资源潜力调查工作成果的综合分类、排序和汇总工作，本文主要概述第一批调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提供的 2003 年度矿山统计数据，其中符合“纲要”规定的 18 个矿种的

国有大中型矿山近千座，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块上的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安徽，其次为华北地

块北缘的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再次为扬子地块的云南、湖南、四川、湖北、江苏等省区。数量居前

列的是煤、金、铁和铜，其后依次为锰、磷、锌等矿种。第一批调查矿山为 500 余座，所调查的 70%以上

矿山为属上述近千座需调查矿山之列，资料数据及相关图件均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为危机矿山专项实施奠

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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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评估结果简介 

 
主要评估指标包括危机程度（尚可服务年限）、勘查工作类别、预测资源量、产能及从业人数等 5 项

指标，除了勘查工作类别外，其余 4 项指标含义请参见吕古贤等（2004）。 
1.1 危机程度 

根据尚可服务年限（t）可核定矿山危机程度，第一批调查矿山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资源危机，其中资源

严重危机（t≤5 年）为 53%，中度危机（5 年＜t≤10 年）为 18%，轻度危机（10 年＜t≤15 年）为 6%，而

仅有 23%矿山无资源危机（t≥15 年）。其中有色金属、金及煤等矿种的资源危机程度相对较高。 
1.2 勘查工作类别 

针对危机矿山勘查工作特点，项目办有关专家依据危机矿山接替资源预测区的地质研究程度和勘查工

作程度等，将危机矿山接替资源预测区划分为五个勘查工作类别，各类别基本涵义如下：  
Ⅰ类是指成矿地质条件较好、预测依据充分、有探矿工程见矿但没有系统工程控制、初步圈定了矿（化）

体分布范围、有相当程度的前期工作基础、有物化探异常经探矿工程验证见矿等直接找矿依据，能合理地

直接部署主要勘查工程。 
Ⅱ类是指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有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有少量探矿工程见矿等找矿线索，预测依据欠

充分、目前仅能部署当年部分找矿勘查工程、需补充物化探工作，以指导勘查工程合理部署者。 
Ⅲ类是指有成矿地质背景有利、有预测依据、有一定找矿潜力，但地质工作程度不够、预测矿化体空

间位置不确定，难以设计探矿工程验证或探矿工程设计依据不足，需开展大比例尺成矿预测工作者。 
Ⅳ类是指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有利，有找矿潜力，但资料和图件不全，预测依据不足，需补

充有关基础资料才能判断找矿前景者。 
Ⅴ类属暂不安排接替资源勘查工作。属于以下情况之一者，可划为此类：①尚无资源危机者；②根据

现有资料判断资源潜力不大者。 
在所调查的 500 余座矿山，其接替资源勘查工作类别为Ⅰ、Ⅱ和Ⅲ类（煤不包括Ⅱ和Ⅲ类）的有近 200

座（占调查矿山总数的 34%），勘查工作类别为Ⅰ和Ⅱ类占 87.5%。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固体矿产大

中型调查矿山的 1 /3 多，具备部署接替资源找矿勘查工作的基本条件。 
1.3 预测资源潜力规模 

根据国土资发（2000）133 号文《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来核定预测资源潜力规模。在上述具

备一定的资源潜力的近 200 座矿山中，预测资源量达到大型规模占 26.6%，达到中型规模占 50%，达到小

型规模占 23.4%，有 20.3%的矿山经接替资源找矿勘查有望取得重大找矿突破。 
1.4 产能规模及预期可延长服务年限 

根据上述预期资源储量的估算结果，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4]208 号）核定产能规模标准，以矿山现有生产规模为基数，估算了前述Ⅰ类、Ⅱ类和

Ⅲ类勘查工作类别矿山预期新增资源储量可稳定矿山产能总量，进而估算矿山可延长服务年限。汇总表明，

具备一定的资源潜力的近 200 座矿山可延长服务年限一般为 6.2～52.4 年，平均可延长服务年限为 18.6 年。 
1.5 可稳定安置从业人数 

通过上述近 200 座矿山的接替资源勘查工作，预计可稳定就业人数约为 150 万人。 
 

2 具有找矿潜力的调查矿山地质概况 
 
具有找矿潜力的近 200 座调查矿山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南岭成矿区带，其次为扬子地块西缘、华

北地块北缘、小秦岭和西秦岭等地区，其中 80%矿山位于相应的资源产业基地区内，表明接替资源勘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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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前期相关地质勘查工作具有良好的衔接性。接替资源勘查的主攻矿床类型如下： 
2.1 有色 

主要包括： 铜矿：矽卡岩型、沉积-改造（砂岩）型、海相火山-沉积（变质改造）型、（次火山）隐

爆角砾岩型、斑岩型； 铝土矿：沉积型； 铅锌矿：沉积改造型、矽卡岩型、岩浆热液型、沉积变质叠

加改造型； 钨矿：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锡矿：矽卡岩型、岩浆热液型； 钼矿：斑岩型； 锑矿：热

液破碎蚀变型锑（金）矿、层控改造型； 镍矿：基性-超基性岩浆熔离-贯入型。 
2.2  冶金 

主要有： 铁矿：接触交代型、沉积变质型，与火山—侵入活动有关； 锰矿：海相沉积型、风化型。 
2.3 铀矿 

主要有花岗岩型和火山岩型。 
2.4 金矿 

主要包括石英脉型、蚀变岩型、石英脉-蚀变岩复合型，（次）火山（隐爆角砾）岩型、斑岩型、矽卡

岩型，微细粒浸染型，铁帽（红土）型。石英脉型较多，这可能与老矿山早期开采的对象主要是以易于发

现与开采的石英脉型金矿有关。 
2.5  化工 

主要有沉积型和沉积变质型磷矿。此类矿床成矿条件较好，深部矿层的厚度、品位与地表基本一致，

较为稳定，预测接替资源区找矿前景好，资源量大。 
2.6  建材 

主要包括： 石墨矿：区域变质鳞片状类型； 石膏矿：沉积型； 高岭土矿：中低温热液蚀变-次生

改造型和沉积岩风化型。 
2.7  煤矿 

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块的山西煤盆地，其次是东北有关盆地。赋煤盆地性质主要有陆相断陷盆地、近海

型盆地及山间凹陷盆地等。其中的 43 个煤矿赋煤层位主要有：华北赋煤区 C-P、P2、C1；东北赋煤区 K1、

J；华南赋煤区西部川渝区 T3 等。 
评估汇总表明，陕西、内蒙、山西、安徽是资源接替条件好的省（区），危机矿山少，接替区资源可

靠程度较高；陕西除铜川等开采石炭二叠系煤层的矿区外，其他矿区接替资源条件均较好；安徽省淮南条

件较淮北相对较好；产煤大省河南、山东、河北等省虽可以找到一些接替资源，但埋藏深，新地层厚，开

采技术条件比较复杂。 
 

3 具有找矿潜力矿山的找矿勘查方法统计分析 

 
3.1 找矿预测方法 

（1）找矿远景的预测区以深部为主，占 47%，其次为周边（26%）和外围（20%），另有 7%位置不明

确。 
（2）确定预测区找矿预测依据的矿山数可分 4 组，采用 多的预测依据是见矿工程（21%），其次为

矿区深部延伸（18%）、周边延伸与外围类比（16%）、物化探异常（16%）；再次为前期勘查研究（11%）、

成矿规律模式（10%）及地表找矿标志（8%）；而作为预测区依据的矿山数较少的为转变找矿思路（1%）。 
（3）找矿方法组合以综合方法为主，占 56%，其次为地质（17%）、“地质+物探”（13%）、“地质+物

探+化探”（8.5%），而单独使用“地质+化探” （2%）、“物探”（1%）、“物探+化探（0.5%）”较少。 
3.2 找矿勘查技术 

（1）具有找矿潜力的矿山统计平均探测深度为 611.8 m， 大探测深度 1500 m， 小探测深度 130 m。

接替资源的勘查深度与不同矿种的不同产出特点有关，除部分铁和磷外，与沉积（变质）建造有关的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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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及锰、铝等大宗矿产大多小于 500 m，与岩浆（热液）有关一般大于 500 m。而煤矿由于老矿井（区）

开采深度多接近 1 000 m，因此，其平均勘查深度也大于 1 000 m，这就决定了物化探勘查技术方法和坑钻

探方法的差异。 
（2）危机矿山找矿勘查技术以物探为主，物、化探技术应用比例为 3 : 1，表明勘查阶段寻找隐伏矿

体的主要勘查手段是物探方法，但 终验证手段仍为钻（坑）探等常规手段，因此，勘查技术方法研究中，

矿区深部物探方法将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各种物探方法所采用比例依次是电法（44%）、磁法（18%）、

电磁法（12%）、地震（9%）、测井（10%）、重力（3%）、放射性（2%）及其它（1%）。 
（3）接替资源勘查中对物化探技术方法选用较多的矿种以铜 多，其次为铁、煤、铅（锌）、金，再

次为锑、锡、铀。其中，铜、铅锌矿一般为多个物探方法使用，铁以磁法为主，煤以地震和综合测井为主，

金矿以电法为主，因此，勘查技术的部署应针对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因矿适宜”。 
（4）在诸种物化探技术应用中，电法应用 多，其次为磁法、电磁法和地震，而重力、放射性方法

相对较少。化探技术中以岩石原生晕方法为主，其次为土壤次生晕和气体化探方法，钻孔和坑内的地球化

学探测尚有待加强。 
（5）勘查技术研究应以攻深找盲的实际效果为准，努力提高探测深度、定位精度和找矿命中率，降

低勘查成本，缩短勘查周期，更好地为提高矿山和国家的资源保证程度服务。 
 

4  结  语 

 
对第一批调查矿山评估汇总表明，经专家论证约占 1/3 调查矿山具有进一步找矿潜力，与编制“纲要”

时预测分析的情况基本一致，这为编制实施方案（初稿）奠定了基础，也为危机矿山专项后续工作部署提

供依据，其评估结论对立项论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这项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估工作，使我们对实现找

矿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提交一批资源储量，延长一批老矿山服务年限，做好专项工作，增强了信心，

展示希望，集中了目标，为全面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组织实施、质量跟踪及综合项目（[2005]050）的成果。参与汇总的

工作人员有严光生、吕志成、舒斌、董方浏、韦昌山等，以及有色、冶金、煤炭、化工、建材、黄金、核

工业等部门评估专题组，汇总工作技术指导为叶天竺、王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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