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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编者按：!"#;年本刊开辟“叙谈矿产地质工作”栏目，特邀吴良士研究员以地质填图、样品采集和综合

评价8个方面为主题，将以往地质勘查工作中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写成系列短文，每期连续刊出，希望对正在

从事矿产地质工作的同行们有所启迪，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栏目至今已经8年，“地质填图篇”和“样品

采集篇”的全部内容已分别刊登在!"#;年的9期和在!"#<年、!"#9年的#!期中，从我刊网站的点击率来

看，这些短文受到读者的关注。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刊登最后一个篇章———综合评价篇，即“矿产资源评

价篇”的内容，由于内容较多，今年只刊登第一节和第二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矿产资源评价篇（#）

矿产资源评价篇包括9节，本期刊登第一节资源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的前8个小节。

第一节 资源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

“评价”这个名词在地质工作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矿产地质勘查中，每项工作完成后，或某阶段勘查工

作结束后都要对它进行评价，并且形成一种常态性工作。目前对“评价”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矿区勘查过

程中都将它视为对工作终结的考量。这种考量不但要评述执行地质勘查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方法是否合理，

获得的地质资料是否全面，估算的资源储量是否可靠，进行的可行性论证是否准确，投入的资金是否合适等

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地质科学有关的理论与规律，以及现行的有关矿产勘查的法律与法规，对该地区工作的

技术路线、指导思想以及工作的质量与数量进行评估，并在己有工作的基础上指明今后工作的方向。显然，

矿产地质评价工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进行的，它必须具备!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经过一定地质勘查工

作后，获得较为全面系统且可靠的地质资料；二是必须要有一个合乎勘查矿区实际情况的技术指导思想，两

者缺一不可。因为，只有实际资料而没有指导思想的工作最多只能称为资料整理或综合整理；没有实际资料

或没有实地工作而站在矿区山头上发表大篇理论，或介绍外地、国外同类矿床特征的，最多只能是理论传播

或信息交流。矿产地质评价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谨、严肃的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工作，并且其正确与否将直接

关系到勘查矿区的前途，因此，矿产地质评价便成为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由

于忽视甚至完全抹杀了矿产地质评价的科学内涵，无限地强调其政治性和盲目推崇计划指令及不合理的指

标，致使地质勘查与评价工作走了很长的弯路，浪费了巨大的财物，出现了许多错误，也伤害了不少有志同仁

的心，这些教训是深刻的。

# 历史回顾

中国矿产地质勘查及其评价工作自#:;:年后，基本上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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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年后至!"$%年初） 建国初期，中国根据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机构体制。最初组建

的地质部门是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而后成立了地质部。其任务就是按上级指令进行矿产地质勘查，勘

查结束后将勘查成果无偿地上交，供工业产业部门开发利用，并且在任务执行中要完全按前苏联有关地质勘

查规范执行，或听从前苏联专家意见，否则将受到严励的政治问责。前苏联有关地质勘查工作规范最大的特

点是，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工作要求十分鲜明，但对因地制宜地工作和发挥一线工作人员积极性深显不足。由

于当时中国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刚刚起步，大批院校毕业生加入了地质队伍，因而其缺点并不突出，相反地，严

格执行规范的思想植根于一代地矿人员的脑海中，所以这一阶段的矿产地质勘查及评价，地质资料是比较全

面的，而指导思想是以前苏联矿产地质规范为蓝本，整个矿产地质评价工作还是比较有序的。

第二阶段（!"$%年!!"%&年） 这时期的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运动时期。!"&’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

致使地质工作大幅度收缩。地质部为了稳定地质队伍，制定了地质工作#’条，编制了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地质工作规范，力求地矿工作能走上正轨。但这一时期整个矿产地质勘查及其评价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年!!"(&年） 在这十年中恢复并成立了地质矿产部，提出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

工作指导思想，并且在整顿地质队伍的同时，进行地质和钻探分别组队的新体制建设；坚决执行!"&*年新编

的地质规范。在矿产地质评价中，地质资料的全面性与系统性，虽然比不上!"$%年以前的水平，但与第二阶

段相比却有长足的进步。更使人庆幸的是，在!"(’年代初，西方国家先进的成矿理论及其工作的理念开始

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动摇了几十年前的旧地质理论与工作理念，但其后来未能在矿产勘查及其评价中充

分体现，而矿产勘查及其评价工作虽有改进，但基本上仍按计划经济时期的思路进行。

第四阶段（!"(%年以后） 这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力度逐年加大，大量新的地学理论、仪器设备、测试技

术、先进的技术方法以及新的思维与新的工作理念的引入，为矿产勘查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也导致了许多

新的矿床类型、新的矿产地得以发现。矿产勘查又呈现出新气象。特别是在这期间国家发布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矿产资源法》，此法对矿产勘查工作以及探矿权和采矿权都做了明确的界定，使矿产勘查与开发有法

可依。虽然这部法案仍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但总体上是指引矿产地质勘查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的。随

后，国家又调整了机构，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开始全国地质队伍属地化建设，按市场供需和区域地质条件设立

矿产勘查项目，虽然目前在执行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从组织上与思想上将矿产地质勘查及其评价

引入了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的新阶段。

+ 矿产勘查工作的性质

在中国矿产地质勘查与评价工作中，许多同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以往禁锢

的社会环境下，使人们对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矿产资源属性以及产业部门的需求、地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

宏观经济发展趋向等问题，不可能也不能够进行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导致矿产勘查及其评价工作经常处于被

动、落后境地，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分析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矿产地

质勘查工作的性质认识不清或不全面。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在不同经济体制中有着不同的认识，既使在同一体制下也有微妙的差异。如

澳大利亚一些人认为矿产勘查是科学研究形式之一；有的美国人认为矿产勘查类似于研究与开发工作；另有

人认为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科学，因为科学致力于理解，而勘查则致力于发现；有前苏联学

者认为矿产勘查的最终产品是地下矿产的资源储量，因此地质勘查部门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有人认为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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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具有生产!科研双重性质，既获得资源储量，又获得地下结构及矿产赋存的科技信息。"#$#年以前，中国

一直把矿产勘查当作是一种经济地质调查工作。"#$#年以后，国家将地质勘查工作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确

定它属于国民经济组成部分，为经济建设中的基础工作，因而人们将地质勘查与生产部门等同起来，出现了

诸多偏差与混乱。

地质勘查从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效果看是属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期基础工作。没有矿产资源

或矿产资源不清，都会极大地阻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存在，正如没有矿产地，采掘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因此，矿产勘查是国民经济建设中先行的产业。但是，矿产地质勘查所获得的最终成果是以矿产地质储量报

告、图件以及部分岩石、矿石标本的形式提供的，其中除部分出露于地表的矿产资源，如盐湖中的石盐、地下

水，以及石料、砂石等部分建筑材料可直接用于生产与生活外，其他大部分在勘查中所获得的矿产资源都不

可能直接利用。它必须经过采矿、选矿、冶炼等产业部门的开发获得原材料，然后再经过工艺加工为成品，才

能被利用，否则地矿勘查成果仍然只停留在文字记载上。因此，地质勘查部门与其下游产业之间又存在着密

切的依存关系。然而，这种依存关系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即矿产地质勘查部门必须提供适合市场需要的矿种

及其数量、质量和利用条件等可靠的矿产地质资料，以供有关产业选取，否则这种依存关系就不成立。因为

勘查矿种不对路，提供资料不可靠，下游产业怎么能接受？当产业急需某种矿产资源而一时又得不到时，为

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只好另辟途径，向外省或国外寻找矿产地或进口矿石等，从而置矿产勘查单位于

无用的境地。在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对矿产资源起了巨大的调节与制约作用。所以，矿产地质勘查既是先行

的产业，又是受制约的产业。先行与制约看似矛盾，实是统一；只有处理好这对矛盾，地矿勘查工作才能有立

足之地，才会有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动力。显而易见，过去强调并作为评比指标的钻探进尺、填图面积、采样

数量等都不是矿产地质勘查追求的目的，而是背离了矿产地质勘查的性质。

% 矿产资源的二个属性

矿产地质勘查最终目标是获取能被市场所接纳的矿产资源。那么矿产资源到底有没有属性，它的属性

有什么特质？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然而，矿产资源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因某种体制下不愿谈

论而不存在，特别是在现今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若是人们再不重视矿产资源属性的研究，认清它的本质，就不

可能把矿产地质勘查及其评价工作搞好、搞活，也不可能贯彻资源法的精神，守护好国土内的矿产资源，而任

人随心所欲，乱采乱掘，最终将会对国家以及子孙后代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

矿产资源属性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在自然属性上，矿产资源是地质作用的产物。在目前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还不可能再造地质历史上的

成矿作用，重塑某种矿产资源的生成过程，建造一处矿产地或矿床，同时，人们也不可能未经系统勘查就能掌

握其质量、规模、形态和种类。人们只有经过长期艰辛的勘查，才能发现它、认识它，进而才有可能利用它。

而当矿产资源一旦被开发利用，则不可再生，开采一吨，少一吨，再无生息重造的可能。这与其他天然资源，

如森林资源、渔业资源不同。森林、渔业等资源开发利用后还可在生态环境保护下自然生长、繁殖，而矿产资

源目前绝无这种可能，因为，矿产资源是自然稟赋的，是自然属性所决定的。

矿产资源的社会属性指的是，所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受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所制约，并与社会经济发

展同步。&’世纪初，受经济技术条件限制，铜矿品位达到"(时才能利用，而至&’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的进

步，铜矿石的工业指标已降至’)%(，极大地扩展了矿产资源可利用的范围。又如以往勘查铅锌矿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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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铟（!"）只做为伴生有益组分加以处理，而今由于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作为手机生产关键原料的铟，其价值

则远远超过铅锌矿，而成为铅锌矿勘查中的重要主元素之一。另一方面，矿产资源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关

联，它一经开发就可成为实体经济，开采出来的矿石也就具有其他商品所具有的市场特性和相同的社会属

性。如矿石有品级，有价格，并且随着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也在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下可以进

行各种交易、转让、抵押等经济活动，使所有者与使用者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利益，为经济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上述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而使它成为市场上的一种特殊商品。因此，我们在矿产地

质勘查及其评价中要遵循矿产资源的双重属性进行工作，不能偏颇。因为只考虑矿产资源的社会属性而不

考虑其自然属性，最终会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相反地，只考虑矿产资源自然属性而不考虑其社会属性，最后

很可能出现“经过艰辛勘查的矿产资源成为一处无法利用的呆矿，或是成为市场不需要、无价值的矿产资源”

的情况。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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