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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三维模型是数字矿山的基础。利用基于三维可视化技术和地质统计学的矿业软件建立矿床三维模

型，能直观的展现矿床内部结构和空间变化，辅助矿床成因研究及资源预测，同时实现矿山生产的动态管

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罗永全等，2006；Gong et al.，2004；Wu et al.，2003）。国外已广泛采用三维地质

软件建立矿床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矿山管理、数值模拟以及三维影像地质、成矿作用过程研究

（Andrea et al.，2009；Mints et al.，2009）；但目前国内的三维地质建模及其应用研究仍然较为缺乏，亟待

进一步的发展和探索（董青松，2008）。 

本文利用矿业三维软件 Surpac 建立某隐伏矿床的三维实体模型，包括了矿体模型、地层模型、脉岩模

型、夹石模型等。基于这些实体模型，直观、精确的再现了该矿床的空间地质特征以及品位变化规律，将

为进一步的储量快速精确估算、成矿规律研究以及三维成矿预提供支持。 

1  三维建模 

 三维地质建模首先需要建立该矿床的地质数据库，该数据库以钻孔数据为基础，包括钻孔孔深、钻孔

结构、岩性、样品分析数据等，基于地质数据库计算生成三维图形。本文根据地层、矿体、脉岩、夹石的

圈定规则，在真三维环境中对各种地质要素，分别建立不同的地质体解译线，基于这些地质体解译线，建

立相应的地质体实体模型。矿床的矿体、夹石、脉岩、地层三维实体模型如图 1A、B、C、D所示。 

2  模型应用 

利用矿床三维实体模型，可以进行矿山生产快速成图，如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在任意方向任意角度进行

切割，快速准确的生成不同要求的中段图以及剖面图，极大的方便了矿区工程设计并且可以及时改善各种

经济指标和技术指标。同时，可在实体模型基础上建立块体模型进行储量计算（图 E、F），由于三维模型

可以更科学的逼近矿体的真实形态，因此基于块体模型和地统计学计算得到的储量结果将比传统方法更可

靠（Nachmias et al.，1995）。对矿床三维实体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还可以有效的进行矿床深、边部的资源

预测，三维矿床模型可以在可视环境下对已有资料进行深度挖掘与开发，探讨形成矿体的容矿层位、矿体

与地层空间的关系，结合地质数据资料再处理所获取的信息，可以为接替资源勘查及预测提供重要理论支

撑和技术支持，发现传统技术条件下发现不了的成矿信息（严加永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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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地质数据库计算生成的三维图形 

A. 矿体实体模型；B. 夹石实体模型；C. 脉岩实体模型；D. 地层实体模型；E. 储量估算块体模型；F. 块体模型剖面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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