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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样品采集篇（8）

样品采集篇中的第一节矿产地质样品采集工作的任务与意义、第二节矿产预查阶段的采样工作、第三节

矿产普查阶段的采样工作，已陆续刊登在本刊!"#6年#!$期中，第四节矿产详查阶段的采样工作已刊登于

前!期，本期及下期将刊登第五节矿产勘探阶段的采样工作。

第五节 矿产勘探阶段的采样工作（上）

国家标准9:／4#;;$$—#888中规定：“勘探，是对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或经详查圈出的勘探区，通

过加密各种采样工程，其间距足以肯定矿体（层）的连续性，详细查明矿床地质特征，确定矿体的形态、产状、

大小、空间位置和矿石质量特征，详细查明矿体开采技术条件，对矿产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

或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必要时应进行半工业试验，为可行性研究或矿山建设设计提供依据。”从国家标准中

可以看出，矿产勘探工作是在具有工业价值的并经过详查工作的矿床上进行的。矿产勘探的任务是要对矿

床的矿体地质特征进行“详细查明”，同时要对矿体开采技术以及矿石选冶性能进行可行性论证，为矿山开发

提供依据。因此，在矿床勘探中除加密施工钻探与槽探工程外，还要施工各类坑探工程和开展各种经济技术

开发试验。显然，勘探阶段的采样工作量也是较大的，不但要采集大量钻孔岩芯样品、探槽以及坑探中用于

测定化学含量或物理性能的样品，而且还要采集经济技术加工样品和专题性研究的样品，以便详细查明矿床

地质特征。

# 认识上的革新

矿产勘探是为矿山开发做准备的，它不但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而且所投入的工作量要与矿山开发相匹

配，才能使所获得的各类资料与数据为矿山设计提供依据。若是勘探工作与矿山建设脱节，将会造成巨大的

财力、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在计划经济年代，矿产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山开发建设基本是由不同部门分管

的，之间存在诸多脱节现象。地矿部门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往往为了追求钻探的进尺和矿产资源储量的

规模而不顾当时的选、冶技术条件和资源的需求程度，大量投入工作量，进行地质勘探工作，造成不少矿床的

勘探结果无法利用。如某地有铁矿石资源储量5"多亿吨，因含磷超标，无法利用，己成为“呆矿”超过半个世

纪之久；又如江南某铁矿在!"世纪;"年代经过两年多的“大会战”，投资#"""多万元人民币，完成了勘探工

作，但因开发技术原因，沉睡了5"多年。如此实例，数不胜数。当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重蹈覆辙，就等于

将投入的资金长期深埋在地下，其结果必将使资本失去自身活力，甚至会引发资金链的断裂。所以一个矿床

的勘查工作是否进入勘探阶段，不仅决定于地质条件，更要取决于当前技术条件下能否得到利用，即使可以

利用，还要看市场是否需求，以及勘探所获得的地质、经济、技术的资料能否满足其需要，因而，勘探工作是地

质与市场的纽带，是充满社会经济发展气息的工作。

中国在!"世纪8"年代中期依据历史与现实情况，为社会发展需要，在新的矿产资源法中将探矿权与采

矿权分立，明确了“谁投资、谁受益”。于是在地矿市场上形成一种潜规律，地质矿产部门在矿产勘查中一般

只进行到详查阶段，而以后的矿产地质勘探工作基本上由矿山开发部门负责。从而，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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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而且将矿产地质勘探工作与市场更密切地衔接起来了。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为了投

入的资金能在最短期限内获得最大的利益，对于矿床地质勘探工作的投入都比较谨慎，目前除了采矿权属于

中央企业、国家企业的大型矿床外，大多数矿山开发部门只选取矿体较富集的地段或几条勘探线的范围，或

在各自采矿权范围内开展勘探工作，于是一个矿床达到勘探程度的往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并且当勘探工作

初步完成或即将完成时就投入开发，开始高强度的经济运营。通过近!"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分工虽然存在

不少弊端，特别是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但在现今地矿市场上还有可取之处。

! 穿脉坑道中的采样工作

矿产勘探阶段涉及的工程种类较多，投入的工作量也较大，除大量槽探、钻探工程外，还要投入一定的坑

探工程，其中的平巷，也称为平窿，由于施工简便、掘进速度较块、设备简单、投资较少以及它揭露面积较大，

既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到各种地质现象，又能采集到各类新鲜样品等，因而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成为矿产地

质研究及各种样品采集的最理想之地。斜井与竖井在地质勘探阶段中采用相对少些，它常与平巷搭配，构成

一个完整的勘探工程系统，对矿体进行追索与控制。平巷依据其与矿体走向之间的相对关系又可分为!种：

坑道走向与矿体走向呈垂直或斜交的俗称“穿脉坑道”；坑道走向与矿体走向平行或沿矿体走向掘进的则俗

称“沿脉坑道”。在这!种坑道中采样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目前在勘探中挖掘的大多是穿脉坑道，主要用于揭露和控制矿体。在坑道中采样工作按规范要求是在

穿脉坑道的两壁或一壁一顶进行，但在实际执行中一般多在一个侧壁上采样，只有当矿化极不均匀时采用两

壁同时采样，至于在坑道的顶壁上采样，出于安全和工作条件考虑，一般较少采用。采样方法对固体金属矿

床和部分非金属矿床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刻槽采样法，并且采样均要垂直于矿体厚度的方向、按不同矿石

类型进行分段采样。当矿体与围岩界线明显时，采样工作也不要在矿体边缘嘎然停止，而要继续布置刻槽采

样，一般在无矿化的围岩中还要采集#!!个样品；当矿体与围岩没有明显界线时，更要连续布置刻槽采样，

直至无矿化或无蚀变迹象为止，以便更准确地控制矿化范围，合理地圈定工业矿体。采样工作最好布置在距

坑道底部#$左右的侧壁进行，以便于采样工人操作；当矿体产状较陡时，可以按水平方向布置采样，不一定

非与矿体厚度垂直，以便提高采样速度和防止所采集的岩、矿石碎块的飞溅和混杂。每个样品采样的长度一

般#!!$，原则上不能大于工业指标所规定的最低可采厚度和夹石剔除厚度。刻槽断面的宽%深规格大小

与不同矿种、矿床类型及其矿化均匀程度有关，如大宗的铁、铜、铅、锌矿以及大部分非金属矿产等，其采样断

面的宽%深规格一般为&’$%!’$，个别变化较大的矿体为#"’$%(’$；金、铌、钽、铍等贵金属和稀有金

属矿产，采样断面的宽%深规格普遍较大，一般为#"’$%&’$，对于变化较大的断面，其宽%深甚至可增至

!"’$%&’$。

坑道采样工作通常与编录工作同时进行，或先编录、后布置采样工作。编录方法与探槽编录基本相似，

采取展开图方式展示。穿脉坑道编录展开图一般只展示其二个侧壁和一个底板或二个侧壁和一个顶板。编

录时通常在坑道侧壁与顶壁交接的部位拉一测绳作为横坐标，用钢卷尺垂直于测绳作为移动的纵坐标，将坑

道壁上各种地质界线的特征点在纵横坐标上数据测定下来，投点在方格纸上，然后结合现场实况，勾画出坑

道地质编录图。在编录图上要将侧壁和顶板方位标注在图的两头，以便明示其相对关系；采样位置及其长度

要用黑白相间的断线表示在图上，并在其上方注上样品编号，通常每&个或#"个样品标注一次，以便减轻图

面的负担。在有支护的坑道中，采样工作一定要及时，随坑道掘进同步进行，否则错失时机，无法挽回。据各

单位经验，在坑道采样编录中还要注意如下几点：

（#）坑道地质观察与研究。在采样工作全面开展之前，要对整个坑道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地质观察，在搞

清楚地质构造及其与矿体关系之后再布置采样工作。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将坑道中所有的地质现象与钻孔资

料和地表资料进行对比，力求有所发现。中国华南某大型钨锡钼铋矿床，当初是以热液型钨锡矿床进行勘

探，后来在坑道采样编录中发现了云英岩化矽卡岩以及辉钼矿化与辉铋矿化，经与地表、钻孔资料比照后，发

现地表与地下资料不一致，进而加强了地表工作，发现了另一个矿化带以及多种矿化的特征，把矿床规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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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提升了一个级次。

（!）坑道壁除尘问题。由于勘探的坑道通风设备有限，在工程掘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粉尘往往不能

排出而附着在坑道壁上，使坑道壁上的各种地质现象被粉尘所覆盖，模糊不清。在这情况下不但不能进行地

质观察，也无法进行采样。过去某单位按规范要求在平巷内进行采样，其样品分析数据普遍低于钻孔中同一

矿石类型的样品分析数据，经多方查对也不见成效，后将坑道壁冲洗干净后再采样，分析结果则与钻孔中样

品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显然，问题产生于样品受坑道壁上粉尘散落的干扰，使矿石品位出现系统性误差。

因此，在采样之前必须将坑道壁冲洗干净。

（"）照明问题。由于勘探的坑道其照明系统往往不及矿山生产坑道，通常地质人员一手拿着!!#节一

号干电池手电筒，一手拿看地质锤，在泥泞的坑道中前后奔波，历尽艰辛地观察地质现象，布置采样工作。这

样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全面系统的地质观察与编录，而且也无法进行采样。后来有的地质人员改用按在安

全帽上的矿灯来照明，但其照明范围有限，加上身背“电石”，过于沉重，因不便工作而被遗弃。近年来，许多

单位，特别是外资企业，对照明问题特别重视，有的将大号应急灯挂在坑道壁上，照亮一大片；有的拉上电线，

安装临时照明灯具，照亮整个坑道，为提高工作效率与效果创造了良好环境，使地质人员再也不用在昏暗中

摸索了。

" 沿脉坑道中采样工作

在地质勘探中沿脉坑道多用于追索和圈定矿体，特别是一些脉状、扁豆状非金属矿床和部分稀有、贵金

属矿床。其采样方法也是以刻槽法采样为主，但是，由于沿脉坑道是平行或沿着矿体走向掘进的，而按采样

工作的要求，样槽方向必须是垂直矿体厚度方向，按一定间距进行，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矿体的品位和厚度

特点。于是在此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每个样品间隔多少距离才能对矿体的厚度与品位起到控制作用，也就

是俗称的采样间距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同仁进行过探讨，提出了许多方案，有的认为采用勘探线的间距

作为采样间距，有的认为不要硬性规定，各自按试验结果决定，总之，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不过有一点是共

识的，即依据矿体变化情况而定，矿化均匀者采样间距则可大些，反之亦然。如矿体变化性相对较稳定的脉

状金属矿床，其采样间距可相对放宽，而矿体变化性较大的扁豆状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其采样间距应相

对加密，甚至有的矿区在掌握伟晶岩脉产出特征基础上，不受规定的采样间距限制，在沿脉坑道中依据矿体

形态变化在伟晶岩脉膨胀部位采样。目前在不同矿种、不同矿床中，采样间距往往是采用经验数据确定，而

很少是通过试验结果确定的。大量实践表明，在沿脉坑道中采样间距的确定不但要考虑不同矿种、不同矿床

的矿体变化的均匀程度，而且还应该考虑到资源储量估算的精度问题，因此，在很多矿区沿脉中采样，采样间

距往往是勘探间距的偶数分之一，如$／!、$／#、$／%等，便于资源储量估算及其资源储量类型的厘定。

沿脉坑道中采样一般是在顶板或在掌子面上进行。在顶板上的采样工作比较艰辛，但采样点的位置及

其采样质量都便于检查，而在掌子面上采样相对容易，但随着坑道的掘进，采样的掌子面立即消失，难于对其

进行检查与核实。因此，目前大多还是在顶板上采样，但在顶板采样中一定要做好样品收集工作，以往曾出

现过因采集下来的样品碎块到处散落，极易丢失或有其他组分混入样品中，以至矿石品位偏高或偏低。样品

长度及其断面规格的确定与穿脉坑道中基本一致。沿脉坑道编录方法与穿脉坑道的基本相同，但它不以侧

壁编录为主，而以顶板编录为主，有时辅以侧壁，然后以展开图方式展示。样品采集后应在顶板采样位置上

用红油漆标注上样品编号，并且要做到顶板采样点、装样品口袋、坑道编录图和样品登记薄上四者编号完全

一致。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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