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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矿产资源评价篇（6）

矿产资源评价篇包括资源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矿产资源宏观评价!节。第一节资源评价工作的基

本内容的前8个内容已刊登于前!期，本期刊登最后一个内容矿产资源评价的二大类别及评审程序，接着刊

登第二节矿产资源宏观评价的第一部分矿产资源储量评价。

第一节 资源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

% 矿产资源评价的二大类别及评审程序

矿产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国家、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都渴

望获得，并且从不同角度审视它的评价结论，以便做出行之有效的决策，获取更高的效益。目前从市场需求

和行政职能的角度看，矿产资源评价工作一般可分为二大类别：战略评价与实体评价。战略评价也称宏观评

价，主要研究矿产资源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以及为满足宏观经济的需求而对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保障程度、利

用可能性等做出全面的布局与决策。实体评价也称矿区勘查评价，它是针对某个矿区在勘查工作中不同阶

段所获得的成果做出定性和定量的结论，以便阐明有没有成矿的可能性，是否有工业矿体存在，矿体能不能

被工业利用，能不能获得最大效益等问题。由于实体评价是战略评价的基础。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实体评

价，并对战略评价做简单的介绍。

矿产评价结果要经过一定评审程序。过去是由各级储委负责审批，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聘请专家开

会评审。由于开会时间有限，专家不可能将报告详细通读，往往评审会成为走过场。因而人们很难在评审会

上得到某些启迪或发现某种蔽端，至于那种引起争论的，以至报告通不过的现象更是凤毛麟角！据近年经

验，在矿区评价工作的评审中，一定要善于听取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矿区勘查一线工作人员

是主体，最有发言权，而专家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富有同矿种工作经验的专家，才能为矿区评价工作的评审添

砖加瓦，为一线工作人员给力。在此不妨回亿一段历史事实。!"世纪9"年代初，我国某地发现超基性岩

体，某研究所地质人员对它开展了工作，认为是陨石，他们提前一个多月将研究报告送交大地构造专家黄汲

清先生，敬请他评审并担任评委会主任。黄汲清先生通读了报告全文后，觉得不对劲，指出了多条意见，并叫

他助手前往现场察看。助手察看回来后写了简报，并对黄先生所交代的问题，依据现场情况一一做了说明。

黄汲清先生知道真情后，立即将评审报告退回。不久该单位又寄来!""元评审费，黄汲清先生再次将其原数

退回并告知不能赴会。遗憾的是，对方不深思退回文稿和评审费在儒家礼法上的内涵，而自认为黄先生是因

保密和谦虚才将文稿和评审费退回；不能赴会参加评审是年龄与健康原因。后来，该报告在评审会上得到高

度评价，并报送省有关部门，省领导依据报告结论，投资#"""万元，准备将这块陨石所在地开辟为“天上来客

公园”，开发做旅游、搞创收。于是公园在紧锣密鼓中大兴土木，其间中央某部领导闻讯赶到现场，欣然提笔

题上“天上来客”四个大字，刻在了这块陨石上。公园即将完工，准备接待游客了。就在此时，恰逢国际著名

板块构造专家科曼教授及其助手访问我国。科曼等人完成野外考察准备回北京时，当地下大雨，飞机无法起

飞，只好在该省的某市逗留。这时有人向科曼教授建议，利用侯机时间前往“天上来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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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是新发现的大陨石，二话没说就带着他的助手，打着伞冒雨前往。在现场师徒两人观察十分认真，但一

言不语。晚上，省、市及有关领导设宴欢迎科曼教授造访。席间，管科技的某领导满怀信心地问科曼教授参

观“天上来客”有何感想，而科曼教授当着当地主要负责人的面，毫无顾忌地说：我和我学生的地质工作时间

合计己有!"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块石头不是天上来客，而是地下冒上来的。”这句话简直是晴天霹

雳，因为当地领导都希望外国大专家也证实这块石头是个“天上来客”，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可以为“天上来

客公园”造势、玄耀，怎料事与愿违。席后意见纷纷，领导开始问责，一直追到黄汲清先生那里。黄汲清先生

将前后经过重述一遍，并且说我能做的都做了，还要我怎么说。真相大白了，这件事的后续还有许多趣闻，此

处不再赘述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黄汲清先生的学术严谨、认真负责、谦容有礼的大家风范，也道出一

个评审人员最起码要具备如下三点资质：对评审项目的学科现状与内容是熟悉并有研究的；对评审报告要通

读并深知其细节与内涵；要与被审者处于平等研究位置，以期提高报告质量。这是黄汲清先生留给我们的一

笔科学道德的财富。纵观目前地矿部门每年数万场评审会，评审人能做到上述三项的极少。有的专家、院士

及官员几乎成为评审专业户，什么内容都能评，并且像艺人赶场一样，上午评审完了下午评审，甚至#"点一

场刚结束，又赶到#"点$"分的新场，而且经常是开会前半小时才拿到报告，哪里有时间读报告？不通读报

告怎能评审呢？有的评审会早就将评审结论写好，只等着评审人来过目或修改词句。与黄汲清先生一对照，

不知那些评审专家、院士和官员们汗颜不汗颜。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坚守着科学道德和情操。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沈其韩院士就是代表，他是搞前寒武系的，每次有人请他参加评审会，他总问是什

么内容，若是有关前寒武系的，特别早前寒武系的他一定认真准备、准时到会；若是无关前寒武系的，他一般

不会参加。有一次外单位请他评审非前寒武系内容的报告，他婉言谢绝了，而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他出

席，最后沈院士指着评审报告说：报告中这些内容我不懂，怎么评审它。于是这场长时间的拉据战在“我不

懂”声中宣告结束了。“我不懂”这三个字从年近九旬的中科院院士嘴中说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不懂”，

这是他学术修养深厚的反映，也是对当今学术上浮躁之风的有力回应。愿沈院士这股“清风”能萦绕在评审

会上空。

第二节 矿产资源宏观评价

矿产资源宏观评价也称战略评价，它是建立在每个矿区勘查及其评价基础上，评价范围通常涉及较大的

区域，如全国、全省或某大区，其涉及的矿种有的是所有勘查的矿种，有的只涉及当前急需、紧缺的矿种或特

色矿种。因而，此项工作通常是由国家或省级以上有关单位组织进行的。矿产资源宏观评价的目的主要是

阐明矿产资源与全国或该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便从矿产资源角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又

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矿产资源勘查提出要求，因而，它对矿区勘查与评价又有指向意义。目前矿产资

源宏观评价工作主要从资源储量、成矿地质条件和地质经济三方面进行，其中以资源储量评价最重要，是国

家对社会经济发展与规划及其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之一。

# 矿产资源储量评价

!%!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三个体系

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地区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而矿产的资源储量则是综合实力具体的体现。因而每

个国家／地区，特别是矿产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对其境内的矿产资源储量都确立了一套类似于法规性质的分

类办法，以便进行有效的监管。关于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目前世界上大体有$种体系：第一种是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执行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体系，将矿产勘查与经济条件联姻，把资源储量分为探明的

（&’()*+）、证实的（&’(,-,.*）和远景的（&’(/0*123)*）等三大类。第二种是前苏联、前东欧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等执行计划经济国家所采用的456体系，依据矿产勘查中对矿体控制程度，把资源储量分为4、5、6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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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三种是!""#年$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布的《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是通过地质

保证程度、开发可行性程度和经济可靠性程度等三方面信息组成矩阵而构成的框架，使储量／资源能够以市

场经济条件为基础，按国际统一系统进行分类。该分类框架允许各国现有分类名词融入其内，以达到相互对

比和包容之目的，促进国际交流。因而它极大地适应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为全

球经济一体化做出了贡献。

!%" 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沿革

历史上，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也经历了重大沿革。在建国初期，地矿部门初建，尚难制定出统一的矿

产资源储量分类，因而，依据当时的“一边倒”国情，于!"&’年!$月发布了前苏联部长会议!"&’年!月批准

的《固体矿产储量分类》，作为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版本。&’版前苏联储量分类中将储量分为平衡表内储

量和平衡表外储量两大类，并依据矿床研究程度又划分了(!、($、)、*!、*$等&级。该分类方案在执行中出

现了不少问题，与中国国情不符，因而在!"&"年、!"++年、!"##年、!",-年和!""$年多次由地质部牵头，或

由地矿部联合煤炭、石油、冶金、化工、建材以及二机部等有关工业部门，对各类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进行了研

究、讨论、修改，也编写了诸如《地质工作若干技术规定》、《固体矿产地质勘探规范总则》等文件，但由于当时

整个国家是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历次修订只是对某些内容做了澄清、说明或局部修动，如将原(!、($、)、

*!、*$等&级改为(、)、*、.级，或(、)、*!、*$级，或(、)、*、.、/级，基本上没有超出()*体系的范畴。

!""0年代后半期我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后，矿产勘查市场逐步形成，勘查与开发投资的多元化已现端倪，

随后，外国投资者开始进入中国矿业市场，我国部分投资者也走出国门，进入国际矿业市场。在这全球化矿

业市场活动中，由于当时我国管理体制、勘查规范和矿床资源储量分类体系等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框架中，无

法与市场衔接，导致在勘查、开发的交流、交易中经常发生障碍，以至合同无法签定，签订了也难于履行，最后

甚至不欢而散，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矿业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因此，!""#年公布的《联合国国际储量／资

源分类框架》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修订储量分类的呼声与日俱增，特别是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

123。随后各部委在朱隆基总理带领下进行加入123后的各个条款落实工作。其中在"个副协定中有$
个需要我国优先签署的，这二个条款之一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123／2)2）。该协议对缔

约国的标准化工作做了规定，因此又称《标准守则》。该文本在“科学和其他服务”一类中，列入了“地质、地球

物理和其他勘查服务”，要求这些服务项目应当制定标准，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标

准化相衔接。因此，!"""年颁布了《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标准4)／2!##++5!"""，终于告别了连续

执行了’&年之久、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前苏联储量分类为蓝本的储量分类，开创了我国储量分类的新篇

章。

!%# $$版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基本特点

!"""年颁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其指导思想与《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分类框架》的理念基本

上是一致的，但在内容上又结合我国近半个世纪矿产勘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新的设置，使其与之前的所

有分类板本有本质的差别，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依据地质的、可行性的和经济的三个相互垂直轴，对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分类，彻底拚弃了以控制程

度为主的分类原则。地质的、可行性的和经济的等三个要素在分类中又依据我国实情做了进一步的划分。

将地质可靠程度划分为探明的（!）（编码号，下同）、控制的（$）、推断的（-）和预测的（’）’种。在可行性研究

程度上划分了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和概略研究（-）三个阶段。在经济意义上划分了经济的（!）、

边界经济的（$6）、次边界经济的（$7）、内蕴经济的（-）和经济意义未定的（？）&种。然后依据它们在三个垂

直轴构成的矩阵，将矿产资源储量分为!+种类型，并以三位数码进行了编号表示之，如--!，其中首位数码

表示经济意义，如-代表内蕴经济的；次位数码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如-代表概略研究程度；末位数码是表

示地质可靠程度，如!代表探明的。即--!资源储量是具有内蕴经济并经过概略可行性研究的探明资源储

量。这样将每种资源储量类型的特征及及研究程度给予了完整的表达，在市场中能展现出其应有功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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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

（!）在"#种资源储量类型中依据可行性研究所确定的经济意义将矿产资源储量划分为基础储量和资

源量两大类，作为工业利用与矿产勘查的标准。基础储量是通过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认为属于经济

的、边际经济的，并可满足现行开采和生产所需要指标要求的资源储量。资源量也是查明资源储量的一部

分，但在可行性研究中属于次边际经济的，或为内蕴经济的，或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矿产资源。从划分含义

可以看出基础储量和资源量在性质与市场实效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基础储量是可立即满足矿山开发需要的

资源储量，而资源量是尚待提高后才能满足矿山开发需要的资源储量。这种划分不仅为下游产业提供了可

靠的资源保证，而且也为矿产勘查单位规范了勘查程度，使矿产勘查的性质进一步突显，拚弃了过去盲目追

求数量而不顾可行性与经济意义的行为。

（$）改变了原储量分类中储量的含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储量概念。过去“储量”一词在矿产勘查中是

泛指，意在表示地下矿产资源的储藏量或埋存量，没有蕴含具体的经济、地质含义，是一个总体的名称。而在

新的资源储量分类中给储量以新内涵。它是隶属于基础储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或己经开采部分，储量是扣

除了设计和采矿中所造成的损失后，可实际开采并获得的资源数量，按地质可靠程度与可行性评阶段的不

同，又可分为可采储量（"""）与预可采储量（"!"）、（"!!）。通常在矿山生产中是按平均回采率计算出来的。

这种改动不仅在内容与字面上与《联合国国际储量／资源框架》中“储量”和美国地质调查所储量分类中“储

量”基本接近，具有可比性，而且也展示出矿产勘查所提供的资源储量的可靠程度。以往泛指的“储量”现己

用矿产“资源储量”替代。

（%）拚弃了“平衡表内储量”和“平衡表外储量”的划分，建定以可行性评价及其经济意义的度量机制。

以往在储量分类中依据矿石工业品位，将大于工业品位的矿石储量称之为平衡表内储量；将小于工业品位而

大于边界品位的矿石储量称之为平衡表外储量，有时亦将开采、技术加工条件不完备的储量降为平衡表外储

量。这种划分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矿石工业品位的厘定问题。在地质勘查中

矿石品位是按规范中规定执行的，如铜矿石&’$(为工业品位，&’!(为边界品位。这个标准是从当前工业

生产水平角度提出的最低要求，当岩石中某种有用组分达到这个指标，在当前工业技术水平上就可以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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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即称矿石，但是，可以回收的矿石不等于就可以开发。因为这里有生产单位的成本核算与效益问题，此外

还有不同地区矿石矿物生成特点以及采用的选矿设备、工艺流程及其技术水平等原因。据了解，在我国铜矿

开发中，几乎没有一个矿山按品位!"#$标准进行设计与生产，因为按此标准成本太高，企业难以运转。又

如铅锌矿，国家规定%&’()!*$即达到工业指标，但在南方许多厂矿只有当%&’()!+$时，才有盈利可

言，否则根本无法运转。因此，新近在“规范”中对矿石工业指标划定，除边界品位和工业品位之外，又加上块

段品位，其含义就十分清楚了。显然，表内与表外储量的划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意义不大，而以可行性

评价及其经济意义为依据来确定矿山开发及其有关指标，就完全体现出矿产资源市场化的本质。

（,）设立预测资源量（##+）？解决了混乱局面。在以往的地质工作中预测的资源储量很多，特别是在大

跃进期间，上山转了一圈，回来就报出一个储量数字。这种现象后来有所收敛，但没有根绝。-!世纪.!年

代，某部的科学研究主管单位在项目立项时居然也下达了上交储量的任务，有的单位为了应对上级的要求，

便向野外队“购买”储量，有的单位创造出各种名目的储量，如地质储量、科研储量、踏勘储量、远景储量、靶区

储量、/级储量、0级储量等，严重地歪曲了资量储量的含义及其严肃性。在新的资源储量分类中对这些所

谓的储量一概不认，以预测资源量（##+）？一词将其全部包括，并明确指出它是“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有无经

济意义尚不确定”，因而在估算矿区或某区域资源储量时，（##+）？预测资源量不能加入资源储量行列中，只

能单列，并要加以说明，供以后工作参考。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版资源诸量分类由于编写时间短促，对某

些矿种，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出现分歧。例如煤炭行业中，当含煤地层较

稳定、构造较简单，并有物探电法资料控制时，其预测资源量（##+）？有时也加入资源储量行列中。这些分歧

只有在今后工作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尽量取得一致。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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