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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矿产资源评价篇（11）

上期刊登了第三节矿区勘查阶段及其评价的第二部分普查矿区评价，本期刊登第三部分详查矿区评价，

此部分将分3次刊登。

第三节 矿区勘查阶段及其评价

3 详查矿区评价

详查矿区是从已完成普查评价的矿区中挑选出来的，可以是普查评价矿区的全部，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

分。详查矿区的范围基本上是依据市场需求和前期工作程度而确定的。例如，对于市场上急需的矿种，且普

查评价工作又比较细致、系统，勘查部门对该详查评价矿区抱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详查评价矿区的范围通

常比较大，而且能很快地投入工作；反之，可能只对其中的部分矿段进行详查评价工作，甚至暂缓进行详查评

价工作。

3.1 目标与任务划分明确才能使详查与勘探相衔接

详查评价工作是矿区勘探工作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详查与勘探工作如何衔接的问题。在

1999年以前，我国的地质勘查阶段划分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规范为蓝本，划分了普查、详查、勘探（包括初步

勘探、详细勘探和生产勘探）3阶段，并编制了普查总则、详查总则和勘探总则，而在勘探总则之下又按矿种编

制了不同矿种的勘探规范，如铁矿勘探规范、铜矿勘探规范等，而对普查总则和详查总则，除煤炭外，一直没

有按矿种进行“规范”编制工作，致使对某矿种进行普查、详查工作时经常无章可循，于是出现了详查工作不

能满足初步勘探工作要求的情况。后来为了弥补其不足，在详细普查与初步勘探之间又增设了普查勘探阶

段，并且对岩金、银、铜矿等也制定了相应的普查、详查规范。然而这种没有厘清各阶段目标任务及其相互关

系的修改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详查与勘探之间的衔接问题。1999年，在《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和各个

矿种地质勘查规范制定中，总结了我国以往地质勘查中的经验教训，将每个矿种在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 4

个阶段中的要求编入了各个矿种地质勘查规范中，明确了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等各个环节的目标、任务及

其相互的衔接关系，使勘查工作团队的每位参与者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本阶段的工作职责以及与下一个

阶段的工作关系。这样不仅消除了以往由于工作任务与技术要求不明确，导致各个勘查阶段工作，特别是详

查评价与勘探阶段工作脱节的现象，而且也体现出我国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向系统化布局方向迈进，构成了一

套完整的地质勘查工作链，使勘查工作成果能及时、有效的向市场转化。

3.2 详查评价的核心

（1）矿体数量、质量与经济技术条件是“基本查明”的关键

详查矿区的评价按 1999年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的要求，主要是“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及各种勘查方法

和手段，比普查阶段密的系统取样，基本查明地质、构造、主要矿体形态、产状、大小和矿石质量，基本确定矿

体的连续性，基本查明矿床开釆技术条件，对矿石的加工选冶性能进行类比或实验室流程试验研究”。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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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床“做出是否具有工业价值的评价“，进而“圈出勘探范围”，并为“预可行性研究和矿山总体规划和矿山

项目建议书”提供必要资料。在上述“规范”要求中有 3点值得重视：一是对矿区地质构造、矿体形态、矿石质

量以及开釆技术条件等要求，是在普查评价的“大致查明”基础上，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和一定密度的勘查

手段做到“基本查明”，工作程度与精度上了一个台阶；二是对普查评价中所确定的工业矿体，进一步追查它

是否有工业价值，并做出定性结论，若详查评价结果认定该矿区具有工业价值，则可对矿区进行下一步的勘

探工作，否则只好搁置；三是要确定今后进行勘探的区段或范围，开且要为其可行性论证提供除矿床地质之

外的必要的经济、技术条件等有关资料，为矿山总体规划布局服务。这 3点不但全面地概括了详查评价工作

的目的与任务，而且也彰显了详查工作的性质与意义。特别是在目前贯彻执行的我国资源法中，要求地质勘

查部门的工作只做到详查阶段。今后开发的勘探工作由投资者或生产部门组织实施，因而详查评价工作对

勘查部门而言，也就是提供地质勘查工作最终成果的阶段。

（2）大比例尺地质填图要从地表扩展到深部才能达到“基本查明”要求

依据规范要求，详查评价中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是主要工作方法和手段之一，其比例尺多为 1∶500~

1∶2000，并以矿种、类型以及矿区复杂程度不同而定。详查阶段与普查阶段的地质填图不但在填图比例尺上

不同，而且在填图内容上也有所不同。普查阶段的矿区地质填图着重在地表地质构造上，而详查阶段的地质

填图不仅要较细致地反映地表出露部分的地质构造，还要反映隐伏和深部的地质构造基本特征，因此在填图

中要求进行一定的山地工程和相应比例尺的物、化探工作，进行系统揭露，以便达到“基本查明”之目的。从

详查阶段的地质填图工作内容与要求可以看出，这项工作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还要对矿区从地表至深部的野

外地质调查与室内分析化验工作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所以，在详查评查中，主创团队对矿区大比例尺地质

填图工作都要进行精心布局与安排。

3.3 不同工作背景应釆用不同的填图工作布局

关于详查评价中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布局，这个问题要从我国开展详查评价工作的背景讲起。目前我国

进行详查工作的归纳起来基本有如下4种情况：

（1）原来就在该矿区进行普查评价，后来延续转入详查评价工作的，普查和详查是同一部门同一团队在

同一地区连续进行的；

（2）从本部门或其他部门以往普查工作报告中得到启示，并结合当时当地需求而决定在该区立项开展详

查评价；

（3）被本部门或其他部门否定过的矿区，现今以新理念与新技术方法为指导，重返旧地开展新一轮详查

评价工作；

（4）受雇于委托方并在外单位普查报告基础上接手进行详查评价工作。

据以往工作经验，上述不同情况在详查评价中进行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时，其工作布局与技术指导思

想应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其中，第一种情况是延续转入详查评价工作的矿区，若该矿区地质构造与矿化

特征不是十分复杂，并且普查阶段对地表地质填图工作也比较系统、细致，一般在详查评价初始阶段，在没有

新的工程揭露情况下可以暂缓进行地质填图，待揭露工程完成一部分后再全面铺开；若工程揭露后无重大变

化，也未必要进行重测，只做部分修编或补测亦可达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将会节省大量人力与财力。

上述第二、三种情况，由于工作年代与理念上的差异，在详查评价初始必须迅速着手开展新一轮地质填

图工作，即便由于揭露工程有限，也要将填图比例尺放低一挡，进行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工作，以便将新的

地质理念体现出来，为详查评价开创新局面。例如某地铅锌矿区，矿化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赋存在碳酸盐岩

中，详查评价中以岩浆热液矿床处理，对其附近岩体及其围岩蚀变做了详细工作，结果不尽人意，做了否定的

评价，团队撤出了矿区。后来在层控成矿学说的启发下，重返矿区，该团队首先以层、相、位的理念为基础，结

合底部黃铁矿层与火山岩夹层，对含矿地层进行划分，开展大比例尺地质填图，结果发现了新矿体，为矿区详

查评价工作打开了新思路，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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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四种情况通常比较复杂，有的委托方所提供的普查评价报告比较规范，有的是不合格的，甚至是

虚假的普查评价报告，因此在目前地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对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一定要进行现场

核实，认真研究，细致分析，然后再依实际情况签订委托合同书。有的地质团队在没有认真研究委托方所提

供的资料情况下，就承包了矿区详查评价工作，进驻现场后，发现委托方所提供的普查评价报告与实际情况

相差甚远，然而合同己签订了，无可挽回，于是承包的矿区成了烫手山芋！

3.4 详查评阶段地质填图的特点

（1）常态性填图和阶段性修编相结合

普查矿区地质填图工作都安排在早中期，当地表地质填图工作完成时，其填图工作也基本上完成，随后

有限的追索揭露工作对地表地质填图不会有很大影响，而详查矿区则不同，虽地表地质填图工作完成了，但

其地质填图工作远没有结束，还要随时依据大量勘查工程所获得的新资料，对矿区地质图进行不断的增补、

修正，直至详查工作结束为止。因而，详查评价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工作是贯穿在详查评价工作的全过程

中，属于经常性工作。然而，在勘查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超出人们预先设想的新情况，例如发现新矿

体，或预计见矿部位落空，或深部见到新岩体，或打到新的隐伏含矿层，或发现较大的隐伏破碎带等等，这些

新情况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经过主创人员综合整理和分析研究后将会对该矿区的矿床地质产生新

的认识，而这种新认识将直接影响矿区详查评价的指向以及地质填图的指导思想，导致对矿区大比例尺地质

填图方案更改与变动，进而对地质图进行局部或部分的修编或修测。这种局部或部分的修编或修测工作只

是在详查工作进行了一定时段后才进行的，因此带有阶段性的色彩。其目的是对以往常态性填图的补充与

纠正，以便及时地将新认识反映在大比例尺地质图上，指导下一阶段详查评价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因而，

在详查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中，这种常态性填图和阶段性修编或修测相结合就成为详查评阶段地质填图

的特点，同时也是当时详查评价工作中比较成熟有效的地质工作方法之一，并在行业中推广。

（2）填图中认识提升程度决定于主创团队技术水平与组织能力

详查矿区在评价过程中由于加大勘查工程的施工，因而会不断出现新的地质情况，特别是一些与岩浆作

用有关的较为复杂的有色金属矿区，将会给矿区详查评价提出一道道难题。在此，主创人员的素养及其技术

功底将起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不但要及时地将所发现的新情况提升到一定高度去认识，而且还要果

敢地组织阶段性修编与修测工作，以便通过一次次阶段性地质图修编与修测工作推进详查评查工作。大量

事实表明，凡是具备上述理念的主创团队，在详查评价中往往佳绩频传，有所突破。

（3）阶段性修编的时间选择既要及时又要合理

阶段性地质图修编与修测工作在时间安排上一定要与全局取得一致。大量成功经验表明：阶段性修编

或修测工作应放在一批勘查工程完成之后或主要矿体勘查完毕之后再进行，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并起到

引导作用。其中特别要注意是，在有重大发现时应及时修正方案，如上节所述在填图中发现矿区不是单斜构

造而是背斜构造时，就立即改变填图方案，后来在背斜的另一翼相应的部位找到矿体，使矿区找矿得到突破。

此外，工作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次修测或修编工作时间不能安排太晚，因为这时候工作具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定

稿性质。过去有一地质队将矿区最后一次大比例尺地质图的修测或修编工作放在收队后室内资料整理和报

告编写期间，然而当发现问题时已无工作时间和可动用的工作量了，再也无法挽回不足之处，只好留下遗憾，

或接受报告差评的事实。依据以往的工作经验，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图最后一次修测或修编的工作最好放在

详查评价工作结束前一、二个季度进行，这时详查评价工作尚未完全结束，即便发现问题，还有充分时间进行

野外工作，还有一定工作量和资金的投入，使问题能较圆满的解决。

3.5 “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的重要性

详查评价“规范”中在“基本查明地质、构造、主要矿体形态、产状、大小和矿石质量”的后面又加上一句

“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一方面是基于普查阶段的工作任务所限，只能用稀疏工

程或其他探测手段对矿化体空间分布做大致查明，不可能对矿化体空间连续性做较为详细的工作。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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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可行性研究和矿山开发的需要，只有将矿体产出分布状况基本查明才能制定其开发方案，评估其经济

价值，以达到可行性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成为详查评价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

之一。

“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从它含义看不仅仅是矿体本身的形态，而且还涉及矿体与矿体之间的空间关

系，然而，在“规范”中对于如何确定，以及要达到什么程度才叫“基本确定”都没有给予详细说明，所以在勘查

部门同仁中依据工作经验通常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即矿体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也就是讲，当勘查工程

加密后矿体产出分布及其形态不至于有大的变化或变形，如一个层状矿体加密后不至于变形成透镜状或脉

状，或一个大矿体加密后不至于变成几个互不相连的小矿体等。至于如何做到有效控制，在以往工作中是不

同说法。有的强调增加工作量，加密勘查工程密度；有的主张加强地质研究，特别是矿床构造研究。实践证

明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偏颇，要按详查矿区实际地质情况行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详查评价开始

时要详细研究普查评价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矿区勘查地质学研究、对比工作，合理地确定矿区勘探类型，

否则难以达到要求。

在此不仿说一个实例。某地有一矽卡岩型铁矿床，产在燕山期中酸性花岗闪长岩体与中奥陶世厚层与

薄层相间的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上，接触带上发育有良好的镁质矽卡岩，接触带在地表呈近东西走向，较为平

整。矿区进行普查评价时，以接触带规则且走向稳定为由，按当时的勘查规范将其定为第一勘探类型，以 400

m间距进行追索，结果在每条勘查线上几乎都见到厚度不等的铁矿，于是圈定出几个似层状铁矿体，估算出资

源储量C1+C2矿石量近 5亿吨，并得到上级嘉奖。那时候正是“以钢为纲”年代，找铁矿是政治任务，上级代表

立即批示，要对该矿区进行勘探，并做好大规模开采前的准备工作，于是组织了地质队伍进住矿区，准备“大

会战”。他们一开始便选择了矿化最好地段，以200 m×200 m网度进行加密，进一步控制矿体，但见矿率甚低，

后来又将网度加密到 100 m×100 m，结果几乎孔孔落空；个别地段甚至加密到 50 m×50 m网度，也没取得令人

满意的结果，最终只圈定出若干个零散、大小不一的透镜状或小扁豆状矿体，其资源储量不足预期的十分之

一，不可能建设成大规模的生产矿山，最后只好鸣金收兵，扫兴而归。

这起重大的勘查失误在行业内部的反响很大，若干年后，人们冷静地坐下来谈论起该矿区勘查教训时，

认为该区在普查地质填图时就己发现碳酸盐岩虽然走向较稳定，但沿倾向挤压形变较大，时而向南倾斜，时

而向北倾斜，漂移不定，因而接触带产状常呈曲率较大的波浪状向下延伸，同时在对老乡挖的民窿调查中也

见到矿体基本上受接触带产状的控制，多产出在接触界面向岩体凹陷部位，呈规模不大的透镜体；在地表部

分探槽中也见到类似现象。如此产出分布的矿体釆用第一勘探类型并以 200 m×200 m网度怎能有效地控制

住矿体形态呢？显然矿区勘探类型厘定存在问题。然而这些重要信息在矿区地质填图中没有体现出来，而

后续工作的地质队伍忙于布孔“大会战”，对此也没有引起重视，仍然以接触带走向稳定为依据，将勘探类型

定为第一类型，按接触带上层状矿体进行勘查，从而酿成了重大的勘查失误。 通过这个实例的剖析可以清楚

地看到：要做到有效地控制矿体连续性，首先要认真而严谨地厘定矿区勘探类型。而矿区勘探类型的厘定必

须依据大比例尺地质填图资料，从矿区控矿条件与矿体产出分布情况出发，通过勘查地质学研究工作，包括

类比法、模型法、统计法等方法，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而不是以矿床成因类型的研究成果取而代之，否则将

无法取得成效。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