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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矿产资源评价篇（8）

上期刊登了矿产资源评价篇第二节的第一部分矿产资源储量评价的前6个小节，本期继续刊登矿产资

源储量评价的最后#个小节。

第二节 矿产资源宏观评价

# 矿产资源储量评价

!:" 资源储量宏观评价的基本内容

在矿产资源宏观评价中，资源储量分析是主要的途径与手段，目前各级决策单位都将资源储量分析所获

得的信息作为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依据。因此，在资源储量分析中，对资源储量的各种原始数据要认真慎重判

定。由于矿区勘查中累计探明的资源储量和矿山生产中累计消耗的资源储量都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增

减，因此，在资源储量分析时，首先要有明确的时限，如!"#;年#!月6#日以前的资源储量数据，并以规定时

限的数据为基准进行研究，否则就无可比性。此外，矿产勘查的周期较长，在这期间发生矿产勘查的单位更

换、主创人员的调动是常事，往往由于交接的疏忽，导致了资源储量的重报、漏报和误报；或由于商业利益，矿

山常将消耗资源储量瞒报、少报，甚至乱报，加之管理不善，偷采乱挖，防不胜防，从而使研究数据有失真实

性。因而，在资源储量研究中要加强对原始数据的核对，才能保证资源储量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目前关于资

源储量分析，各个部门有不同的手段与途径，但其基本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与累计消耗资源储量。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和累计消耗资源储量是指在一定时限

之前，历年所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总和与所消耗的矿产资源储量总和。它是该地区在一定时限内某种矿产

资源蕴存的规模与开发力度的反映。但在分析研究中为了反映其今后发展态势，还必须从累计查明资源储

量和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之间衍生出一个数据，就是俗称的保有资源储量。它是累计查明资源储量扣除累计

消耗资源储量后的余数，反映现存的资源储量，因而它是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与规划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其发展的走向。

在保有资源储量分析研究中，目前比较常用的有!种方法：一是估算保有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的百分数。这个值的最大功能是为资源形势做出一定的判别。例如，当保有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的%"<!9"<时，则说明资源储量消耗较少，还具有较大的开发实力；若保有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不足;"<，则表明资源储量已大量消耗，所剩有限，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可持续发展必将受阻或停滞；第二种

方法是计算历年来，一般是近;年来保有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的百分数。这个变化率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该区矿产勘查的进展程度和矿山开发的强度，可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如果该变化率一直处于负

增长，则说明开发强度大于勘查增加的资源储量，开发力度过大，应予适当控制。反之，该变化率增加，则有

适当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有人认为保有资源储量占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的百分数可反映该矿种在市场开发

上的规模，这个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切勿轻易下结论。因为影响该百分数的因素是多方面，不完全反映生产

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如我国铬铁矿的保有资源储量的占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原来累计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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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而近十几年来，不但没有大幅度增加，反而连续开发，因而其占比低，不代表我国铬矿矿山生产规模扩

大与发展了；而铁矿的保有资源储量及其占比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高位，主要原因是我国钢铁厂每年进口

数亿吨富铁矿石作为主要原料，而将国产矿石多作为配料。在这种畸形消耗的结构下，铁矿保有资源储量及

其占比较高，不能说明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较慢与停滞。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分析。在宏观资源储量研究中，资源储量类型分析主要是针对保有资源储量进行

的，有时也对查明资源储量开展工作。它基本操作是以"#种资源储量类型为横坐标并按顺序排列，以各个

类型的资源储量或其对总量的占比为纵坐标，做出资源储量类型直方图。在直方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各种类型资源储量的分布，同时可将其分为基础储量和资源量两大类。基础储量是由（"""$）、（"!"$）、

（"!!$）、（!%""）、（!%!"）、（!%!!）#种类型组成，其数值总和则为基础储量的数值。资源量分为（!&""）、

（!&!"）、（!&!!）、（’’"）、（’’!）、（’’’）#种类型，其数值总和则为资源量的数值。在资源储量类型分析研究

中，除计算出基础储量和资源量外，最有意义的是计算出基础储量和资源量的比值。这个比值能反映出该矿

种的勘查程度是否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某矿种的基础储量远小于资源量时，比如其比值为"()，

则说明该区地质勘查程度较低，必须加强勘查工作，提高资源储量类型，方能保证矿山建设和开发的需要。

反之，若基础储量基数较大，且与资源量的比值在"(!或更大，则表明该区矿产勘查程度较高，资源储量具有

较高的保障程度，完全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分析中还必须注意另一个问题，即从人们工作心态而

言，总希望提高矿产勘查程度，查明更多基础储量或高级别的资源储量类型，但是，提高矿产勘查程度，就必

须加大资金投入才能实现；而基础储量占比过大，势必又造成部分资金积压，导致基本建设资金吃紧，以致资

金链断裂。因此，基础储量的基数以及基础储量与资源量的比值，应该处在什么范围之内，这是宏观决策研

究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资源储量与矿床规模的关系。我国目前将矿床规模分为大、中、小’种规模，并且对不同矿种都有不

同的规定，如铜矿床的金属量大于或等于)*万吨为大型矿床；铁矿床的矿石量小于"***万吨为小型矿床。

显然，单个大型矿床其资源储量比小型矿床多，但在宏观资源储量分析中，所有小型矿床的资源储量之和未

必小于所有大型矿床的资源储量；有的地区某矿种资源储量虽然很大，但大多数分布在小型矿床中，而有的

地区某矿种资源储量虽然不大，但几乎都集中在几个大型矿床中。例如，我国铅锌矿)*+以上的资源储量

集中在中、小型矿床中，而我国锑矿占比不足!*+的大型矿床却占据了全国#*+以上的资源储量。因而在

宏观评价中就出现矿床规模与资源储量分布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涉及到区域经济布局与发展方

向。因此，宏观资源储量研究中首先要理清矿产地数量以及其中不同规模矿床的数量、所占据的资源储量及

其占比，特别是保有资源储量的份额及其空间分布与集中程度，以供宏观规划参考。通常在具体实施中，当

矿产资源储量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大型矿床时，其今后的经济布局很可能是围绕大型矿床进行的，并且产

业发展走向多向大型综合性企业方向发展；而当矿产资源储量主要集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矿床中，其今后布

局主要考虑各个矿集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在产业发展走向上则难于构成专业化生产中心，大多与其他产业

配套发展。如金川大型镍矿床的发现，集中了全国)*+以上的镍矿资源储量，从而把金川建成了“镍城”，使

她发展成为以冶金为中心的综合性企业。在国外，如中东一些国家的石油城、石油大国的形成，也是出于大

型油田的发现及其在资源储量分布上高度集中的因素。

（,）己占用和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在市场经济下投资者可以向当地地矿部门申请采矿权，并割划出

一定范围进行规定的矿种开采，于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有资源储量中就出现了“有主”的和“没主”的资

源储量。在行业俗语中，“有主”的称为已占用保有资源储量，“没主”的称为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已占用保

有资源储量是采矿权所有者开发的对象，说白了，其资源储量迟早要消耗尽。而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则是未

动用的资源储量，仍属国家所有。

目前在宏观评价中，已占用和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有!个问题特别突出：一是已占用与未占用保有资源

储量的比例问题，因为已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占比太小，不利于市场经济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占比过高，势

必使政府的宏观调控乏力，资源安全难以保证；二是已占用和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类型问题，从我国目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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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看，已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大部分处于交通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全的地区，而且大多是勘查程度较高

的基础储量，而未占用保有资源储量除大型矿区周边外，大部分处于边远、落后地区，多为勘查程度较低的资

源量。说不好听点，像是精肉卖掉了，剩下的是骨头。这种畸形现象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终究

会出现产能过剩，过后则处于无米之炊的境地。但是，若是提供的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和勘查程

度较低的资源量，又吸引不了投资者，最终致使招商失败，社会经济停滞。因而对已占用或未占用的资源储

量比例多少才合适？已占用的资源储量对其资源储量类型是否要有控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宏观研究中通

盘考虑。目前官方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从世界各国的执行政策看，有一点是共同的：依各国国情，不同矿种

有所不同。例如，我国为了环境保护，对砂金矿严禁开采，因而砂金已占用保有资源储量占比十分低。西方

有些国家对某些战略性或紧缺的矿种，在特定地区采取封存做法，数年不准开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

国家在社会经济以及国力增长上有回旋余地。

（!）资源储量及矿石质量。矿产资源储量是建立在矿石工业品位基础之上，而矿石平均品位在不同矿

床中有所不同，有的悬殊较大，例如我国矽卡岩型铁矿矿石品位有的可达!"#以上；沉积变质型铁矿的矿石

品位在$"#左右，而澳大利亚的沉积变质型铁矿的矿石品位则可达到%"#。并且矿石品位与矿产资源储量

一般情况下是不对称的，矿石平均品位高，资源储量不一定巨大。大多数情况是，矿石平均品位高、资源储量

较少；矿石平均品位低，资源储量较大。因此，在宏观评价中不能不考虑资源储量与矿石质量之间的关系。

因为若只用富矿石，在短期内尚可应对，但数量有限，不能持续，而用贫矿石，虽然资源储量较大，但要加大成

本、降低效益。因此，能否调配与处理好矿产资源储量与矿石质量的关系，是宏观评价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通常是通过编制矿石吨位&品位图来进行评价。关于矿石吨位&品位图，最初是在生产矿山中为调剂并保证

开采矿石品位稳定性和适应矿产品市场竞争而设计的，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某矿种市场需求量急增，价格上扬

时，则依据吨位&品位图的资料，布置开采一定数量富矿石，投向市场，赚取高额利润，而当市场疲软，价格下

扬时，则开采贫矿石，维持成本，继以运转。后来人们将它引伸到矿产资源储量的宏观研究中，以便通过矿石

吨位&品位图，进一步掌握不同品级的矿石资源储量，评述资源储量利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若是在吨位&品

位图上，绝大部分资源储量是处于中&高品位区间，其资源储量的价值将被肯定；反之，绝大部分资源储量是

处于低品位区间，其资源储量的价值将受到质疑；若大部分资源储量处于低品位区间，小部分资源储量处于

中&高品位区间，或各占一半，在这情况下则要认真分析，探讨一下是否有调配的可能性，防止“吃富弃贫”，使

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在宏观评价中，除针对主产组分资源储量与矿石质量关系外，千万不要忽视了伴

生、共生组分。因为我国矿产极少为单一组分的矿产，伴生、共生组分有的多至几十种，有的价值远超过主产

组分，因此，有些矿山的资源储量中主产矿石品位虽低，但伴生、共生组分丰富，使矿山起死回生，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发挥了作用。

在宏观评价中，伴生、共生组分的关键问题是回收率问题。有的地区在伴生、共生矿选矿问题还没有解

决时，就急着开发，造成大量伴生、共生组分白白浪费掉，以至大面积环境污染，祸国殃民，最终走上法庭，教

训深刻；有的地区处理得当，可同时回收数种有益组分，无形中将一个矿床“变”为数个矿床，增加了矿产开发

的效益，为社会增添了巨大的财富。

（%）资源储量与矿床类型的关系。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资料表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每种矿种都有

数量不等的矿床类型，并且其资源储量悬殊较大，其中往往个别矿床类型统领了该矿种的绝大部分资源储

量，而其他矿床类型则十分有限，甚至可以不计其数。例如就铁矿而言，沉积变质型的资源储量一般都比热

液型、风化壳型铁矿的资源储量大。显然，资源储量与矿床类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阐述这种关

系，我们首先要统计出不同矿床类型的资源储量及其占比，然后按资源储量列出不同矿床类型的排序。在统

计中，矿床类型要按工业类型划分，最好按“规范”划分标准执行，以便与矿山开发衔接，同时也减少矿床类型

划分中过多的主观因素参与。

在资源储量宏观评价中，矿床类型排序与矿床学研究有所不同，后者是按资源储量规模大小来排列矿床

类型的主次位置，排列靠前者即为主要矿床类型。而在矿产资源储量宏观评价中，除依据资源储量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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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考虑资源储量的可利用性。因而，在资源储量宏观评价中，将出现资源储量多少与矿床类型主次位

置不完全对应的情况；资源储量最大的未必是该地区资源储量利用的主要矿床类型。例如，某地区有斑岩

型、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斑岩型矿床，虽然资源储量最大，但矿石品位低，且深埋地下，不能露采，经常有

选、冶或水、工、环条件不具备的问题，而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虽然资源储量略逊于斑岩型矿床，但品位高、

埋深较浅，易选，水、工、环条件相对简单，因而在资源储量宏观评价中，矽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自然而然成为

该地区资源储量利用的主要矿床类型开发，使斑岩型则退居其后，作为后备矿床类型。显然，在资源储量宏

观评价中主要矿床类型的含义更侧重于利用效果，其目的是力促规模较大、开发条件尚佳以及开发技术方法

比较成熟的某种矿床类型，其资源储量能及时地投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较快地形成规模生产，并向更

高的联合企业方向发展，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矿床类型往往工作程度较高、开发力度

较大，积累了大量资料与经验，因而对该矿种今后找矿方向也具有指示作用，对后续新增矿床及其资源储量

的评价也具有比照作用，能使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至于资源储量规模较大，但开发条件不十分完善的

矿床类型，如上述例子中的斑岩型矿床，通常是在资金与经济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开展技术经济工作，

作为接替资源跟进，以便保证持续发展。总之，在资源储量宏观评价中，将资源储量与矿床类型结合起来，才

能使资源储量数据具体化，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指导性作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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