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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玢岩型铁矿床资源

储量估算研究

张明明，周涛发，袁峰，李晓晖，李修钰，贾蔡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２３０００９

内容提要：玢岩型铁矿床是长江中下游的一种典型矿床类型，矿床空间特征复杂，矿体形态多样，规模大小不

一，对资源储量估算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本文对长江中下游玢岩型铁矿床进行了资源储量估算研究，实现先进

的三维矿业软件Ｓｕｒｐａｃ和传统地质研究方法的结合，在收集整理矿床地质综合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矿体三维模

型、脉岩三维模型、夹石三维模型等。并依照国家标准，以传统可靠性程度分类为依据划分资源储量类别，以建立

块段约束体模型的方法，进行玢岩型铁矿床三维储量估算工作。实现了三维空间解译、搜索椭球参数的确定、资源

储量的可靠程度分类、储量估算的全过程，并对传统可靠程度分类和Ｓｕｒｐａｃ软件提供的可靠程度分类的结果进行

了对比分析，证明该方法完全满足我国资源储量估算工作的相关标准，可为提交地质勘探报告服务。本项成果在

长江中下游玢岩型铁矿床及类似的复杂固体矿床储量快速、精确计算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关键词：可靠程度；资源储量分类；储量估算；搜索椭球体；Ｓｕｒｐａｃ软件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是地质矿产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地质勘查报告的核心内容，也是衡量地质矿

产工作价值的重要依据（陈前军等，２００７；赵增玉等，

２０１０）。我国在长期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工作中已总

结出不少珍贵的方法和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执行

标准，特别是在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地质可靠程度分

类工作中已出台《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标

准（编号ＧＢ／Ｔ１７７６６１９９９，以下简称《分类》），指导

储量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国传统的固体矿产资

源储量估算工作以几何学方法应用最为广泛（张起

钻等，２００８；国土资源部储量司，２０００；李守义等，

２００３）。这种方法主要是以计算矿床平均品位及矿

体体积为主要目标，在二维图件分析的基础上，少量

计算机参与，获得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具有原理简

单，操作方便的优势，当对储量估算精度要求不高、

矿体形态简单或品位变化不大时最为适用。但由于

人工参与较多，工作量大，耗时耗力，且受矿产经济

效益制约，当勘探工程或圈矿指标发生变化时，需要

重新绘制图件，重复进行资源储量估算工作，浪费大

量人力物力，且难以满足复杂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

估算工作的要求。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在

传统块段法储量估算的基础上实现了ＳＤ法（袁勇

等，２００９；陈国华等，２００３；朱志祥等，２００４；李石桥

等，２００６），这种方法把大量人力从重复计算中解脱

出来，使储量估算过程实现计算机化。但这种方法

的思想仍建立在二维图件编绘的基础上，平均品位

等指标参数具有单一性，无法根据品位等数值的空

间分布进行动态估值。Ｓｕｒｐａｃ软件的引入，使在三

维空间中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实现资源储量估算，这

种方法可以充分考虑一定范围内样品的空间联系，

所以较之传统几何学方法，估算精度有了很大的提

高，常用的方法有距离幂次反比法、相关分析法和克

里格法等地质统计学方法（孙玉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孙英

君等，２００４；张宝一等，２００７；杨东来等，２００７）。

Ｓｕｒｐａｃ软件使矿床能在三维空间中直观体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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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矿床地质数据库建立、矿体三维建模、资源储量估

算一体化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资源储量

评价工作的发展。但由于Ｓｕｒｐａｃ软件是以搜索椭

球体半径为依据划分块段，很难和《分类》中依据地

质可靠程度划分的块段一一对应，因此很难被地质

勘查报告引用，造成Ｓｕｒｐａｃ在矿产资源储量估算中

的瓶颈。

本文在长江中下游某玢岩型铁矿床中研究基于

三维的资源储量估算，结合我国传统矿产资源储量

地质可靠程度分类标准进行块段的划分。并将分块

段进行估算的结果与传统垂直断面法进行比较，保

证了其可靠性。同时，本文利用Ｓｕｒｐａｃ软件有效地

解决了传统几何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在符合我国地

质勘查规范的基础上，成功进行三维空间中的分块

段资源储量估算，实现了Ｓｕｒｐａｃ软件在复杂的玢岩

型铁矿床资源储量估算及提交资源储量报告中的科

学应用，使国际先进的矿业软件与国内勘查、采矿的

传统工作方法相结合，在固体矿产资源的储量计算

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图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主要矿集区和矿床分布略图（据翟裕生等（１９９２）；ＰａｎａｎｄＤｏｎｇ（１９９９）；改绘）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ｒｅａ

（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ｉ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ＰａｎａｎｄＤｏｎｇ，１９９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１　长江中下游玢岩型铁矿床简介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位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中下游

地区，位于扬子板块北缘的长江断裂带内，长期的构

造作用、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形成了断隆区和断凹

区的次级构造格局及丰富多样的铁、铜、金多金属等

矿床组合（常印佛等，１９９１；翟裕生等，１９９２；唐永成

等，１９９８；ＰａｎａｎｄＤｏｎｇ１９９９；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周涛发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金属

矿床计有２００余处，矿床类型多样，由７个各具特点

的矿集区组成（图１），自西向东依次为鄂东南、九

瑞、安庆贵池、铜陵、庐枞、宁芜和宁镇矿集区。其

中宁芜盆地和庐枞盆地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东

段，是我国最重要的玢岩型铁矿床矿集区（图１），是

中国东部最重要的铁矿矿集区之一，铁矿石储量超

过４０亿吨（宁芜玢岩铁矿编写组，１９７８；周涛发等，

２０１０）。

玢岩铁矿是由我国地质工作者首先提出的，指

在陆相安山质火山岩分布区，与辉石闪长玢岩次火

６１２１



ht
tp:

//w
ww.ge

ojo
ur

na
ls.

cn
/dz

xb
/ch

/in
de

x.a
sp

x

第７期　　　　　　　　　　 　张明明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玢岩型铁矿床资源储量估算研究

山岩或火山侵入岩体在空间、时间以及成因上联系

的一组以铁为主的矿床（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

１９７８）。宁芜矿集区玢岩铁矿床分为８式：产于火山

岩中的铁矿床为龙旗山式、竹园山式、龙虎山式；产

于次火山岩体（辉石安山玢岩辉长闪长玢岩）及其

附近火山岩层中的铁矿床为梅山式、凹山式、陶村

式；产于次火山岩体与前火山岩系沉积岩接触带中

的铁矿为凤凰山式和姑山式。庐枞矿集区的玢岩型

铁成矿系列包括４个亚类（周涛发等，２０１０）：①龙桥

式铁矿床———龙桥铁矿床、马鞭山铁矿床；②罗河式

铁矿床———罗河铁矿床、泥河铁矿床；③大岭式铁矿

床———大岭铁矿床；④盘石岭式铁矿床———盘石岭

铁矿床。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玢岩型铁矿床矿体的产

出部位多样，形态复杂，大小不一，出现以铁氧化物

及磷灰石和透辉石等矿物组合为主的铁矿床，与白

垩纪火山岩次火山岩关系密切。

２　储量估算的理论方法

近年来三维建模软件的引入，使可视化的统计

学方法得以发展，本文选择Ｓｕｒｐａｃ软件进行资源储

量估算的研究工具，在三维空间中通过划分“块”来

进行空间域的统计（孙玉建等，２００６），即根据矿体地

质特征和采矿方法，将矿体分割成若干大小相等、各

相应边相互平行的长方体，为这些长方体在数据库

中添加字段赋以各种属性，表征矿体所在位置的相

关特征。这些属性包括此“块”所属的矿体编号、平

均品位、资源储量类别、估计方差、所引用的已知信

息点数、所引用的工程数、估值时的搜索椭球体等

（侯景儒等，１９９８）。对每个“块”的估值，可选择距离

幂次反比法和地质统计学方法等。其中地质统计学

方法要求单指标圈矿，即使用边界品位甚至低于边

界品位的指标进行圈矿，以保证估值在完整的地质

域进行。而我国传统方法中使用双指标圈矿，即人

为将矿体划分为低品位和工业品位，无法保证矿体

地质域的完整性。因此本文选择距离幂次反比法进

行估值，这种方法可忽略数据的完整性要求。

２．１　距离幂次反比法资源储量估算

距离幂次反比法建立在区域化变量基本原理基

础之上，即假设待插值的空间点属性值在一定的范

围内具有相关性（侯景儒等，１９９８；王仁铎等，１９８８），

其基本原理是：假定区域化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并

且这种相关性可以定量地表示为样点（值已知的

“块”）与待估点（等待估值的“块”）之间的距离的幂

次成反比。

距离幂次反比法的基本公式为（李章林等，

２００７；Ｂａｒｔｉｅｒ，１９９６）：

犣（犅）＝Σ
狀

犻＝１
犣（狓犻）λ犻， （１）

其中犣（犅）为待估点的属性值；犣（狓犻）为已知采样

点的属性值；λ犻为已知点的权重。确定权重λ犻的方

法为：

λ犻＝（
１

犱犽犻
）／Σ

狀

犻＝１

（１
犱犽犻
） （２）

式中，犱犻为待估点与已知点之间的距离；犽为犱犻

的幂指数，其取值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可取１、２、３

等整数，已有研究显示，犽 取２时估值效果最好

（Ｄａｖｉｓ，ｅｔｃ，１９８６；Ｆｒａｎｋｅ，１９８２）。

距离幂次反比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各

样点的权重之和为１，即有下式成立：

Σ
狀

犻＝１
λ犻＝１ （３）

所以，该方法对于未采样点的估计值是未采样

点属性真值的无偏估计，在多数情况下都能给出一

个较合理的估计值。

２．２　利用搜索椭球体为“块”估值

估值就是根据已知信息推断估计未知信息，在

矿山勘查开采中，最常见的就是通过线性或非线性

方法为已经产生的工程数据加权后估计将要开采盘

区的品位值。利用搜索椭球体为待估点估值，就是

利用包含在搜索椭球体范围内的已知数据加权平均

后赋值于椭球体中心的“块”。

对“块”进行估值时，应将样品限定在一定的范

围内，使附近的数据对较远的数据有屏蔽作用，理论

上随着距离的增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降低，而搜索

邻域过大将使计算费用增加（Ｇｏｏｖａｅｒｔｓ，１９９７）。因

此，应合理确定搜索邻域的大小。搜索邻域一般呈

椭球形，故也称搜索椭球。椭球体不仅有大小、还应

有方位，一般来说，椭球体长轴应与矿体最大连续性

方向一致。

搜索椭球体表现的是矿体内部矿化现象的各向

异性，如何确定搜索椭球体参数是距离幂次反比法

储量估算的关键步骤。设定椭球体的各项几何参数

与矿体模型的关系如图２所示，椭球体的中心对应

于“块”的中心点，短轴方向对应于矿体的倾向，短轴

的倾斜角对应于矿体倾角，长轴方向对应于矿体走

向，高对应于矿体的真厚度方向。

３　在长江中下游玢岩型铁矿床中的应

用研究

　　本文在长江中下游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某玢岩

７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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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矿体模型与椭球体模型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ｍｏｄｅｌ

型铁矿床进行应用研究。该矿床位于长江中下游断

陷带内，产于火山岩和次火山岩体中，受火山岩侵

型穹窿构造控制，主要成矿母岩及赋矿围岩为闪长

玢岩，主要矿物成分为磁铁矿、黄铁矿、硬石膏等，围

岩蚀变强烈，具有规模大、有用成分多、矿体形态复

杂等特点。本文在该矿床中进行地质体三维建模，

并利用距离幂次反比法进行资源储量估算，流程为：

三维空间矿体解译→建立三维矿体模型→计算搜索

椭球参数→建立矿体块体模型→去除夹石、脉岩→

根据地质可靠程度划分块段区域→反距离加权插值

→矿体储量报告。

３．１　三维空间解译及实体模型的建立

根据取样分析结果，并综合考虑该玢岩型铁矿

床的矿化特征、矿体的形态、空间产出规律，矿体厚

度变化及其尖灭趋势、矿石品位变化等因素，首先在

三维空间中进行地质体边界圈定（图３ａ），划分矿体

地质域（图３ｂ），圈定脉岩地质体（图３ｃ）及夹石地质

体模型（图３ｄ）。

３．２　搜索椭球体参数的确定

对该玢岩型铁矿床进行综合研究，通过矿体空

间分布特征确定椭球体参数，矿体走向方向的长度

通过纵勘探剖面的矿体解译线求平均值确定，倾向

方向（宽度）和矿体厚度通过横勘探剖面的矿体解译

线求平均值确定，参数由如下公式确定：

倾向方向（宽度）犠＝Σ
狀

犻＝１
狑犻，其中狑犻 为每条横

勘探线倾向方向（宽度）的加和平均；

钻孔方向（厚度）犜＝Σ
狀

犻＝１
狋犻，其中狋犻为每条横勘探

线钻孔方向（厚度）的加和平均；

走向方向（长度）犔＝Σ
狀

犻＝１
犾犻，其中犾犻为每条横勘探

线走向方向（长度）的加和平均；

在矿体严格按照原则圈定的前提下，矿体边界

约束足以保证矿体内部数据不受外部数据影响，考

虑到矿体内部的矿化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确

定搜索椭球体参数时，可设置搜索范围为全范围搜

索（最大搜索半径、最大垂直搜索距离均为９９９９）。

在估值时限定参与每个块估值的样品数为１～１５

件，则可保证以待估点附近的数据为主导。

３．３　矿体块体模型的建立

该玢岩型铁矿床基本勘探线间距为２００ｍ×

１５０ｍ，加密勘探线间距为１００ｍ×７５ｍ。定义块体

模型的基本长宽尺度为加密勘探线距的１／５，高程

方向上的块尺寸为组合样长的２倍，因此块体模型

的大小设定为２０ｍ×１５ｍ×３．４ｍ。为提高块体模

型估值以及与实体模型符合的精度，结合最低可采

厚度，本文对基本块进一步划分子块，子块被定义为

基本块体体积的１／６４，即５ｍ×３．７５ｍ×０．８５ｍ。同

时，根据矿体的空间形态设定块体模型的方位角为

５０°、倾角０°、倾伏角０°。图４为具有代表性的主矿

体资源储量估算块体模型。

３．４　玢岩型铁矿床资源储量估算

距离幂次反比法进行资源储量估算的基本思想

是将整个地学空间作为统一的研究目标，在其中根

据已知样本点的值，利用插值方法获取未知点的值，

在进行资源储量分类时则根据相应的数值约束得到

不同类别的资源储量估算，当矿体控制程度发生变

化时，只需要修改相应的数值约束即可得到新的结

果，而无须对已经建立的矿体模型重复构建，节约大

量的工作。

我国储量估算中地质可靠程度分类是根据现有

工程分布情况综合确定，为使Ｓｕｒｐａｃ软件资源储量

估算结果满足《分类》中所规定的地质可靠程度分级

要求，同时使估值结果可以与传统几何方法进行对

比验证，根据《分类》要求，本文在查明此玢岩型铁矿

床地质、构造特征及主要控矿因素，对矿体的赋矿部

位、形态、产状、空间分布和规模进行分析，对矿石质

量、矿石类型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有了一定程度的

理解，并对矿床的开采技术条件、矿石的加工技术性

能进行详细实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矿体实际工程

控制网度及单矿体圈定原则等条件，在勘探工程分

布图中对可靠程度分类进行平面圈定（图６ａ）。根

８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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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长江中下游某玢岩型铁矿床三维空间中的地质体边界圈定

Ｆｉｇ．３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

（ａ）—剖面间矿体地质域的圈连；（ｂ）—三维视图中圈定的矿体地质域；（ｃ）—三维视图中圈定的脉岩模型；（ｄ）—三维视图中圈定的夹石模型

（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ｅｄ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ｃ）—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ｅｄｖｅｉｎｒｏｃ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ｄ）—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ｅｄｂａｓｔ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

图４　某玢岩铁矿床主矿体资源储量估算块体模型

Ｆｉｇ．４　“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ｉｎ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ｏｆｏｎ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ｒ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据控制程度分类平面图，在Ｓｕｒｐａｃ系统的三维空间

中，分别建立标高为０ｍ 及－２０００ｍ 的３３１块段、

３３２块段水平断面，利用“两个段之间”建立实体模

型的工具，以铅垂面的方式在三维空间中分别建立

各矿体３３１（探明的）（图６ｂ）、３３２（控制的）（图６ｃ）

图５　搜索椭球体尺寸基数

（基本勘探线间距为２００ｍ×１５０ｍ）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ｓ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ｂａｓ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ｍ×１５０ｍ）

可靠性块段约束体模型，其中，３３２块段约束体模型

为去除３３１块段约束体模型剩余部分。在Ｓｕｒｐａｃ

的块体模型工具中，分别将图６ｂ、图６ｃ的体模型作

为３ＤＭ约束条件，和主矿体块体模型（图４）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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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Ｓｕｒｐａｃ实现控制程度分类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ｖｅｌｕｓｉｎｇＳｕｒｐａｃ

（ａ）—控制程度分类平面图（基本勘探线间距为２００ｍ×１５０ｍ，白色线圈表示控制程度分类等级为探明的，红色线圈表示控制程度分类

等级为控制的）；（ｂ）—３３１块段约束体模型；（ｃ）—３３２块段约束体模型；（ｄ）—３３１块段约束内的“块”；（ｅ）—３３２块段约束内的“块”

（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ｖ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ｂａｓ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ｍ×１５０ｍ，ｗｈｉｔ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ｐｉ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ｖ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ｐｉ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ｖ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３３１ｂｌｏｃｋ；（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３３２ｂｌｏｃｋ；（ｄ）—“ｂｌｏｃｋ”ｏｆ３３１；（ｅ）—“ｂｌｏｃｋ”ｏｆ３３２

交运算，获得３３１、３３２块段约束范围内的块体模型

（图６ｄ，图６ｅ）。分块段的资源储量估算工作分别在

块段约束范围内利用Ｓｕｒｐａｃ提供的距离幂次反比

法进行，由此，可得到满足《分类》标准的各地质可靠

程度范围内的储量，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主矿体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犲狉狏犲狊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犻狀狅狉犲犫狅犱狔

资源量

类别
矿石品级

体积

（ｍ３）

矿石量

（万ｔ）

平均品位

（％）

３３１
工业品位 ８０４３０３５ ２８６５．３６ ３２．８０

低品位 １４７５０２ ４６．４２ ２０．３１

３３２
工业品位 １６６６２８７９ ５７４０．８３ ２９．２６

低品位 １２３７７０６ ３９５．２１ ２１．６１

３３３
工业品位 １１５９８７０７ ３９３９．５１ ２７．７６

低品位 １４５３２７７ ４５４．５４ １９．７２

为验证Ｓｕｒｐａｃ软件资源储量估算结果的可靠

性，本文选择了主矿体的３３１块段采用传统的垂直

平行断面法进行了资源储量验证。验证结果见表

２，误差相对值均小于２％，平均品位也十分接近，证

明使用Ｓｕｒｐａｃ软件进行资源储量估算，并按照传统

可靠性程度分类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表２　主矿体３３１类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对照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犿犪犻狀狅狉犲犫狅犱狔狉犲狊犲狉狏犲狊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３３１

Ｓｕｒｐａｃ软件估

算结果

垂直断面法

估算结果
相差值

矿石

品级

矿石量

（万ｔ）

平均

品位

矿石量

（万ｔ）

平均

品位
绝对值

相对差

（％）

工业 ２８６５．３６ ３２．８０ ２９１２．１８ ３３．５１ －４６．８２ １．６３

低品位 ４６．４２ ２０．３１ ４５．８９ ２０．２６ ＋０．５３ １．１４

工业＋

低品位
２９１１．７８ ３２．６０ ２９５８．０７ ３３．２０ －４６．２９ １．５９

综上可见，本文的储量估算方法既能利用

Ｓｕｒｐａｃ的强大三维建模功能，又能较好地满足我国

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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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范，为储量估算工作而建立的三维矿体模型、

三维块体模型也能够直接为矿山企业使用，为矿山

企业进行采矿工程设计、矿山开采日常管理奠定良

好的基础，在固体矿产的资源储量估算工作中较好

地实现了传统方法和国际通行方法的接轨。本文成

果在类似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玢岩型铁矿床等复杂

的金属矿床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快速、精确计算方

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４　结论

本文在长江中下游某玢岩型铁矿床中进行资源

储量估算的研究，主要取得以下成果：

（１）解决了玢岩型铁矿床由于空间形态复杂带

来的资源储量估算难题，提高了传统储量估算方法

中使用单一平均品位计算的精度。

（２）既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统计学观点，将整个

地质域作为统一整体进行“块”的估值，又参考了我

国传统资源储量估算中的可靠性程度划分的标准，

用建立块段约束体模型的方法实现了先进技术与我

国传统矿床勘探方法的有机结合。

（３）在矿床勘探工作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只需

要建立新的块段约束体模型对原有的矿体三维模型

重新约束就能满足新的可靠性程度划分的要求。

（４）本文研究成果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玢岩型

铁矿床及类似复杂的金属矿床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

快速、精确计算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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