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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布局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贵州省矿产资源开 

发布局优化的原则，对开发区域布局和开发规划分区进行了探讨；调整了黔中、黔西、黔北、黔东 

四大矿产开发利用区域，划定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矿产资源重点矿区三类规划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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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贵州作为全国能矿资源大省和国家矿产资源 

深加工基地，同时又是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如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矿产资源开发布 

局与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结合 《贵州省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 

(2016--2020年)》编制成果与矿产资源开发专 

题研究，对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与优化进行 

探讨。 

2 矿产开发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矿产开发现状 

贵州是能矿资源大省，具有矿产资源的比较 

优势。截至 2015年底，全省有效采矿权 5951个， 

开发利用矿种 62种。其中：能源矿产 1787个，黑 

色金属矿产 123个，有色金属矿产 270个，贵金属 

矿产60个，非金属矿产 3702个，水气矿产9个。 

2015年全省矿石产量 28886．32万吨，从业人员 

19．57万人，实现矿业总产值429．90亿元  ̈。 

煤、磷、铝、锰、金等矿产为贵州优势矿产，矿 

产开发现状的主要特征如下： 

煤炭：现有矿山总数 1734个。虽各市州均有 

分布，但集中分布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和遵义 

等四个市州，占矿山总数73％。其它地区矿区分 

散，矿床规模偏小，集约化大规模开发难度大。 

磷矿：现有矿山总数53个。集中分布在开阳 
一 息峰和瓮安一福泉两个片区，占矿山总数90％， 

在毕节织金片区、铜仁、遵义和黔东南等市州也有 

矿山零星分布。 

铝土矿：现有矿山总数 102个。集中分布在 

清镇市、遵义县、务 (川)正 (安)道 (真)三个片 

区，占矿山总数 84％。毕节织金、黔南瓮安和黔 

东南黄平一凯里三个片区也有少量分布。 

锰矿：现有矿山总数 58个。地域分布集中度 

较高，集中分布在铜仁松桃和遵义，占矿山总数 

80％。特别是近年来勘查成果显示铜仁松桃已成 

为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资源量位居亚洲第 
一 位。 

金矿：现有矿山总数 60个。黔西南州是金矿 

矿区的集中分布区，占矿山总数 55％，有贞丰水 

银洞、烂泥沟、兴仁紫木凼和安龙戈塘4个大型一 

超大型金矿床。其它市州均为小型金矿床，布局 

分散。其中：黔东南州天柱一黎平片区分布 21个 

小型金矿矿山，六盘水、铜仁、黔南州三市州各分 

布 2个小型金矿矿山。 

重晶石、铅锌矿：矿山具有点多、规模小的特 

征，重晶石矿山105个，黔南、黔东南、毕节分布矿 

山占69％；铅锌矿矿山 122个，在各市州均有分 

布，且少量持证铅锌矿矿山未达3万吨／年准人生 

产规模。 

砂石矿：砂石矿山开发总体存在点多面广、布 

局多小散等问题。省政府要求2015年末，全省砂 

[收稿日期]2016-04-06 

[作者简介]曾芳(1984-)，女，地质工程师，硕士，从事矿产资源规划研究工作。 





· 150· 贵 卅I 地 质 2016年 33卷 

2．2 存在问题 

(1)矿山分布零散集中度较低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但矿山 

开发集中度较低，特别是煤、铅锌、重晶石和砂石 

矿山的开采，呈多、小、散布局。 

(2)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接不够 

根据贵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j，黔东南州 

的黄平县、施秉县、雷山县、锦屏县、剑河县和台 

江县均列入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生态功 

能区是以修复生态、保护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 

首要任务，但仍不同程度布局有金矿、锑矿、铝 

土矿矿山。 

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特别是上游 

地区长期以来的矿产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破坏，根据《赤水河上游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 

(贵州境内)》，应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实施抢 

救性保护，恢复并提高生态系统功能，促进流域生 

态良性循环。 

(3)现有开发利用区域布局范围偏大 

黔西、黔北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域范围偏大， 

涵盖部分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区(禁采区)。 

黔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域包括黄平一凯里 

铝土矿片区、天柱锦屏黎平金矿分布区、八蒙锑矿 

分布区。黔东南为贵州禁止开发区域集中分布 

区，应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境内铝土矿、金矿、锑矿 

仅达到小型矿区储量规模，应控制开发强度。 

(4)部分矿种的采矿权交叉重叠 

黔东南凯里一黄平片区煤矿、铝土矿、铁矿呈 

空间重叠分布，采矿权交叉重叠；煤炭国家规划矿 

区存在其它非煤采矿权。 

(5)依然存在未达开发准入条件的矿权 

贵州现有钒矿采矿权 3个，目前钒矿选冶技 

术尚未过关，对环境造成影响较大，资源开发利用 

技术条件未达规定要求，现有矿山未达最低准入 

规模。 

部分位于限制开采区内矿权，未达到限制开 

采区内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开采资质、开发利用效 

率等开采准人条件。 

3 矿产开发布局与优化探讨 

3．1 开发布局原则 

(1)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原则 

矿产资源基地以及通道的建设，要充分考虑 

全省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需要，充分考虑农业战略 

格局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约束；矿产资源的开 

发，应尽可能依托现有城市作为后勤保障和资源 

加工基地，尽量避免形成新的资源型城市或孤立 

的居民点；应按照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尽量减少大 

规模长距离输送加工转化的原则进行。 

(2)生态优先原则 

矿产资源基地的建设布局，要坚持“点上开 

发、面上保护”的原则。通过点上开发，促进经济 

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奠定基础，同时达到面上保护目的。矿产资源开 

发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在水资源 

严重短缺、环境容量很小、生态比较脆弱、地质灾 

害频发的地区，要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 

(3)与主体功能区布局相对接原则 

矿产资源基地的布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 

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所在区域的主体功 

能定位，符合该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方向和开发原 

则。在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 

感区、脆弱区，坚持生态主导、保护优先，确保生态 

空间。 

(4)完善现有开发布局，提高集中度原则 

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应坚持从规模化开发、生 

态环境保护、开发利用效率、安全开采等方面指导 

采矿权合理设置。 

3．2 开发区域布局 

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布局是一项系统工程，不 

仅要考虑地区资源赋存情况，还需结合地方经济 

和相关产业链等，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促进资源就 

地加工转化。 

根据本文提出的开发布局原则，在原划分的 

基础上，对贵州矿产资源开发的布局拟作适度调 

整，但仍划分为四大开发利用区域。即：黔中区、 

黔西区、黔北区和黔东区。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布 

局区域划分如图5所示。 

黔中区：包括贵阳市、安顺市部分行政区域 

及黔南州瓮安县、福泉市等。依照集约开发、集 

群发展、就地加工转化的原则，布局建设息烽一 

开阳一瓮安一福泉磷化工产业带；加快推进基础 

磷化工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布局发展精细磷化 

工产业基地；积极推进清镇煤 电铝一体化基地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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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世界遗产地、国家级及省级自然保护区、地质 

遗迹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国家级及省级风景名胜 

区，国家级及省级森林公园、国家重要湿地、国家 

湿地公园、国家级及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 

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所在地等。(b)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具有不 

可恢复的影响，存在难以防范的矿山安全隐患的 

地区，严重危害到人居环境、生态系统、工农业生 

产和经济发展的区域。(C)我省汞、铊、砷、高砷 

煤、高氟煤、高氟粘土、低品位硫铁矿等国家或省 

确定的禁止开采矿种的矿产地。 

(3)具有高标准基本农田、重要城镇及基础 

设施保护功能的禁止开采区。 

共划分禁止开采区 403个，其中生态保护功 

能禁止开采区 153个，基本农 田及基础实施保护 

功能禁止开采区250个。禁止开采区分类统计表 

详见表 2。 

表2 贵州各市州矿产资源禁止开采区分类列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forbidden mining areas in Guizhou city states 

注 1 ：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区(禁采区)，区域范围涉及毕节七星关区、大方县、金沙县、仁怀县。 

资料来源《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3．3．2 限制开采区 

限制开采区指在规划期内根据国家产业政 

策、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或国家 

特殊需要等，受经济、技术、安全、环境等多种因素 

的制约，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实行一定限制 

的区域 引。 

划定以下两类区域为限制开采区： 

(1)具有资源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重晶 

石、焦煤等具有地方特色且需要保护性限量开采 

矿种分布的区域；虽有可靠的资源基础，但当前市 

场容量有限，应用研究不够，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 

的区域；在较高技术经济条件与一定外部条件下， 

才能达到资源合理利用的区域；需要进行矿产资 

源储备和保护的矿产地。 

(2)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地质 

灾害高易发区，以及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可能诱 

发次生地质灾害的区域，通过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可以达到矿产开采要求的区 

域；国家级和省级 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 

(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的外围保 

护地带；省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实验区 

及外围保护地带；国家级、省级生态功能区(生 

态系统脆弱、生态系统重要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 

发条件的地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准 

保护区。 

共划分限制开采区11个，其中具有资源保护 

功能的限制开采区9个，限制开采矿种包括钼镍 

钒矿、硫铁矿、重晶石矿和煤炭(仁怀茅坝)、织金 

稀土(磷矿)；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限制开采区2 

个(赤水河流域环境控制区、治理区)。限制开采 

区分类统计表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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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l6—2020年)》。 

3．3．3 重点矿区 

综合考虑矿产资源特点、勘查程度、规模、资 

源潜力、开发利用现状，兼顾经济、环境等因素。 

在矿产资源比较集中、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条件 

好的地区，将大中型矿产地、重要矿产集中分布 

区、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 

区划为重点矿区。针对我省煤炭、煤层气、锰矿、 

铝土矿、磷矿、金矿、铅锌矿、锑矿矿产资源集中分 

布区，划定重点矿区28个。重点矿区分类统计表 

详见表 4。 

表 4 贵州省矿产资源重点矿区分类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of the key mining areas in Guizhou 



· 154· 贵 州 地 质 2016年 33卷 

注：资料来源《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 

5 结论 

(1)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布局现状存在五个方 

面的问题：(a)矿山开发集中度偏低，(b)开发利 

用区域范围偏大，(c)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接不 

够，(d)部分矿种矿权交叉重叠，(e)部分区域准 

人条件较低； 

(2)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布局现状分析及存在 

问题，提出四点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原则：(a)统筹 

兼顾协调发展原则，(b)遵循生态优先原则，(C) 

与主体功能区布局相对接原则，(d)完善现有开 

发布局，提高集中度原则； 

(3)根据提出的开发布局原则，结合实际，调 

整了黔中、黔西、黔北、黔东四大开发利用区域范 

围及各区发展方向； 

(4)结合矿产资源保护和生态功能保护，划 

定禁止开发区 403个、限制开发区 11个，针对我 

省煤、磷、铝、锰、金、煤层气等矿产资源集中分布 

区，划定重点矿区28个； 

(5)优化开发利用布局是第三轮矿产资源规 

划四大重点任务之一，矿产资源规划分区管理制 

度，可在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和资源整合中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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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inera1 resources 

development layout in Guizhou Province，proposed principles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the development，dis— 

cussed the developing regional distribution，development planning Division；adjusted Qianzhong，Qianxi，Qian- 

bei，Qiandong four exploitation areas of mineral resources，demarcated forbidden mining area，restricted mining 

area，the key mining areas，the three categories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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