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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土邃源大调查

预测资源量估算

条件的探讨

为分类的标准加以考虑
。

据此
“
国标

”

建立了经

济轴 (E )
、

可行性轴 ( F ) 和地质可靠性轴 (G )三

轴空间分类编码划分储量类型
,

又称 E
、

F
、

G 三

维编码分类框架图 (图 l)
。

按图 1的框架
,

固体

矿产资源划分二大部分 (查明矿产资源和潜在

矿产资源 )
、

三大类 (储量
、

基础储量和资源量 )
、

16 个类别 (储量 3个类别
、

基础储量 6 个类别
、

资源量 7个类别
,

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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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矿产资源评价项 目已部

署在全国不同的成矿带内
,

目前正在执行过程

中
,

其项 目的最终成果
,

都要按地质科学的理论

和评价方法手段对其存在
、

数量
、

质量和经济意

义作出评价
,

对其成果按中国地质调查局 的要

求进行验收
。

评价工作的关键之一是矿产资源
“

数量
”

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矿床自身的

潜在价值
。

准确估算预测资源量是一项重要的

工作
,

本 文 按 矿 产资源 / 储 量 分类 (BG /

T 177 66 一 1999 ) 国标的要求论述矿产资源量估

算操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

作为总结项 目成果

的参考依据
。

一
、

固体矿产资源储且分类

( BG / T 177 茄
.

一 1999 ) 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 1999 年发布的标准
,

又称
“
国标

” 。

在确定
“

国

标
”

分类标准时
,

既要与国际分类框架相容
,

又

要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

兼顾原有分类的继承

性和连续性
,

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
。

随着我

国勘查和矿业市场的逐步完善
,

与国际市场开

始接轨
,

地勘投资和矿业投资体制的整体变化
,

“

国标
”

将可行性评价和矿产资源的经济意义作

图 1 固体矿产资源 /储 , 分类框架图

二
、

地质可靠程度
、

矿产勘查阶段与储 . 类

别的关系

在矿产勘查工作中地质可靠程度是关键内

容
。 “

国标
”

将地质可靠程度分为二个层次
,

即 :

①整个勘查区的地质可靠程度
,

它与勘查阶段

划分密切相关
,

当前勘查阶段由低到高划分为

预查
、

普查
、

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
,

代表整个勘

查区的地质可靠程度的等级
。

②勘查区内各个

块段的地质可靠程度
,

从低至高划分预测的
、

推

断的
、

控制的和探明的四个层次
,

用矿产资源 /

储量的类别说明
。

两个层次的相互关系是后者

包容前者
,

一般情况下预查结果包括预测的 ;普

查结果包括推断的和预测的 ; 详查结果包括控

制的
、

推断的和预测的 ; 勘探结果包括探明的
、

控制的
、

推断的
、

预测的
。

按
“
国标

”

要求
,

国土资源大调查有关矿产

地质工作仍然按四阶段进行
,

即预查
、

普查
、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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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固体 矿 产 资 源 /储 t分 类 表

藻藻热热
查 明 犷 产 资 源源 潜 在 矿 产 资 源源

探探探 明 的的 控 制 的的 推 断 的的 预 测 的的

经经 济 的的 可采储蚤 ( 11 1))) 一

糕黔 {{{{{

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 童 ( 2M 2 2。

}}}}}

基基基础储量 ( 1 l l b ))) 资源量 (25 22 )

{{{{{
预预预可采储圣 ( 121 ))) 预 可采储量 ( 12 2 )))))))

基基基础储童 ( 12 l b ))) 基拙储童 ( 12 2 b )))))))

边边 际际 基础储量 (MZ l l)))))))

经经济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基基基础储童 (MZ ZI ))) 基础储童 ( 2M 22 )))))))

次次边际际 资源蚤 (25 1 1)))))))

经经济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资资资源童 (25 21 ))) 资源量 (25 22 )))))))

内内 蕴蕴 资源量 ( 33 1))) 资源量 ( 33 2 ))) 资源量 ( 33 3 ))) 资源量 ( 334 )???

经经济的的的的的的

说明
:
表中所用编码 ( 1 1 1一 334 )

,

第 1位数表示经济意义
: 1二 经济的

,

2M
二
边际经济的

,

2S
二
次边际经济的

,

3
二
内蕴经济的

,

? 二
经济意义未定的;第 2位数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

: 1二 可行性研究
,

2
二
预可行性研究

,

3二 概略研究 ;第 3位数表示地

质可靠程度
: 1二探明的

,
2 二控制的

,

3 二推断的
,

4
二
预测的

。
b 二 未扣除设计

、

采矿损失的可采储量
。

查和勘探四个阶段
。

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要

求
,

将预查
、

普查列人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勘查工

作
,

作为公益性的地质工作 ;详查和勘查作为商

业性的矿产勘查工作
。

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固体

矿产勘查工作主要获取的资源量是预测内蕴经

济资源量 (33 生
、

33 生)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3 3 3 )
。

33生和 3叭 在预查阶段求得 ; 3 3 3 在普

查阶段求得
,

同时可包容 33 屯和 33 生
。

三
、

资源t 的计算条件

(一 )预测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 ( 3眺 )

内蕴经济资源量 ( 33 生) 是指通过地球物

理
、

地球化学等工作预测的潜在矿产资源 ;在与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相似的已知矿产类比时
,

可

以推断其存在的可能性
,

估算的具体条件是
:

1
.

大致了解区内地质构造特征
,

各类异常

的分布范围和特征
,

矿点和矿化点的分布范围

和成矿地质背景
,

附有地质草图和正规取样测

试数据 ;

2
.

通过三级以上异常查证
,

获得了相应的

数据
,

判定属矿至异常特征者或通过矿 (化 )点

及有关民采点
、

老铜评价证实有远景的地区 ;

3
.

圈出成矿远景 区
,

按实际情况划分 A
、

B
、

C 三类 ;

4
.

编制 了计算 33 生资源量所需 的地质图

件和投入其他勘查技术方法获取资料的有关图

件
,

估算的参数量是假定的 ;

5
.

计算的方法 (应用常规储量计算方法或

K PX
、

VU CL A刊计算 ) 和参数是合理的
,

并与地

质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床类 比证实
,

必要时
,

用插

图表示
。

据上成果提出需要进一步开展勘查工作的

远景区或进行预查的地区
。

(二 )预测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 ( 3抖 )

该资源量是经工程验证的
,

地质可靠程度

比 3 3生高一层
,

其计算的基本条件是
:

1
.

大致了解工作区内的地质构造情况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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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矿化点
、

各类异常的分布范围和进行了二三

级异常查证 ;

2
.

在工作中所使用 的勘探工程布置是稀

疏的
,

同一矿体 (或矿床 )至少有三处见矿
,

物化

探异常查证要有个别深部工程验证 ;

3
.

初步了解矿体的产状
、

规模
、

分布范围
,

矿石品级和 自然类型
,

是按实地观察和同类矿

床类比确定的
,

估算参数是有依据假设的 ;

4
.

大致了解矿床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

境地质和开采条件
,

是与同类矿床类比或野外

观察有关资料确定的 ;

5
.

与地质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床进行类比
,

确定有远景的 ;

6
.

附有矿区 (点
、

化 )
、

异常区的地质草图

和工程编录图
,

正规取样的化验测试数据达到

一定数量
。

据上成果确定今后进行普查的地区
,

为普

查工作部署提出资料的和地质的依据
。

(三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333)

工作区内矿产勘查的工作程度只达到普查

阶段
,

地质可靠程度为推断的
,

根据有限数据在

有限范围内计算的
,

可信度较低
,

但做过概略性

的可行性评价
,

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一次边

际经济的范围内
,

具体条件是
:

1
.

大致查明普查区的地质
、

构造情况
,

矿

床 (点 )和各类异常的含矿性 (二级以上查证 )以

及矿产分布的规律和远景规模 ;

2
.

大致掌握矿体 (层 ) 的形态
、

产状
、

矿石

质量特征
、

矿体的产状及有限工程控制的矿体

有关参数对外延做有依据的推断 ;

3
.

估算的资源量必需 是经过相临同类矿

类比或可靠性试验证实是可以利用的
,

在国内

尚无工业利用成熟经验的矿产
,

必需做可选

(冶 )试验或实验室流程试验 ;

4
.

估算资源量指标采用一般指标或采用

邻近地区同类矿床的生产指标 ;

5
.

资源量估算选用的参数一般应 用实测

和有依据假设的
,

部分技术经济参数也可采用

常规数据或同类矿床类比的参数 ;

6
.

对矿床的可行性评价已做过概略研究
。

据以上成果提出矿床能否转人详查
,

是否

存在进一步的投资机会
。

“

国标
”

按地质勘查可靠程度划分为查明矿

产资源和潜在矿产资源二大部分
。

查明矿产资

源是指经勘查工作
,

已发现的固体矿产资源的

总和
,

其形态
、

位置
、

产状
、

规模
、

品位
、

质量
、

数

量已查明
,

其中除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3 33)

外
,

其余各级储量
、

资源量均属商业性的勘查工

作 ;潜在矿产资源是指对矿化潜力较大地区
,

是

经过普查获的成果
,

为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

安排的公益性的地质勘查工作
,

原则上在取得

足够数据的前提下与地质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床

类比估算的那部分资源量
。

但预查阶段估算的

资源量随着矿产勘查工作的进展逐步升级为推

断的
、

控制的和探明的
。

由此可知预测获取的

预测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334 ) 是获取其他类别

资源量 (或储量 ) 的基础
,

同时也是国家摸清资

源家底
,

制定资源政策和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的组成部分
。

所以做好 3眺
、

3叭
、

333 三个类别

资源量的估算工作
,

比较准确
、

客观地反映了国

土资源大调查的 目标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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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充分发挥部信息中心的作用
。

7
.

加强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相关政策
、

法规的研究与制订工作
。

8
.

重要数据库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
。

9
.

注重信息系统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
。

“

系统
”

建设是国土资源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
,

目前我国与国外先进国家存在极大差距的

情况下
,

应转变观念
,

在国外经验和已有成果

的启示下
,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加速系统建

设是强化国土资源管理
,

充分发挥国土资源在

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形成国土资源的

信息产业是当前迫切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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