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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级的分设量建储产谈生试山

矿
宫 家 学

储量分级方法和各级储量的标准问题
,

是找矿勘探和矿山生产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

技术政策性问题
。

在矿区开发的各 个 阶 段

上
,

矿产储量的级别也不断提高
。

矿量升级

过程
,

就是我们对矿体的揭露和研究程度逐

步深入的过程
。

经过升级
,

储量的用途也由

编制地质勘探设计和矿山发展远景规划的基

础资料变成编制矿山年度开采计划的依据
。

在地质勘探和矿山生产建设工作中
,

储

量分级的方法主要有比较广泛使用的三类五

级制
、 、 、 、

和 曾经在冶金

系统采用的两级制 工业储量和远景储量
。

这些分级方法虽然不尽统一
,

但也有很多近

似的地方
。

一般说来
,

五级制中的 和

级储量是矿山计划开采的矿量
。

级储量丰
要是随着矿区采掘工作的进展逐年完成的

,

但是为了满足矿 山开采工作的需要
,

在矿区

开发初期也应求得一部分
。

级 以上的各级

储量常称为高级储量
,

级 以上的储量则称

为工业储量
,

级储量为远景储量
。

下面我们试以某矽卡岩型铁矿为例
,

来

探讨矿产储量的分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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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肪介
某铁矿是一个接触交代镁矽 卡 岩 型 矿

床
。

矿化带东西长约 公里
,

南北宽 至

米
,

共有大小矿体 多个
。

矿体在地表有多

处露头
,

垂深近 米
,

均呈似层状 或 脉 状

体
,

产于石英二长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及其两

侧的围岩中
,

严格受侵入体接触带和断裂构

造控制
。

各矿体都向南倾斜
,

倾角 至 ‘

图
。

占总储量 的一号和二号两个

矿体的上盘围岩主要为泥质黑云母角岩
、

矽

卡岩
、

大理岩
、

闪长纷岩
、

变余砂岩
、

石英

二长岩和英长角岩等
,

下盘围岩为石英二长

圈 矿区地质创面示惫圈
一 页岩

、

砂岩
、

角岩 一 大理 岩 一 矽 卡岩
一 铁矿体及编号 一 斑状角闪岩 一 石英二长岩

岩
、

大理岩
、

矽卡岩和 闪长纷岩等
。

矿石主要由磁铁矿组成
,

其次为赤铁矿

和黄铁矿
。

脉石矿物主要为透辉石
,

绿泥石

和碳酸盐类矿物
。

勘探和基建情况

年以来
,

先后有五个勘探队在矿区

做过地质工作
。

在提交了一千多万吨储量之

后
,

设计了一个年产 万吨矿石的中型矿山
“
小井

” 。

年以后
,

即在
“

小井
”

的施工过程中
,

地质勘探工作在矿区东西和

深部继续进行
,

储量又有了较大幅 度 的 增

长
。

这时
, “

小井
” 的位置 已落入新井田的

崩落界线
,

因而只能尽址在开采初期发挥它

的作用
。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组织下
,

经过设计
、

矿山和地质部门的共同研究
,

重新确定了矿

区的建设方案
,

同时也对矿区各级储量的控

制提出了相应的下列要求
。



各极储量的控制方法

在新的建设方案中
,

全矿共分 几 个 采

区
,

主井和付井也有若千个
,

都要布置在矿

体下盘崩落线以外 图
。

为此
,

除了矿

才

图 竖井和矿体相对位皿示意圈

区上部的工业储量 级以上 应有较高的

控制精度外
,

对设计开采深度 在本矿区为

一 米标高 以内的远景储量 级
,

也

要相应地控制矿 体下盘的边界
。

其 控 制 精

度
,

应以能保证正确选定井筒的位置 在崩

落线外 至 米 为准
。

根据矿床特点和矿

山开采的要求
, , 级矿量的钻孔 网 度 定 为

米 米
。

矿区一期开拓工程安排在 一 米水平

以上
,

计有 。米
、 一 米

、

一 米
、 一

米和 一 米等几个中段
。

在基建阶段
,

除

了要完成 部儿
,

个水平的采准或开 拓 工 作

外
,

在 一 米水平还要完成井底车场
、

掘出

上下盘运输大巷端头
、

确定它们的 掘 进 方

向
,

并将天井座标也确定下来
。

一

也就是说
,

要提出这几个水平全部开拓系统的 施 工 设

计
。

为此
,

至少在 一 米水平 以上 实际定

为 一 米水平 要比较准确地控制矿体的产

状
、

形态和矿体界线
。

否则
,

如果施工 以后

矿体下盘实际界线与原来推断的位置相 比向

大巷方向凸出较多
,

就会使大巷和天井落到

崩落线以内
。

反之
,

如果矿体下盘实际边界

向远离大巷方向内缩
,

又会增加无效进尺和

岩矿石运输距离
。

所以
,

工业储量 级以

上 矿体下盘边界的控制精度
,

要以能正确

确定各水平车场和大巷等开拓工程 的 位 置

在岩石移动界线以外 至 米 为准
。

根

据矿床特点和开采技术条件
,

它的钻孔网度

定为 米 只 米
。

为了保证矿山在完成基建后
,

在开拓矿

量 相当于三至五年的生产量 的范围内能

全面展开采准作业
,

设计
、

矿山和地质部门

共同决定在 一 米水平以上获得 级矿量
。

每 个 矿 块长约 米
,

高度为 米
,

用
“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

采矿
,

分段高度为

至 米
。

矿体厚度小于 米时
,

用沿脉进路

回采 , 厚度大于 米时
,

用穿脉进路回采
,

穿脉间币为 米
。

矿石和废石溜井要布置在

矿体外 至 米
,

并与矿体下盘产状大体一

致
。 。

通风
、

人行和设备夭井应位

于矿体下盘岩石移动界 线 以 外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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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矿体 一 创面 图例同图

和圈定矿体产状
、

形态及有用组份的品位变

化
,

远较探矿天井和天井中川的勘探效果为

好
。

它保证了采场的底部结构稳固和开采工

作的顺利进行
,

同时可使开采前后储量精度

保持在允许误差之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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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俘个矿块的这些穿脉
、

沿脉
、

天井等

采准工程与矿体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确定得

比较准确
,

就需要沿走向按 米左右和沿倾

向按 米左右的间距用勘探工程具体控制每

个矿块
。

经过研究
,

级矿量的钻孔网度定

为 米 米
。

基建完成后
,

米和 一 米两个水平要

全部形成采准系统
。

这时
,

这两个水平的矿

体控制程度
,

相当于 级矿量
。

矿块的漏斗
、

拉底平巷和横巷
、

切割天

并已完成的矿块
,

为回采矿量
,

相当于 , 级
。

几 点认识

对矿体空间形态的准确控制
,

是

。

升级速度快 如何把探到的矿体尽快

变为高级储景
,

是勘探工作很重要的一环
。

采用这种组合勘探手段
,

浅钻班效达 米以

上
,

大眼凿岩机班效达 米
,

加快了矿

量变级速度
,

促进了勘探与生产的衔接
。

越

是复杂的矿体
,

效果越突出
。

。

成本低 采用这个方法
,

浅钻成本为

元 米
,

大眼成本为 元 米
,

分别为

坑道成本的十二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
。

。

其它方面 浅钻
、

大眼代替 部 份 坑

道
,

大大减少岩石搬运量
,

增加竖井 出矿能

力
。

浅钻
、

大眼设备简单
,

全为机 械 化 操

作
,

改善了劳动条件
,

保证了安全
。

由于浅

钻能对 已知矿带深部进行控制
,

为下部中段

坑探的合理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
。

根据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体会到
,

应用

坑内浅钻
、

大眼探矿
,

保证质量的关键是岩

心采取率和大眼岩粉采取方法 , 地质技术人

员要及时将浅钻
、

大眼探矿成果反映在矿体

块 地质剖面上 一般采用 , ,

用

以指导和修正开采设计
,

正确指导施工 , 采

取这种组合勘探手段
,

必须是矿体中段平面

以坑道控制为主
,

矿体在中段之间的空间形

态以浅钻控制为主
、

大眼为辅
,

主辅关系不

可颠倒 , 管理工作要加强
,

机修和备品备件

应 由专人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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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矿山建设的基础工作
。

为了对矿体空间

形态进行有效的控制
,

必须合理地选择各级

储量的勘探网度
。

矿区先期开采地段要有一定的高

级储量
。

它的地段
、

数量和控制精度
,

必须

由地质勘探队
、

设计部门
、

生产单位根据矿

区条件
“ 三结合

”

研究
,

才能正确确定
。

工业 级以上 储最是矿山设

计和投资的主要依据
,

远景 级 储量也

是矿区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设计开采范

围内
,

应当在不同的程度上分别控制它们的

空间形态
。

一 个矿区的合理勘探程度问题
,

必须经过对矿床特征和开采条件的 具体分析

才能解决
,

不熊硬性规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