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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地进行储量分级
,

可以更好地保证

勘探质量
,

正确地处理勘探与开采的协作关

系
,

使矿山建设和生产更加顺利地进行
。

为

此
,

我们首先必须对议往的储量分级方法有

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

对原有储量分级方法的儿点分析

原有的五级储量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

虑了矿山生产建设的需要
,

但在一些地质人

员的思想上
,

各级储量勘探和研究程度的标

准不是工业利用 的可靠性
,

而是矿量数字的

误差
。

其实
,

矿量误差在勘探阶段无法准确

衡量
。

而在矿山生产后接近实际的 矿 石 产

盘
,

也由于种种原因与勘探阶段中计算的储

量数字不一定有可比性
。

所以
,

各级储量的

勘探网度事实上是按照它们与勘探类型的固

定关系来确定的
。

然而
,

勘探类型也并不能

科学地反映地质勘探工作的客观规律
,

这就

使勘探网度和储童级别难以正确确定
,

以致

给矿区勘探和矿山开采工作有时会带来许多

间题
。

例如
,

在某矿区补充勘探时
,

未充分考

虑矿山开采的实际要求
,

而只是根据 “类型

一网度一级别一比例 ” 的固定关系要求加密

级储 的钻孔间距
。

补充勘 探 后
,

各 级

储量的网度及其比例虽达到原订标准
,

但矿

体底板的控制程度仍然满足不了开拓工作的

实际需要
。

矿山不得不根据再次补充勘探和

上部中段生产勘探资料重新圈定矿体
,

然后

进行深部中段的开拓设计 图
。

又如
,

某矿区按第正类型的网度布置勘

探工程后
,

控制的 级储量用作采准设计
,

级储量用作开拓设计
。

实际 上
,

有 的 矿

块和矿体的控制
,

未能达到这两项工作的要

求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矿 山的生 产 建 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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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级的矿块升为 级后矿体形态的 俱

差及进一步控制

上图为矿体水平投影图 下图为 米中段平面图

①见矿钻孔 ②降为 级后通过加密工程又升 为
级的矿块 ⑧岩体底板等高线 ④再次补充勘探后圈定的

矿体 ⑥根据上部中段生产勘探资料重新圈定的 矿 体

⑥设计的开拓坑道

这些事实说明
, 即使矿量误差不大

,

矿

体形态和空间位置的误差有时也会影响开采

工作
。

因此
,

主要矛盾是矿山开采各阶段对

矿体形态和空间位置控制程度的要求问题
。

在两级储量制的规定中
,

提出要破除按

类型确定各级储量网度的程序
,

但其中的工

业储量和远景储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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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以相应的

勘探成果 一定级别的储量 为依据的
。

同

时
,

施工的结果又可 以验证前一阶段的地质

认识
。

各级地质储量与开拓
、

采准
、

回采矿

量的转换关系是

建设储量完成开拓工作后成为 开 拓 矿

量 ,

准 备 储 量完成采准工作后成为采准矿

量 ,

可采储量完成切割和 回采前的所有准备

工作后成为备采矿量
。

关于各级储量

勘探网度与储量误差标准

各级矿量的勘探程度相当于对实际地质

资料一定的占有和研究程度
。

对地质资料一

定的占有程度
,

又取决于一定的勘探工程密

度
。

随着勘探工程的加密而获得的 地 质 认

识
,

只能逐步接近
,

而不能完全反映矿体和

矿块的真实情况
。

所以
,

各级矿量在控制程

度上的误差总是有的
,

间题仅在于它们能否

和一定阶段工业要求的标准相适应
。

工业要求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是对矿体

形态
、

位置要有相应的控制程度
。

因此
,

各

级储量的勘探网度要根据矿体和矿块在形态

和位置 匕的 “误差标准 ” 来确定
。

不同的矿区同一级储量
,

不仅由于矿床

特点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勘探网度
,

就是同类

矿床的不同矿区
,

由于开采方法不同
,

同一
级储量的勘探网度也可能 不 一 样

。

在老矿

区
,

可以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

通过技术经

济比较解决各级储量的勘探网度问题
。

在新

矿区
,

可通过矿建
、

设计
、

勘探部门的 “ 三

结合 ” ,

按条件类似的矿区的经验确定各级

矿量的勘探网度
,

包括首先开采地段的加密

程度
。

在矿山生产建设阶段
,

最好通过 “探

矿
一开拓 ” 、 “探矿

一
采准 ” 、 “探矿

一
回采 ”

结合分别求得较高级别的各纵储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