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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实现我国四化建设

的重要物质基础
。

我国已探明的矿

产多达一百三十多种
。

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
,

矿产品所创造的财富不容

忽视
。

由于矿产属于人力不能再生

的天然财富
,

矿产的资源的损失和

浪费
,

更应引起重视
。

当前
,

在开发地下矿产资源中
,

有些部门和矿山未能充分 回采和回收资源
,

损失惊

人
,

鱼待解决
。

在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的诸多特点之 中
,

多种矿

物
、

多种有用金属共生在一起和有大量贫矿
、

难分选

的复杂矿石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特点
。

这恰是我国矿业

开发中所面病的关键问题
。

譬如
,

鄂东的铁铜矿床普

遍是多种金属组份共 伴 生
,

有的矿床的非金属矿

物也妻犷有利用价值
,

现已查明的一批铜 矿床就伴生

有硅灰石
,

它是低温速成陶瓷的新原料
。

这一原料进

入尾矿
,

弃置一旁
,

迄未回收利用 据初步统计
,

目

前可达 哆万吨
。

初步调查表明
,

我国有色金属矿山矿产资源的损

失率约达已探明金属量的 一
。

号称
“

有色

金属之乡
”

的某省
,

有色金属矿山平均金属损失率达
。

至于小矿山和民班采矿损失就更严重了
。

一些生产矿山
,

从设计投产开始
,

几十年仍延用

提交地质勘探报告时的工业指标
,

使开拓范围内现在

已经可以回收的平衡表外矿石或
“

含矿围岩
”

作为废

石丢弃
。

某大型铁铜矿山
,

开发以来铜精矿的收入和

利润占了全矿产品收入的 以上
,

可是
,

矿山的地

质资料和图件多年来都是按原先确定的铁矿边界品位

所圈定的矿体来分析资源情况
、

安排矿山生产
,

将数

量相当可观的一批含铁量虽低于铁的边界品位
,

但含

铜 量很 高 有的铜品位可达
,

一般也在 一

或铁
、

铜合量达到工业利用价值的资源做为

废石
。

此外
,

在开采范围内还有不少
“

含矿夕卡岩
”

含有相当多的磁铁矿
、

菱铁矿和黄铜矿
,

可选性良

好
,

由于不必计入开采和运输费用
,

显然可以降低开

采边界品位而加以利用
。

有色金属矿床中的伴生组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

尽管一些矿山已进入中晚期开采阶段
,

但由于以往研

究程度不够
,

至今综合利用仍存在不少问题
。

对围

岩
、

夹石
、

尾矿中物质成分的查定和回收利用可能性

的研究更是远未引起重视
。

这不但减少了矿山经济收

益
,

浪费国家资源
,

同时也带来了不断扩大排渣占地

面积和环境污染等公害
。

当然
,

也有不少矿山比较重视资源的充分回采
、

综合回收伴生有益组分
。

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根据矿

产资源的特点
,

随着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

将

三种含铜矿石的最低可采品位
,

分别比矿区原先制定

的统一指标降低了
,

从而利用了大量表外

矿石
,

改善了采场管理
,

降低了贫化与损失 同时综

合回收了硫
、

金
、

银等伴生组分
,

自投产以来
,

仅综合

回收的伴生组分产品的价值就以亿元计
。

西南某砂岩铜矿矿山
,

投产后抓了银的综合回收

研究
,

在开采中段中圈出含银矿带
,

仅 〔阵白银产

值就达数百万元
。

毋庸讳言
,

开展综合回收较好的矿山企业毕竟较

少
,

金属组份与非金属组份都综合利用的矿山更为数

不多
。

为什么我们开力矿业三十多年
,

仍存在这类现

象呢 笔者就此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

长期以来
,

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均由各产业部

门分别进行
,

资源无偿供应
。

国家下达的只是主产品

的指标
,

考核指标长期不变
,

资源的消耗实际上由矿

山企业自己处置
。

因此
,

生产单一产品成了无可非议

的
“

法规
” ,

不重视资源利用的最佳经济效益的研究

和调整
。

这样
,

就造成了一方面企业资源不足
,

另方

面又在大量丢损资源
。

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生产矿山有着一系列的

考核指标和奖惩规定
,

唯缺少对不能再生的矿山资源

利用程度的规定
。

这样
,

不少矿山以牺牲资源来换取

其他考核指标的完成
。

我国许多金属矿山已生产了二十多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
,

生产技术有了提高
,

但是
,

矿 山 开 采 的

边界品位却是
“

一成不变
” ,

多年来一直延 用设计和

投产初期的指标
。

这种静止不变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

生产技术发展的
,

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阻碍的
。

我国矿山地质工作本来就十分薄弱
,

随着矿业

开发的发展
,

就显得力量更加不足了
,

对如何利用好

已找到的矿床和正在开采的矿床
,

至今缺少专门的地

质研究部门去考虑
、

去研究
、

去解决
。

傀妒



为了挖掘生产矿山资源潜力
,

提高矿产资源的利

用程度
,

合理地利用地下财富
,

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

情况
,

建议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各级主管部门应把矿山资源利用率列为矿山生

产考核指标之一
,

认真执行储量管理制度
,

以示国家

对矿产资源利用的重视
。

企业应对生产矿山资源利用的最佳方案进行一

次研究和调整
。

譬如
,

矿山开采边界品位和表外矿石

利用的可行性
,

应根据生产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

进

行新的研究
,

新的考虑
,

新的调整
。

目前
,

合理确定

矿山开采边界品位是个关键性的环节 开采范围内表

外矿石的利用也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

这些低品位矿

石的开发
,

不需要再花采矿费用
,

只需相应调整生产

考核指标
,

即可发挥矿山生产潜力
。

这样
,

既可为国

家生产更多的矿产品
,

又可增加矿山的经济效益
。

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和矿山地质工

作
,

对精矿
、

尾矿
、

围岩
、

夹石
、

炉渣等进行组份 汁

查
。

这对合理利用矿山资源
、

制订资源政策和国土整

治都很重要
。

积极综合利用非金属矿 产资源
,

打破部门界

限
,

联合开发
。

金属矿山的围岩
、

夹石和尾矿
,

不少

就是急缺的非金属矿物原料
。

经常可以见到
, 一方面

金属矿山把围岩等当作废石扔掉 了
,

另方面其他部门

却在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去勘探和开采这些作为围岩

的非金属原料
。

应当鼓励矿山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 下
,

搞综

合开发
,

实行获利分成
,

调整矿 产品的流通渠道 提

钻扩山多种经营
。

不少矿山在产量高峰期以后
,

渴望

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程度来弥补或维持产值和利润
,

扩

大就业机会
。

如果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措施
,

矿山的

积极性就不会 得 到 充分发挥
,

提高资源利用程度也

就会迟迟不见成效

普及矿产资源利用的知识
,

加强人才培养
。

资

源利用涉及众多的专业
,

囿 过去学校教育的专业分

工范围过窄
,

现有管理和技术人员难 于熟悉不同矿产

品的生产
、

供求全貌
。

需要举办培训班
、

进修班
,

以

加快填补这方面人才的急缺
。

同时
,

在有关高等院校

设立矿产资源利用
、

矿山地质等专业
。

适当地招收研

究生
,

培养高级专业研究人员
。

科研单位也应开展矿

产利用的专题研究
,

使我国矿产资源利用领域尽早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
。

坚持地质综合研究

青城子铅锌矿 王维一

为矿 山生产服务

孙绍 华 马文举

不断增加工业储量
,

保证矿山生产持续稳定
,

是

矿山地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

在这方面
,

找矿地质

工作者坚持地质综合研究
,

不断认识成矿规律
,

在为

矿山生产服务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

本文仅就深化成矿

规律认识
,

指导找矿勘探
,

满足矿山生产需要方面
,

作一简要总结
。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辽东营口一宽甸古隆起中部
,

本溪一草

河口复向斜南缘
。

矿区地层为前震 系辽河群上部变质岩系
,

上覆

盖县组云母片岩
,

下部为大石桥组地层 大石桥组自

上而下可分为三个岩段 上段为大理岩夹云母片岩
、

角闪片岩互层 中段为透闪石人理岩 段为大理岩

夹硅线石云母片岩
、

浅粒岩互层
。

各段中均赋存有不

同类型的铅锌硫化矿体
。

矿区 褶皱构造呈纬向展布
。

从南至北有双项沟向

斜
、

中央背斜
、

头道沟向斜
、

新岭背斜
。

断裂构造以

北西向于家上沟一石家北沟大断裂为主干
,

并伴生有

一系列次级断裂
,

构成
“ 入

’

字型构造体系
。

岩浆岩由新到老
,

有燕山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

株
、

岩基及其派生的煌斑岩
、

花岗斑岩岩脉群 海西

期闪长岩岩脉 吕梁期斜长花岗岩和顺层 注入伟晶

岩
、

钾花岗岩
。

详见矿区地质 略图
。

按产出形态矿体有脉状
、

似层状
、

侧羽毛状等
,

还有少量浸染状
、

网状
、

囊状和鞠犬矿体
。

已发现矿

体即。多个
,

小者数吨
,

大者加 多万吨
,

多数 为数

千吨

总之
,

矿区构造复杂
,

矿体分散
,

形态多变
。

近

十多年来
,

由
“

加强 了地质综合研究
,

深化 了对矿床

赋存规律的认识
,

使工业储缝逐年增加
,

矿 山生产持

续稳定

加强成矿规律研究
,

保证矿 山持续生产

六十年代前
,

我矿对地质综合研究
,

既 无 专门组

织
,

也无长远计划
。

当时仅以坑区地质组为 主
,

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