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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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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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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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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归纳综合
,

分析坑区范围的找矿勘探 虽然 首先将大石桥组 下段 米厚的地层详细分层
,

不同程度地指导了矿山地质工作
,

但就全矿田来说
,

确定了标准层
,

把找矿范围缩小在 米厚的互层岩

仅是局部的
。

六十年代末
,

工业储量不能满足矿山持 石组内
。

在坑区地质组的配合下
,

先后总结 了大东
、

续生产
,

增加工业储量已是迫在眉睫
,

事在必行
。

为 二道
、

南山
、

棒子沟
、

喜鹊沟五个坑区的赋矿规律
。

此
,

函需加强地质综合研究
,

指出找矿方向
。

啤 辽河群大石桥组地层均赋存有矿体
,

但其各段含

月
,

矿山和勘探队协商
,

联合成立了
‘

矿队地质综 矿又有差异
。

上段地层不同岩性界面 上的矿体多旱似

合研究组
”。

层状
、

扁豆状
,

而以充填在压扭性断裂中的脉状矿体

该组从成立至 拜
,

历时九年
,

对矿区成矿规 规模为大
,

中段地层 中的矿体 呈脉状
、

扁豆状和网

律的认识不断加深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通过对坑探
、

状
,

充填 交代 于压扭性及其一侧的张性断裂和 竹理

钻探资料对比
,

检查岩芯
、

观察现场
、

踏勘旧坑
,

调 中 前者规模较大
,

后者较小
,

但常呈雁行状排列
,

查坑道近一百公里
,

绘制各种 图 件 余张 并采 成群出现
,

储量可观
。

下段地层中的矿体
,

多沿断裂

用了化探原生晕
、

多元素分析
、

岩矿鉴定等手段
。

岩脉 呈
“

侧羽毛状
”

赋存 于互层岩石组不同岩性



」
的界面上

,

在断裂与有利层位相交的 一 。米范围

内
,

常形成较大的富矿柱
。

综合研究表明
,

矿床多受断裂构造和地层的联合

控制
,

褶皱构造构成了矿床基本骨架
,

断裂构造是成

矿的先决条件
,

各坑区分布于中央背斜两翼
。

于家上

沟一石家北沟北西向大断裂及其派生的复合断裂体系

控制了矿化范围
。

北东向和北西向三至四级断裂控制

矿体
。

根据这些规律
,

有利地指导了找矿
。

大东沟坑口

在大石桥组下段地层中
,

以
“

断裂加有利层位
”

进行

探边摸底
,

把采矿 中段下延 米
,

获得储量 哆万

吨
,

使坑口生产可延长 年
。

在南山坑口
,

发现北东

向三条主千断裂与其上下盘的近南北向张性断裂控制

矿体分布
。

据此进行地探
,

使储量亦增长了 哆万

吨
。

此外
,

早在 年就面临闭坑的二道沟坑口 ,

储

量也不断增长
,

生产延续至今
。

就全矿而言
,

通过综

合研究
,

使全矿从 年保有储量四年
,

在保持生产

的情况下
,

到 年末保有储量可供 年的生产
。

坚持综合研究
,

指导矿山生产

矿山基础资料的完整性是综合地质研究的重要保

证
。

基础地质资料的获得
,

贵在坚持
。

如大东
、

二道

等坑口 ,

纂础地质工作较好
,

十几年中
,

进行过几次

系统的研究
,

对成矿规律的认识也有过几次飞跃
,

不

断延长了矿山生产年限
。

而早期关闭的东阳
、

湾北
、

麻泡等坑口 ,

基础地质资料零乱
,

研究工作难于开

展
,

使有的坑口关闭复开
,

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

又如
,

新开拓的甸南坑 口
,

从 年 月到

年底
,

历时八年
,

投资千万元
,

只获工业储量 万多

吨
。

综合研究组不得不从收集资料入手
,

调查探矿工

程
,

踏勘旧坑
,

研究坑区地层
、

标准层
、

含矿层和控

矿构造等资料
,

历时两年
,

获工业储量 叨吨
,

使新

坑口初具生产规模
。

同时发现了大石桥组上段地层也

存在断裂 或岩脉 和地层联合控制的侧羽毛状矿

体
。

这一发现导致对麻泡
、

本山
、

头道
、

东阳等老区

成矿规律的重新认识
,

对棒子沟一新岭一带控矿因素

也有深化
,

开阔了老区找矿的权理予
。

正确运用成矿规律
,

为矿山生产衔接服务

自解放后我矿恢复生产以来
,

最早揭露的是矿田

西部本山
、

麻泡
、

湾道
、

北拉子等坑口 ,

其成矿特点

是
,

矿体呈脉状充填于北东向断 裂 中
。

以后
,

在矿

田中部
、

东部的二道
、

大东
、

棒子沟等坑区
,

仍以西

部成矿特点指导地勘工作
。

但坑探证明
,

中部是断裂

羽毛状矿体
,

东部主要是层间剥离似层状矿体
。

后

来
,

在勘探甸南坑区时
,

又以棒子沟坑的成矿模式去

作指导
,

把矿体圈定过大
,

而主要是侧羽毛状矿体
。

事实启示我们
,

运用成矿规律指导找矿
,

必须考

虑区域地块的升降
,

地层的变化
,

岩石物理化学性质

的差异
。

既注意成矿的一般规律
,

更要重视矿体赋存

的特殊条件
,

切不可机械套用
。

在指导矿山生产上
,

不可匆忙闭坑
。

我矿喜鹊沟

坑口在原弯道沟坑口 旧址扩建
。

老弯道沟坑口 开采的

矿体是赋存于大石桥组上段地层中
。

阵
,

在对该

坑深部和周围大石桥组下段地层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匆

忙闭坑了
。

后来
,

勘探队在老场 比邻地区底部
,

从大

石桥组下段地层中探得矿体
,

从而在老坑旧址又重建

现在的喜鹊沟坑口
。

由上述可见
,

指导矿山生产
,

地质工作必须先行

一步
,

而在矿 山地质工作中
,

加强综合研究
,

尤其

重要
。

近几年来
,

我们坚持对现有生产坑 口 ,

特别是生

产危急坑口 ,

开展了大量地质调查研究工作
,

搞好成

功预测
,

强化坑区毗邻区段的勘探
,

尽力做好为生产

衔接服务的工作
。

总之
,

矿山要持续生产
,

要常年开展矿山找矿勘

探
,

必须不断地进行综合研究
,

深化成矿规律的认

识
。

要不断丰富成矿规律的内容
,

必须注重并认真搞

好地质编录等基础工作
,

为综合研究创造有利的条

件
。

只有这样
,

才能正确运用成矿规律
,

搞好成矿预

测
,

为矿山开发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