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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含矿率法计算右英脉型金矿储量

李松生

郑 东月匕地质大队

石英脉型金矿中
,

金的分布极不均匀
,

很难用工 程直接 圈定矿体

和计算储量
。

本文提出将含矿脉体作为开采对象
,

取其见矿工 程计算

储量
,

再用代表性坑道统计出的含矿率进行校正
,

并以金的储 量与脉

石总量之比确定平均品位
,

这可对矿床作出正 确评价
。

关健词 含矿率法 储量计算多 石英脉 型金矿

近几年
,

笔者在勘查

金矿的实践中
,

系统调查

了几个含金石 英 脉 密 集

区
,

对已详查和正开采的

矿
‘

床
、

矿点进行 了复查及

探采对比
。

从 中发现
,

影响这类矿床评价的

因素很多
,

其 中主要是金的分布极不均匀
,

致使工程见矿不连续
,

矿体难以直按圈定
。

一般参加储量计算的矿体比实际要少
,

计算

的储最出人较大
,

因此
,

合理使用工程控制

矿体和采用相应的储量计算方法
,

是评价这

类矿床的关键
。

为取得 经验
,

在勘探某 金

矿过程中
,

根据含金石英脉的地质特征
,

采

用 含 矿 率 法 进行了储 量计算
,

取得 了较

好的效果
。

所提交的 号脉勘探报告得到 了

主管和开发部门的承认
,

设计的矿 山已投入

生产
。

本文以该矿为例
,

扼要介绍含矿率法

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条件
。

某金矿 号脉位于矿区中部
,

长
,

厚
,

产状
“

乙
“ ,

金含量
,

多数地段为
,

最高 达招
。

详查 阶段槽 探间距平均
,

网度
,

局部 地段达 到
,

控制 深 度
。

共 施 工 钻 孔 个
,

进 尺 达

’
,

坑探
,

槽 探
。

详 查表

明
,

整个脉体呈单一板脉状
,

形态简单
,

产

状稳定
,

厚度变化 系数 仅
,

工程见矿

率 但脉体中金的分布极不均匀
,

其

品位变 化系 数为
,

达到工业
·

值

以上的钻孔仅占
,

而且位置分布零散
。

根据钻孔共圈出矿体 个
,

其中
,

仅 个矿

体是由 个钻孔圈定的
,

个矿体是由 个

钻孔圈定的
,

其他 个矿体都是单孔推定
。

个矿体共求得 十 级储 量
,

其中

级储量仅
,

详查结论是边采边探
。

详查

后
,

乡镇企业沿 号脉全 面露采
,

并在

地段采用碉采
,

年中共采出矿石
,

回收黄金
,

折合金 品位
。

上

述对比可得
,

开采体积仅 占钻探控制范围的
, ,

但采获的黄金却 占储量的
,

按对

比推算
,

工程控制部分的储量可超过
。

为查证对比
,

在 号脉西端原定无矿地段施

工一条沿 脉坑道
。

该坑道长
,

穿过

条勘 探线和 个钻孔
,

并按 间距进 行

个掌子面的系统刻槽取样
。

查证结果
,

坑道

见脉率达
,

脉体平均厚
,

金含量

为
,

平均品 位为
,

平

均
·

值为
,

已超过矿体 块段工业指

标
,

因此
,

应将该段全部划入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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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坑道查证得知
,

号脉西端钻探得

出无矿结论
,

主要是该段矿化不均匀所致
。

若将其坑道按工业指标圈定矿体
,

则可划分

个不同品位的矿段
,

其中大于工业指标共

有 段
,

最 长达
,

最短 为
,

平均 为

叫 小于工业指标的共有 段
,

最长达
,

最短为
,

平均为
。

若把大于工

业指标的地段视为矿体
,

则累计长达
,

占坑道总长的
,

此值即为坑道中脉体的

含矿率 表
。

看来
,

详查阶段 或

的 钻探网 度控 制不 住平均规 模仅

的矿体
。

而采用沿脉坑道探矿
,

可连

续揭露矿体
,

且取样间距可小于矿体平均规

模
,

故能控制矿体的变化
,

其见矿效果必然

超过钻探
。

为查证矿化不均匀性和含矿率的普遍意

义
,

在勘探期间曾对 余 的 探采坑道进

行了系统采样
,

样距 仍按 控制
。

揭示的

结果 基本 相似 表
,

矿体平均长
,

无矿段平均间距为
,

平均含矿率为
。

用含矿率概念可明显反映出石英脉中金

具不均匀性特征 和矿体呈 不 连 续 的 分 布

规律
。

故多数石英脉型金矿以小矿群形式出

现
,

其单矿体的规模常小于勘探工程间距
,

勘探时极易漏掉
。

需要讨论的是
,

假设有两条同等规模的

石英脉
,

其含金总量相同
,

一条矿化均匀
,

一条不均匀
。

若前者被证实可用一般勘探网

控制的工业矿体
,

而后者控制不住的矿体是

否就无工业价值呢 笔者通过对某金矿 号

脉体采用含矿率法计算储量的尝试
,

得 出了

否定的结论
。

含矿率法试验是在 号脉体工

作程度最高地段采用几种计算方法进行的
。

该地 段 图 长
,

斜 深
,

槽探 ’距
,

勘探网度
,

有

钻 孔 」个
,

探采 坑道 层
,

中段高 差
。

当采用不同 方法 工程组合 圈定矿

体进行储量计算时
,

其差别 表 为

钻孔与抽探相结合 按工业指标共

某段试验坑道攀子面取样给果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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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矿
‘

体 处 图 一 ,

矿体呈楔形
,

向下

尖灭
。

仅 孔见矿
,

钻孔见矿率为
,

矿

体面积占脉体面积的
。

坑道与抽探相结合 按上述工业指

标共 圈出矿体 处 图卜
,

矿体呈 条 带



状
,

具分支复合特征
,

坑道见矿率为
,

矿体面积占脉体面积的
。

钻孔与槽探相结合 用全部见矿工

程圈连含矿体 图 一 。

该含矿体即为含金

石英脉的全部或木含尖灭区
、

构造缺失区的

储皿计算方法对比 裹

方法

种类

地段
厚度

地 段 平
均 品 位

金金属属 储量相相
储储量量 对误差差

段积解哑献

。

一

。

。

。

校正前
·

校正后
·

。

‘ 。

。

标准 标准

纯脉体部分
。

用从坑道中求得的含矿率对脉

体矿石总量进行校正后
,

得出金储量
。

实际上
,

第 种方法是开采块段法
,

其

储量精度已经达到 级
,

可作为其它两种方

法的对比标准
。

第 种与第 种方法对比
,

由于矿体多数属于单工程推定
,

有很大的人

为性
,

故储量误差很大
。

第 种与第 种方

法对比
,

其含矿体空间与矿体分布空间基本

一致
,

形态更为简单
,

虽含矿体面积比矿体

面积有所加大
,

但储量并未增加
,

储量误差

仍在允许范围以内
。

第 种与第 种方法比

较时
,

在 同样工程控制下
,

第 种方法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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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反映含金石英脉的地质特征
,

可弥补

第 种方法由于漏失矿体所产生的误差
。

整

个 号脉采用含矿率计算后
,

金矿总储量增

加了 倍
,

其中工业储量增加了 倍
,

这与

探采对比时预测的数字相接近
。

因此
,

在这

种 条件下采 用含 矿率法效果 是明显的
。

在相同条件下
,

含矿率法的储量计算可

有儿种算法
,

笔者推荐的公式是

尸
· · · ·

式中
,

尸一块段金属储量 一块段 内含金

石英脉斜面积 一块段 内大于 工业指标 工

程的平均厚度
,

形态简单脉体
,

则为含矿块

段平 均厚度 一含金石英脉体重 一块

段 内大于工业指标工程的平均品位 一含

矿率
,

可根据掌子面取样结果圈出小矿群
,

再以小矿群累计长与坑道总长
,

或见矿掌子

面个数与掌子面总数之比求得
。

综上所述
,

含矿率法实质上属于统计法

范畴
,

它适用于评价形态简单
,

品位变化复

杂的含金石英脉
。

它将整个含金石英脉作为

一个开采对象进行储量计算
,

用见矿工程计

算平 均品位 和平均厚度
,

用含矿率 校正储

量
,

以金的储量与脉石总量之比确定块段和

脉体的平均品位
。

含矿率法的实际价值在于

能用一般勘探网难于控制的不连续矿体作出

客观评价
,

为合理开发石英脉型金矿资源提

供地质依据
。

至于采用含矿率法计算的储量达到何等

级别
,

这应根据矿床研究程度作具体分析
。

如单从工程控制而言
,

笔者认为在符合勘探

类型的钻探网度控制下
,

经过坑道验证部分

可作为 级
,

其它列为 级
。

因这样求 得 的

级储 量
,

除钻探 控 制达到 同级规范 要求

外
,

尚补加坑道探矿
,

其研究程度高于规范

要求
。

某金矿
一

号脉 即按 上述原则探 求了

十 级储量
,

其储量分 级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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