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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熨占与扭 一 ,

注重金矿勘查的宏观效益

孙书山

式誉黄金指挥部

在金矿勘查工作中
,

应注重地质经济效益
。

要搞好勘查布 局 , 选

好勘查的重点 , 确保储量的质量 , 投人产出挂钧
,

完善储量承包
。

关妞词 金矿勘查 宏观管理 , 经济效益

建国以来
,

我国金矿

地质勘查工作取得 了可喜

的成就
,

探明金矿储量已

跃居世界前列
。

为加速我

国黄金生产
,

本文拟就金

矿勘查宏观地质经济效益

的儿个问题
,

提出一些看法
,

以供讨论
。

布局与选区

布局与选区
,

是矿产找矿勘探中的一个

重大技术经济问题
。

只有布局合理
,

选区正

确
,

勘查工作才能提交数量多
、

质量好
、

生

产技术条件优越并被生产及时利用的矿产储

量
。

金矿的勘查工作也必须十分重视布局与

选区问题
。

找矿战略布局

我国金矿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

全国 个

省
、

市
、

区 含合湾省 都有金矿床 点

分布
。

据预测
,

我国金矿潜在储量还有较大

远景
,

因此
,

今后地质找矿战略布局仍应遵

循与生产建设相结合
,

快速
、

有效地促进黄

金生产的大发展
。

根据我国金矿成矿规律和资源特点
,

并

结合 当前黄金生产的现状
,

金矿找矿的战略

布局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对已有的四大黄金生产基地 胶

东
、

小秦岭
、

黑龙江
、

川甘陕三角区 进行

深 入的勘查
,

扩大储量
,

是近期增加黄金产

量的关键
。

对有望形成黄金生产 基 地 的 地

区
,

要积极投入勘查工作
,

大幅度地增加储

量
,

尽快提供黄金生产基地
。

如华北地台北

缘的东段和西段
,

云南哀牢 山 成 矿 带
,

粤

西一桂东地区
,

内蒙西 口子
、

大青山地区
,

黔桂滇三角地带等
。

对成矿地质条件好
、

勘查程度低

的新区
,

要进行探索
,

以期有新的突破
。

如

新疆
、

西藏
、

青海等边远省区
,

长江 中下游
,

五台山一太行山及东南沿海火山岩地区等
。

二佳金矿类型

南非
、

苏联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产金

大 国
,

都探明 了一些世界级超大型金矿
。

进

人 年代
,

美国
、

加拿大
、

巴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日本等又相继发现 了一批超大型金矿
,

进一步促进 了这些国家黄金生产的发展
。

我国已探明的几处超大型金矿
,

在类型

上虽与上述诸国不同
,

但对我国黄金生产同

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今后 的科研和找矿勘

探中
,

既要重视国内已发现的破碎蚀变岩
、

密集石英脉和斑岩等最佳矿床类型
,

又要注

意寻找国外已知的最佳类型
,

如南非的兰德

型
,

苏联的穆龙套型
,

美国的霍姆斯塔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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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型
,

加拿大的霍姆洛型和 日本
、

巴 布亚

新几内亚的火山型等
。

同时
,

还应结合我国

的地质条件
, ’

继续探索新的矿床类型
。

导找生产魂设条件好的矿床

霉米矿 美国近 几年黄金产量猛

增
,

已突破 大关
,

共重要原 因之 一就 是

探明和新建 了一批可供露采的卡林型金矿
,

如中等品位的拜耳金矿和低品位的金坑金矿

等
。

我国发现的露采矿较少
,

目前仅有云南

金厂金矿提交了勘探储量报告
,

另有辽宁猫

岭等金矿正进行详查
。

今后
,

要深 入深索规

律
,

寻找更多的适于露采的新区
。

富犷 加纳年产金
,

其 中奥

布瓦西 个矿约占产量的
,

除储量
、

生

产规模大外
,

主要原因是矿石人选品位高达

以上
。

目前
,

我国仅发现一些 中 小 型

富金矿
,

寻找大
、

中型富金矿
,

仍是今后的

一项重要任务
。

砂金矿 苏联砂金生产占黄金总

产量的一半以上
。

巴西由于近年加强 了亚马

孙河流域砂金及其他类型金矿的开发
,

使其

产 已跃居世界产金大国行 列
。

年 以

来
,

我国加强 了砂金的勘查
,

到 年底砂

金储量增加近 倍
,

找矿仍有较大潜力
。

对

已勘探的矿区还应 “ 回头看
” ,

据陈稚 笙 对

个矿山 条采金船和露天采场的 个 探

采对比资料分析
,

有 以上的砂金矿勘探

品位低于开采品位
,

这表明勘探过程中品位

系统贫化
。

由此推测
,

有些工业矿床因勘探

质量问题而划为表外矿和非矿
。

其原 因是砂

样抽筒取样漏金
,

野外淘洗丢金
,

以及砂钻

口径小
,

取样代表性差等
。

如果改良现有设

备
、

工具及操作工艺
,

对已否定的勘查区进行
“ 老点新评

” ,

完全有可能找出一批有工业价

值的砂金矿
。

目前
,

还有一些埋藏湖滨
、

海滨

古砂矿以及大江河一级水系的冲积砂矿 尚未

开展勘查
,

因此
,

砂金找矿还 有较大前景
。

‘ 严格控制呆矿勘探

金矿呆矿较少
,

但也确有采 选技术条

件不过关的金矿区盲 目地进行 了勘探
。

在今

后选区中
,

要突出强调技术经济评价
,

无详

查技术经济评价资料的矿区
,

不 能 转 人 勘

探
,

杜绝呆矿再现
。

勘查工作重点

储盆危机的老矿山

除少数矿山是依据勘探储量报告进行设

计外
,

多数矿山都是按详查
、

普丧资料超前

建设的
。

为维持矿山简单再生产
,

生产和地

质部门虽补做了一些探矿工作
,

但远不能满

足生产的需要
。

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

否则

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

据黄金生产部门调炎分

析
,

当前储量危机的矿山占矿山总数的
。

到 年
,

将要消失数十万两的产量
,

以后

还将有一批矿山的产量逐渐消失
。

造成这种

局面的原因很多
,

生产部门受资 金 力 量 限

制
,

无法承担过多的勘丧任务 地质队因资

金不足
,

不能开展补勘工作
,

如五龙金矿
。

有的矿山找矿难度大
,

所需资金多
,

地质队

和矿山无法投人勘查
,

如广西六岭
、

桃花
、

古袍 个金矿己被迫关闭
。

因此
,

对老矿山

的勘查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要在政

策上加以调整
,

适 当予以优惠和鼓励
,

调动

多方积极性
,

扭转当前被动局面
。

拟建和扩建的大中型矿区

这类矿区对新增生产规摸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因此
,

应与黄金生产部门密切配合
,

依

据 、五 ” 计划和以后年份的黄 金 发 展 规

划
,

具体安排落实勘丧工作
。

对这个问题
,

以往虽有所重视
,

但仍有差距
,

尤其是不能

及时提交可供建设利用的储量报告
,

直接影

响了黄金生产
。

如某金矿
,

年提交的储

量绝大部分为 级
,

拟扩建新增生产能力为

万两
,

预计 年建成投产
。

后经国内
、

外专家论证认为
,

该矿需要进行补勘
,

由于

补勘资金不足等原因
,

致使补勘报告 年

提交
,

投产时间至少推迟 年
。

目前
,

类些

勘查单位因占点多
、

力量分散
,

勘探资金不



足
,

缺乏坑探手段等
,

直接影响 了 勘 探 速

度
。

这些都要在深人改革中
,

通过计划安排

和储量承包等经济手段逐步加以解决
。

已知大中型矿区外围

我国金矿常成群
、

成带分布
,

运用金的

成矿理论和与已知矿床类比
,

探 讨 成 矿 规

律
,

建立成矿模式
,

预测新矿 区 矿 床
,

是寻找该类矿床行之有效的方法
。

这种就矿

找矿的方法国内已有不少成功的实例
。

己知

矿区附近的金矿资源便于生产利用
,

可 用于

扩建矿山或建新矿山
,

也可作为已生产矿山

的接替坑 口
。

在这些地区建矿
、

建坑
,

水
、

电
、

交通易解决
,

有助干加快矿 山 建 设 速

度
,

节约建设投资
,

提高矿 山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
。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的新区

根据前述布局和选区的主导思想
,

结合

已掌握的地质资料
,

对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

有可能形成大矿和黄金生产基地的新区
,

应

列入近期勘查的重点
。

如 内蒙北东部与黑龙

江省相接壤 的砂 金分布区
,

经初步普查
、

详

查
,

认为该区砂金物 质来源丰富
,

第四纪地

质
、

地貌条件以及新构造运动对成矿有利
,

可望探获数十吨金矿储量
。

过去 由 于 金 价

低
,

加之地理环境不理想
,

这里仅做过一些

科研和普查
、

详查工作 目前金价大幅度提

高
,

该区经济条件已有改善
,

对冻土 区的开

采方法也着手进一步研究试验
,

采矿效率和

经济效益可望提高
。

基于上述情况
,

应将该

区列为勘查重点
。

其次
,

对辽宁猫岭适于露

采低品位的大矿和黔桂滇三角地带
,

尤其是

黔西南金矿分布区
,

都应纳人近 期 勘 查 重

点
。

重视储量的质量

储量质量也是地质勘查质量
,

是关系到

矿山生产 “ 百年大计
” 的问题

。

近年来
,

对

此问题虽有所重视
,

但由干诸多原因尚未从

根本上解决
,

这已给部分矿山建设和生产造

成 了一定损失
。

因此
,

对储从的质量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
,

正确处理好数址与 质 录 的 关

系
,

使金矿地质勘查更好地为黄金生产建设

服务
。

储 级别 比例

据统计
,

截至 乍底
,

在全国保有金

矿储 欣中
,

级以 储 峨仅占
,

七余均

为 级储量 能作为独 立金矿开采的脉金和

砂金矿
,

级以土储 显也仅占脉
、

砂金总储

量的
。

这个数字还包括
一

矿山开拓
、

采

准后升级的储 冠
,

而勘夜部门提交的储显比

上述级别比例还低
。

从总体上看
,

金矿勘探

程度是偏低的
,

金矿比一般 ’色金属矿的勘

探程度 固然可适 当降低
,

但低的幅度过大
,

就会直接影响 到生产建设
。

因此
,

在今后的

地质勘查工作巾
,

除对已提交的企矿储量
,

根据需要有计 划地提高勘探程度
、

进行部分

储量升级外
,

对新提交的勘探储 硷报告
,

应

达到金矿规范规定的标准
。

储盘误基

地 质队依据金矿规范提 交的勘探储 量报

告
,

通常都能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
。

但也有

少数矿区
,

由干研究 和勘探程度不够
,

储量

误差较大
,

给生产建设造成被动和损失
。

如

某金矿
,

根据地质队提交 的储量 转 入
一

建

设
,

经生产验证和储量核算
,

比原提交储量

减少 了
,

金品位降低一半
,

造成年设计规

模
一

长期不能达产
,

近几年的产量仅为原设计

的 左右
。

还有的矿区
,

由干工业部 门 急

于超前建设
,

将金矿勘探程度 很 低 的 储 欣

全部为 级 加以利用
,

经生产证实
,

储

量负误差高达
,

给矿 日生产造成严

重 亏损
。

目前
,

尽管对各级储量误差尚无明

确的标准
,

但应要求地质队提交的储虽和工

业部 门利用的探明储量
,

其总储量负误差不

应大于
。

这个问题
,

也应引起地质勘查

和矿山建设部门的足够重视
。

储里分布深度

勘探部门不考虑经济因素和开发条件 ,



盲 目追求储量数字
,

把暂不宜勘探的深度投

人勘探并提交储是
。

这些储量
,

年乃至

年也不能利用
,

造成 了资金积压浪费
。

如有

的金矿
,

勘探深度超过
,

按新 建 和 扩

建的生产能力计算
,

保有的服务年限高达

年以上
。

尽管某些矿区可考虑强化开采
,

但

有些矿床受地质和采矿条件限制
,

却无法超

前利用
。

因此
,

在今后储量承包中
,

应从政

策上限制勘探深度
,

避免再新增深部呆矿
,

提高勘查效益
。

‘ 储 苦理

储 管理中统计的数据
,

应是工业基本

上能利用的储量或在能利用储量的矿区内
,

因局部品位等达不到工业指标而列为暂不能

利用的储量
。

众所周知
,

列入国家储量平衡

表的储量
,

应为工业部门能利用的储量
。

而

实际上由于标准不统一
,

掌握不严格
,

少数

矿区虽填报了能利用储量
,

但因 勘 探 程 度

低
,

采
、

选工艺条件差或经济效果不佳等原

因
,

却不能正规利用
。

如黑龙江某些砂金矿

区
,

储 达 余吨
,

全部为 级 西南地区

某岩金矿的选冶技术不过关
,

也都列人可利

用储量范围
。

从全国统计资料看
,

我国金矿储量比年

产超过百吨的澳大利亚
、

加拿大的金矿储量

还要多
,

但其产量远不及这两国的水平
。

其

主要原因是储量统计标准不统一
。

加
、

澳公

布的储量数字
,

相当于我国 级 以 上 的 储

盆
,

而我国统计的储量绝大部分为 级
。

为解决我国金矿储量管理上 存 在 的 问

月
,

建议今后应加强勘查
,

适当提高研究和勘

探程度
。

凡上报国家平衡表 的金矿储量
,

必须

是经各级储委或国家指定部门审批的勘探储

和小金矿详查报告的储量
。

一般的普充
、

详

查储量不应缤报平衡表
,

可另行统计报表
。

深化储量承包

我国的黄金勘查工作
,

除武警黄金部队

专业部门承担外
,

尚有地矿
、

冶金
、

有色
、

能源等部门分担
。

其费用均来自国家地质事

业费和黄金地质勘查基金
。

年以来
,

各

系统都进行了不同层次
、

不同程度的储量承

包
,

地质经济效益显著
。

年的二

年
,

比整个 “ 六五 ” 期间五年探明的储量还

多
,

年又提交出数百 可供工业利用的

储量
。

这是建国以来提交储量最多的三年
,

也是国家重视黄金生产
,

增设黄金地质勘查

基金和推行储量承包的丰硕成果
。

但是
,

也

应看到
,

黄金生产发展很快
,

对资源需求量

大
,

黄金勘查工作尚难满足这一新形势的需

要
。

因此
,

必须深化改革
,

在总结近三年储

量承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

适当调整某些

政策
,

确保按地 区
、

按时间大幅度地增加储

量
,

为黄金生产高速发展创造资源条件
。

普奋
、

详查储 承包

现 行的储量承包
,

是从普查开始经详查

到勘探的全过程
,

资金来源是地质事业费和

黄金地质勘查基金
。

这不便于掌握和考核
,

也难以与工业部门结合
。

为此
,

需要进行改

革
,

将国家计划 内有限的地质事业费用于风

险较大的金矿地质普查和详查
,

实行投人产

出 阶段储量 挂钩
,

按规定提交相应阶段

储量地质报告
。

关于普查
、

详查储量承包的

办法
,

可在总结以往储量承包经验的基础上

重新予以制定
。

勘探储 承包

黄金地质勘查基金
,

主要用于勘探项 目

的勘探储量承包
。

根据地质部门提供的详查

资料
,

经工业部门调研
,

选择有较大意义的

矿区进行探采结合
,

向地质部门进行勘探项

目的勘探储量发包
,

并按储委批准的勘探报

告储量作为考核和结算的依据
。

这样做的结

果
,

不仅克服 了以往储量承包的某些弊端
,

更重要的是可使地质与矿山建设部门紧密结

合
,

有针对性地加强矿区勘探
,

从而加快矿

山建设速度
,

避免再出现新的呆矿
。

老矿山储 承包

储量危机老矿山的地质勘查
,

是多年未



解决的问题
。

对其重要性虽有所认识
,

但在政

策和措施上长期未能落实
。

为改变现状
,

建议

将部分黄金地质勘查基金用于此项承包
,

并

且
,

要比前两项储量承包更优惠的价格进行储

量发包
。

根据矿区具体条件
,

由生产部门向地

质部门招标
,

可实行普查
、

详查两阶段或普

查
、

详查
、

勘探全过程储量承包
。

以此将地

质队吸引到储量危机或有找矿前 景 的 老 矿

山
,

为接续资源不足和储量濒临枯竭的矿山

寻找资源
,

以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和扩大再生

产
。

“ 特殊储 ” 承包

所谓特殊储量
,

是指那些勘 探 程 度 不

足
,

并在国家储量平衡中列为能利用的矿区

级储量
。

当前承包的储量
,

系指新增储量

而言
,

而对这种特殊储量无人进 行 补 充 勘

查
。

如再用上述的勘探储量承包办法则 有问

题
,

因勘探储量承包
,

是在详查基础上进行

的
,

而特殊储量几乎都是普查储量
。

如要达

到可供工业利用的程度
,

小型矿床需要达到

详查
,

而对中型及部分小型矿床则应进行详

查
、

勘探两阶段的勘查工作
,

所需资金也有

较大的差异
。

因此
,

对这些矿区的特殊储量

补充勘查
,

也应使用黄金地质勘查基金进行

储量承包
,

有的可承包详查阶段储量
,

有的

则进行详查
、

勘探两阶段储量承包
,

促进这

些矿 区进一步开发
。

关于黄金地质勘查基金使用的原则已作

过规定
。

随着黄金地质管理体制和储量承包

方式的改变
,

对此项资金使用的原则也应适

当予以修改
,

以利推动黄金地质勘查工作的

进展
。

一 的

玉 吐 ‘ 倪 ‘

旧 川

‘ ‘
·

标准正态分布表的一种简便编程方法

赵玉深

安徽省地犷 局 地质队

许多统计研究都涉及服从正态或对数正

态分布的数据
。

例如
,

在资源总量预测中
,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取得一批抽样值
,

其值一

般都服从正态或对数正态分布
,

但还应依标

推正态分布表转换出它们的概率分布曲线
,

最后根据累计概率切割出各种预测值
。

这在

手工或计算器运算 中可以查表
,

但在电子计

算机运行中则不适用
,

因此
,

标准正态分布

表的编程
, 一直是有关程序设计者关心的问

题
。

笔者在编制资源总量预测程序时发现
,

用拉格朗 日插值函数可对标准正态分布表近

似模拟
,

并具有程序空间小 约 个字节
、

检索快 约 秒 等优点
。

模拟值与原表数

值的多数绝对误差在
,

左右
,

可满足一

般使用要求
。

拉格朗 日擂值函数是一 次多项式
,

其

数学式为

尸 艺
卉 一 八

, ,

仁万下沈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