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暂不能利用 表外 储 管见

李 程 光

南昌有色冶 金设计研 究院

从矿山企业投人产出二者的关系出发
,

提出了在技术条件允 许 的

前提下
,

开发工业品位是划分储量类别的标准
,

得出了表内储量 范 围

内其质量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
、

不能成为独立开发对 象 的

储量部分属于表内储量的结论
,

并指出了在现行工业指标中
,

将 工 业

品位代之以开发工业品位的优越性
。

关扭词 表外储量 , 开发工业品位 , 独立开发对象

在矿产资源勘查
、

矿山设计和生产实践

中
,

难免会遇到暂不能利用 表外 储量问

题
。

从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

满 足国民

经济建设 发展需要 出发
,

正确理解表外储量

的涵义
,

切 实搞好矿床经济评价
,

无不具有

其现实意义
。

按是否符合当前生产技术经 济 条 件 要

求
,

可将矿产储量分为两类 能 利 用 表

内 储量和奢不能利用 表外 储量
。

不言
,

而喻
,

在技术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

经济效果

自然成为划分储量类别的决定性因素
。

关于

表外储量
,

以及表外储量与表内储量两个概

念的分野
,

虽然在有关文献中早已明确
,

但

在实践中并不十分明 了
。

尤其是表外储量
,

其确切涵义迄今仍含混不清
,

有时甚至把两

个概念迥然不同的储量误认为 凡符合最低

工业品位 以下简称工业品位 要求的储量

即表内储量
,

反之
,

即表外储量
。

这已相沿

成习
,

以致某些业已探明符合 甚至高于

工业品位要求
,

且又并非难 建
、

难 采
、

难

选
、

难冶的矿产资源却无法被开发利用
,

而

成为呆矿
。

如湖南 铅锌矿
,

工 业 品 位
, ,

矿床平均品位 十

仅
,

因低于未来矿山开 发 工 业品

位 十 要求
,

共经济上得不偿 失
,

从而使该矿 自 年代中期提交勘探报告以来

一直被排除于开发利用计划
。

有些原本是矿

体完整
、

形态简单的易采矿床反成了表内矿

与 “ 表外矿 ” 并存
,

形态复杂的难采矿产资

源
。

如江西 锡矿床
,

勘探储量报告系根据

工业指标将勘探工程 钻孔 中其锡品位介

于边界品位 与工业 品位 之间的

矿石部分 圈 为 “ 表 外 矿 ” 平 均 含 锡 为
,

其结果
,

不仅矿体形态 复
、

杂
,

而

且其中 “ 表外矿 ” 与表内矿交相穿插
,

难以

选别开采
。

实际上
,

该矿为一似层状矿床
,

矿石类型为锡石硫化物型和锡石低硫化物砂

砾岩型
,

氧锡含量高达 一
,

硫锡和胶

态锡含量很低
,

属易选型矿石
。

总表内矿与
“ 表外矿 ” 平均品位为

,

高于开发工

业 品位
,

这表明该矿床开采 中 利

用这部分 “ 表外储量 ” 占整个矿区 储 量的

经济上是可行的
。

然而
,

一 些 矿

山在生产开发中往往将其品位低于工业品位

的矿块 矿石部分 视为废石遗弃
。

这种似

乎成 了定论的表外储量
,

实际是不符合其原

意的
,

之所以如此
,

是由于我们对工业品位

并边界品位 认识上存在问题
。

所谓符合工业品位要求的储欣即为表内

储量
,

反之即表外储量的观点
,

实质上是弧

调以矿体 中的开采块段 以下简称矿块 本

身的收支平衡品位 即最低工业品位 取 代

矿床的开发工业品位来确定矿产 储 址 的 归

类
,

显然是不正确的
。

如果不从矿床全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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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

而从一个矿块的收支出发
,

绕过矿山企业

投人产出二者的关系来讨论表外储 量
,

之仁定

是得不到要领的
。

众所周知
,

工业品位是指

矿山企业在正常生产条件下
,

对矿体所划分

的矿块 开采单元 品位的最低要求
。

原则

上要求每一个矿块采出矿石所提供的收入
,

至少应能抵偿它本身从采准经回采至矿石加

工等全部生产费用 不包括基建投资本息
、

开拓及探矿费用
,

这是矿产品生产 形 成的

特有经济范畴
。

它的用途
,

是保证矿块从采

准起算的全部费用与共产里有一个合理的比

值
。

在勘探阶段
,

是以 勤探工 段
、

地质块段

抑或 “ 分段 勘探 工 陛 ” 作为工业品位计

算单元
。

根据工程
、

块段或 “ 分 段 工 程 ”

适用于有用组份分布赋存具有贫富分带特

点的厚大矿床 平均品位达到工业品位要求

的原则来圈定矿体
,

使矿块品位能满足工业

品位要求
。

然而
,

一个矿床勘探之后
,

能否

得到及时
、

有效地开发利用
,

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
,

将取决于矿床品位能否保证收回所建

设的矿山企业基建投资本息
、

维持生产的经

营费和获得既定的最低利润
。

使矿 山企业在

整个寿命期内采出矿石提供的收入能够抵偿

上述费用及利润的矿床的最低平均品位
,

便

是决定其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最 低 品 位 标

准 —
·

矿床开发工业品位
。

它的用途是保证

矿床开采中
,

在寿命期内全部费用 包括基

建投资本息 及利润与全部产量有一个合理

的比值
。

由此可见
,

由于矿块与矿床开发利

用上二者的费用与效益范围不同
,

单位产品

的费用 效益各异
,

且前者恒小于 后 者
。

因

此
,

工业品位亦恒小于矿床开发工业品位
,

所以工业品位不能直接用来保证矿山企业在

整个寿命期内的收支平衡
。

事实表明
,

在一

定的矿化丰度条件下
,

根据业经技术经济论

证优化的工业指标圈定矿休后的矿床平均品

位
,

不仅恒高于工业品位
,

通常也高于其开

发工业品位
。

应指 出
,

对于品位变化大
、

矿

化低贫的犷床来说
,

虽然平均品位恒高于工

业品位
,

但并不都能达到开发工 业 品 位 要

求
,

其开发利用经济上未必都是有效益的
。

既然开发工业品位是工业开发对矿床品位的

最低要求 因而以矿床本身作为开发工业品

位计算单元
,

根据其平均品位是否符合开发

工业品位 不是最低工业品位 要求
,

来判

断储量类别
、

评价矿床
、

确定勘探和开发对

象是有依据的
。

因此
,

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

件下
,

在矿化丰度不同的各个矿区的固定空

间范围里
,

值得勘探和开发利用 的 矿 产 资

源
, 仅是那些品位不低于开发工业品位的矿

床 或其一部分
,

下同
。

任何矿 床
,

不论

其矿化丰度
、

勘探
、

采选冶条件怎样
,

凡平

储且类别与开发工业品位及矿床平均昌位的关系 衰

最低工业品位 开发工业品位 矿床平均品位 储 量 类 另。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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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矿山企业实际利用矿石的 低品位值

原 定 工 业 指 标
“

表 外 储 企
”

衰 里

矿区平均品位

边界品位 工业品位
乡石 祝、

位

实际利用矿石

的汲‘氏品位值

,‘

山 西 铜 矿

山 西 铜 矿

湖南 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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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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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计算值

均品位达到开发工业品位要求时
,

都可开发

利用
,

其储量可谓之表内储量 反之
,

其品

位小于开发工业品位 即使大于工业品位

的矿床储量则属于表外储量
,

这就是符合工

业品位要求的矿床未必属于具有工业价值的

表内储量的原由所在 表
。

依上
,

品位高于工业品位的矿床但并非

都是表内储量
,

那末通常将矿床 或矿体

中 确切说表内储量范围内 品位低于工业

品位即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储量

部分 如小矿体
、

矿段
、

矿块
、

矿石部分

谓之表外储量
,

似应无可置疑
。

固然
,

理论

上可以这样假设
,

其正确与否
,

则应从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和能否有益于解决生产中的实

际问题等实践中去检验 另外
,

在实践中所

使用的品位指标
,

即或是完全正确的指标
,

也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产物
,

而不是在任

何条件下都可遵循的普遍规律
。

资 源 的 贫

富
、

矿化分布的均匀程度
,

探
、

采
、

选
、

冶

条件的难易是 客观存在的
,

因而矿 山生产受

资源条件的制约
,

矿 山在生产 中
,

每 一 个
“ 矿石段 ” 回采单元 采 出矿石的平 均 品

位不一定都达到工业品位要求
。

对于这种未

达工业品位要求的 “ 矿石段 ” 利用与否
,

生

产中已支的一切 费川
,

不管是 由优等条件矿

体 或矿块 之收益补偿
,

或从 金业总收益

中分摊
,

还是将其作为无效费用
,

这必然安

反映于企业经济活动中
。

从充分合理利用资

源角度出发
,

根据收支平衡这一最低经济原

则
,

只要其产品价值能足以抵偿 “ 矿石段 ”

本身需进一步投人的 回采
、

矿石运输及加

工 直接生产费用
,

便具有利用价值
。

这种

产品价值能够抵偿上述费用的 “ 备采矿显 ”

中 “ 矿石段 ” 的最低平均品位
,

是最终区分

矿石 矿体 与废石 围岩 的品位界线
。

通常用以取舍爆堆 露采 和存窿矿石 坑

采 的最终质量标准 凡质量不低于这个品

位的含矿岩石即为工业矿石 表
,

否则
,

为废石
。

从表 可见
,

既然边界品位矿石都

属表内储量
,

而其品位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

品位之间的矿石更应属表内储量之内
。

由于

边界品位矿石实际包含在平均品位较高和较

低的矿石中
,

因此
,

在保证勘探工程平均品

位满足工业品位要求的前提下
,

不仅利用部

分边界品位矿石经济上有利可图
,

而且矿床

平均品位越高
,

即超 出其开发工业品位值越

大
,

允许包含进 出的边界品位矿石越多
,

矿

体 矿床 的规模也越大
,

依此设计建设的

矿 山企业在其整个寿命期内的经济效益将趋

于最大
。

因此
,

表内储量范围内 仁质量介于

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储 准部分应划入

具有工业价值的表内储量
。

为 了进一步阐明上述品位的储量部分性

质
,

及储量归类问题
,

以表外储址而论
,

它

与 《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总则 》所指 出的
“ 暂不能利用 表外 储童 是由于有益组

份或矿物含量低 矿体厚度薄 矿山开采技

术条件或水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 或对这种

矿产加工技术方法尚未解决
,

不符合当前生

产技术
、

经济条件
,

工业上暂不能利用而将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衰外储
”
舰 与工业吕位指标合班性的关系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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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位偏高

了令‘奋

⋯
叱创创

甘‘︸,二﹄‘

矿区开发工业品位 了
。

来可能利用的储量
。 ” 之概念有本质 上 的区

别
。

例如
,

杂于矿体中或在其边部产 出的
、

品位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矿石部

分 在矿体中
,

夹于较富块段间的或与之侧

旁相伴产出的
、

品位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

位之间的块段 赋存于主要或一般矿体上
、

下盘的或产于主要或一般矿体二者之间的
、

品位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规模不

大的矿体 或其部分
。

这三类通常 称 为表

外储最
,

尽管其品位低于工业品位
,

但前二

者毕竟是待采矿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后

者大多处于待采矿体开采范围之内
。

无论从

矿产品生产受自然 资源 条件制约这一特

点看
,

还是从充分合理利用地下资源角度出

发
,

矿山企业在其开采表内储量的同时
,

也

必然要顺带开采利用这类 “ 表外储量 ” 。

这

样
,

既符合贫富兼采原则
,

又能获得一定的

经济效益
。

如河北某铁矿
,

利用露采境界范

围内全铁含量仅 的 “ 表 外 矿 ”

万
,

多获得合格精矿 万
。

露采范围 内

的 “ 表外储量 ” 属于矿山采剥总 量 的 一 部

分 , 对其选矿性能与表内储量相似的 “ 表外

储呈 ” 矿石
,

即使采场至选厂大于至废石场

的距离
,

与其作为废石委弃
,

不如作为合格

矿石与表内矿石一并送往选厂
。

这样
,

虽比

运往废石场的运输费用要多
,

选 矿 费 用 要

高
,

但不必增加探矿
、

剥离和采矿费用
,

多

回收 了金属
,

增加企业收入 当采场至选厂

小于至废石场的距离时
,

还可以节省一定的

运输费用
。

露采如此
,

砂矿船 采 亦 然
。

凡

船采可及的 “ 表外储量 ” ,

不论 产 出 分 布

如何
,

既不能留置原地待以后开采
,

也不能

弃之不论
,

而与表内储量一样
,

都要加以利

用
。

再从表外储量概念看
,

既然它是在当前

生产技术经济条件下工业暂不能利用而将来

可能利用的储量
,

因此要求分布于表内储量

范围内的表外储量
,

在表内储量采后能留置

原地
,

而且应能成为可资独立开发的对象
。

即在将来以它建设的矿山企业在其可能的寿

命期内能够收回提供开采设施的投资本息
,

补偿维持生产的经营费和获得一定的利润
,

这无疑在储 量上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
。

然而

事实上
,

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原

则 出发
,

在一定的矿化丰度空间里
,

根据合

理工业指标所圈定的矿床 矿体 中
,

其品

位介于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之间的 “ 表外储

量 ” 部分比例一般均很小
,

不可能成为可资

独立开发的对象 否则
,

不是 由于工业品位

指标偏高而把可供工业利用的储量部分排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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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表内储量之外
,

就是因矿床本 身 品 位 低

贫
,

依其工业品位指标仅能从中圈出部分符

合开发工业品位要求的储量 表
。

凡 此

二情况下的资源开发
,

其结果皆导致资源破

坏
,

后患无穷
。

因此
,

前者须从技术经济论

证优化工业品位指标
,

以确保充分合理利用

地下资源 后者则应暂时放 弃勘探
、

开发 计

划
,

以利有效地保护地下资源
。

处于表内储

量范围质量上达不到工业品位要求
、

规模上

又不能成为独立开发对象的 “ 表外储量 ” ,

既不可在表内储量采后留置原 地 待 以 后 开

采
,

也不能弃之不论
,

更不能随表内储量一

并采 出
,

另备场地堆置待用
。

因此
,

只有在

开采表内储量的同时将其采出加以利用
。

综合上述
,

表外储量应指那些不符合 当

前生产技术经济条件要求
、

工业上暂不能利

用
,

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将

来可能被利用的
、

能成为独立开发对象的储

量
。

所以这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如一个

矿区 矿床
,

或者矿床中某一地段 矿体
,

或者矿体中某一矿段等
。

因此
,

在技术条件

允许的前提下
,

在矿化丰度不同的各个矿区

矿体
、

矿段 范围里
,

凡能成为独立开发

对象
,

其品位不低于开发工业品位者则为表

内储量
,

反之
,

即表外储量
。

切不可以为
,

凡符合工业品位要求者
,

就是表内储量
,

与

此相反
,

诸凡符合开发工业品位要求的表内

储量范围内
,

不能成为独立开发对象的矿体

矿段
、

矿块
、

矿石部分
,

即使其 品 位低

于工业品位
,

也还是属于具有工业价值的表

内储量
,

切不能因不符合工 业品位要求
,

划

为表外储量
。

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 “ 表外储

量 ” ,

充其量也只能谓之低品位贫矿
。

依上可见
,

资源优势能否然化为经济优

势是 一个关系到矿山开发全局的宏观经济效

果问题
。

相对于矿块尤其是 “ 矿石段 ” 经济

品 位 来说
,

讲求矿床品位是更带有根本

的性质
。

当然
,

我们从矿山企业经济方面来

探讨矿床品位问题 并不是说可不重视矿块

或 “ 矿石段 ” 品位的研究
,

这两个方而不是

截然分开的
,

而是有其内在联系
。

在一定的

矿化丰度空间范围里
,

边界品位从高从低
,

直接影响到矿床品位
、

规模及其工业价值
,

而边界品位合理与否又有赖于开发工业品位

的客观经济要求
。

边界品位直接关 系到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的高低
,

而开发工业品位则是

直接关系到企 业经济效益的优劣
。

前者是实

现后者的必要条件
,

而后者是前者所要达到

的 目的
,

二者相辅相成
,

各有其用
。

故此
,

以开发工业品位取代现行工业指标中的工业

品位 因它既不可能作为大至矿床评价
,

勘

探
、

开发 目标决策的依据
,

也不可能用作小

至矿体边界确定的标准
,

即改 “ 边界 品 位

与工业品位 ” 为 “ 边界品位与 开 发 工 业品

位 ” 指标体系
,

不仅可简化储量计算
,

使上

述 “ 表外储量 ” 正其名
,

得到充 分 合 理 利

用
,

而且将使地质勘探工作部署和资源开发

目标决策更能有的放矢
,

更加切实有效地保

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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