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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银矿勘探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周秋 兰

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 总公 司祀 京矿 产地质研 究所

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我国当前银矿勘探工作中 需 要

解决的若干问题
,

计有 银矿划分标准与工业指标
、

勘探程度
、

矿 体

连 接与圈定
、

特高品位处理
、

储量级别及 比例等问题
,

同时阐述了个

人的 认 识和建议
。

关键词 独银立矿 共 伴 生银矿 , 工业指标 综 合 勘查
、

评价和

利用

我国采银历史悠 久
,

但在 年 以 前
,

尚未

发现过独立银矿床
,

大部

分白银是从铅锌等有色金

属矿中综合回收的
。

目前

我国银产量约有 仍 来

自 综 合 回 收
。

我 国 银

矿地质勘查工作起步较晚
,

年代初注意 了

普查
,

此后相继发现了一些大的银矿床
,

年代已开始建设独立的银矿山
。

我国银储量在世界 七虽然处于前列
,

但

仍属短缺矿种
。

随着国家对 白银的急需
,

银

矿地质勘查已被提到重要位置
。

国家已成立

了
“

白银地质勘查基金委员会
” ,

并设置 了相

关办事机构
,

于 年开始 了银矿勘探储量

承包工作
。

这对缓解银矿紧缺局面将起积极

作用
。

经过一年多银矿勘探 承包的实践
,

我们

对几个银矿的勘查进行 了调 查研究
,

发现该

项工作 包括勘探承包 中
,

有以下几个问

题应引起注意并需有效地解决
,

现就这些问

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

银矿床划分标准及工业

指标问题

银矿床划分依据及标准

国家计委 颁布的 “ 白银地质勘

查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提 出
,

矿 床 平均品

位 八者可为独立银矿
,

为

共生银矿
。

笔者认为
,

仅把矿石品位高低作

为划分矿床的标准
,

还不甚妥
,

除考虑品位

因素外
,

似应再依据银矿体赋存特征及其与

其他元素的关系
、

储量规模和选矿产品能否

构成独立银精矿等因素加以划分
。

否则可能

与矿床 体 的客观规律不符
,

不利于综合

勘查
、

综合评价和综合利用
。

如某矿床 条

大矿体经储量概算
,

可 获 银
,

铅锌金

属量 万 以 上
,

承包勘探的主矿体 占总 储量

的
,

而银矿赋存于铅锌矿体内
、

铅锌富

矿体之中或其上下盘 富矿 体 若 按 品位

一 八的指标 圈定
,

品 位 为
,

为
,

与其共 生 的 品 位 为
,

而富矿体两边为铅 锌 贫 矿
,

从银矿

体赋存特征及铅锌储量来看
,

该矿床为铅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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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银矿
,

应称为铅锌银矿
,

而不是独立银

矿
。

因此
,

按铅锌矿兼顾银矿进行勘探较为

合理
,

而按独立银矿进行勘探
,

就会造成勘

探工程过密
,

工程量投人既多
,

且不能充分

合理地利用铅锌资源
。

不少银矿床也存在类

似问题
,

若以客观地质体来衡量
,

现有承包

勘探的 个独立银矿
,

除 牛圈子银金矿
、

虎

家尖银金矿属独立银矿外
,

其他均属共生银 孕

矿
。

另一个铅锌银矿
,

承包勘探时划为共生

银矿
,

而根据银矿的赋存特 征 和 各矿体

品位情况
,

很可能属伴生银矿
。

这说明银矿

床的归类是否合理
,

不仅影响勘查原则和方

法的选择
,

还会直接影响勘查效果
。

银品位指标的确定

年全 国储委 主编的《矿产工业要求

参考手册 》提出银矿工业指 标 为 边界品位

八
,

工业品位 八
,

可 采厚

度 》
,

夹石剔除厚度
。

地质勘查单

位以上述一般工业指标 要 求
,

作 为 银矿普

爽
、

详查阶段的依据
。

《银矿地质勘探规范 》

附录中提出的银矿工业指标
,

银的边界品位

为 八
,

最低 工 业品位 八
,

矿床平均品位 八
,

最低可采厚度
,

夹石剔除厚度
。

这 只 是一般的参

考指标
,

一旦转人勘探阶段 包括承包勘探
,

就应具体测算指标
。

如何 具 体 确定 品位

指标
,

总结银矿勘查的实际资料
,

笔者认为

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我国银矿资源的特点之一是
,

多

数银矿床 品位不高
,

据有 关方 面对 平

均品位 八的 个矿床初 步统计
,

平

均
,

所以就 目前我国银矿床 总体而言
,

多属低位品矿床
。

因此
,

银矿地质勘探规范

所提出的边界品位
、

最低工业品位
、

矿床平

均品位 项指标要求是合理的
。

其中
,

矿床

平 均 品 位 可用来衡量银矿床的贫富程度
,

提出这一品位指标
,

可避免盲 目勘查一些贫

银矿
,

有利于提高银矿勘查经济效果和开发

的经济效益
。

银品位指标的确定
,

既要考虑充

分
、

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

又要满足承包合同

的要求
。

如某银铅锌矿 地质队对其承包勘

探范围内 号银矿体
、

号银铅锌矿体采用

八
、

一 八 及

八 个指标方案
,

分别进行储量试

算
,

其结果是 平均品位一方案的 号矿

体为 八
,

号矿体为 二方

案的 号矿体为 八
,

号 矿 体为

八 ,三方案的两个矿体 品位均
。

从满足承包合 同要求 以 及矿床

铅锌储量不大
、

品位低的情况
,

本矿床 品

位指标
,

拟采用 一 一 八指 标方案为

宜
。

银矿边界品位和最低工业品位
,

要视矿床资源特点而定
。

一般独立银矿品位

指标应高
,

共生银矿品位指标应低些
。

与铅

锌共生的银矿
,

贫铅锌矿 体 中的 品 位指

标应高
,

富铅锌矿体中的 品 位指标可低
。

如 上述某银铅锌矿
,

这两项品位指标应高

而某铅锌银矿
,

银矿体赋存于铅锌富矿体中
,

考虑该矿床共生和伴生矿多
、

矿石较富 按

八方案 圈 矿 体
,

品 位 为
、

按 八
、

方案圈 矿体
,

品位为
、

边界品 位 按 》 八的

方案 圈
,

品 位 为
,

铅 锌 储
量大

,

为了充分利用银矿资源
,

笔者认为
,

该矿床 品位采 用 巧 八的 指 袜

方案较为合理
。

为充分利用银以外的其他矿产资

源和合理圈定矿体
,

共生银矿除 下达银品位

指标外
,

要同时下达铅
、

锌等品位指标
。

勘探和研究程度问题

以往的矿产勘查工作
,

是在一个完整矿

体内
,

或按地质体划分一个井田 或独立采

场 的某一矿段 带 内进行
,

而银矿勘探

承包范围只是一个矿床的高品位银矿段
。

若

按银矿规范要求
,

一定会出现一些矛盾和



题
。

为完成银矿勘探承包 任务
,

又要达到银

矿规范要求
,

笔者认为在勘查控制
、

研究程

度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

我国银矿资源特点是独立银矿少
,

共 伴 生银矿多
,

不少银矿与铅锌 多金

属 矿共 伴 生
,

因此要十分重视 “ 综合

勘查
、

综合评价
、

综合利用 ” ,

特别是要根

据矿床元素分带 水平及垂直分带
,

如

部
、 , ,

下部
、 ” ,

合理布置勘查

工程
。

应重视对矿床的总体规划 和控制
,

不

能只勘查银或只孤立地勘查承包范围
。

为查 明矿床总规模
、

准确圈定矿体

边界
,

勘探工程布置必须兼顾全面
,

在对矿

床 体 进行总体控制的同时
,

保证对承包

勘探范围的重点控制
。

深部 承包范围以下

则打少量控制钻
,

以了解矿床远景和弄清主

矿体延深及其他矿体间的关系
。

详查与勘探范围要合理安排
,

并注

意其有机联系
,

以避免承包勘探造成人为分

段和 自然分段的矛盾太大
,

而影响地质勘探

报告审批和矿山设计
、

建设工作
。

在施工中
,

要注意查 明主矿体
、

下盘的小矿体特征以及各矿体间的关系
。

因

为有的银矿床
,

在主矿体周边常见有小矿体
,

这对首期生产有一定影响
。

我国独立银矿床常有共 伴 生金
,

有的还伴生铅锌
,

但 目前勘查工作 中
,

对银

矿床 体 中的银矿石工业类型的划分及各

矿石类型的空间赋存特征
、

分布范围和所占

比例研究较少
,

这对今后矿山生产会带来一

定影响
,

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提高研究程

度
。

清
,

致使坑道验证时才发现矿体产状
、

形态

变化极大
,

储量锐减
,

达不到承包合同要求

而被取消合同
。

解决的途径是
,

要充分利用

出包坑道工程来揭露
、

验证矿体特征
,

查 明

矿体规模
、

产状与形态
。

研究程度不够
,

矿体连接存在多解

性或连接不合理
。

这方面实例较多
,

不再一
一举例 了

。

矿体连接与圈定问题

矿体形态复杂时
,

控制程度不够或

采用手段不合理
,

对矿 体 个 数
、

规 模
、

产

状
、

形态就不易弄清
。

如某铅锌银矿
,

除

号
、

号矿体等几个较大的矿 体 外
,

大多

数矿体的产状
、

形态连接关系及规模没有查

特高品位处理 问题

在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体中
,

往往出现

特高位品
,

它在样品 中虽占少数 一般不大

于
,

但对一个矿体或矿段甚至矿床的平

均品位与储量的影响不小
。

为了降低银矿储

量的误差
,

减少矿山生产时的风险
,

应对特高

品位进行处理
。

对怎样确定特高品位及对特

高品位如何处理
,

都必须在阐述地质规律和

进行论证的基础上
,

根据矿床本身的特点
,

尽可能做到恰如其份的处理
。

有关办法可参

照矿产储量管理局相关规定进行 见 《储委

工作简报 》 年第 期
。

储量级别划分及其比例问题

承包勘探范围内的共 伴 生矿体几

包括同体共生和异体共生
,

均要计算储

量
。

所谓共生组分
,

是指 以外其 他元素含

量较高
,

已达到工业品位
,

就应列为主 共 组

分
,

而低于工业品位的
,

则划 为伴生组分
。

银

矿应按共生银矿与伴生银矿分别计算储量
。

与余邵锌共生的银矿
,

其相同工程控
’

制的铅锌与银的储量级别也应相 同
,

只是二

者矿块储量范围不完全相 同罢 了
。

如某铅锌

银矿床
,

应采 用
、 。为 主

,

兼顾 的勘

探原则
,

按铅锌矿地质勘探规范要求来衡及

矿床勘探的合理性
,

其共生元素的储量级别

应是相 同的
。

但从该矿床主矿体纵剖面投影

图上看
,

相 同工程控制的 同一矿体
,

铅锌矿
’

求 级
,

银矿求 级
,

这是不合理的
。

勘探程度较高或不足
,

储量分布不



合理
。

从对几个共生银矿勘查工作调研情况

看
,

承包勘探范围内的工程控制程度普遍偏

高
。

如某矿 线银矿勘探 承 包范围内

号矿体控制程度相 当高
,

线 计

长 标 高以上
,

基本 按

钻孔间距控制
,

标高以 上基本为 十

级储 量 垂深
,

以下至 标高 垂

深 为 级储 量
。

显然 十 级储量 比

例很高 初估
。

按银矿规范要求
,

类型 级 占 级 的
,

其中

级占 类 型 占 级 的
,

其中 级 占
。

不论 按 类 或 勘

探类型衡量
,

其勘探程度都是很高的
,

且储

量分布也不合理
。

承包 勘 探 范 围上部均为

级储量
,

两端不外 推 级 储 量
,

这是

不合理的
。

有些不属银勘探承包的项 目则与

此相反
,

控制程度较差
,

级储 量 比 例

偏低
。

如某银矿段原划 为 第 勘 探 类 型
,

十 级储量 比例 为
,

而 且 有 些
、

级块段不符合该级储量级别条件
,

降级后则

比例更低
。

十 级储量比例偏高 或 偏 低都

是不合理的
。

各级储量 比例应符合 “ 保证首

期
、

准备中期
、

储备后 期 ” 的 原则
,

使 十

,

级储量的比例与矿山建设 规模匹 配
,

以满

足投资还本 为限
。

勘探承包与报告审批中
几个矛盾问题处理

总体与局部的关系

矿田是总体
,

矿床是局部
。

在地质勘查

工作 中
,

对整个矿田地质构造情况应有个基

本了解
,

并在报告中进行说 明
。

如 甲矿近南

北向构造带与乙北矿西西向构造带的形成机

理
、

时期
、

序次及相互关系在报告中应加以

说 明
。

整个矿床
、

矿体是总体
,

承包勘探地

段是局部
,

编写地质报告就应对总体情况有

所交待
,

并应附有相关图件罗尽管承包勘探

地段仍然是报告编写的主要对象
。

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承包勘探范围及对象是重点
,

承包勘探

范围内的其他矿体是一般
。

对承包范围内的

主矿体要重点写
,

其他矿体的特征
,

以及各

矿体间的关系
,

虽也进行勘查
,

报告中可以

简略地写
,

但对承包勘探范围内主矿体以外

的共 伴 生矿体的储量
,

是要计算的
。

元素与其他元素的 关系

据现有共生银矿资料分析
,

银矿石工业

类型有银矿石 银矿石中其他有用组分含量

小于工业品位
、

银 金矿石
、

银 多 金 属矿

石
、

银钒矿石等
,

而在同一矿床内
,

也会 出

现 上述不 同元素和不 同矿物组合的矿体
。

如

某矿 号矿体为银矿 体
,

号 为 银
、

铅
、

书矿体
。

因此在勘查共生银矿时
,

一定要贯

彻 “ 综合勘查
、

综合评价
、

综合利用 ” 的方

针
。

具体做法是 ①在勘查银矿的同时
,

应对

银矿体中及其上
、

下盘围岩中共生矿产的赋

存部位
、

分布范围
、

矿体特征等进行研究
,

对具有较大工业价值的共生 矿 产 要 进行勘

查 ②按不 同矿石类型确定其共 伴 生元

素种类
,

如银多金 属 矿床
,

共 生 元素常有
、 、 。 、 、 ,

伴生元素常有 。、

、 、

等
,

对共生元素应作基本分析
,

对

伴生元素做组合分析即可 ③具有综合利 用

价值的共 伴 生组分
,

均要分别计算储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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