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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过程中
,

众所周知
,

从地质普查

一 详查 一 勘探 一 最终提交

勘探报告
,

是一个高风险
、

长周期 的过程
。

地质勘查的

高风 险
,

主要是找矿风险
。

找矿风险是在地质勘查
、

生

由于 自然
、

经营
、

社会等因

素
,

导致投入后可能找到矿
,

也可能找不到

矿的随机性变化
。

恩格斯 曾经指 出
“

地质

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

有经历过
,

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 过 的 过

程
,

所以要挖掘出最后 的
,

终极的真理就要

费很大 的力气
,

而所得是 极 少 的
” 。

所 以
,

地质勘查工作本身
,

找到矿或找不到矿的概

率势必永远存在
。

显而易见
,

找矿风险容易

被大家接受
,

而工业开发部 门的使用风险
,

则是近年来才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
。

地质勘查工作的产品是地质报告 探 明

的工业储量是工业部门利用的主要对象
。

所

以
,

工业部门的使用风险
,

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的质量
。

什么是质

量 质量就是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
。

金矿

地质成果的质量
,

是指查明金矿体的赋存状

态
、

控矿因素
、

品位和储量
、

开采及水文地

质条件
,

以及选冶工艺研究 的可靠程度
,

以

保证揭示地质体 矿体 的各种信息
,

能够

最大限度地符合其本来面 目
。

对金矿地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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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质量 的评估
,

就我国 目前的情况而言
,

主

要是靠 比照
“

规范
”

和
“

合同
”

提出的各项

要求
。

而 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地质体的复杂程

度
,

绝非一本
“

规范
” 、

一个
“

合 同
”

所能

制约得了的
。

很多不确定因素
、

人为因素贯

穿于整个地质勘查过程之 中
,

所以地质勘查

工作全过程 的质量
,

地质勘探报告审查过程

及储量承包项 目的合同执行
,

是使工业开发

部门的使用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关键
。

近年来
,

据不少正 在 开采 的金 矿 山反

映
,

金矿勘探地质报告质量不佳
,

提交的储

量较普遍地发生负变
,

甚至矿山刚建成即无

矿可采 , 笔者根据近年来金矿储量 核 实情

况
,

部分矿山探采对比资料
,

以及矿山开采

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与勘探质量有关的一些问

题
,

列举如下
,

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金矿地质勘查工作 中

存在的质量问题

勘探工作中的问题

工作 程度低 地 质 填 图质量 差
,

部分报告填图精度达不到要求
,

有个矿区在

耐 面积内没有 一条主干槽揭 露地表矿

体和 岩体的接触界线
。

许多 矿 区地 质点 稀

疏
,

且分布很不均匀 工程布置不合理
,

多

数矿体只有少量钻孔控制
,

甚至许多剖面只



有一个钻孔
。

有一份报告
,

两个矿体提交储

量
,

只有 个钻孔
,

外加 条穿脉坑

道控制
。

还有一份详查报告
,

其中 号矿体

提交储量
,

仅有 个钻孔 控制
。

有

一个矿体长 一
,

斜深 只用

个钻孔和极少量坑道控制
,

多数剖面只能分

摊一个钻孔
,

矿体的宽度 主要 靠外 推
。

此

外
,

钻探工程疏密失度亦屡见不鲜
,

应该打

到 的含矿层位没有打到
,

漏掉 了平行矿体
。

有的矿区高级储量与低级储量反置
,

出现低

级储量压高级储量的情况
。

显然
,

这都是与
一

程布置不合理密切相 关
。

勘探工程质量 下 降 有 的槽探未

挖到基岩即停止
,

有的钻孔偏离勘探线
,

个

别的远超过了两条线的距离
,

无法正确地反

映矿体的空间位置
。

有的钻孔岩矿心采取率

太低
,

有的坑探工程质量不合格
,

有的该打

沿脉坑道
,

却打了穿脉
。

有的矿区原始编录

棍乱
,

岩矿心不编号
,

砂矿甚至采用超管钻

进
。

编录马虎
,

描述过于简单
,

个别矿区甚

至弄虚作假
,

如辽宁某矿提交详查报告
,

计

算储量
。

矿 体厚
,

品位
。

在

建矿过程中
,

当基建探矿坑道掘进至矿体位

置时
,

见到了钻孔
,

而矿化皆无
。

经认真查

证
,

是分队负责人调换了 个钻孔 的 件

样 品
,

并修改 了钻孔角度而 造 成 的
。

经 验

算
,

该矿最后 圈算的储量 尚不 足
,

后

果可想而知
。

勘探类型 划分偏 高
,

勘探 网度偏

稀 多数矿床勘探类型确定大都偏高
。

如作

为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代表的焦 家金 矿

工 号主 矿 体
,

长 一 最 大 延 长
。

矿体应属 中等规模
,

厚度变化 系数
,

品位 变化 系数
,

厚 度不 稳 定
,

品位很不 均匀
,

按
“

规范
”

理应定为第

或第 一 班 类 型
,

而 地 质勘探 时确 定为

类型
,

显然偏 低
。

对 更 复 杂 的 号 矿

体
,

也一并按 类型对待
,

这就更加难 以

准确控制矿体
,

掌握矿体真实 的形 体特征

了
。

类型确定本来 已经偏高
,

在布置勘探网

度时
,

硬性地脱离
“

规范 , 的网距要求
,

如

类型探求 级储量钻探网度应是 一

一 伽
,

实际上多用

或
。

第 勘探类型按
“

规范
”

规定
,

坑道中段高度为 一 个段高
,

穿脉

间距 一
。

而 实际上多采用 一 个

段高
,

穿脉间距 一
。

一 些 缓倾斜矿

体斜距已达 , 事实上用的是 类型的网

距
。

如杨些峪金矿 号脉为 类型
,

其段

高 一
,

斜距 达
,

求 级

显然不尽合理
。

勘探手段选择上 多用钻探
,

少用

或 不 用 坑道 类型矿床
“

规范
”

规定探

求 级储量 以钻 为 主
,

但要 有坑 道 验 证
。

事实上 类型很少用坑道验证
,

如三 山岛

金矿
,

全部用钻探控制就提交了报告
,

建矿

时不得不再打坑道
,

进行补勘
。

类型矿

床
,

探求 级储量规定 至少应 以钻探与坑

道结合为主
,

现在不少矿 区也效法 类型

的规定
,

只用钻探求工业储量
,

从根本上忽

略了 与 类型矿床在手段运用上 的根本

区别
。

在这里还须要特别提到
,

金刚石岩心

钻探技术
,

钻孔外径一般为 一
,

岩

矿心直径 一 卫 ,

劈开一半
,

粉碎加工

成样 品
,

其代表性是一个值得 深人研究 的

问题
。

采样代表性差
,

有人为 的选择 因

素 如不在一个坑道壁或一个高度上取样
,

而是随意定位
。

刻槽取样达不到规格要求
。

有的矿区坑道中竟找不到样槽痕迹
。

有的在

坑内不用规定的刻槽而用线捡块法
。

岩矿心

取样不用劈岩机
,

而是手工打
,

捡富矿块造

成人为富集
。

有的地质队仍采用反循环钻进

工艺
,

致使品位失 去代表性
。

在化验方面
,

有的内检存在系统误差也未纠正
,

有的无外

检或外检超差仍用来参加储量计算
。

储里计算中的问题

矿 体 圈定
、

外推 未严 格按
“

规



范
”

执行 不少矿 区有 限和无限外推过长
,

对平行于主矿体的小矿体
,

人为地连为分枝

矿体 对斜列矿体人为地连成一个大矿体
,

歪 曲了矿体规模和矿床总的形态
,

造成多算

储量
。

有些矿区原确定为 类型
,

以

孔距求 级储量
,

板状外推网距的
,

即走 向
、

倾 向
。

即使 是 在 单

孔
、

单剖面控制的情况下
,

也按上述方法外

推
。

这些 矿 区 实属 第 勘 探 类型 或 ‘

类 型
,

钻 探 网 度 应 采 用 一

一
,

一般应外推 尖灭或板状外

推
,

即 巧 一
。

上述实例说明
,

有些

矿 区的储量有 左右是靠外推计算的
。

矿 块划分不合理 有 的矿 区把块

段尽量划大
。

有的把高品位的工程反复多次

参加计算
,

人为提高品位
。

如有一个矿区共

提交储量 多吨
,

其 中用一个 尚有争议的高

品位
、

大厚度工程反复参加 个矿块的储量

计算
,

多算储量高达
。

用挤压 法计算储量 许多黄金矿

床具有多层
、

平行展布的特点
,

因此一个工

程往往穿透多层矿
,

其中含有主矿体
、

分枝

矿体或平行小矿体
。

不少矿区将小矿体与主

矿体挤压在一起计算厚度和 品位
,

从而歪曲

了主矿体厚度和品位的变化特征
,

误将复杂

矿体化为简单的矿床
。

有的还将一薄层表内

矿与厚大的表外矿压在一起
,

使表外矿也变

成 了 表 内矿
。

如 某 矿 号 矿 体 一 号

孔
,

在 一 层 厚
、

品位 的 表 内

矿的上部有 层表外 矿共厚 名 , 品位

一
。

在储量计算时
,

将 层矿挤

压在一起
,

变成厚 石
、

品位大于 鲍

的表内矿
。

由此多算表 内储量 一
。

工业指标利用 问题 影 响工 业指

标确定的因素很多
。

最基本的条件应是在现

行技术经济条件下
,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

有的矿 区没有正式批准下达的工业指标
,

系

采用相邻或类似矿区批准的工业指标
,

有的

矿区报告中所用工业指标
,

与批准下达的指

标中有些项 目不相符
,

有的矿区 申请和批准

下达的工业指标不全
,

个别甚至有错误
。

临 体 重 偏 大 储 量 计 算 中 的 体 重

值
,

许多矿区采用小体重
,

代表性较差
,

造

成小体重值偏高
。

有一个氧化矿体重值 比邻

近一个原生矿的体重还大
,

这是极明显的多

算储量
。

有一个矿床其体重定为
,

比附近

类似矿床的体重高 一
,

该区如体重增

减
,

储量则要随之增减 多
。

特 高品位处理 不 当 多数金矿 区

都存在着特高品位
。

一般特高品位只 占参加

储量计算样品数的 一
,

影 响矿床总

储量波 动的 范 围 却高 达 以 上
。

当前

处理特高品位一般偏宽
。

对大于 平 均 品位

一 倍的样品才处理
,

代替值过高
。

有

的用包括特高品位在 内的 个相邻样品的平

均品位代替 有的用矿床平均品位倍值做特

高品位的下 限
,

并用 倍值代替
,

有的用正

常品位的最高值代替
,

这些都达不到处理特

高品位的 目的
。

如焦家金矿 号矿脉的 号

矿块
,

地质 队把大于矿 区平均 品位 名

的 倍
,

即 才算特高品位
,

全 区只

处理了一件特高品位
,

后矿山与冶金部天津

地质研究 院合作
,

在该地段用生 产采矿 资

料
,

用数理统计方法 中的对数正态分布
,

确

定 出特高品位处理下 限值为
。

全矿 区

个样 品处理 了 个样 品
,

求 出矿块

平均品位为
,

比地质报告品位下降了
,

储量减少
。

焦家金矿还检查

过 个特高品位取样点
,

发现高品位 的分

布范围一般仅 一 , 最大不超过
。

由

此可 以看 出
,

金品位极不稳定
,

许多矿山探

采对比中发现品位
、

储量普遍负变的主要原

因之一
,

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是特高品位处理

不 当
。

特高品位的处理要因矿而异
,

不要一

刀 切
,

山 东 一 般 用 大 于 矿 床平 均 品位 的

一 倍为特高品位
,

计算则采用矿体或矿

床平均品位加以替代 比较适合金矿特点
。

高级储量偏低 这是 一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
。

一般很少探求 级储量
,

即使

是第 勘探类型 的大矿床也是如此
。

级

储量 占 十 级储量 的 比例也低 于
“

规范
”

要求
。

据
“

七五
”

提交的储量统计
,

级储

量 比例仅 占
,

其中
,

岩金为 砂金

为
。

年新提交的项 目中
,

级储

量 比例最低为 巧
,

最高为
,

全国平均

名
,

均未达到
“

规范
”

的起点要求
。

提交报告储量中采空区未扣除 地

质报告 中对采 空 区查 明程度 不 够
,

储量 扣

除较少
。

经生产采矿证实
,

一般情况下采空

区要 比报告中的大
。

由于采空 区查 明不够
,

使储量负变
,

给开采带来严重后果
。

如河南

某矿
,

地质队只打了穿脉揭露矿体
,

同时遇

到 了部分采空 区
,

但未引起足够重视
。

后来

国家花了 万元的投资建设
,

井下基建

开拓发现矿体上部大部分被古人采空
,

矿山

刚建成即面临无矿可采的困境
。

研究程度问题

现在有些报告只是罗列现象
,

对构造 与

金矿成矿 的关系
,

岩浆岩对金矿形 成 的影

响
,

地层在成矿过程 中的作用等
,

都缺乏深

人的分析和综合研究
。

有的对伴生
、

共生的

有益
、

有害组分综合研究
、

综合评价不够
。

构造对岩
、

矿石的破坏
,

直接影 响到岩矿石

的稳定性
,

同时对矿床的开拓方式
、

采矿方

法及采场的设计能力也有很大影 响
,

而在相

当一部分报告 中
,

对此很少研究或未按报告

要求予以阐述
。

不少报告 中对金矿物的结构
、

构造和元

素的赋存状态研究不够
,

直接影 响选矿 回收

率
。

比如
,

对氧化带
、

混合带
、

原生带的研

究
,

由于氧化矿和原生矿不能采用 同一选冶

工艺
,

故从生产角度一定要划清
“

三带
”

的

界线
。

然而在大部分报告中没有分别圈出界

线和分别计算储量
。

当然这与我国 目前尚无

成熟的
“

三带
”

划分的标准和方法有关
。

砂金矿问题

在砂金矿勘探 中
,

对砂矿底板界面确定

不合理
。

有的取到基岩之下的一定深度
,

有

的则取在砂层中的某一高度
,

有的甚至把其

界面确定为锯齿状
。

在砂钻施工取样时
,

人为地增加抽样数

量
,

藉以提高砂金 品位
。

近 年来
“

一 位 多

孔
”

也较普遍
,

从 中择取高品位 的加 以使

用
,

人为地提高见矿率
,

消灭夹层
,

连接断

条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

在砂金开采 中
,

由于 对大砾 石
、

胶结

层
、

基岩可挖性
、

干帮高度等控制不够
,

往

往给开采带来困难
,

甚至无法正常生产
,

这

在南方几个省屡有发生
。

改进意见

提高认识
,

齐抓共管

勘探工作质量下降
,

报告质量不高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许多地勘单位为扭转这种被

动局面
,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
,

都做了许多

工作
。

为 了加 强 地 勘 工 作 的质 量 管理
,

年 月召开了
“

地勘行 业质量管理 经验交

流会
” ,

从地勘管理部 门到基层地质 队
,

正

在通过各种途径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工作
。

金

矿实行储量承包后
,

金矿地质勘探工作及其

成果质量好坏的责任
,

并非因其形式的变化

而转移
。

地勘单位好比产品的生产厂家
,

是

卖方 黄金生产部门是产品的用户
,

对产品

质量要进行监控
,

配合地勘单位共同把好质

量关
。

提高地质勘探工作最终成果的质量
,

一

条来 自实践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
,

要强化地

质工作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

要按照全面质量

管理
“

三全多样
”

的要求和预防为主
、

防检

结合的指导思想
,

扎扎实实地控制各工种
、

各环节
、

各工序的工作质量和成果质量
。

主

管部门要着重把好立项审批和成果验收这两

个关 口
。

各地勘单位要着重抓好现场地质调

查和综合研究的质量 要广泛深人地开展群

众性质量管理 小组活动
,

完善质量责任



制
,

实行质量否 决权 强化地勘 项 目宏观

质量监督工 作 体系
,

各地勘 单位要继续坚

持每年 月
、

月两次质量大检查工作
。

对

质量监督和质量大检查中被定为不合格的地

勘项 目
、

地质成果或发生 重 大质量 事 故的

地勘单位要通报批评
,

限期整 改
。

我们相

信
,

通过地勘行业各部门
、

各地勘单位
、

每

个职工齐抓共管
,

地质成果的质量一定会有

很大提高的
。

大力加强储盆承包项目的质盆管理和

监控

在储量承包工作中
,

影响质量的因素很

多
,

其中技术是主要环节 黄金实行储量承

包
,

已把工业部门和地勘部门的关系用合同

方式固定下来
,

发包方抓储量承包项 目的质

量管理
,

从立项开始一直抓到地质报告审查

及储量核收
。

把好质量关
,

发包方要提前介

人
,

不要
“

死后验尸
” 。

地质报告 的审查是

对储量承包成果和地质勘探工作质量的综合

评价
。

发包方理所 当然地有权根据有关
“

规

范
”

和合同提出审查意见和看法
,

并得到公

正 的对待及其理解 和支持
。

报告 审查 通 过

后
,

发包方应根据合同中的 一 些 超乎
“

规

范
”

要求的条件
,

执行及完成情况进行最终

储量核收
。

笔者认为 地勘单位加强承包项

目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是本份
。

黄金工业部门

搞好质量 监控是职责
,

用经济扛杆
,

实行优

质优价
,

推动质量的提高
,

是行之有效的手

段
,

保证承包储量能够最大限度符合客观地

质体的 自身规律
,

使矿山建设有一个可靠的

基础
,

进而达到加强质量管理的最终 目的
。

进一步建立健全金矿地质工作全过

程的各项法规 包括技术规程
、

规范
、

细则

和质里验收标准
,

对原来金矿规范中存在的

问题要及早修订

建议有关部门对储量计算中影响储量精

度的一些 问题
,

应在全面总结以往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必要的新规定
。

例如勘探

类型的确定
,

采用实验性工程
,

在加密工程

网度后视矿体的形态
、

厚度
、

品位变化程度

加 以确定
,

而不应只用类 比法生吞活剥地套

用
。

此外
,

对于一个矿床中遇有大小不同的

几个矿体时
,

这些矿体应根据矿体不同的规

模
、

形态
、

厚度
、

品位 区别 确定 各 自的类

型
,

不能笼统地定为同一类型
。

对特高品位

的处理
,

如何正确确定特高品位 的下 限值
、

代替值
,

应以能消除其影响为原则
。

对矿体

圈定中有限和无限外推
,

对挤压法计算储量

的适用性等等
,

都应从中做出一些硬性的规

定
,

来保证地质勘探最核心部分 —矿产储

量有足够的可靠性
。

本文历数了金矿地质勘探工作 目前较普

遍存在的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
,

谈了一些 比

较浅显的解决办法
,

意在抛砖引玉
,

和同行

们进行研究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