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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研究了国内全部铜、镍矿区的储量和品位数据，首次提出应以矿区的矿石类型为储 

量和品位的统计单元，论述了铜、镍资源储量在不同品位区间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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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储量与品位是矿产资源最重要的两个属性。研 

究矿产资源储量 一品位的现势分布特点，对了解资 

源现状，把握资源的总体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以 

往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多是以矿区总储量和矿区平 

均品位为统计单元，针对部分地区或部分矿床进行 

的。在深入研究了《全国矿产储量数据库》的数据 

组织和数据结构后，作者发现：若以矿区的矿石类型 

为统计单元，计算储量与品位并研究储量与品位的 

关系，其结果更符合实际。 

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储量司截至 

2002年底的《全国矿产储量数据库》。数据包括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 、浙江、福建、广东、 

海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甘 

肃、宁夏、青海、新疆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西藏、 

内蒙古、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共 31个省、市、自 

治区及直辖市所有的铜镍矿区，但不包括香港、澳门 

和台湾的数据。该数据库中的储量分类是按照 

1999年国家新颁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 

建立的。本文所提及和处理的“储量”均指保有表 

内查明资源储量，即基础储量与资源量之和。 

1．2 数据处理 

为研究储量与品位的分布问题，需要各矿区各 

矿石类型的储量及相应的品位数据。为此对《全国 

矿产储量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库操作，如 

普通查询、交叉查询 、更新查询、多表链接操作 、生成 

表操作等等(具体操作流程略)，最终得到包含有 

“矿石类型储量”及“矿石类型品位”两个属性的数 

据表。之后按“矿石类型品位”对该表由高到低进 

行排序，再按适当的品位间隔对记录进行分段，并计 

算各段的储量之和及其占总查明资源储量的比例， 

生成表 1、2。在表 1、2的基础上，以品位间隔为横 

坐标，以各段查明资源储量占总储量的比例为纵坐 

标，作图1和图2。 

1．3 数据可靠性分析 
一 个矿区可能有多种矿石类型，在以矿区的矿 

石类型为单元统计储量与品位时，其记录数通常大 

于矿区数。本文中铜矿的记录数为 1297个(矿区数 

为983个)，其中100个缺相应的品位数据，但其储 

量仅占铜矿查明资源总量的1。55％(表 1)；镍的记 

录数为108个(矿区数为93个)，其中4个却相应的 

品位数据，其储量仅占镍矿查明资源总量的0．33％ 

(表 2)。由于这些缺失数据在查明资源总量中所占 

比重很小，它们的缺失将不会影响储量 一品位分布 

的总体特征。 

2 铜矿储量一品位分布 

2．1 全国铜矿查明资源储量在各品位区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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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铜矿查明资源储量在不同品位区间的分布 

cu品位间隔／％ 

图1 铜矿查明资源储量在各品位区间的分布比例 

2．2 铜矿储量一品位分布特点 

1)截至2002年底，全国铜矿查明资源总量约 

为6752．17万 t。据查，国内最高铜矿石 品位 

9．03％，产于甘肃皂矾沟铜矿，仅2000多 t，且是资 

源量。从表 1或图 1可以看出，品位大于 3％ 的铜 

矿储量不过 22．83万 t，仅占铜矿总储量的0．34％。 

2)铜矿储量在 0％ ～3％ 各品位区间均有分 

布，但分布不均。 

3)在 0．4％ ～0．6％ 和0．6％ ～0．8％ 两个品 

位区间，铜储量有近乎相等的峰值，即24．1％ 和 

24．2％，二者合计为48．3％，也就是说，全国有近一 

半的铜矿储量分布在0．4％ 一0．8％的品位范围内。 

4)按中国矿产工业分类标准，品位 >1％ 的铜 

矿石属富矿石，从表 1可得知，国内富铜矿仅占铜 

矿查明资源总量的 29．9％ ，且主要分布在 1．0％ ～ 

1．6％ 和 2．4％ ～2．6％ 两个 品位 范 围内，合计 

26％，约占富铜矿总量的88％。 

5)品位<1％ 的铜矿储量约占铜矿查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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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68．5％，是富矿的2倍多。可见，中国铜矿 

是贫矿多，富矿少。 

3 镍矿储量一品位分布 

3．1 全国镍矿查明资源储量在各品位区间的分布。 

表 2 镍矿查明资源储量在不同品位区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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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镍矿保有查明资源储量在各品位区间的分布比例 

3．2 镍矿储量 一品位分布特点 

1)截至2002年底，全国镍矿查明资源总量约 

8l5．6l万 t。国内镍矿的最高品位 5．29％，见于甘 

肃金川自家咀子铜镍矿Ⅱ矿区，储量 1万多 t，也是 

资源量。从表 2或图 2可以看出，品位大于 3％ 的 

镍矿储量仅 3．23万 t，占镍矿总储量的0．40％。 

2)与铜矿不一样的是：镍矿储量在 0～3％的 

各品位区间分布极不均匀，特别是在 1％ ～1．2％、 

1．4％ ～1．8％、2．2％ 一3．0％ 很宽的品位范围内竟 

然没有储量分布。 

3)镍储量在1．8％ 一2．0％ 品位区间内有一峰 

值33．6％；在0．4％～0．6％ 品位间隔内，出现另一 

峰值32．2％，二者合计约65．8％。 

4)按中国矿产工业分类标准，品位 >1％ 的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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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属富矿石。在镍矿总储量中，品位>l％ 的富镍矿约 

占37．9％，且集中在 1．8％ ～2．0％ 这个品位范围内。 

5)品位<1％ 的镍矿约占镍矿查明资源总量 

的61．7％，各品位间均有一定的分布。可见，国内 

镍矿也是贫矿多，富矿少。 

当然，矿石贫富的划分会随着采选冶技术的进 

步而改变，世界各国并无统一的划分标准。本文仅 

以中国矿产工业分类标准及《全国矿产储量数据 

库》中应用的标准讨论矿石的贫富问题。 

4 讨论 

4．1 统计单元的选取 

在研究储量一品位的分布规律时，是以矿区还 

是以矿区的矿石类型为单元统计储量与品位?那种 

统计方法更符合实际?通过对表 3所列某矿区储 

量、品位数据的分析，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 

表3 某矿区的储量和品位 

矿区名资蠢 量平 委位篓薹 资蠢 量类 磊位 

××矿 z万t 0．87％墨 薯妻 ： ：罢 

从表3可以看出：该矿区实际有两种矿石类型， 

其中硫化矿石品位2．03％，属富矿，l4万t，若以矿 

石类型为统计单位，将被划人 2．0％ ～2．2％ 这个品 

位区间；而氧化矿石品位0．65％，属贫矿，28万t，若 

以矿石类型为统计单位，将被划人 0．6％ 一0．8％这 

个品位区间；而若以矿区为统计单位，则该矿区42 

万 t的储量都将按平均品位 0．87％，划人 0．8％ 一 

1．0％ 这一个品位区间，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据考 

察，表3所列情况在很多矿区都存在，是普遍现象。 

因此研究储量一品位的现势分布，应以矿石类型为 

储量和品位的统计单位。 

4．2 关于镍矿的储量一品位分布 

图2所示的镍矿储量一品位分布态势，颇令人 

感到奇怪。究其原因，一是镍矿区太少，全国仅93 

个，而铜矿区983个；二是镍矿储量在空间分布过于 

集中，仅金川镍矿，包括自家嘴子铜镍矿 I矿区、 

I一 Ⅱ矿区之间、Ⅱ矿区、Ⅲ矿区和Ⅳ矿区就占了全 

国镍矿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的56％。特别是1．8％～ 

2，0％ 品位上的第一个峰值 33．6％，几乎全部(约 

32．6％)是由金川镍矿Ⅱ矿区为其贡献的。对其他 

的品位区间，金川镍矿各矿区也都有重要贡献。可 

以说，金川镍矿的储量与品位决定了中国镍矿储量 
一 品位现势分布的基本特点。 

矿产资源的储量一品位现势分布特点主要由三 

个因素决定： 

1)矿产资源本性。从理论上讲，矿产资源具有 

空间分布不均的特性。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全部 

资源都探明清楚了，它可能天生就是如镍矿所示的 

储量一品位分布情形。 

2)地质勘查投入。由于地质勘查投入不足，在 
一 定的空间范围内存在矿，但尚未发现，同样也能造 

成矿产资源储量一品位的异常分布。 

3)矿山开采。矿山的不断开采有可能采空了 

某些品位的储量。 

但从我国镍矿勘查开发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个因 

素可以排除，第二个因素，即地质勘查程度不够却是 

事实。由于铜是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量大的资源，而国 

内严重短缺，为找铜矿，几十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相比之下，对镍矿的投入就少多了。本文所 

示的镍矿储量 一品位分布特点，易使人联想到，如果 

加大对镍矿的勘查力度，很可能会找到新的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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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COPPER AND NICKEL RESERVE—GRADE IN CHINA 

ZHOU Jing—ying，SUN Yan—mian 

(Belting Institute o／Geologyfor Mineral Resource，Beijing 100012) 

Abstract：On the base of all the copper and nickel resel'ves and grades data up to the end of 2002，it is point out that ore typ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statistic unit of reselWdl2 and grade for the first time．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copper and nickel l~serve—grade in China are discussed． 

Key words：copper and nickel resources，ore type，reserve—grad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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