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作研究
·

加强矿产储量管理
一

势在必行

万 子 益

矿产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物质基础
。

我国己发现1 62种矿产
,

探明储

量的有 1 48 种
,

其中有 11 种居世界前列
。

1 9 8 7

年我国矿业产值占当年工业产值 1 0
.

8写
。

总

的来说
,

我国矿产资源的发展潜力很大
,

但

也应看到存在的不少问题
。

第一
、

我国主要矿产储量人均 占有量大

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见表 1 )
。

表 1 几种主要矿产储皿人均占有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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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大
,

周期长
,
与想获得高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有突出矛盾
。

根据我国 44 个矿

区统计
,

伴生组份价值占总价值的约 40 %以

上 的矿区占50 %
。

对 2 4 6 个 含伴生
、

共生矿

产的大中型矿山企业调查
,

有三分之一没有

搞综合回收
。

例如甘肃著名的铜镍矿床
,

建

设初期只回收镍
、

钻
,

目前己回收N爪 C叭

C u
、

P t
、

dP
、

A u
.

A g
、

S
、

I r
、

0 5 、

R u
、

R ll 等 12 种元素
,

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

世界从有色金属中回收黄金 占有很大比

重 (表 2 )
。

国外的一些品位低的铜矿山靠回

表 2 美
、

苏等黄金生产国从有色

金属矿产中回收黄金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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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采
、

选回收率低
。

以 1 9 8 6年全国

矿管会议公布的资料表明
,

矿山资源回收率

普遍偏低
:

煤炭平均回采率 (统配煤约 50 %
,

地方国营煤矿约 30 %
,

集体乡镇企业小煤矿

更低 ) 总的只相当于苏联的 50 % ;
铁矿采选

冶总回收率约 65 写
; 主要有色金属约 55 % ;

非金属矿产采选加工约 6D %
。

第三
、

忽视综合勘查
、

综合利用
。

我国

某些常用大宗矿产品位偏低
,

贫矿较多
,

矿

物成分复杂
,

地理位置分布不够理想
,

矿山

收金来维持铜矿生产
。

我国江西某斑岩铜矿

1 9 8 6年金银回收产值占全矿总产值的 13 %
。

美国同类矿床金矿回收率 60 ~ 65 纬
。

第四
、

忽视综合开采
。

我国矿产开采是

由不同的部门和地方分散开采的
,

由于体制

分割没有统一管理
,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等问题也很严重
。

总的说来
,

大部分矿山

未认真开展综合利用
。

如云南省的铅锌矿产

是优势矿种
,

而且多数矿山以锌为主
。

目前

只有少数矿山回收铅
、

锌
、

银
、

锗
,

而多数矿

山只回收铅
,

.

不仅伴生的锗
、

银
、

锡
、

铂
、



徐等未能综合回收
,

而且在矿床中居主导地

位的锌也被丢弃了
。

云南冶炼厂进厂的铜精

矿中有 15 种元素
,

综合利用率 仅占 9
.

1%
。

湖南桃林铅锌萤石矿
,

勘探时只作为一个铅

锌矿床考虑
,

萤石未重视
,

研究很差
。

开采

后
,

萤石矿品位比地勘时大幅度提高
,

储量

增加了几倍
。

导致矿山开采初期未综合回收

萤石
,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

现 在 综 合 开采

后
,

仅萤石一种其产值占采选总产值的 40 %
。

浙江某铅锌矿
,

明
、

清曾盛采
,

解放后
,

曾

多次进行勘查工作
,

均以铅锌品位低
,

矿体

规模不清而被否定
,

县里曾办 日处理 50 吨的

选矿厂
,

因 亏本于 1 9 7 3年停办
。

近几年加强

综合评价利用
,

发现银及伴生的其它多种元

素
,

不到二年探明 了一个大型铅锌银矿
,

可

选性良好
,

回收率银 8 6 ~ 9 7%
,

铅 53 ~ 9 2 %
,

锌 88 ~ 95 %
,

还伴生有金
、

铜
、

锅
、

稼
,

且

能在精矿中富集回收
,

把多年 的 死 矿 救活

了
。

云南有一个大型煤
、

铀
、

锗共生矿床
,

铀
、

锗品位和价值很高
,

却被作为生活用煤

开采出售
,

农民又将煤碴作为肥料使用
,

致

使当地蔬菜
、

粮食受到相当污染
,

对人体健

康危害极大
。

四川宜宾地区土法炼硫磺
,

地

方开采
,

每年向大气中排 放二氧化硫就达 10

万吨
,

遇雨 下降相当于 15 万吨浓硫酸
,

宜宾

市 1 9 8 2年酸雨 率 竟 达 7 3
.

8%
,

造成严重后

果
。

石家庄井隆煤矿
,

煤层底板以下有铝
二L

矿
、

耐火粘土和黄铁矿
,

但未搞综合勘查
、

综合开采
,

先是煤田地质队勘探煤矿
,

接着

是冶金地质队伍勘探铝土矿
、

耐火粘土
,

后

后来是化工地质队勘探黄铁矿
,

一个矿区轮

番勘探
,

浪费了许多人力财力
,

开采也是各

自为政
,

未统一规划
,

_ _

七面采空了煤再采
一

F

面的铝土矿和黄铁矿己很困难 了
。

第五
、

忽视矿石工艺性质的研究
。

这方

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

湖北大冶铁矿在勘探时

己发现了菱铁矿
,

而且可以单独圈出矿体
, .

但取样未予重视
,

生产中赤铁矿
、

菱铁矿混

合矿石的回收率仅 40 %
,

菱铁矿基本 上损失

于尾矿中
,

致使矿山生产中成为一大遗留问

题
。

云南汤丹铜矿
,

50 年代初勘探
,

随即转

人矿山基建
,

耗资6 0 0 0万元以上
,

由于矿石

氧化程度高
,

其中结 合铜 0 又 高 达 25 % 以

上
,

铜离子几乎呈
“

染色体
”
形态存在

,

矿

石品位低
,

选冶试验未过关
,

1 96 0年被迫停

建
。

又如宁乡式铁矿
,

广泛分布于中南
、

西

南各省
,

总储量数十亿吨
,

矿产勘探阶段选

冶试验一直未过关
,

勘探后的
阿表内矿

”
实

际上不能利用
,

成为
“
呆矿

” ,

勘探 投 资以

亿元计
。

其它如菱锰矿
、

胶磷矿等均有类似

情况
,

勘探儿十年
,

往往由于选冶性能及技

术经济指标达不到要求
,

成为设计建设中的

要害问题
,

被迫又重视选冶组织攻关
_

〔作
。

第六
、

勘查工作偏重储 量数字
,

忽视社

会经济效益
。

这是几十年以来
一

长期存在的
`

个问题
。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决定 了私人

企业最大利润化是经济效益的唯一体现
。

我

国社会主义鞋会经济效益的一般准 则是在允

分
、

合理地利用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
一

F
,

在一定时期内以最省的劳动耗费
,

最大

限度的取得适用的成果或物质产品
,

以满足

社会有计划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

为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 经 济 发 展的要

求
,

勘查工作除考虑储量的增长
,

还必须 1
·

分重视其经济社会效益
。

目前
,

由于我国矿

产品价格不合理
,

在资源开发中
,

存在着严

重的短期行为
。

矿产资源和农牧业不同
,

大

都不能再生
,

是有限的资源
。

因此我们一方

面要大力加强勘查工作
,

进一步扩大可利用

的矿产储量
,

另一方面又要十分珍惜矿产资

源
,

注意保护和开发利用
,

为 子 孙 后 代肴

想
,

既要
“
开源

”
又要

“

节流
” 。

对加强储量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

第一
、

结合体制改革
,

理顺储委系统 关

系
,

完善和健全各级储委机构
,

以适应当前

. 指在氧化带中铜 以类质同象和 离子吸 附状 叙存

在
。



形势发展对储委工作的要求
,

建议省
、

自治

区
、

市成立二级管理局 (处级 ), 根据任务配

齐合适的各类技术骨干
,

保证正常运转
。

第二
、

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

上层建

筑 与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事物发

展规律
,

促进矿业勘查和开发工作的改革和

改湃经价管理
,

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

目前

主要是从政策和法规建设上建立宏观调控体

系
。

全国储委恢复后
,

`

己制定了许多带有改

革精神的规定和规章制度
,

例如
“
三委

”
联

合颁发的几个暂行规定
,

己经制定和修编的

勘探规范和其它规章制度等
。

今后应根据国

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好法规制修订工作
。

第三
、

从宏观上对矿产储量进行管理
。

例如资源短缺是 当今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

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

1 9 7 3年和 1 9 7 9年世界

上两次石油价格大涨
,

体现了资 源 短 缺 困

境的出现
。

回顾我国石油 储 量 特 点是底子

薄
、

分布不均匀
、

未开发储量贫矿多
、

稠油

比例大
、

储采比低 ( 1 8
.

7 : 1 )
。

若按 本 世纪

末我国人 口达 1 2亿计
,

达到现在世界人均水

平 1 9吨
,

须年产 2 亿吨原油
,

而我国现有储

量显然不足
,

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储量
。

又如

我国
“

六五
”

期间钢材进 口 5 0 0 0万吨 ( 占同

期国内钢产量 30 % )
,

有色金属进 口30 0万吨

( 占同期国内有色金属产 量 50 % )
,

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钢材和有色金属进 口国之一
。

化

肥进 口 6 7 0 0万吨 ( 占同期国内产 量 20 % )
,

成为世界化肥最大的进 口国
。

当然制约因素

很多
,

但矿产资源的影响是 最 重 要 因素之

一
,

而
“
七五

”

期间约 1/ 2 国营矿山进入 中

后期
,

产量将递减或枯竭
。

人 口大国对资源

的压力也大
,

我国又是个发展中国家
,

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
,

这就需

要我们储量管理机构对未来矿产资源需求预

测和保证程度从发展战略上作 出分析
。

前几

年我们作了若千矿产的储量统计工作上报国

务院及有关部门
,

应在今后拓宽范围
,

为国

务院作好参谋咨询工作
。

有的省市
、

自治区

储委在这方面也作 了一些工作
,

今后还要逐

步加强矿产资源的战略分析
。

第四
、

微观管理工作要建立在为生产的

社会化和商品化的新型服务方面努力
。

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

商品

经济的市场机制有力地冲击着地矿行业
,

因

此储量管理也要适应新的形势
。

首先是对作

为发展矿业基建设计服务的勘探报告审批工

作作好管理和审批
,

不断改进不适应生产力

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管

理方法
,

为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服务
。

其次

要作好矿产勘查和开发咨询服务工作
。

第三

要不失时机地选择若干攻关研究课题
,

解决

近期和长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

` , ` .护 口 , . 口 口 , . 夕 口 , 肠口 ` , . 碑 ` , . 口 J , `户 口 , 巨户 口 , . 夕 口 , . 户 护 , 臼夕 口 , 匕沙训 , 匕 声 碑, . 沪 J 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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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的新道德规范同步
。

我们要通过各种

宣传舆论工作
,

在个社会开展矿产资源形势

与矿产资源国情教育
,

在全民中牢固树立矿

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 ’

矿产资源不可再生
,

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不 足 等 意识
,

长 期进行
“

节约矿产资源光荣
、

浪费资源可耻
”
的教

育
,

以此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
,

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
。

社会主义矿业新秩序不是 自发形成的
,

而是通过有组织
、

有领导的破旧立新的改革

逐步建立起来的
,

当前主要是通过治理整顿

这一有效手段来推进
。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

依法认真履行 《矿产资源法 》规定的职责
,

将

矿业的治理
、

整顿列为三年整顿规划的重要

内容
,

明确责任
。

目前矿业治理整顿的主要

任务是坚决制止乱采滥挖
、

有效保护矿产资

源
、

杜绝无证开采
、

越界开采
、

搞好安全生

产
、

肃清矿产品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
。

治理

整顿的重点是乡镇集体矿 山 企 业 和个体采

矿
。

我们希望通过二三年时间基本完成这一

任务
,

从而使我国矿业的现代化建设得到持

续
、

稳定健康的发展
。

( 地矿部矿管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