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非金属资源勘查工作及其

开发应用展望

地矿部地矿 司

非金属矿产是在自然界分布最广泛的矿

产资源
,

它同金属和能源矿产一起构成发展

国民经济的三大类矿物原料之一
,

而非金属

矿产的特点则是除了化工原料利用其化学元

素外
,

则以利用矿物
、

岩石的物理
、

化学性

能为其重要特征
,

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较金属

矿产更为直接和密切
,

它在世界上的总消耗

量超过能源也大于金属矿产
。

因此
,

非金属

矿业已经成为某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
。

随

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和科技进步非金属矿产种

类和用途在不断扩大
。

许多非金属矿产
,

由

于出露地表或埋藏浅
,

易于识别和开采
,

在

我国改变某些地区经济不发达面貌
,

发展乡

镇工业
,

开采非金属矿产也是一种有效的途

径
。

地质部门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应

的开展了非金属矿产勘查工作
,

至 1 9 8 6年底

已发现非金属矿 1 02 种
,

其中有 工业储量的

达 80 余种
,

据初步统计探明储量居世界前列

的矿种有菱镁矿
、

石墨
、

重晶石
、

石膏
、

石

棉
、

膨润土
、

珍珠岩等
,

探明的矿产储量不

仅基本上满足了工农业生产的要求
,

而且在

对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
。

自 19 8 0年第一届非

金属地质工作会议以来
,

各省地矿局认真贯

彻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方针
,

根据国家需要

和成矿地质条件
,

开展非金属地质工作
,

取

得了很大成绩
,

发现了一 批 新 的 矿产地
。

“

六五
”

期间
,

海抱 石
、

凹 凸 棒 石
、

伊利

石
、

黄粘土
、

粉石英
、

透辉右等 12 种矿进人

有工业价值矿产行列
。

非金属侧试和应用研

究工作在各地区不同程度的开展起来
,

在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

我国非金属矿产勘查工作和开发应用研

究工作尚不能满足新形势发展的要 求
。

有些

短缺资源如钾盐
、

金刚石等找矿工作近期未

获突破性进展
;
有些近期可能被开发的矿床

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

经初查虽已确定其工业

价值
,

因未达详查程度
,

不适应变化较快的

市锡需求
;
在已探明有工业储量的 80 余种非

金属矿产中
,

不同程度被开采利用的大约有

6 0 种
,

而 真 正 形成一定规模生产能力的仅

有 20 余种
。

如像 膨 润土
、

叶 腊 石
、

兰晶石

类
、

粉石英
、

硼镁铁矿
、

硅灰石等数十种矿

产已探明相当丰富的储量
,

然而开采量很小

或未被开发利用
,

这些潜在经济价值很大的

资源优势
,

尚未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
。

为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

在进

行非金属地质工作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应用研

究
,

扩大应用领域
,

促进矿产开发和利用
。

根据国内外市塌要求和予测
,

一般经初查之

后确定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应做到详查程度
,

某些矿床可以实行边探边采
,

使之有利于不

失时机的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建设矿山
。

在

具备找矿地质条件的地区
,

要用新 的找矿思

路和新的方法继续进行短缺矿产资源的勘查

工作
。

加强非金属矿产应用研究工作是今后一

定时期内的工作重点
,

其日的是对资源丰富

而开发程度较低的矿产
,

通过对矿物
、

岩石

的内部结构
、

化学组成及其物理
、

化学性能

的深人研究
,

发现新的用途
,

然而寻找新的

国内外市锡
,

促使非金属矿产得以更大规模

的开发利用
,

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

近

年来发现一些 新 的 矿 床类型
,

如镁质粘土



(海泡石等 )
、

兰晶石类
、

建筑石材等
,

尚无

评价标淮
,

应用研究将为确定合理的矿床工

业指标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进行一定深度

的应用研究工作是地质工作阶段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

非金属矿产的应用研究一般应包括两方

面内容
:
第一应用基础研究

,

其目的是了解

和认识矿物
、

岩石的基本特征
,

应用原理
,

指出或预测矿物
、

岩石的应用前景
,

为应用

技术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

此阶段的研究工作
,

是探索性的
。

常有不同程 度的风险
,

尚不能

立 即 转 化 为生产力
。

第二应用技术研究
,

它

与市锡需求和矿床地质评价工作十分密切的

开拓性的应用研究工作
。

面向生产而研究的

技术成果一旦为生产企业所用就可转化为生

产力
。

为评价矿床按不同用途而进行工业利

用的可行性研究成果
,

将成为确定工业指标

的依据
。

地质勘查部门所进行的应用研究工作
,

要比传统的地质工作阶段进行的选矿等试验

研究朝着物质生产方向深入一步
,

要进行某

些产品生产试验
,

如用硅灰石试验生产出釉

面法
。

这种工作地质部门可能独立进行
,

也

有时与生产单位或其他科研单位联合完成
。

但地质部门进行的应用研究
,

应有一定的限

度
,

其研究深度应是以推动非金属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评价新类型矿床为目的所进行

的研究工作
。

我国正大力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
,

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非金属应用研

究要尽量与近期和预测未来的市踢需求相适

应 (技术成果可以作为商品在市锡上交换 )
,

研究课题应主要来自生产企业
。

应用研究的

方面很广
,

大体上包括粘土类
、

新型建材
、

耐火材料
、

矿床综合开发利用
,

·

无废石生产

工艺和废矿渣的利用
,

某些低品矿石选矿提

纯
、

节能材料
、

环保材料
、

非金属代用矿物

原料
、

微量肥料矿石
、

矿物饲料
、

并应注意

高技术的发展所需的以各种矿物
、

岩石为原

料的特殊性能的材料的研究等
。

为加强非金属矿产应用研究
,

首先要重

视测试和与地质工作阶段相适应的工业利用

可行性研究工作
。

地质部门要进行实验室规

模的试验和必要的扩大试验
,

其中有些产品

生产试验要通过与生产企业
、

科研单位的横

向联合完成
。

此类研究成果是地质报告中不

可缺少的内容
,
第二要建立或完善不同特色

的测试应用研究中心
,

包括比实验室规模稍

大些的实验车间
;
第三应以地质院校培养为

主的各种途径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 第四制定

有效的成果管理和推广办法
。

非金属矿产资源是发展工
、

农业的重要

物质基础
,

特别在化学
、

建筑材料
、

轻工
、

冶金等工业以及某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

发展速度和规模
。

我国 非 金 属 矿产资源丰

富
,

已不同程度被开发利用的矿种大约为所

发现矿种的百分之六十
,

真正形成较大规模

生产能力的矿种约占百分之二十
,

说明矿产

资源有很大的潜力
。

在未来十五年内我国非

金属矿业发展的总趋势是随着科技进步和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

其应用领域不断扩

大
;
液体和气体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和利用会

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
;
非金属石的产值和产

量将以较快的速度超过金属矿产
,

特别是近

几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

非金属矿

物原料及其产品在出口中占有 更 重 要的地

位
。

可以预料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将恢复

化肥的正常用量
;
建筑材料和陶瓷

、

造纸等

轻工原料的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我国

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

城乡建筑的主

要材料仍然是 砖
、

瓦
、

砂
、

石
、

水 泥 和 玻

璃
,

为保护耕地以粘土为原材料而生产的砖
,

一定逐步被其他材料所代替
,

宾馆和少数厂

矿
、

企业
、

高级住宅将使用新型材料和高档

饰面石材
。

目前已经出现城乡建筑相继向高

层发展的势头
,

因此建筑材料的消耗量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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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本区目前已发现以下三类油气藏组合

类型
。

( l ) 新生古储型
:

上侏罗统和下白圣

统生油岩与下伏基岩断块
,

尤其是以兴安岭

群火山岩风化壳为储层和上述地层内部或其

中之一的泥岩为盖层的组合
,

是本区主要的

含油气组合之一
。

如阿北油甲多属此型
。

( 2 ) 古生新储型
:

上侏罗统和下白玺

统与第三 系储集层的含油气组合
。

则完全可

能由下伏地层生成的油气通过断面或不整合

面以及砂体运移到上覆地层中储集起来
,

或

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新生古储油气藏遭到

破坏而进行重新调整
,

形成古生新储型油气

藏
。

这类油气藏在海拉尔盆地的西部最有可

能
,

事实上
,

在二连盆地北部已有发现
。

( 3) 自生 自储型
:

盆地振荡式下降
,

岩性

旋迥性变化
,

造成生
、

储
、

盖层有规律的重

叠配置
,

在断裂不发育的地堑内最容易形成

该类油气藏
,

据钻井
、

地震资料
,

在上侏
.

罗

统和下白至统地层中
,

其各 自的生油层
、

砂

岩储层和泥岩盖层
,

层序明晰且重复出现
,

具备很好的自生 自储条件
。

经对海拉尔
、

二连

盆地的某些钻井生油岩样分析
,

其参数一致
,

属于同源
,

实属典型的自生 自储型油气藏
。

3
.

认识与建议

海拉尔
、

二连晚中生代盆地是地壳拉张

的产物
。

盆地面积大
,

断陷深
,

发育时间长
,

内部结构复杂
,

具有两坳 夹一 隆的 构造格

局
。

生油层系多
,

有机质丰度较高
, 火山活

动频繁
、

剧烈
,

地温梯度值偏高
,

经类转化

条件好 , 二级构造带发育
,

圈闭类型多
,

储

集类型全
、

性能好
,

盖层条件尚佳
。

这些相

互关连的条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机组合与

配置
,

为本区油气藏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

的地质条件
。

因此
,

不仅地表见有众多的油

气显示
,

而且有不少钻井见稠油
、

油砂和工

业油流
,

迄今为止
,

仅对少数地堑进行充分

钻探就找到了二连盆地阿尔善中型油田
,

但

它与盆地的油气资源量相比还相差甚远
、

据

此认为
,

海拉尔
、

二连盆地具有较广阔的勘

探前景
,

蕴藏着较丰富的油气资源
。

因此提

出如下勘探建议
:

1
.

根据本区盆地的构造格局特点
,

地堑

断超规律
,

应把地球物理和钻探工作量集中

到靠近中央隆起带两侧的地堑上
,

特别是对

有油气显示又位于隆起西侧的地堑上
,

如海

拉尔盆地的贝尔地堑
,

二连盆地的额合宝力

格
、

巴音都兰和脑木更等地堑
。

并需坚持深

浅兼探
,

构造和地层油气藏并找
。

2
.

鉴于本区地堑类型多
,

结构复杂和沉

积速率快
、

相变剧烈以及火山活动频繁等特

点
,

应加强地堑结构类型与油气聚集和分布

规律的综合研究
,

尤其是对不同类型成地堑

的生
、

储
、

盖及圈闭 在时
、

空 上 的 配置关

系
,

油气运移方式和运移时期的研究
,

以期

在不同的地堑或其不同构造部位及不同层系

开辟找油新领域
,

发现油气新类型
。

(石 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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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之首 ; 冶金辅助原料的品种将有新的

变化
,

以镁碳砖和兰晶石类为主要配料的不

定型耐材料等部分的代替传统的耐火材料 ,

环保
、

节能所需的非金属矿物原料的消耗也

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
沸石

、

膨润土
,

硅藻

土等矿物将作为处理
“

三废
”
的重要原料加

以使用 , 硅灰石等由于节省能源做为新型陶

瓷原料
,

而代替部分传统陶瓷原料
,

非金属

矿物还可能为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提供具有特

殊性的材料
,

非金属将部分的代替金属物质

应用于某些部门
,

同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矿

产将被其他材料 (天然或人造的 ) 所代替
。

因此
,

地质勘查工作要适应非金属矿业
,

其

他工业
、

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
,

有

计划的开展和调整矿产资源评价和应用研究

工作
。

(执笔宋克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