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气矿产及地热资源储量管

理是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根据地矿部
“

三定
”

方案
,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局 (全国矿产储

量委员会办公室 )是地矿部管理全

国矿产资源的职能机构
,

也是全 国

储委的实体办事机构
。

加强水气矿

产及地热资源储量管理是矿产资

源储量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
。

一
、

我国水气矿产及地热资源

的基本情况

水气矿产包括
:

地下水
、

矿泉

水
、

二氧化碳气
、

硫化氢气
、

氦气
、

氧气共六个矿种
。

根据地质勘查成

果掌握资源基本情况的有地下水
、

矿泉水和二氧化碳气三种
。

根据统

计结果
,

我 国地下淡水 补给资源

8 7 0 0 亿立方米 /年
,

开采资源 2 9 0 0

亿立方米 /年
,

另有地下微咸水开

采资源 90 多亿立方米 /年
。

平原
、

盆地等地 区地下水储存资源约 为

23 万亿立方米
。

地下水资源的分

布地 区差异 明显
,

南方水资源 丰

富
,

北方水资源贫乏
。

约占全国总

面积 60 %的北方十五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 ) 地下水补给资源为 2 6 0 0

亿立方米 /年
,

约 占全 国的 30 %
。

占全 国面积 40 %的南方地 区
,

地

下水补给资源 6 1 0 0 亿立方米 /年
,

占全国的 70 %
。

地下水水源地是城镇或工农

业供水有价值的集中开采地下水

的地段
。

据不完全统计
,

建国来先

后勘查和建成了大
、

中型水源地约

一千多处
。

以含水介质划分
,

孔隙

水类型最多
,

占 68 %
,

岩溶水类型

次之
,

占 25 %
,

裂隙水类型最 少
,

占 7 %
。

截止 1 9 9 4 年底经过供水

水文地质勘查
,

并提交矿产储量审

批机构审查批准 的水源地勘查报

告共 3 46 份
,

其中文革以前 17 份
,

储委恢复后 32 9 份
。

总体上北方勘

查程 度高于 南方
,

B 级量北 方 占

8 2 %以上
,

其中以华北地 区勘查程

度最高
,

西南地区程度最低
。

我国饮用天然矿泉水的勘查

与开发起步于 1 9 8 5年
。

近年来
,

矿

泉 水勘查工 作逐年 增 加
,

截 止

19 9 4 年底
,

已勘查评价饮用天然

矿泉水 1 6 30 处
,

其中多数为偏硅

酸
、

银型或偏硅酸型
,

这两种类型

的 矿泉水分别 占总 数的 48 %和

29 %
,

此外还有碳酸型
、

铿型
、

锌型

等
。

在勘查评价的矿泉水中经储委

审批报告的有 9 52 处
,

占总数的

5 8
.

4 %
,

涉及 3 0 个省 (区
、

市 )
。

二氧化碳气 田 已勘查探 明并

经储委 审批 的两处
,

正 勘查的一

处
。

这三处二氧化碳气具有多种工

业用途
,

经济效益显著
。

地热为一种能源矿产
。

我国地

热资源丰 富
,

已发现地热 点 3 0 0 0

多处
,

打成地热井 2 0 0 0 余眼
,

经勘

查评价的地热点共 2 98 处
。

探 明

地 热流 体 (水 ) 可 开 采 量 总 计

1 6 6 8 4 9 7 立方米 / 日
,

地热流 体所

含热能为 2 7 7 6
.

1 7 M w
。

二
、

勘查报告的审批

《矿产资源法 》第十一条指 出
“
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或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

负责审查批准供矿 山建设使用的

勘探报告
” 。

国务院发布的《矿产资

源法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又进一步

明确
: “

矿产资源勘查报告按照下

列规定审批
。

( 1) 供矿山建设使用

的重要大型矿床勘查报告和供大

型水源地建设使用的地下水勘查

报告
,

由国务院矿产储量审批机构

审批
; ( 2) 供矿山建设使用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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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

中型
、

小型矿床勘查报告和供中型
、

小型

水源地建设使用的地
一

下水勘查报告
,

由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审批
; … … ” 。

勘查报告的审批是储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

也是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地下水水源地勘查报告的审批数量近几年

逐步增长 (见表 1 )
。

表 1 审批地下水水源地勘查报告统计表

年年度度 8 333 8 4 1118 555 8 666 8 777 8 888 8 999 9 000 9 111 9222 9 333 9444

份份数数 222 999 2 888 2999 2 444 3000 3 111 3 666 3 222 3333 3 666 4 OOO

好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做好本职工作
。

饮用夭然矿泉水勘查报告的审批近儿年增

长很快 (见表 2 )
。

1 9 9 3年审批的矿泉水报告数

占当年审批报告总数的 43 %
,

1 9 94 年审批的矿

泉水报告数占当年审批报告总数的 38 %
,

成为

审批数量最多的矿 种
。

截 止 1 9 9 4 年底
,

经 省

( 区
、

市 ) 储委审批
,

并报全国储委复核
、

颁发批

准证 书 2 96 份
。

每半年在 《中国地质矿产报 》上

发布批准证书公告
,

至今 已发布四期
。

表 2 审批矿泉水勘查报告统计表

最近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了强制性国

家标准 G B 1 5 2 18 一 9 4(( 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

准 》
,

该标准是全 国储委为适 应地 下水 资源勘

查
、

审批
、

统计
、

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水资源开采

分配等方面的需要而提出的
。

该标准将地下水

资源划分为允许开采资源和尚难利用的地下水

资源两类
,

按照勘查阶段
、

水文地质研究程度
、

地 下水资源研究程度
、

开采技术经济条件研究

程度等四项 内容
,

把勘查获得的地下水资源量

分为 A
、

B
、

c
、

D
、

E 五个级别
,

并规定 了各自的

应用范围
。

该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1 9 9 5

年 8 月 1 日实施后
,

将与现行的勘查规范一 起

成为地下水资源勘查报告审批的依据
。

各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矿产储量审批机构要做好宣传和

应用该标准的工作
。

在审查水源地勘查报告
,

确定地下水允许

开采量及其级别时
,

应从技术
、

经济
、

环境和现

行法规四个方面来审查
。

特别是在地下水开发

程度 已经较高的地 区
,

需要注重水文地质单元

内地 下水资源的总体评价
,

明确指 出水源地开

发后 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

对现有水源地和所

在水文地质单元的影响
,

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提出建议
。

地下水资源具有水资源和矿产

资源的双重属性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第九条
“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

、

分

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 。

矿产储量审批机构在

履行职责中
,

应坚持供开发利用的水源地勘查

报告由储管部门统一审批的制度
,

主动与水行

政主管部门相配合
,

在工作中相互支持
.

为管理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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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泉水勘查报告审批中还存 在一些 问

题
。

矿泉水是矿产资源
,

作为矿产储量审批机构

要按照 《矿产资源法 》及其配套法规
,

坚持未经

审批的勘查报告不能做为开发利用的依据
。

报

告审批依据的规范是 G B / T 1 3 7 2 7《天然矿泉水

地质勘探规范 》和 G B 8 5 3 7(( 饮用天然矿泉水 》

标准中的水质要求部分
。

在审批矿泉水报告中

应注意严格把关
,

提高报告质量
。

部分省份矿泉

水勘查多
,

开发少
,

应引起注意
。

其他水气矿产
:

二氧化碳气
、

硫化氢气
、

氦

气和氧气均为非烃类天然气
,

对其勘查报告的

审批是水气矿产储量管理的内容
。

审查工作可

依据国家标准 G B n 2 70 一 88 《天然气储量规范 》

进行
。

吉林省储委已审批了两份二氧化碳气 田

储量报告
,

江苏省储委办主动提前介人工业用

二氧化碳气的勘查
。

各省储委办的同志应重视

非烃类天然气的勘查工作
,

积极受理勘查报告

的审批
,

在工作中注意学习有关 知识
,

积累经

验
。

关于地热勘查报告的审批
,

全国储委在《关

于加强地热可开采储量审批与管理问题 的通

知 》中
,

针对当前地热资源勘查
、

开发中的一些

问题
,

就 加强地热资源 可开采储量的审批与管

理 问题
,

提 出了可行的办法
,

具体内容不再重



复
,

很多省 (区
、

市 )储委 已经转发了这个通知并

认真贯彻执行
。

近年来
,

对低温医疗热矿水的勘

查和开发不断增加
,

特别是沿海地区
,

由于其对

旅游开发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

而得到重视
,

各

省 (区
、

市 )储委要将这类勘查报告纳入管理范

围
,

对这类报告的审批
,

可同时 依照 G B l l 6 1 5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
、

G B / T 1 3 7 2 7 《天 然

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 》和 《关于加强地热可开采

储量审批与管理间题的通知 》执行
。

’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中矿床开采技术条件部

份的审查
,

在多年的工作中已积累了较 丰富的

经验
。

国家标准 G B 1 2 7 1 8 一 91 《矿区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实施以后
,

各省在这方面又

做了大量工作
。

最近 由湖北
、

湖南和云南省储委

办公室承担的子课题《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合理

勘探程度研究报告 》已通过了评审验收
,

该成果

系统总结了储委的多年经验
,

可以供各省 (区
、

市 )的同志在这项工作中参考
。

有关水气矿产和地热资源勘查的规范和标

准已经基本齐全
,

其中一些需要陆续进行修订
。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

全国储委发布了《调

整规范要求
,

改革储量审批的意见 》
,

这些意见

与现行规范一起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地

质勘查和审批报告的依据
。

近年来
,

水气犷产勘查 中
,

市场项 目迅速增

加
,

这些市场项 目报告中既有乡镇企业的
,

又有

国家重点项 目的
,

还有一些是涉外项 目
。

由于市

场项 目的影响因素较多
,

使报告审批工作计划

经常发生较大变化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这是一

种正常现象
,

我们的审批工作制度要适应市场

的发展
,

为多种经济成分服务
。

在审查过程 中要

维护国家
、

探矿者和开采部门三方面的合法利

益
,

严把审批关
,

使储委审批真正起到审核
、

监

督
、

仲裁
、

公正的作用
。

既要保护矿产资源
,

又要

促进经济发展
。

在勘查报告的审批中
,

要积极支持新技术
、

新方法在勘查和资源计算中的应用
。

对 1 9 9 3 年

度报告质量评定 中有四份水源地勘查报告被评

为优秀二等
;
五份水源地勘查报告被评为 良好

一等
;五份水源地勘查报告

、

八份矿泉水勘查报

告和一份热矿水勘探报告被评为良好二等
。

我

们应正确引导
,

及时推广新的成果
,

使之尽快转

化为生产力
,

在降低勘查成本
,

提高报告质量方

面发挥作用
。

三
、

全 面落实水气矿产及地热资源储量管

理的职能

水气矿产及地热资源储量管理是矿产资源

储量管理 的一部分
,

除审批勘查报告外
,

还有多

项任务
,

各项职责具有内在联系
,

都是矿产资源

管理不可缺少的环节
,

应全面落实这些职责
。

应重视资源储量的统计
、

复核
。

近几年我们

先后对全国饮用天然矿泉水和地热资源勘查情

况进行了填报统计
,

并分别于 1 9 9 2 年和 1 9 9 3

年向国务院提交 了情况报告
,

为国家对地热和

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提供 了依据
。

各省 (区
、

市 )储管部门也积累了基础资料
。

地下

水资源量的复核统计
,

从 1 9 9 1年开始进行
,

并

逐年安排了工作
。

其 内容包括全国统一划分水

文地质单元
,

核实各单元的区域地下水资源量
,

复核统计 经储委审批的水源地和 已开采的大
、

中型水源地的资源量和基本情况
,

填报统计表

格等
。

到现在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 )储委办 (储

管局 ) 已基本完成了资源量的统计
、

填报
,

模清

了本省 (区
、

市 )地下水资源量的底数
。

这项工作

除 了对全 国地下水量的统计分析提供数据以

外
,

更重要的是为管理本省 ( 区
、

市 ) 的地下水资

源打下基础
。

今后应该把矿泉水
、

地热和地下水

这三种资源量的统计作为各省储委办的一项 日

常性工作
,

每年不断补充新的资料
,

核实原有的

资料
,

并逐年将补充和核实的情况上报
。

水气矿产和地热资源储量管理 的内容还

有
:

组织水源地
、

地热
、

矿泉水产地及典型矿山

开采技术条件的回访调查
;
参与矿产资源储量

资产价值评估
、

政策研究及开发利用规划的制

定和资源分配
;
参与水源地建设立项报告的审

批等项工作
。

落实矿产资源储量管理中有关水气矿产及

地热资源储量管理的职能
,

是各级储量管理部

门的任务之一
,

应结合本地的工作情况全面落

实
。

(地矿部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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