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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中论述了!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编制的背景"原!规范#的弊端"新!规范#的主要内

容"使用新!规范#的几点说明$

关键词!石灰岩%水泥配料%勘查规范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0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标准计划号
1%"!2!&"!$

#%石灰岩&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制修订

研究课题#编号
1 34%"!-5#5%!

作者简介$尤关进!

!2$& 6

"#男#甘肃文县人#正高级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7589:*

$

$!'2&!!'.;<<+ =)8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以

下简称%规范'"于
%"!2

年
!"

月形成送审稿#作为主

要起草人#现就编制%规范'的一些细节做一些说明#

利于对%规范'的正确理解和讨论)

!

编制%规范'的背景情况

!2&-

年
2

月#全国矿产储量委颁布的的%冶金&

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矿产地质勘探规范'和
!22'

年

颁布的%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探规范'#都是在
!2-&

年后#在系统搜集和总结地质勘探&矿山设计&生产

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编制的)

%""%

年
!%

月
!-

日#在

上述规范的基础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

布了%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

>? ( @ "%!.5%""%

")

本次%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

!

>? ( @"%!.

*

%"%"

" 制修订和研究 # 是在
>? ( @

"%!.5%""%

基础上进行的) 课题是国家矿产资源储

量 技 术 标 准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 标 准 计 划 号

!

%"!2!&"!$

"#承担单位是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中心# 以竞争性方式选择
%"!-

年外协课题承

担单位)通过遴选#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

建设项目%石灰岩+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制修订研究课题#编号为

34%"!-5#5%!

#由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

院承担) 课题协作单位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储量评

审中心&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和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质勘查中心) 任务书编号
1

国土资矿评任,

%"!-

-

.%

号)

%"!-

年
-

月#开始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 调查

了典型矿山&矿石加工企业和用户单位&科研单位以

及矿山管理部门#全面收集了石灰岩&白云岩&水泥

原料矿山勘查&矿山开采设计&加工&利用等方面的

资料#并进行整理和初步分析研究)

%"!2

年
#

月#提交了%规范'征求意见稿#并向

%'"

家单位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同年
$

月收到
#.

家

单位回函.反馈建议和意见条数
.$&

条#对征求到的

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处理# 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全面

修改)

%"!2

年
!"

月#提交了%规范'!送审稿")

%"%"

年
%

月#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矿产资源储量分技术委员会专家对%规范'!送审稿"

进行了函审# 根据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对送审稿进一

步修改#提交了%规范'!报批稿")

%

原%规范'的弊端

!

!

"原规范中石灰岩主要亚矿种不全#白云岩有

冶镁用途#应与菱镁矿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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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范详查和勘探阶段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矿石加工技术试验要求#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没有区

分$

!

"

"在划分勘查类型时%影响石灰岩和水泥配料

类矿产的主要因素差别较大%原规范没有区分$

!

#

"原规范对矿床勘查深度没有规定%对储量估

算深度要求不符合实际$

!

$

"原规范中没有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缺

少地形测量&工程测量&地质测量&勘探线地质剖面

测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探矿工程部署

等要求%外检样抽取&合格率以及内外检允许偏差要

求计算公式已发生变化$

"

'规范(的主要内容

!" #

!规范"主要内容大纲

'规范(共分
%&

章)

!

范围%表述了'规范(适用

范围*

"

规范性引用文件%表述了规范引用的标准性

文件*

#

勘查的目的及阶段任务%表述了石灰岩#水

泥配料类矿产勘查最终目的%将勘查过程分为普查#

详查#勘探三个阶段+

%'

%分别表述了
"

阶段勘查目

的任务*

$

勘查研究程度%分为普查阶段#详查阶段

和勘探阶段
"

节%每一节按勘查区地质#矿体特征#

矿石质量#矿石加工技术试验要求#开采技术条件#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等内容分别表述*

%

勘查控制程

度%分勘查类型的确定#勘查工程间距的确定#矿床

控制程度
"

节%其中矿床控制程度分普查#详查和勘

探
"

个阶段表述*

&

绿色勘查要求%表述了绿色勘查

基本要求#勘查设计#勘查施工#环境恢复治理与验

收*

'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分勘查测量#地质填图#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物探工作#探矿工

程!工程布置#探槽和浅井#钻探工程"#样品采集加

工及测试!采样#样品加工#分析测试#化学成分分析

质量检查"#岩矿石物理性能测试!岩矿鉴定#体积质

量含水率#抗压强度#粒度分析塑性指数"#原始地质

编录#资料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写等
(

节表述*

(

可行

性评价%分基本要求#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

性研究
#

节表述*

)

资源储量类型条件%分资源量#

储量
!

节*

*

资源储量估算%表述了工业指标#资源

量估算的基本要求#储量估算的基本要求#资源储量

类型确定#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等,另列有
)

个资料

性附录,

!" $

!规范"的主要特点

!

%

"'规范(的适用矿种和范围

按石灰岩主要用途分为熔剂用# 电石用# 制碱

用#玻璃用#制灰用#水泥用#脱硫用#饰面用#建筑石

材用等亚矿种,随着近年环保要求的提高%用于煤矿

脱硫的石灰岩用量增加较大%增加了脱硫用亚矿种,

饰面用和建筑石材用石灰岩另有规范%鉴于此%本次

规范仅包括前
)

个亚矿种,

水泥配料类矿产有硅质原料和粘土质原料%硅

质原料包括!粉"砂岩#砂#脉石英#石英岩%增加了脉

石英*粘土质原料包括板岩!千枚岩"%黏土!粘土#黄

土#红土"%黏土岩!页岩#泥岩"%增加了红土,

本标准适用于石灰岩# 水泥配料矿产各阶段地

质勘查工作# 可作为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及其成果评

价,

!

!

"勘查阶段划分

将勘查阶段分为普查#详查和勘探
"

个阶段%普

查阶段主要解决-有没有.%详查阶段主要解决-有多

少.%勘探阶段通过加强可行性研究%主要解决-可采

多少., 将预查并入前期的基础调查中%预查主要解

决在哪儿找的问题%就是选区研究工作%确定勘查找

矿靶区,

!

"

"勘查控制程度

!

勘查类型的确定

新规范中石灰岩和水泥配料类矿床勘查类型划

分的主要地质因素不同% 石灰岩矿床勘查类型划分

的地质因素去掉了变质岩% 水泥配料类矿床勘查类

型划分的地质因素去掉了岩溶%增加了矿体规模&矿

体形态,

石灰岩矿床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地质因素由矿

体内部结构复杂程度&矿体厚度稳定程度&构造复杂

程度&岩浆岩发育程度&岩溶发育程度等组成, 依据

上述因素%将石灰岩矿床划分为
"

个勘查类型,见附

录
*

,

水泥配料类矿床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因素由矿

体规模&矿体形态及内部结构&矿体厚度稳定程度&

构造复杂程度&岩浆岩发育等组成, 依据上述因素%

将水泥配料类矿床划分为
"

个勘查类型,见附录
+

,

"

勘查深度要求

对石灰岩&水泥配料矿产勘查深度提出了要求%

是勘查工作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 一个矿区的

勘查深度到底多深为宜% 一般是不低于矿区附近的

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低于最低侵蚀基准面时%其勘

查深度应结合市场需求及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论证确

定,

尤关进等)-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编制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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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资源量比例要求

不同资源量比例是反映矿床控制程度的重要指

标! 附录
!

矿床各勘查阶段探求的资源储量及其比

例是新编排的内容! 对大"中型矿床#详查阶段估算

控制和推断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一般应不少于查明

资源量的
"#$

#熔剂用石灰岩不少于查明资源量的

%#$

!勘探阶段估算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推断

资源量# 探明资源量一般应占查明资源量的
&## $

'#$

# 探明和控制资源量一般不少于查明资源量的

%#$

!对小型矿床#不要求必须达到勘探程度才能作

为矿山设计开采的依据# 控制资源量占比不少于

%#$

!

$

(

%绿色勘查要求

为了在勘查工作中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 绿色勘查工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

要求#是处理矿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增加

相应绿色勘查一章和相应条款# 便于勘查单位在实

际工作中操作!从基本要求"勘查设计"勘查施工"环

境恢复治理与验收等方面# 规定了勘查全过程应该

遵循的基本原则!

$

%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原规范对各种勘查工作的各项要求# 没有按工

作种类分类说明!新规范参照&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

范总则'

)* % + &",#-

和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 % + ""(((

#增补
%

个方面内容#分别是(

"

勘查测

量!

#

地质填图!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

作!

$

探矿工程# 增加了勘查工程布置应遵循的原

则!

%

样品的采集"加工及测试#增加了内外检结果

处理"检查分析允许相对偏差要求!

$

.

%可行性评价的要求

依据新修订的总则 )

'

*

#将现行规范可行性评价

修改为基本要求"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

研究! 基本要求说明了可行性研究工作与勘查各阶

段的对应关系#具有动态性#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是

上阶段勘查工作与下一阶段勘查工作" 或矿山建设

的有效衔接# 通过可行性评价工作来确定下一步工

作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可行性评价工作分为概

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

个阶段#说明

了可行性工作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

/

%资源储量类型条件

依然考虑地质可靠程度"经济意义"可行性评价

等因素#按照地质可靠程度由低到高#资源量分为推

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调整了资源量

和储量的内涵!资源量明确为预期可经济开采的!地

质可靠程度不包括矿石加工选冶性能和开采技术条

件等勘查阶段全局性的研究内容!

对推断资源量从工程控制程度规定
0

一种是稀

疏取样工程见矿#第二是高级资源量外推部分!就矿

体而言其位置"形态"产状是基于有限工程推测圈定

的! 就其可靠程度而言#其据少量品位"数量数据估

算得来# 地质可靠程度低! 规定了必须满足
"

个条

件(一个是就矿体而言#达到初步控制程度#指向
"

个点(即形态#总体产状"空间位置!二是对矿体产生

影响的因素达到初步控制程度#指向两个点(褶皱和

断裂+大致控制影响矿体的因素#包括含矿岩系或含

矿层"穿插矿体的岩浆岩脉"矿体夹石的岩性"产状

及其分布变化规律! 三是对影响矿石质量的有用有

益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矿石类型"品级"比例及

其分布变化规律初步查明! 关键字是,初步查明-或

,初步控制-和,大致控制-!

对控制资源量从工程控制程度规定( 是系统取

样工程见矿并圈定矿体#就矿体而言其位置"形态"

产状是基于系统工程圈定的#基本确定矿体连续性+

就其可靠程度而言#其据较多品位"数量数据估算得

来#地质可靠程度较高! 规定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个是就矿体而言# 达到基本控制程度# 指向三个

点(即形态#总体产状"空间位置!二是对矿体产生影

响的因素达到基本控制程度#指向两个点(褶皱和断

裂+基本控制影响矿体的因素#包括含矿岩系或含矿

层"穿插矿体的岩浆岩脉"矿体夹石的岩性"产状及

其分布变化规律! 三是对影响矿石质量的有用有益

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矿石类型"品级"比例及其

分布变化规律基本查明! 基本圈定不同类型或品级

的矿石! 关键字是,基本查明-",基本控制-和,基本

圈定-!

对探明资源量从工程控制程度规定
0

是系统取

样工程基础上再加密工程并圈定矿体# 就矿体而言

其位置"形态"产状是基于系统工程加密圈定的#确

定矿体连续性+ 就其可靠程度而言# 其据充足的品

位"数量详尽的数据估算得来#地质可靠程度高! 规

定了必须满足
"

个条件(一个是就矿体而言#达到详

细控制程度#指向
"

个点(即形态#总体产状"空间位

置!二是对矿体产生影响的因素达到详细控制程度#

指向两个点( 褶皱和断裂+ 基本控制影响矿体的因

素#包括含矿岩系或含矿层"穿插矿体的岩浆岩脉"

矿体夹石的岩性"产状及其分布变化规律!三是对影

响矿石质量的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矿

石类型"品级"比例及其分布变化规律详细查明! 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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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圈定不同类型或品级的矿石! 关键字是 "详细控

制#$"详细控制#和"详细圈定#!

储量的划分考虑到地质可靠程度% 按照采矿$

矿石加工$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

和政策等转换因素确定%可信程度由低到高%储量

可分为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储量考虑了"贫化#因

素!

可信储量是基于控制的资源量估算得到的储

量%对其进行了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相当技

术经济评价%或某些转换因素尚存在不确定性时%基

于探明资源量而估算的储量!换言之%可信储量源于

控制的资源量和探明的资源量!

证实储量是经过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或

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 基于探明资源量而估算

的储量!

明确资源量和储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资源量

转换储量以地质和转换因素的可靠程度为依据!

&

!

'矿床工业指标

新规范明确普查阶段可采用一般工业指标(详

查$勘探阶段原则上应采用论证制订的工业指标!新

增加了脱硫用石灰岩$玻璃用石灰岩$制灰用石灰岩

一般工业指标! 矿山开采技术条件要求中删除了最

低可采标高! 采场最终边坡角应根据边坡高度不同

分别确定%按不同边坡高度做了修改!矿山爆破安全

距离做了修改!

&

"

'矿体圈定和资源量估算

新规范增加了矿体圈连应遵循的原则! 新规范

增加了共生矿产$资源量估算深度$增加地形辅助剖

面的规定! 对石灰岩矿体中个别达不到工业指标要

求样段的处理规定% 由原来的连续
" #

矿体代表厚

度修改为
$! # $% #

!

&

使用新)规范*几点说明

&

$

' 脱硫用石灰岩应注重对矿石结构特征的评

价

尽管石灰岩化学成分中有用和有害组分都符合

质量要求%但石灰岩中方解石矿物的结构以粗晶$细

晶为主%例如重结晶石灰岩&大理岩化石灰岩'$细晶

石灰岩等%将影响脱硫效果! 因此%评价脱硫用石灰

岩%既要满足脱硫用石灰岩的化学成分一般要求%又

要满足石灰岩中方解石矿物结构必须是微晶$ 泥晶

为主!

&

!

'石灰岩矿体中夹石剔除

新规范在资源量估算要求中规定+ 石灰岩矿体

内个别样品有用和有害组分中任意一项不能满足工

业指标要求时%与上$下任意
$! # $% #

矿体代表厚

度的其它样品% 用厚度加权法求得的平均品位能满

足工业指标要求时%仍圈入矿体%否则确定为夹石!

另外%在夹石剔除厚度中规定+岩石状矿
! #

%松软

状矿
$#

!在实际矿体圈定中这两条规定那一条款优

先,应该是前者优先!首先把不满足工业指标的少数

样品带入上$ 下任意
$! # $% #

矿体代表厚度的其

它样品% 经计算满足
$! # $% #

矿体平均品位时则

并入矿体%不再圈出夹石%当不能满足时%依照夹石

剔除要求圈出夹石!

&

'

'石灰岩$水泥配料矿资源量估算深度$分境

界内外估算资源量

大量资料表明%石灰岩$水泥配料矿一般以露天

开采为主%且以需求量来确定矿体勘查控制的范围%

勘查控制范围以内的是矿%以外的暂不予评价!勘查

深度一般不低于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其勘查

深度应结合市场需求及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论证确

定! 本次修订删除了原规范中"最低可采标高+一般

不低于矿区附近的最低地平面标高% 如低于最低地

平面标高%必须通过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新规范删

除这一条% 不等于不可以用矿区附近最低地平面标

高作为最低可采标高% 而是强调通过科学论证确定

勘查深度! 实践中%可根据不同的资源需求情况%结

合矿区实际%科学论证勘查深度%根据勘查深度确定

资源量估算深度和最低可采标高!

分境界内外估算资源量指的是探&采'矿权界限

内%一般只估算露天开采边坡内的矿体资源量!

&

&

'水泥配料类矿床的矿体规模

矿体规模指矿体在矿权内 &探矿权和采矿权区

块内'或勘查区内走向延展长度!

&

(

'矿体的外推

新规范规定了矿体外推应合理% 提出了有限外

推和无限外推的要求% 但实际工作中要结合采场边

坡角$采场最终底盘最小宽度$资源量估算深度等综

合圈定矿体边界!

&

%)

有关术语的理解

修订后的
*+ $ , $'-."/!.!.

% 对规范的用词用

语进行了规范化% 将普查阶段对勘查控制研究程度

的用词用语%统一为初步控制$初步查明%详查和勘

探阶段不变! 新)规范*

-0 $0 '

控制资源量--其地

质可靠程度的具体条件
1

'--初步控制主要脉岩$

含矿岩系$夹石的岩性$产状及其分布变化规律! 这

尤关进等+"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编制说明
"2



第
!"

卷甘 肃 地 质

一段的!初步控制"与推断资源量对应段落中的!大

致控制"#二者之间的控制程度相同$

%

!

& 有关一般工业指标说明

对表
"#

'

"!

中不同化学成分均有相应的工业

指标要求#与原(规范)对比#原(规范)化学成分质量

分数要求比较明确
!

或
"

$本次修订取消了
!

或

"

#基于标准格式要求$ 工业指标中的有用有益组

分为下限值#有害组分为上限值$ 例如*表
"$ #

中石

灰岩边界品位
%&' ! ()

#

*+' " ,$ -

#

./'

0

" ($ -

#

1 "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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