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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摸清矿产资源储量“家底”ꎬ保障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建立矿产资源定期调查

评价制度ꎬ在全国试点调查取得经验基础上ꎬ贵州省全面开展非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ꎬ对
全省各类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未利用、已利用和压覆状况开展系统调

查与评价ꎬ掌握全省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和开发利用潜力ꎮ 其调查内容与方法技术总体遵循现行

技术标准的最新规定和要求ꎬ本文围绕查明矿产资源与潜在矿产资源两方面的调查内容ꎬ采用

资料收集与整理、采矿权清理、内业整理、外业调查以及数据汇总的技术方法ꎬ系统开展数据库

建设、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题评价与研究ꎬ进一步总结出一套基于贵州省情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工作思路与方法ꎬ可为全省矿产资源储量数据“两库衔接”、动态更新以及矿产资源管理“一张

图”等应用服务提供重要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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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ꎬ根据矿产资源赋存状态与用途等可进一步

划分为非油气和油气两大类型ꎮ 开展矿产资源调

查一直以来是矿政管理部门、矿山企业及科研生

产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ꎬ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最新

一轮原国土资源部部署实施的 “全国矿产资源利

用现状调查”、“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全国

矿业权实地核查” (谭永杰 等ꎬ２０１１ꎻ肖克炎 等ꎬ
２０１３ꎻ高光大等ꎬ２０１３ꎻ张琪ꎬ２０１４)以来ꎬ通过近十

年的勘查与开发利用ꎬ矿产资源在数量、质量、结
构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ꎮ 为全面摸

清矿产资源家底ꎬ自然资源部在总结矿产资源国

情调查试点工作的基础上ꎬ于 ２０２０ 年全面部署和

启动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ꎬ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根据自然资源部自然资办发[２０２０]３６ 号、自
然资办函[２０２０]１５３８ 号等文件要求ꎬ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期间组织与实施全省矿产资源

国情调查与评价工作ꎮ
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是全国矿产资源国

情调查的一个子项目ꎬ通过系统开展非油气类矿

产资源调查ꎬ全面获取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各类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基础

数据ꎬ准确摸清各类矿产资源未利用、已利用和压

覆状况ꎬ对不同矿种和类型矿产资源潜力状况作

出评价ꎬ查明矿产资源与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空间

关系ꎬ全面掌握全省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和开发利

用潜力ꎬ分析省内主要矿产资源的可供性ꎬ推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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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矿产资源定期调查评价制度ꎬ为准确判断经济

形势、科学制定规划政策、守住矿产资源安全底线

提供基础支撑(邓颂平 等ꎬ２０１９ꎻ宋泽友 等ꎬ２０２０ꎻ
赵汀ꎬ２０２０)ꎮ 调查内容与方法技术总体遵循自然

资源部«非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要求»与

«非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数据库建设技术要

求»的基本原则和要求ꎬ本文围绕查明矿产资源与

潜在矿产资源两方面的调查内容ꎬ采用资料收集

与整理、采矿权清理、内业整理、外业调查以及数

据汇总的技术方法ꎬ系统开展数据库建设、调查成

果汇总和专题评价与研究ꎬ提出了一套基于贵州

省情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方法ꎬ可为全省“非
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成果数据库”(简称“国情

库”)与“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管理系统” (简称

“储量库”)的衔接、矿产资源管理“一张图”等应

用服务提供重要支撑ꎮ

２　 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贵州省地处华南板块－扬子陆块区－上扬子

陆块东南部ꎬ从新元古代至古近纪经历了武陵(四
堡)、扬子(雪峰)、加里东、印支、燕山和喜山等期

次构造活动与岩浆热液作用ꎬ不同的成矿作用与

成矿环境所形成的矿种及矿床类型有较大差异

(中国区域地质志贵州志ꎬ２０１７)ꎬ全省矿产资源

类型以沉积－改造型、浅成中－低温热液型为主ꎬ
兼少量岩浆及变质作用型ꎬ主要特征为:(１)全省

广泛分布的碳酸盐岩－碎屑岩和相关沉积型矿产

多与新元古代－新生代洋陆转换、陆缘盆地、陆内

裂陷、陆内拗陷、陆内断陷及其相应的盆地演化相

关ꎻ(２)黔北－黔东－黔南地区分布的锰、磷、铅锌、
重晶石、汞等沉积型矿产与青白口纪中晚期－早古

生代多期次拉张裂陷和强烈的岩浆活动有关ꎻ(３)
黔中、黔北地区分布的铝土矿、锂矿、镓矿等沉积

型矿产与晚古生代裂谷盆地演化有关ꎻ(４)黔西南

－黔西地区分布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稀
有稀土金属等沉积－改造型矿产和中低温热液型

矿产与中新生代的印支－燕山－喜山构造活动与

热液作用在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中成矿有关ꎻ
(５)黔东、黔东南、黔南地区分布的钨锡铜矿、铌钽

矿、金刚石矿等矿产多与岩浆作用有关ꎬ而分布的

板岩石材、大理岩、铁矿等矿产则多与区域性变

质、热接触变质作用有关(周琦ꎬ２０１３ꎻ陶平ꎬ２０１９ꎻ
杨涛 等ꎬ２０２０ꎻ马力克 等ꎬ２０２０)ꎮ

据«２０１９ 贵州省自然资源公报»①ꎬ贵州省已

发现各类矿产 １３７ 种ꎬ占全国 １７３ 种的 ７９ １９％ꎻ
据贵州省 ２０２０ 年储量库(贵州省自然资源厅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数据统计ꎬ贵州省已探明资源储量

的矿产 １０９ 种(含亚种 ２２ 种)ꎬ其中油气类 ３ 种

(煤层气、矿泉水、地下热水)、非油气类矿产 １０６
种ꎻ已上表矿产 ８７ 种、暂不上表矿产 ２２ 种ꎻ主要

(单一)类型矿产共计 ９０ 种、共伴生类型矿产 １９
种ꎻ能源矿产 ２ 种、金属矿产 ２９ 种、非金属矿产 ７７
种(含亚种 ２２ 种)、水汽矿产 １ 种ꎮ 统计有 ２５ 种

矿产查明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三位ꎬ排位第一者

有锰、汞、重晶石、化肥用砂岩、砷、光学水晶、玻璃

用灰岩、饰面用灰岩、砖瓦用砂岩 ９ 种ꎬ排位第二

者有硫铁矿、冶金用砂岩、碘、陶瓷用砂岩、饰面用

辉绿岩 ５ 种ꎬ排位第三者有磷、稀土、钒、铝、锗、
钪、镓、铸型用砂岩、熔炼水晶、建筑用砂、建筑石

料用灰岩 １１ 种ꎮ

３　 技术标准

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全面启动后ꎬ自
然资源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技术性文件及标准规

范ꎬ主要包括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 ＧＢ /
Ｔ１７７６６－ ２０２０)、«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要求»
(非油气部分)、«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数据库建设

技术要求»(非油气部分)、«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典

型矿区(山)案例»等(张照志 等ꎬ２０２２)ꎬ不断从技

术层面对调查内容与方法予以规范ꎬ进一步提高

了本次调查与评价的质量与效率ꎮ
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以«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分类» (ＧＢ / Ｔ１７７６６－２０２０)为开展资源储量

新老分类标准转换工作的技术指南ꎬ将固体矿产

资源储量分类(ＧＢＴ１７７６６－１９９９)标准的资源储量

类型对应按其原则与方法转换为证实储量、可信

储量、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以及

潜在矿产资源六种类型ꎻ以«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

术要求»(非油气部分)、«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数据

库建设技术要求» (非油气部分)为基本遵循ꎬ结
合贵州实际编制«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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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ꎬ明确了查明矿产资源调查与潜在矿产资源

调查的工作内容ꎬ厘定了资料收集与整理、采矿权

清理、内业整理、外业调查以及数据汇总的技术方

法ꎬ在工作内容与方法基础上系统开展数据库建

设、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题评价与研究ꎻ以«矿产资

源国情调查典型矿区(山)案例»为具体执行参

考ꎬ对全省调查单元(矿区)及对象(矿山)进行全

面调查和成果编制ꎮ

４　 调查内容与技术路线

４ １　 调查内容

表 １ 贵州省储量库中非油气类矿产矿区上表情况一览表(单位:个)①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矿产
主要(单一)类型矿产矿区上表情况 共伴生类型矿产矿区上表情况

已上表 暂不上表 已上表 暂不上表

部级发证矿种

钨 ２ ０ ２ ０
稀土 １ ０ ５ ０
锡 ０ ０ ２ ０
锑 ３５ １ ８ ０
钼 ３２ ４ １４ ０
钴 ０ ０ ２ ０
锂 ０ ０ １０ ０
钾 ９ ０ ０ ０

省级发证矿种

煤 ８３１ １３５ ２７ １
金 ９８ １２ ５ ０
铁 １５２ ６ １６０ ０
铜 ２５ ０ １７ ０
铝 １３３ １５ １７ ０
镍 ５ ０ ２８ １
磷 ６９ １２ ８ ０

萤石 ３３ ２０ １１ ４
锰 ６０ ３ ２ ０

市(州)级发证矿种 ８７４ ７２２ ６０２ ３４

县(市、区)级发证矿种 ９２３ ４ ７４７ ３ ４０

合　 计 ３ ２８２ ５ ６７７ ８２３ ８０

　 　 注:①表中将市(州)级和县(市、区)级发证矿种作归并统计处理ꎮ

　 　 查明矿产资源调查与潜在矿产资源调查是本

次调查的主要内容ꎬ是掌握全省矿产资源保有供

给能力和开发利用潜力的基础性工作ꎬ是开展国

情库建设、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题评价与研究的数

据源泉ꎮ
其中ꎬ查明矿产资源调查是对贵州省已查明

资源储量的非油气类 １０６ 种矿产实行全覆盖调

查ꎬ其中 ８６ 种主要(单一)类型矿产作独立调查ꎬ
２０ 种共伴生类型矿产列入对应主要矿产中进行

调查ꎮ 调查内容以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贵州

省储量库中已上表矿区 ３２８２ 个、暂不上表矿区

５６７７ 个为调查单元ꎬ以生产矿山(在建、停产)矿

山、关闭(闭坑)矿山、未利用矿区(矿产地)以及

压覆矿产资源为调查对象ꎬ在全省已有矿产资源

勘查成果基础上开展全面调查ꎮ 调查过程中为了

便于行政管理与应用ꎬ本次调查将矿区主要或单

一矿产分类与本省矿业权出让登记矿种保持相一

致ꎬ进一步划分出部级、省级、市(州)级和县(市、
区)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证矿种的 ４ 类调查(表
１)ꎬ部级发证矿种有钨、稀土、锡、锑、钼、钴、锂、钾
８ 种ꎬ省级发证矿种有煤、金、铁、铜、铝、镍、磷、萤
石、锰 ９ 种ꎬ县(市、区)级发证矿种主要为建筑用

与砖瓦用砂石土类矿产 １３ 种ꎬ市(州)级发证矿种

则为除部级、省级、县(市、区)级发证的其他矿种

７６ 种ꎮ
潜在矿产资源调查是在查明矿产资源调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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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的基础上ꎬ通过对调查单元及对象中原

３３４? 资源量的转换与汇总ꎬ结合贵州省上一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①ꎬ开展矿

产资源潜力动态更新与评价工作ꎮ 本次以全省

煤、铁、铜、铝、铅、锌、银、锰、镍、钼、钒、锂、钨、金、
锑、汞、稀土、磷、硫、萤石、重晶石、炼镁白云岩等

２２ 种矿产为调查内容ꎬ查明其矿产资源空间分布

与数量特征以及 ２０１２ 年来矿产勘查取得的成果ꎬ
系统获取潜在矿产资源状况数据ꎬ更新圈定预测

区ꎬ进而动态更新评价其矿产资源潜力ꎬ为我省找

矿勘查规划与部署提供依据ꎮ

４ ２　 技术路线

遵循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与评价“资料收

集、内业整理、外业调查、成果编制、综合研究” 的

总体技术路线ꎬ本次调查围绕查明、潜在矿产资源

的调查内容形成了资料收集与整理、采矿权清理、

内业整理、外业调查、数据汇总以及数据库建设、
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题评价与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１)ꎮ 数据质量是调查统计的生命ꎬ直接影响到调

查成果质量与应用ꎬ因此数据汇总与数据库建设

是关键环节ꎬ本次调查充分利用全省最新的矿政

管理、地质矿产勘查、矿山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基础

成果资料ꎬ以 ２０２０ 年储量库与矿业权库中数据为

调查本底ꎬ内业整理过程中系统对各类矿产调查

单元与对象进行系统梳理与本底数据整理ꎬ外业

调查过程中运用“３Ｓ”技术对内业整理存疑的问

题开展调查与核实ꎬ对各项数据进行修改、补充与

确定ꎬ最后以内、外业调查成果为基础ꎬ利用自然

资源部信息中心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联合开发的非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成果数据

采集及质量检查软件与平台完成调查成果数据集

成ꎬ以实现全省矿产资源数据动态管理的基础性

数据统计应用ꎬ即国情库与储量库的无缝衔接ꎮ

图 １　 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工作方法

５ １　 资料收集与整理

５ １ １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工作贯穿整个调查过程ꎬ是本次调

查的基础环节ꎬ呈现多部门、多渠道、多批次地收

集的重要特征ꎬ主要包括:(１)数据库类资料ꎬ分别

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矿保处、矿业权处ꎬ贵州省自

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和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等部

门收集 ２０２０ 年储量库(空间库)、矿业权库、开发

利用库和 ２０１２ 年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

(核查库)ꎻ(２)报告类资料ꎬ从贵州省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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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ꎬ各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局、矿山企业

以及地质矿产勘查单位等收集矿区、矿山最新勘

查报告、核实报告、核查报告、压覆报告、开发利用

方案以及最新核实报告以来历年储量年报等ꎻ(３)
遥感数据资料ꎬ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测绘院以县

(市、区)为单元收集全省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遥感影像资料ꎻ(４)功能区数据资料ꎬ从贵州省

自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收集已批复的有关生态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自然保护地

等数据内容ꎮ
５ １ ２　 资料整理

各类资料来源与用途不同ꎬ整理内容分别概

述如下:(１)数据库类资料:主要为全省矿政管理

的基础数据ꎬ其来源渠道正规、数据较完整、时效

性好、可靠性高ꎮ 首先ꎬ系统梳理储量库、矿业权

库中矿区(探矿权)范围、采矿权范围与资源储量

范围ꎬ确定本次调查单元与对象ꎻ其次ꎬ按调查单

元从储量库、矿业权库和核查库导出对象数据ꎬ作
为本次调查本底数据ꎻ最后ꎬ通过内业工作整理出

有效数据和存疑数据ꎬ以便后续利用与修改更正ꎮ
(２)报告类资料:一是已评审备案和汇交的各类资

料ꎬ其正文、附图(ＣＡＤ 或 Ｍａｐｇｉｓ 格式)、附表、附
件齐全且均为电子文档ꎬ能够满足本次调查需要ꎻ
二是已评审备案尚未汇交的各类资料ꎬ主要通过

矿山企业及地质矿产勘查单位进行补充收集ꎬ包
括报告、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等电子成果ꎻ
三是县(市、区)级未评审备案的矿山储量年报和

关闭停产证明材料等ꎮ 及时将资料按矿产、调查

单元、调查对象和编制时间先后性进行归类、排
序ꎬ以确保各类资料得以有效利用和溯源查询ꎮ
(３)遥感数据资料:影像解译辅助外业调查工作部

署以及矿区、矿山利用现状调查ꎬ将高铁、高速、水
库、输油(气、电)等重大工程对省内优势矿产大

中型矿区压覆的情况在遥感影像图上进行详细标

绘ꎬ以供矿产资源可利用性评价ꎮ (４)功能区资

料:通过数据转换与整理ꎬ将其与梳理后的调查单

元、对象和储量估算范围进行叠合分析ꎮ

５ ２　 采矿权清理

受矿证新办、到期注销、到期续办、整合兼并、
重组换名、矿权灭失以及矿业政策变化等影响ꎬ贵
州省各类非油气矿产采矿权现状与历史沿革变化

情况较为复杂ꎬ作为本次调查对象的核心内容ꎬ采

矿权清理将作为先于内业整理的一项基础性调查

任务ꎮ 第一步ꎬ从调查本底数据中进一步汇总采

矿权相关信息形成全省采矿权清理清单表ꎻ第二

步ꎬ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全省自然资源矿管部门开

展采矿权信息核实、补充与更新等方面的技术培

训ꎻ第三步ꎬ由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局矿

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如采矿权到期、灭失、变更、
新增等对辖区采矿权明细清单进行修改、调整和

补充ꎬ并核实提供相关佐证材料ꎻ第四步ꎬ由承担

单位对全省调整后的采矿权信息进行汇总ꎬ对其

变化与存疑内容逐一进行质询与核实ꎬ以便查清

全省采矿权数量与变化情况(表 ２)ꎮ

５ ３　 内业整理

５ ３ １　 调查单元及对象梳理

因矿区勘查新增、政策性调整、采矿权整合以

及登记不及时等原因ꎬ储量库中矿区、采矿权、储
量估算范围等存在空间关系上交叉重叠、资源储

量数据重复上表以及数据信息不全等情况ꎮ 本次

调查将储量库中矿区范围、采矿权范围、资源储量

估算范围与压覆范围ꎬ矿业权库中采矿权范围ꎬ以
及新发现矿产地范围等投影于 １ ∶ ５０ 万贵州省地

理底图上ꎬ依据“以新压旧、不重不漏”的要求ꎬ确
保调查单元及对象的独立性ꎬ确定了 １５ 种常见问

题的梳理方法(表 ３)ꎬ并结合各类报告资料、数据

库及采矿权清理结果ꎬ对矿区、采矿权、压覆矿产

资源、新发现矿产地等进行系统梳理ꎬ并对梳理过

程中存疑的坐标、空间归属及套合关系等进行汇

总ꎬ形成了以矿区为独立单元的调查单元及对象

套合关系分布图与明细清单ꎬ以便外业调查核实ꎬ
表 ４ 为本次调查单元梳理结果ꎮ

通过本次梳理ꎬ解决了储量库中矿区及矿山

重复(漏)上表、交叉重叠、归属错误等问题ꎮ 如

图 ２－Ａ 显示梳理前原 Ｘ 矿区包含了 ｂ 矿区、ｃ 矿

区以及 ａ 矿区部分ꎬ导致重复上表的情况ꎬ故将原

Ｘ 矿区进行拆分ꎬ并对 ａ 矿区范围进行调整ꎻ图 ２－
Ｂ 显示原 Ｙ 矿区与 ｅ、ｆ、ｇ、ｈ 矿区交叉重叠、原 ｅ 矿

区(大)包含了 ｆ 矿区(小)的情况ꎬ故根据矿区实

际资源储量估算范围ꎬ对原 Ｙ 矿区范围进行缩减

调整ꎬ确保其与其它矿区范围不交叉重叠ꎬ对原 ｅ
矿区进行拆分ꎬ并保留原 ｆ 矿区以及原 ｅ 矿区西北

及东南部内容ꎻ图 ２－Ｃ 显示原 Ｚ 矿区与 ｉ、ｊ、ｋ、ｌ 矿
区的储量估算范围有交叉重叠情况ꎬ考虑到原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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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资源储量数据为普查阶段获得ꎬ而 ｉ 矿区为

详查阶段以及 ｊ、ｋ、ｌ 矿区为勘探阶段ꎬ相比较原 Ｚ
矿区资源储量数据较老ꎬ故仅对原 Ｚ 矿区资源储

量估算范围交叉重叠部分进行分割与扣除ꎮ
表 ２　 贵州省非油气矿产采矿权清理结果一览表(单位:个)②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ｉｎ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矿产
２０２０ 年储量库中

采矿权数量(１)
２０２０ 年矿业权库中

采矿权数量(２)
清理结果(３)

有效期内 有效期外 合计

部级发证矿种

稀土 １ ０ ０ １ １
锑 １０ ６ ７ ３ １０
钼 １７ ７ ６ １１ １７
钾 １ １ １ ０ １

省级发证矿种

煤 １ ８２５ ９９２ ３８０ １ ４８１ １ ８６１
金 ７８ ４５ ２８ ５０ ７８
铁 ６３ ３６ １８ ４２ ６０
铜 ３ ２ １ ２ ３
铝 １４２ ９９ ７１ ６７ １３８
镍 ２ ２ １ １ ２
磷 ７３ ４３ ３２ ３９ ７１

萤石 ３９ ２７ １７ ２７ ４４
锰 ７１ ４１ ３４ ３８ ７２

市(州)级发证矿种 １ １６３ ８２１ ５０６ ７６２ １ ２６８
县(市、区)级发证矿种 ５ ５７１ ２ ５６０ １ ７３３ ３ ９００ ５ ７２３

合　 计 ９ ０５９ ４ ６８２ ２ ８３５ ６ ４２４ ９ ３４９

　 　 注:②有效期计算基准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ꎻ钨、锡、钴、锂、化肥用石英岩、陶瓷用砂岩、压电水晶、玻璃用脉石英、玻璃用灰岩、石

棉、铌钽、金刚石等 ２９ 个矿产未曾设置过采矿权ꎻ(１) －包括有效期内、外ꎻ(２) －仅有效期内ꎻ(３) －为全省市(州)、县(市、区)自然资源局

矿管部门与承担单位共同清理的结果ꎮ

表 ３　 调查单元及对象常见问题梳理方法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序号 问题类型 梳理方法

１ 矿区重复上表
根据勘查报告资料ꎬ确定其勘查程度高低与范围ꎬ保留勘查程度较高或资源
储量估算范围较大的矿区ꎬ并删除重复项ꎮ

２ “大矿区”包“小矿区”
被包含的“小矿区”梳理后为独立调查单元ꎻ将“大矿区”进行拆分重组ꎬ勘查
新增分散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独立形成调查单元(或新增)ꎬ与相邻矿区毗
邻较近或有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交叉重叠的ꎬ并入相邻矿区ꎮ

３ 矿区范围交叉重叠
确保矿区间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不交叉重叠前提下ꎬ对矿区边界进行适当调
整ꎬ使其成为独立调查单元ꎮ

４ 矿区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交叉
重叠

两种方法ꎬ一是通过几何分割ꎬ重叠部分按勘查程度较高的矿区保留ꎬ勘查程
度较低的矿区则扣除重叠部分ꎬ同时适当调整矿区边界使其独立ꎻ二是将两
个矿区合并为一个独立调查单元ꎬ重叠部分保留勘查程度较高矿区的资源储
量ꎬ同时扣除勘查程度相对较低矿区重叠部分资源量(已上表)ꎮ

５ 矿区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大于矿
区范围

将矿区范围作适当调整ꎬ使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完全包含于矿区内ꎮ

６ 采矿权范围大于矿区范围
根据矿区内主要矿体分布与最新采矿权设置ꎬ将矿区范围作适当调整ꎬ使采
矿权完全包含于矿区内ꎮ

７ 矿区或采矿权或资源储量估算
范围坐标、归置关系有误

根据勘查报告或核实报告资料、矿业权库以及县(市、区)采矿权清理结果ꎬ
调查核准坐标ꎬ甄别后进行校正与调整ꎮ

８ 采矿权交叉重叠

通过对两个矿山采矿权的坐标、是否同一矿层、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标高等进行
信息核实ꎬ确定是否存在事实重叠ꎮ 若核准有采矿权已注销或关闭ꎬ根据最新
报告资料和采矿权清理结果ꎬ对其进行调整ꎻ若两个采矿权均在有效期内ꎬ再
经矿山实地核实、调整ꎬ若核实后仍然存在交叉重叠的ꎬ统计后报省自然资源
厅矿业权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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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问题类型 梳理方法

９ 采矿权跨越两个矿区范围 将两个矿区合并为一个调查单元ꎬ使采矿权完全包含于矿区内ꎮ

１０ 暂不上表矿山、新增采矿权或
矿产地

综合查明资源储量的有效性ꎬ作为新增调查单元ꎬ列入独立的矿区ꎮ

１１ 资料信息不全或利用潜在矿产
资源上表的矿区

多为利用上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资料上表的矿区ꎬ本次梳理保留该矿区并作为
独立的调查单元ꎮ

１２ 储量库中已利用矿区显示无占
用资源量

根据勘查报告或核实报告最新信息与采矿权清理结果采集数据ꎬ补充占用采
矿权信息和资源储量数据等内容ꎮ

１３ 矿区名称与实际矿产名称不
对应

矿区名称与勘查报告或核实报告中矿产名称不对应ꎬ已上表矿区名称暂作保
留ꎬ而新增矿区根据实际矿产名称进行重新命名与调整ꎮ

１４ 资源储量类型与范围有误
已上表矿区储量库中资源储量类型与范围显示和报告不一致ꎬ根据勘查报告
或核实报告资料ꎬ采用“以图核数”的原则进行调整ꎮ

１５ 储量库已上表矿区中无“１０００”
登记分类号信息

储量库中未做查明登记直接进行占用登记ꎬ或其它原因导致矿区下无未利用
部分(１０００ 登记分类号)、矿区信息缺失ꎬ根据采矿权清理结果、资料收集整
理情况ꎬ进行数据补充ꎮ

表 ４　 贵州省调查单元梳理结果表(单位:个)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主矿产矿种
梳理前储量库中

矿区数
梳理后本次调查

矿区数
梳理后与储量库矿区

数量增减情况
变化情况

部级发
证矿种

省级发
证矿种

钨矿 ２ ２ ０
稀土矿 １ １ ０
锑矿 ３５ ３３ －２
钼矿 ３２ ３２ ０

含钾砂页岩 ９ ９ ０
煤炭 ８３１ ７９０ －４１
金矿 ９８ ９１ －７
铁矿 １５２ １４５ －７
铜矿 ２５ ２５ ０

铝土矿 １３３ １２３ －１０
镍矿 ５ ５ ０
磷矿 ６９ ６８ －１

普通萤石 ３３ ４５ ＋１２
锰矿 ６０ ５９ －１

部、省级发证矿种梳理
前后矿区数量变化不
大ꎬ其中煤矿、铝土矿、
金矿、铁矿等矿区数减
少原因多为矿区重复
上表、 整 合 兼 并 ( 合
并)ꎻ普通萤石矿区数
增加原因多为漏上表
或新增调查对象(采矿
权)

市(州)级发证矿种 ８７４ １ ２４４ ＋３６８

县(市、区)级发证矿种 ９２３ １ ４９０ ＋５６７

市、县级发证矿种梳理
前后矿区数量变化较
大ꎬ原因多为漏上表或
新增调查对象 (采矿
权)

合计 ３ ２８２ ４ １６２ ＋８８０ 总体增加率 ２６ ８１％

５ ３ ２　 调查本底数据整理

从储量库导出包括矿区和矿山基本情况、矿
床特征、主要矿体特征、矿区外部条件、矿产资源

储量、空间信息、采矿信息、选矿信息、综合回收、
环境因素、经济信息、压覆、报告等内容ꎬ形成矿区

调查表ꎬ根据各类资料与梳理结果ꎬ对该表进行修

改、补充与更新ꎬ并对更新后的数据内容、数据质

量进行复核ꎬ复核后仍然存疑或不自洽的数据留

待外业调查进行补充ꎮ

５ ４　 外业调查

主要包括生产(在建、停产) 矿山、关闭(闭

坑)矿山、未利用矿区(矿产地)、压覆矿产资源的

外业调查与核实ꎬ 调查方法如下所述:(１)生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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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调查单元及对象梳理前后对比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清镇猫场地区铝土矿调查单元及对象梳理前后对比图ꎻＢ—开阳花梨地区磷矿调查单元及对象梳理前后对比图ꎻＣ—瓮安玉华地区磷

矿调查单元及对象梳理前后对比图ꎻ１—矿区ꎻ２—采矿权(有效期内)ꎻ３—采矿权(关闭矿山)ꎻ４—矿区资源储量估算范围ꎻＸ—清镇市猫

场铝土矿区ꎻＹ—开阳新寨磷矿整装勘查区ꎻＺ—瓮安县白岩背斜磷矿整装勘查区ꎻａ—清镇市猫场铝土矿区平桥矿段ꎻｂ—清镇市铝土矿猫

场矿区 ０－２４ 外围红花寨、白浪坝矿段ꎻｃ—清镇市猫场铝土矿区周刘彭矿段ꎻｄ—开阳县双山磷矿区ꎻｅ—开阳县翁昭矿区ꎻｆ—开阳县卢沙

坪磷矿ꎻｇ—开阳县龙水磷矿区ꎻｈ—瓮安县玉山镇水库淹没区磷矿ꎻｉ—瓮安县白岩磷矿ꎻｊ—瓮安县玉华乡老虎洞磷矿ꎻｋ—瓮安县小高寨

磷矿ꎻｌ—瓮安县白岩磷矿玉华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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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停产)矿山调查ꎮ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下达的调

查任务ꎬ矿山企业自行开展或委托专业技术队伍

开展矿山地质测量、采样化验、数据整理及成果编

制等ꎬ其中正常生产矿山主要以最新评审备案的

勘查报告、核实报告为依据ꎬ并结合储量年报或矿

山生产台账资料等进行数据采集ꎻ有效期内在建

(筹建、基建等)矿山或到期正续办的停产(技改)
矿山ꎬ主要收集矿山最新的储量报告进行数据采

集ꎬ并由矿山企业和相应的县(市、区)自然资源

局矿管部门共同提供停产证明材料ꎮ 承担单位对

矿山企业或委托专业技术队伍提交的矿山成果资

料全面检查与核实ꎬ首先对其成果报告、附图附表

及调查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逻辑性和准确性进

行室内检查ꎻ再者采取实地测量、座谈、采访等外

业核实方式ꎬ全面了解矿山历史沿革、矿山开发利

用、资源储量及找矿潜力等情况ꎬ佐证其成果资料

真实性ꎻ(２)关闭(闭坑)矿山调查ꎮ 首先ꎬ由市

(州)、县(市、区)自然资源局矿管部门对辖区内

关闭(闭坑)矿山进行核实ꎬ提供关闭(闭坑)原

因的情况说明ꎬ并附相应佐证材料(采矿许可

证、注销公告、关闭证明及相关储量报告)ꎻ其
次ꎬ由承担单位以储量库中数据为基础ꎬ依据收

集的矿山最新评审备案的核实报告和最近一次

储量年报进行数据采集ꎬ并对存疑数据采取实地

测量、采访等方式进行调查与核实ꎻ(３)未利用

矿区(矿产地)调查ꎬ包括对已利用矿区矿山未

占用区域的调查ꎮ 一是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的数据特征ꎬ通过矿区解译标志ꎬ叠加区域地质

矿产背景和储量库的数据信息ꎬ对矿区开展利用

现状调查ꎻ二是对于内业整理过程有存疑的未利

用矿区ꎬ采取实地测量、采访等外业调查方式进

行调查ꎻ(４)压覆矿产资源调查ꎮ 全面获取已评

审备案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和功能区资料

中矿区或矿山的压覆信息及状况ꎬ并在遥感影像

上对高铁、高速、输油(气)等建设项目压覆的情

况进行标注ꎬ直观了解调查单元及对象的事实压

覆情况ꎬ对于存疑数据项本次调查采取实地测

量、采访等方式进行核实ꎮ

５ ５　 数据汇总及数据库建设

在储量库数据清理基础上ꎬ本次调查数据主

要有文档数据、矢量数据、栅格数据、三维数据及

元数据五种类型ꎬ利用“非油气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成果数据采集及质量检查软件与平台”进行数据

汇总与质检形成矿区数据库ꎬ并叠合评审验收后

的综合研究成果构建和丰富国情库(图 ３)ꎮ

图 ３　 贵州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数据库建设流程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６　 成果汇总及专题评价

５ ６ １　 成果汇总编制

主要包括矿区(矿山)调查成果、单矿种汇总

和省级报告ꎮ
１ 矿区(矿山)调查成果包括资源储量数据、

图件、报告和数据库ꎮ 资源储量数据主要由矿体、

矿山到矿区逐级汇总形成ꎻ图件以平面套合图、储
量估算图和利用现状图 ３ 类为主ꎬ充分展现矿区

地质矿产背景、调查单元及对象套合关系、各矿体

资源储量数据分布以及利用现状等特征ꎻ报告主

要对本次调查过程、调查结果与质量保障等内容

进行详细阐述ꎻ而数据库是对矿区资源储量数据、
图件与报告的集成展现ꎬ可通过矿区成果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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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查询ꎬ全面了解矿区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结
构和空间分布信息ꎮ

２ 单矿种汇总是在矿区调查成果基础上ꎬ按
照证实储量、可信储量、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五个资源储量类型ꎬ按不同矿种进行

汇总统计ꎬ摸清各矿种累计查明量、保有量及消耗

量情况ꎮ
３ 省级报告是在建成矿区数据库、矿区(矿

山)调查成果以及单矿种汇总成果库基础上ꎬ按全

省 １０６ 个非油气类矿产、分市州(或县市区)进行

查明矿产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等现状

的汇总、综合与分析ꎬ摸清矿产资源家底ꎮ
５ ６ ２　 专题评价与研究

１ 潜在矿产资源动态更新评价ꎬ主要围绕前

述 ２２ 个矿种开展动态更新评价工作ꎬ具体方法是

将本次调查对应 ２２ 个矿种查明、潜在矿产资源分

布图与上一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成果图进行

叠合ꎬ并结合近十年来的找矿勘查成果、市场环境

等因素ꎬ对上一轮的最小预测区进行调整ꎬ方式主

要为调整预测区边界、增减预测区、增减预测量以

及调整预测区级别(Ａ 类、Ｂ 类和 Ｃ 类)ꎬ进而更

新、确定预测区和重算矿产资源潜力ꎮ
２ 可利用性评价ꎬ以国情库(矿区数据库)为

数据基础ꎬ本次评价选取铁、铜、铝、金、镍、锂、煤、
磷、锰、稀土和萤石 １１ 种矿产ꎬ优选和确定其能反

映矿产可采性、可选性及资源禀赋信息的参数作

为评价指标ꎬ如矿床类型、勘查程度、矿石类型、矿
石品位、矿体埋深、开采回采率等ꎬ并结合矿山开

采、选冶等实际情况ꎬ对其查明矿产资源在一定时

期内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进行评价ꎬ并推算出可

经济采出的量ꎮ
３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价ꎬ选取铁、铜、铝、

金、镍、钾、煤、磷、锰、铅、锌、锑、重晶石和萤石 １４
种矿产ꎬ一是直接从国情库(登记分类号 ４０００)中
导出其压覆矿产资源数据ꎬ二是将其查明矿产资

源分布范围在遥感影像上与省内高铁、高速、水
库、输油(气、电)等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套合ꎬ分别

标注、汇总评价已批复压覆和事实压覆矿产资源

数量、结构和产能影响的状况ꎬ包括压覆主体、范
围、性质(永久或临时)以及资源储量等内容ꎬ并
提出未来合理避让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建议ꎮ

４ 特定矿种及区域内资源评价ꎬ一是分别选

取煤以及稀土、锂、钴和镍作为能源矿产和战略性

新兴矿产的资源状况评价ꎬ结合矿产供给、需求以

及综合利用情况ꎬ提出勘查开发、储备保护的建

议ꎻ二是将铁、铜、铝、金、镍、锂、煤、磷、锰、稀土和

萤石 １１ 种矿产查明、潜在矿产资源分布图与国家

规划矿区、能源资源基地以及重要功能区进行叠

合ꎬ评价其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资源潜力状

况ꎬ提出区域完善与调整建议ꎮ
５ 勘查部署研究ꎬ在 ２２ 个矿种潜在矿产资源

动态更新评价成果图上ꎬ充分利用地质矿产、经济

地理、市场环境等条件ꎬ对预测区进行优选和分

类ꎬ并结合近期 «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中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与规划

布局ꎬ提出对应矿产近期或中长期较合理的勘查

工作部署及矿产资源基地规划建议ꎮ

６　 讨论

６ １　 组织实施与技术方法的可行性

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协调机制办全面

统筹、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职能部门有效地行政推

动以及多部门联动参与给予了本次调查强有力的

组织实施保障ꎮ 全省市(州)、县(市、区)自然资

源局矿管部门全面完成采矿权清理、矿山生产状

态信息核实ꎬ矿山企业与委托专业技术队伍负责

完成生产(在建、停产)矿山调查ꎬ承担单位全面

完成查明、潜在矿产资源调查的其它工作内容ꎬ整
体分工明确ꎬ并充分结合了贵州实际ꎬ调查具较强

的可操作性ꎮ
技术方法的可行性是调查工作的关键ꎮ 本次

调查总体遵循全国试点调查时已论证和采用的技

术方法ꎬ充分利用已有调查工作基础ꎬ以问题为导

向有针对性的从资料收集与整理、采矿权清理、内
业整理、外业调查、数据汇总、数据库建设、成果汇

总以及专题评价研究等各环节探索出适合贵州省

的技术方法ꎮ 一些资源储量数据获取方法的确

定ꎬ相比较技术标准本次调查进行了补充与完善ꎬ
如部分矿山编制提交的核实报告的时间有超过调

查基准日的情况ꎬ其资源储量数据获取则以距本

次调查基准日最近一次评审备案的报告资料为依

据ꎻ未利用矿区(矿产地)ꎬ包括已利用矿区矿山

未占用区域资源储量则叠合矿区最新勘查报告和

矿山核实报告来获取ꎻ一些依据未评审或备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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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报告以及不齐全资料而登记的资源储量数

据ꎬ充分结合省内储量管理部门意见后ꎬ在溯源调

查和确定基础上ꎬ对储量库数据作保留处理ꎻ建设

项目事实压覆、功能区重叠、能源基地等特定区域

内资源储量数据则采用叠合法、面积平均分割法

来获取ꎮ

６ ２　 调查内容覆盖面与基本技术

要求

　 　 对比贵州省上一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矿产资源

利用现状调查完成的煤、铁、锰、铜、铅、锌、银、铝、
钨、锡、镍、钼、锑、金、汞、钒、锂、磷、稀土、重晶石、
萤石、镁、硫铁矿 ２３ 个矿种ꎬ本次调查将实现非油

气类矿产全覆盖ꎬ在全面完成全矿种查明、潜在矿

产资源调查任务的同时ꎬ对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

查项目协调机制办要求优先调查的矿产铁、铜、
铝、金、镍、钾、钴、锂 ８ 种作了重点部署ꎬ由此达到

了“不重不漏、兼顾重点”的要求ꎮ
本次调查同步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ＧＢ / Ｔ１７７６６－２０２０)标准启动实施ꎬ开展矿产资源

储量新老分类标准转换是基本技术要求ꎬ除对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ＧＢＴ１７７６６ － １９９９)标准的

１６ 种资源储量类型进行转换外ꎬ实际调查过程中

亦需对该标准以前的其它资源储量类型进行转

换ꎬ如涉及 ５０—７０ 年代勘查报告资料的“Ａ、Ｂ、Ｃ、
Ｄ 和 Ｅ 级”资源储量类型等ꎮ

６ ３　 调查数据的质量与溯源性

数据的质量与溯源性是本次调查工作的核

心ꎮ 依据调查技术标准ꎬ细化工作方法ꎬ规范调查

流程ꎬ设置严密的质量控制与管理体系ꎬ以确保最

终调查数据的质量与溯源性ꎮ 调查依据的本底数

据资料要求为已评审备案资料或矿政管理基础数

据ꎬ而实际调查过程中市县级颁证的一些矿种涉

及的报告类资料存在已评审未备案、未评审亦未

备案或数据信息不全的情况ꎬ则由相应资料收集

部门进行说明并提交佐证材料ꎻ已利用矿区资源

储量数据采集多为本底数据叠加历年勘查增减量

或开采消耗量所得ꎬ矿山成果编制单位提交矿山

最新储量核实报告以来矿山资源储量变化统计表

并附佐证材料ꎻ矿山外业调查核实中ꎬ通过与矿山

企业或专业技术人员座谈交流、现场查阅矿山成

果资料以及对矿山关键工程测量点、采空区、主要

矿体变化情况等进行现场验证ꎬ检验矿山资料的

自恰性、真实性和溯源性ꎮ 另外ꎬ调查过程严格执

行全国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协调机制办“调查

承担单位 １００％ 自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１００％检查、全国数据人机交互 １００％检查与实地

５％抽查”的质量管理体系ꎮ

６ ４　 调查成果应用与推广

当前全省各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虽然建有矿

山储量动态监测机制ꎬ但调查过程中发现ꎬ多数没

有进行资源储量数据汇总、统计与分析ꎬ统计报表

时间滞后ꎬ储量动态监管存在资源储量数据本底不

准确、更新不及时的不足ꎬ导致数据出现错、漏、重、
旧等问题ꎮ 本次调查ꎬ全面完成全省各类矿产资源

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等数据的有效集成ꎬ通
过专题评价与研究ꎬ可提出近期或中长期较为合理

的勘查工作部署及矿产资源基地规划建议ꎻ通过开

展国情库与储量库衔接工作ꎬ可为自然资源管理主

管部门开展资源储量数据动态管理提供重要数据

库平台支撑ꎻ可通过对调查数据成果表达方面进一

步探索研究ꎬ使矿产资源家底与潜力以更明晰的方

式表现出来ꎬ更大化满足矿产资源管理“一张图”、
国土空间规划的应用服务和需求ꎮ

７　 结语

贵州省矿产资源种类丰富、优势突出ꎬ随着新

时期矿业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ꎬ政府及

企业对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力度的加强ꎬ全省矿

区、矿山及其矿产资源储量数量与质量水平将呈

现大幅度提升ꎬ加之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系统工程ꎬ鉴于全国矿产资源调查及其

动态更新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和机制日趋完善与

成熟ꎬ开展矿产资源家底调查、潜力动态更新评价

等工作ꎬ进一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省实际情况、可
操作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技术方法势在必行ꎮ 本

文围绕查明矿产资源与潜在矿产资源调查ꎬ提出

了资料收集与整理、采矿权清理、内业整理、外业

调查、数据汇总以及数据库建设、调查成果汇总和

专题评价与研究等一套完整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内容与工作方法ꎬ可为全省矿产资源储量数据“两
库衔接”、动态更新以及矿产资源管理“一张图”
等应用服务提供重要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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