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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现行磷矿地质勘查规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主要讨论了勘查类型划分、工程间距

的确定、资源量估算、共伴生矿产工业指标等问题。 勘查类型的划分应允许有过渡类型;对差异很大的多矿体矿床

应针对不同矿体分别确定勘查类型;勘查类型的确定应实行量化指标;勘查工程间距应按不同成因的矿床确定差异

标准。 各勘查阶段对各类资源量应确定合理的量化比例,并与现行矿业管理政策相统一;对鄂西地区有自然分层的

硅酸盐型磷矿床类型中的富矿层资源量估算应调整为按自然分层圈定;对高镁磷矿石一般工业指标应做出调整;对
共伴生矿产应根据当前回收利用技术水平制定共伴生矿产回收利用的量化指标。

关键词:磷矿;地质勘查规范;鄂西地区

　 　 《磷矿地质勘查规范》 ( DZ / T
 

0209 - 2002) (以下简称

2002 磷矿规范)自 2002 年颁布实施以来,对我国磷矿地质勘

查、资源储量管理和磷矿开采开发管理等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 随着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的逐步完善、磷矿

成矿理论的发展(韩豫川等,2012)、磷矿综合利用技术的提

高等,在磷矿勘查实践中逐渐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

足。 一是随着勘查工作进展、开发利用技术改进、政策变化

及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等,2002 磷矿规范中存在一些不完善

或滞后的内容急需补充完善。 二是 2002 磷矿规范中对有些

内容界定不够明确,导致对规范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在具

体操作处理过程中出现争议,如勘查类型划分、控制程度、资
源 / 储量控制比例等。 三是随着《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

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 (自然资规〔2019〕 7
号)及《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7766 - 2020)》 的发

布,对磷矿规范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调整要求。 本文拟就磷矿

规范应用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讨论,以便在修订时

加以完善。
1　 勘查类型划分及控制程度问题
1. 1　 勘查类型三分,但缺少过渡类型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对矿床勘查类型划分为

三类,允许有过渡类型存在。 2002 磷矿规范也是划分为三

类,但对是否允许过渡类型没有明确。 对于磷矿勘查类型是

否允许有过渡类型,地质人员和不同评审专家各有不同的见

解,在实践中经常发生争议,影响了对设计、成果验收,以及

工程布置、工作量投入、控制程度的准确评价和勘查工作开

展。
对磷矿勘查类型的划分,建议在修订磷矿规范时参照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增加过渡类型,这样有利于针

对不同勘查复杂程度的磷矿开展勘查评价,做到最佳的勘查

程度合理性。
1. 2　 多矿体复杂矿床勘查类型应按不同矿体确定

根据 2002 磷矿勘查规范,在勘查多矿体的矿床中,应以

质量较好、占主要资源 / 储量的主矿体的地质特征确定勘查

类型。 但在生产实践中,多矿体的矿床的勘查类型差异很

大,如仅根据主矿体确定,对其他矿体不一定适宜。 因为矿

山开采对象是具体矿体,如果按主矿体达到勘查程度,而其

他矿体达不到相应级别,在矿山实际生产时将严重影响对具

体矿体的开采,这一点不仅对磷矿如此,对其他矿种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 通常说的勘查类型既有矿床勘查类型又有矿

体勘查类型,两者的概念和用途不同。 同一个矿床只有一个

矿床勘查类型,但同一矿床中不同矿体的勘查类型可以不

同。 实际工作中,不分矿体勘查类型、统一按矿床勘查类型

和相同的工程间距来判断矿体控制程度是不正确的。 对于

巨大矿体也可根据不同地段勘查的难易程度,分段确定勘查

类型(万贵龙等,2017;高帮飞等,2016)。
对多矿体的矿床,建议允许针对差异较大的不同矿体单

独确定勘查类型。 对不同矿体按勘查类型确定不同的勘查

工程间距。 为尽可能兼顾不同矿体勘查类型的工程间距,若
不同勘查类型的矿体在平面上处于同一位置,在垂向上叠

置,则应以较复杂的勘查类型的工程间距布置工程;
 

若不同

勘查类型的矿体并不在垂向上叠置,则可分别按不同勘查类

型的工程间距布置工程。
1. 3　 勘查类型的确定应实行量化指标

2002 磷矿规范提出了划分勘查类型依据的三地质要素,
但因各要素只是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划分,容易在确定勘查

类型时引起争议,尤其矿体稳定程度指标涉及矿体形状、内
部结构、厚度、品位及走向倾向连续性等诸多因素,致使该要

素确定时难度大。 勘查类型的合理划分对勘查程度的确定,



资源量控制程度的划分影响极大,虽然 2002 磷矿勘查规范

在划分勘查类型时给了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际设计或报告

评审时,专家一般还是紧扣规范,而定性方法不利于形成统

一认识,极易引起争议。 一些矿种,如铜、铅、锌、银、镍、钼矿

及铝土矿、冶镁菱镁矿、稀有金属、稀土等分矿种规范地质勘

查规范,均引入了勘查类型划分的量化指标(各影响地质因

素赋值),建立了“类型系数”。

表 1
 

磷矿地质勘查规范其他问题建议

Table
 

1
 

Other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phosphorus
 

ore

序号 所在章节 原文 修改建议

1 6. 2. 1 “……路线地质踏勘” “……路线地质踏勘,并测制或编制地形地质草图。”

2 6. 2. 2
“……控制矿体的地段应编制

……”
“……控制矿体的地段应测制……”

3 6. 2. 4
“详查、勘探阶段勘探线剖面图

都应实测”
“勘查线剖面图都应实测”

4 6. 5. 2 “并严格控制钻孔穿矿偏线距”
这里应明确偏线距范围,在当前深部勘查时,钻孔深度大时可达 2000m,出现

的偏线距有可能较大,可以采用偏线距范围参数来评价其质量和影响程度。

5 6. 6. 3. 2
组合分析方面,规范要求“ 在单

工程中组合”。

这种规定具有片面性,对于工程多的矿区增大了样品数量,应按照 GB / T33444
-2016 中 14. 7. 1. 4. 3 的规定来表述。 而且基本分析项目不再列入组合分析

中,也应与 GB / T33444-2016 一致。 同时,组合样品的组合方法与矿体圈定、
资源量估算有关。 一般来说应该按照同一矿石自然类型或品级进行组合,但
当对矿体不分品级进行混合圈定时,应允许跨品级(或不同自然类型)进行组

合。

6 9. 1. 2 工业指标内容中应包括“矿石品级划分”

7 9. 2. 6 “探明的矿产……” “控制的、探明的矿产……”

8 9. 3. 1
“参与矿产资源 / 储量估算的各项参数必须实测,数据要准确可靠,具有代表

性。”

9 9. 3. 1
增加一个“矿体圈定和矿产资源 / 储量估算方法”方面的资料性附录。 对其基

本原则和方法进行补充说明,对需个别特殊处理的提出原则性意见。 如:详查

阶段一般不应探求 334 资源量。

10 9 (在矿产资源 / 储量估算部分) 增加一款用以明确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各阶段应探求的资源 / 储量类别。

11 附录 E (勘查类型划分依据中)

应增加品位变化系数稳定程度划分方面的内容。 附录 G 矿石工业类型划分

中,G. 4 碳酸盐类矿物含量划分亚类,但该含量指标未列入表 G. 1。 同时碳酸

盐类矿物含量计算公式应增加到附录 G 中。 实际利用表 G. 1 时(磷块矿矿

石),CaO / P2 O5 、酸不溶物、碳酸盐类矿物含量等三个指标常出现互相交叉现

象,是否可以明确以两个或两个以上条件符合为准。

12 4. 3. 4. 1. 3 中
“……途径,必要时初步预测矿

坑涌水量,评价……”
“……途径,初步划分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并初步预测主要矿产资源 / 储量分布

区的矿坑系统涌水量,评价……”

13
4. 3. 4. 2
4. 3. 4. 3
4. 4. 4. 2

后面应分别增加“初步划分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初步确定矿区地质环

境质量类型”、“确定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

14 4. 4. 4. 1. 5 “……地质模型,结合矿床……” “……地质模型,确定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并结合矿床……”

15 4. 4. 4. 3. 5 “确定矿区地质环境质量类型,评价矿床……”

建议磷矿规范应参照其他矿种规范,综合查阅已有地

质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已探明并开发利用的矿床进行对

比(王宗科等,2015),合理确定勘查类型的划分要素,确定量

化指标划分勘查类型。

1. 4　 勘查工程间距宜按不同成因的矿床确定标准
磷矿的勘查工程间距,在 2002 磷矿规范附录 F 中以资

料性附录提供了各勘查类型控制的矿产资源 / 储量基本工程

间距表,作为资料性附录,应该是仅供参考使用。 《固体矿产

地质勘查规范的新变革》(邵厥年,2003)一书中解释 2002 磷

矿规范时也指出:考虑到我国磷矿勘查工作的实际状况,本
次给出参考工程间距,作为规范的资料性附录列出,不作为

验收矿体控制程度的标准。 虽然有人也指出,在地质勘查及

资源储量评审过程中,过分强调工程间距,对规范中给出的

工程间距用得过死,是与现行规范的精神实质相悖的(王敬

等,2005)。 但在实际工作中,设计或成果评审中基本上是将

其作为“规范性资料”来使用的。 另外,勘查工程间距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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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矿床的间距没有分类限定,而是笼统概之,如沉积型、变
质型、内生型的工程间距哪种应取上限,哪种应取下限等。
沉积型磷矿床沿走向和倾向的变化相近,勘查工程间距沿走

向及倾向应大致一致,而现行规范二者差距过大,与地质规

律和实际情况不符。 对走向和倾向上的间距怎么匹配也没

有规定(什么时候执行上限和下限)。
建议在规范修订时,可针对不同成因的矿床实行不同的

勘查工程间距标准。
1. 5　 “控制程度”内容不符合规范的总体编排规则

2002 磷矿规范中的勘查控制程度是指各勘查阶段对矿

体总体控制程度的要求(预查、普查、详查、勘探),而不是指

对级别资源量(预测的、推断的、控制的和探明的)的要求,按
地质可靠程度对各级别资源量的要求在固体矿产资源 / 储量

分类(GB / T17766-1999)中已有定义。 而且,其他各章节均

是按勘查阶段来叙述的,这一节突然变成了按地质可靠程度

来分类描述,与本类规范的总体编排规则不符。
2　 资源储量比例及资源量估算方面
2. 1　 各类资源 / 储量未规定量化比例

不同阶段的勘查控制程度还表现在各类资源 / 储量的比

例方面,2002 磷矿规范要求:探明的资源 / 储量规模,应保证

矿山首期建设返本付息的要求,或根据投资者要求确定。 这

样的规定,对投资者而言,有了可以决定的权利。 由于投资

者总是希望投入最小,带来的后果是矿区(床)总体控制程度

较低,尤其是对大型矿床而言。 而且这一约定不便于实际操

作,而且容易造成无序或引起争议,根据实际规范执行情况

来看,还是明确具体一个量化的比例更符合实际(其他矿种

很多是规定了具体比例)。 如在鄂西地区一般掌握的标准:
 

勘探阶段
 

331
 

+
 

332
 

要达
 

50%
 

~ 60%
 

,且
 

111(
 

331)
 

要满足

返本付息;
 

详查阶段
 

332
 

以上的要占
 

30%
 

以上;
 

普查阶段
 

333
 

要占
 

30%
 

以上(牟宗玉,2016),但这一标准仅是经验

值,未在规范中统一规定。 建议规范修订时综合调研各方意

见及有关省区现有政策规定合理确定各级别资源量比例。
2. 2　 资源量圈定估算与矿体自然分层存在的矛盾

湖北鄂西地区的硅酸盐型磷矿,根据磷矿体矿石内部结

构,一般有三个自然分层,即中间为Ⅰ级品(富矿)矿石,上、
下为Ⅱ、Ⅲ级品矿石。 对如何圈定矿体,湖北省出现了两种

不同意见,一是当富矿能够单独分采(厚度等于或大于 1
 

m),就单独估算富矿资源量,再估算上、下分层的资源量。
当厚度小于 1

 

m 时,则将三个自然分层混合估算。 二是不考

虑自然分层,在矿体内只按分析结果,严格圈出富矿体,把单

工程中Ⅰ、Ⅱ、Ⅲ品级的厚度分别累加,然后求块段平均值,
再估算资源量。 这两种方式估算的资源量相差不大,但在基

础数据、图件表达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对后期矿山开发设

计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而不同的评审专家亦存在不同观点,
勘查单位的报告成果能否通过,与审查专家所持意见有直接

关系。 针对此种类型的矿体,应在规范中约定具体的矿体圈

定处理方法。
3　 工业指标方面
3. 1　 高镁磷矿石一般工业指标应作调整

针对近年来磷矿石脱镁技术的提高,高镁矿石的可利用

指标已大大降低,建议根据现有技术水平,在原工业指标基

础上适当降低工业指标或矿石品级指标。
3. 2　 制定共伴生矿产综合回收利用量化指标

受以前回收方法和技术的制约,2002 磷矿规范对磷矿中

的共伴生矿产回收重视不够,近年来,随着对共伴生矿产的

重视和共伴生矿产回收技术的提高,有些共伴生矿产,如铁、
碘、钾长石、蛭石、氟、稀土等,显现出回收价值。 2002 磷矿规

范在资料性附录 I 中除了对铁的综合回收提出了指导性指

标,对其他共伴生矿产未提出要求。 建议在修订规范时应广

泛调查研究现有综合提取技术及矿山利用情况,综合评估并

提出磷矿中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回收指标。
4　 规范其他方面内容存在的问题

2002 磷矿规范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汇总在表 1 中,包
括样品分析、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在规范

修订时一并考虑修改。
5　 结论

近年来,在磷矿勘查实践和报告评审过程中,发现现行

规范[《磷矿地质勘查规范》(DZ / T
 

0209-2002)]中主要存在

勘查类型划分、工程间距确定、资源量估算、共伴生矿产指标

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在报告评审中各个专家对规范的理解

和认识有所不同,专家之间、专家与报告编制人员容易产生

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规范中存在量化度不够,可操作性不

强等问题(司雪峰,2006),有必要在修订规范时尽量明确。
随着国家对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日益重视,以及《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标准的颁布,对磷

矿勘查规范的修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建议规范修订时应

充分调研《磷矿地质勘查规范》( DZ / T
 

0209-2002)在实际应

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考虑技术进步和管理要求,通过深入

研讨,在修订规范时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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