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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 年，我国矿产资源重要勘查成果不

断涌现。为开展矿产勘查进展长期动态跟踪与成果

集成，进一步服务十三五全国矿产勘查规划部署，

笔者依托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

地质调查项目，以我国 21 个重点成矿区带和铁、

铜、铝等 14 类重要矿种的勘查进展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勘查成果特征，开展了成果概况、分布区域、

探获资源量、加权平均品位等多方面综合评价。 

1  重点成矿区带勘查进展重点矿区 

综合研究发现，2010~2014年，阿尔泰等21个

重点成矿区带在一批重点矿区取得了重大找矿进

展，特别是阿尔泰成矿带苏尤河钼矿区，天山成矿

带阿吾拉勒铁矿区、卡特巴阿苏金矿区，昆仑-阿尔

金成矿带塔什库尔干铁矿区，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多

龙铜多金属矿区，冈底斯成矿带甲玛铜矿区、荣木

错拉铜矿区、罗布莎铬铁矿区，北山—祁连成矿带

国宝山铷多金属矿区、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区，柴周

缘及其邻区夏日哈木铜镍矿区、卡而却卡铜矿区、

多彩铜矿区、大场金矿区、瓦勒根金矿区、多才玛

铅锌矿区、柴达木钾盐矿区，西南三江成矿带羊拉

铜矿区、普朗铜矿区、格咱铜矿区、北衙金矿区、

个旧东区锡铜矿区、芦子园—忙丙铅锌矿区、保山

-龙陵铅锌矿区，秦岭成矿带大桥金矿区、阳山金矿

区、大水金矿区、早子沟金矿区，川滇黔成矿区攀

西钒钛磁铁矿区、甲基卡锂辉石矿区、拉拉铜矿区、

清平磷矿区、太阳寺磷矿区、务正道铝土矿区、笔

架山锰矿区，南盘江—右江成矿区灰家堡金矿区、

广西铝土矿区、胡润锰矿区，大兴安岭成矿带岔路

口钼矿区、曹四幺钼矿区、车户沟铜钼矿区、哈达

门沟金矿区、维拉斯托锡多金属矿区、大营铀矿区，

辽东-吉南成矿带鞍本地区铁矿区，晋冀成矿区胶东

金矿区、冀东铁矿区、鲁西南铁矿区，豫西成矿带

灵宝—潼关地区金矿区，武当—桐柏—大别成矿带

沙坪沟钼矿区，湘西—鄂西成矿带花垣—凤凰铅锌

矿区、宜昌背斜磷矿区、道坨锰矿区，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大湖塘钨矿区、栖霞山铅锌矿区、鄂东南铁

铜多金属矿区、小包庄铁矿区、沙溪铜矿区，南岭

成矿带铜山岭钨矿区、锡田钨锡矿区、禾尚田钨矿

区、水口山铅锌矿区、大宝山铜矿区、大万金矿区、

黄沙坪铅锌矿区、宝山铅锌矿区，钦杭成矿带朱溪

钨铜矿区、阳春铜矿区、春湾钼矿区、下雷锰矿区、

湖润锰矿区、大厂锡矿区、石碌铁矿区、抱伦金矿

区，武夷成矿带紫金山铜多金属矿区、何宝山金矿

区、上房钨矿区、仑尾钨矿区、石岩坑铁矿区、大

排铅锌矿区等80个矿区取得一批明显突破。 

2  重点成矿区带找矿进展主要矿种 

综合研究发现，2010~2014 年，21 个重点成矿

区带找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矿种主要集中在 Fe、

Cu、Al、Pb-Zn、Au、W、Sn、Mo、Ni、Ag、Mn、

P、石墨、萤石等 14 类。如阿尔泰成矿带找矿显著

进展的主要是 Mo、Au、W 等，天山成矿带主要是

Fe、Au、Cu、Mo、Ni、Pb-Zn，昆仑—阿尔金成矿

带主要是 Pb-Zn、Fe、Au、Cu、W，班公湖—怒江

成矿带主要是 Cu、Au，冈底斯成矿带主要是 Cu、

Au、Cr、Mo、Pb-Zn、W，北山—祁连成矿带主要

是 Rb、Cu、Au、Fe、Mn、W、石墨、Pb-Zn，柴

周缘及其邻区主要是 Ni、Cu、Au、PbZn、钾盐，



地质论评 2016 年 62 卷增刊 

 

155 

西南三江成矿带主要是 Au、Cu、Fe、Mo、Pb-Zn、

Sn、W，秦岭成矿带主要是 Au、Mo、Pb-Zn，川滇

黔成矿区主要是 Au、Al、Cu、Fe、Li、萤石、Mn、

P、Pb-Zn、W，南盘江—右江成矿区主要是 Au、

Al、Mn，大兴安岭成矿带主要是 Mo、Pb-Zn、Au、

Cu、Fe、Sn，辽东—吉南成矿带主要是 Au、Fe、

Ni、石墨、金刚石，晋冀成矿区主要是 Au、Cu、

Fe、Al、Mn、P、Pb-Zn，豫西成矿带主要是 Au、

Al、Mo、Pb-Zn、W，武当—桐柏—大别成矿带主

要是 Mo、Au、石墨，湘西—鄂西成矿带主要是 P、

Au、W、石墨、Mn、Pb-Zn，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主

要是 Au、Mo、Cu、Fe、W、Pb-Zn，南岭成矿带

主要是 W、Sn、Au、Cu、Pb-Zn，钦杭成矿带主要

是 Au、Cu、Fe、Mo、Pb-Zn、萤石、Sn、W，武

夷成矿带则主要是 Au、Cu、Fe、Mo、Pb-Zn、Rb、

W。 

3  重要矿种勘查重大成果分布 

综合研究发现，2010~2014 年，铁等上述 14 类

矿种的重大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我国 86 个重点地

区。其中，铁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西天山、西昆

仑、攀西、鞍本、冀东、晋东北、鲁西南、豫东南、

长江中下游、赣中、闽南等 11 个地区，铜矿勘查

成果主要分布在驱龙—甲玛、多龙、格咱、长江中

下游、紫金山及阳春盆地等 6 个地区，铝土矿勘查

成果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贵州相

交及广西南部等 4 个重点地区，铅锌矿勘查成果主

要分布在湘西、祁漫塔格、沱沱河、西藏中部、二

连—东乌旗、长江中下游、湘中南、三江南段、粤

北等 9 个重点地区，金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胶东、

小秦岭、西秦岭、西藏多龙、东昆仑、滇黔桂金三

角、西天山、华北阴山、云开大山等 9 个重点地区，

钨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赣北朱溪、赣东北大湖

塘、皖南绩溪、皖南东源、湘南魏家、粤北禾尚田、

湘中黄沙坪、粤西大金山、武夷仑尾钨矿等 9 个重

点地区，锡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湖南锡田、云南

个旧、广西河池、内蒙古维拉斯托等 4 个重点地区，

钼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岔路口、皖西大别

沙坪沟、内蒙古曹四夭、迪彦钦阿木、查干花、车

户沟、新疆东戈壁、藏中帮浦、豫西鱼库等 9 个重

点地区，镍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青海夏日哈木、

东天山黄山东-北山、红旗岭等 3 个重点地区，锰矿

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广西天等—大新—靖西、黔东

南松桃道坨—李家湾—西溪堡、重庆笔架山、甘肃

青砂沟等 4 个重点地区，银矿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

内蒙古二道河、拜仁达坝、东乌旗花脑特，新疆祁

漫塔格，西藏昌都县哇了格等 5 个重点地区，磷矿

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鄂西宜昌—神农架、鄂中荆门

—襄阳、四川攀西、川西北、贵州瓮安、贵州开阳

等 6 个重点地区，石墨勘查新发现主要分布在黑龙

江东部、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豫西南等 4 个重

点地区，萤石勘查勘查成果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四

川南部、广东东部等 3 个重点地区。 

研究还发现，目前相当一部分重大成果位列西

部地区，特别是我国紧缺的大宗矿产资源重大勘查

成果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如铜矿；或者是越来越

多的矿床在西部地区被发现，并可能由此改变了该

矿种原有的全国东中西分布格局，如金矿在西部秦

岭、班公湖—怒江、柴周缘及其邻区、南盘江—右

江、天山、川滇黔、豫西等成矿区带发现的资源量

正好与胶东地区所获得资源量几乎对等；镍矿主要

的找矿成果也集中在西部青海省；铁矿近年在新疆

阿吾拉勒、塔什库尔干及四川攀西等地区所获资源

量有力的改变了铁矿勘查开发格局，锰矿、磷矿勘

查成果主要集中在湘西—鄂西及川滇黔相邻区；铅

锌矿勘查在西部的青海省沱沱河地区、祁漫塔格、

西藏冈底斯及新疆火山云。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

发重大战略的持续实施，我国西部地区矿产勘查势

头与成果越来越明显。 

4  重要矿种探获资源量 

研究发现，2010~2014 年，14 个重要矿种均不

同程度的新增一批重要资源量（334 及以上）。其中，

铁矿勘查共计获得铁矿石（334 及以上）资源量约

250 亿吨，铜矿获得（334 及以上）金属资源量约

5000 万吨，铝土矿获得铝土（332+333+334）矿石

量 14.3 亿吨，铅锌矿获得（334 及以上）金属资源

量约 5550 万吨，金矿获得（334 及以上）金资源量

5100 吨，钨矿获得（334 及以上）WO3 资源量约 580

万吨，锡矿获得（334 及以上）锡资源量约 70 万吨，

钼矿获得（334 及以上）钼金属量约 1400 万吨，镍

矿获得（334 及以上）资源量约 150 万吨，锰矿获

得（334 及以上）锰矿石资源量约 5.05 亿吨，银矿

获得（334 及以上）资源量 3.7 万吨，磷矿获得（334

及以上）磷矿石资源量约 86 亿吨，石墨矿获得（334

及以上）矿物资源量约 3800 万吨，萤石获得（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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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CaF2 资源量约 620 万吨。 

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磷矿勘查成

果约相当于 433 个大型规模矿床；其次为金和铁，

获得资源量约相当于 250 个大型矿床规模；钼约相

当于 140 个大型矿床，钨矿、铅锌矿、铜矿均约相

当于 110 个左右大型规模，铝土矿、银矿、石墨矿

分别约相当于 71 个、46 个、38 个大型规模，锰矿

则约相当于 25 个大型规模，锡矿约相当于 17 个，

镍矿相当于 15 个，萤石最少，约相当于 6 个大型

矿床规模。 

将所获得资源量转换为金属（矿物）量，分别

为获得铁金属 81 亿吨、Cu 5500 万吨、Al2O3 68866

万吨、Pb-Zn 5548 万吨、Au 5087 吨、WO3 579 万

吨、Sn 70 万吨、Mo 1403 万吨、Ni 151 万吨、P2O5 

198976 万吨、Mn 9671 万吨、Ag 45527 吨、石墨矿

物 3782 万吨、萤石 CaF2 618 万吨。 

该批重要金属（矿物）量的后续勘查开发将为

一批工业产能提升提供巨大的资源基础。 

5  重要矿种找矿成果加权平均品位 

研究发现，2010~2014 年， 上述重要矿种的品

位与该矿种当前一般性工业指标（一般综合取下

限）对比发现，除了铝土矿、锰矿低于相应工业标

准且相差不大外，其余 12 个矿种的品位都超过相

应工业指标。表明我国近年重要矿产勘查成果的品

位总体上比较可观，总体上能够满足当前工业利

用。其中，钨、钼、镍等优势矿产资源则具有较高

的品位，特别是优质的石墨、萤石资源品位很高，

将为我国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资

源基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矿种的一般性

工业指标根据的是国家颁布的有关文件或技术标

准、行业标准，未曾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

引发实时变化，只能被作为静态概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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