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矿物原料丛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然矿物原料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122150684

10位ISBN编号：7122150682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沈永淦、 陈小磊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11出版)

作者：沈永淦，陈小磊  编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然矿物原料丛书>>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地质工作，明确要求地质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
提出了“开发矿业”的战略方针，并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出了部署。
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推动了区域
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为支柱产业的矿业城市（镇
）的兴起与发展，解决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就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为了适应冶金矿产原料（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矿产工业今后技术发展方向的需要，围绕国
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科学发展”、“节能减排”、“环境友好”、“低碳经济”、“七大新兴
产业”等调整产业结构的大方针下，结合国内冶金矿产原料（资源）开发与加工的实际情况，编写了
本分册，有利于帮助读者了解冶金矿产工业今后技术发展方向所需的加工生产的原料和冶金矿产行业
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及提高冶炼工艺、制备技术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本分册在当前冶金矿产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状况、普及程度、应用前景基础上在大量搜集、综合整理有
关资料，阐述了冶金矿产资源分类、冶金矿产资源勘察开采选矿、冶金矿产资源需求与进出口状况、
冶金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矿产工业今后技术发展方向、冶金矿产行业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冶
金矿产资源的冶炼工艺与制备技术、冶金矿产资源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冶金矿产资源形势及未
来走势。
全书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主要包括：①冶炼黑色金属的矿产原料；②冶炼有色金属的矿产原料；③冶金熔剂的矿产原料；④冶
金铸造用的矿产原料；⑤冶金生产耐火材料的矿产原料。
其内容是近10多年来冶金矿产资源开发研究新成果和编者们数十年工作亲身体会，并以词条化与通俗
化形式编写出来，以供读者阅读参考与查找。
本分册所介绍的245种冶金矿产原料，每种矿产原料除标明了中、英文名称，肉眼鉴别特征及主要矿产
地外，主要阐述了其组成与结构、物化性质、功能与用途等方面内容，其中包括组成的化学成分、矿
物成分、结构与构造；颜色、硬度、光泽、断口特征以及相对密度、化学稳定性、强度变化和耐酸、
碱程度等基本情况与数据;主要功能、工业指标、产品用途和价值等。
同时还对同类的或同一性质及用途的矿产原料其形成地质条件、空间分布情况、资源保证程度及其在
经济上的意义，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综述，以便读者对资源形势有宏观的了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许多冶金矿产前辈和同仁给予了热情地支持和帮助，并提供有关资料，对本书内
容提出宝贵意见。
童忠良、高银相等参加了本书的编写与审核，刘殿凯、郭爽、丰云、蒋洁、王素丽、王瑜、王月春、
韩文彬、周国栋、朱美玲、方芳、高巍、高新、周雯、耿鑫、陈羽、冯亚生、宋胥晨、许霞、杨经伟
、杨经涛等同志为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编写付出了大量精力，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虽认真编审，恐有遗漏和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编者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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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矿物原料丛书：冶金矿产原料》在系统阐述当前冶金矿产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状况、普及程度及
应用前景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搜集、综合整理有关资料，重点阐述了冶金矿产资源分类、勘察开采选矿
、资源需求与进出口状况、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矿产行业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冶炼工艺与制备技
术、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等。
全书内容翔实、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用性强，所介绍的245种冶金矿产原料，每种矿产原料除标明
了中、英文名称,肉眼鉴别特征及主要矿产地外,主要阐述了其组成与结构、物化性质、功能与用途等
方面内容,其中尤其介绍了主要功能、工业指标、产品用途和价值等。
同时还对同类的或同一性质及用途的矿产原料其形成地质条件、空间分布情况、资源保证程度及其在
经济上的意义，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综述,以便读者对资源形势有宏观的了解。
《天然矿物原料丛书：冶金矿产原料》可供冶金矿产工程的科技人员、科技管理、经贸人员与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技术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供职工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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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我国铜矿物原料具有以下特点 ①适合选冶生产的铜矿物原料，赋存于多种矿床类
型。
其中，具有重要开采价值的矿床类型：岩浆型铜镍硫化物矿床、斑岩型铜矿床、夕卡岩型铜和多金属
矿床、热液脉型铜矿床、火山一沉积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沉积型层状矿床等。
 ②矿石结构构造复杂，嵌布粒度不均，多为不均匀浸染粒度矿石，甚至有不少矿物组合、组构嵌布细
微，成分复杂，难选矿石较多。
 ③矿石化学成分多样，伴生、共生多种有益有害组分，选冶工艺条件复杂。
目前，开发的矿区多数是综合性的铜矿床，共伴生多种有益有害元素。
通过综合开采，综合利用，可变害为益，变废为宝。
 5.我国铜业历史 建国以来，经几代地质工作者的艰辛耕耘，我国已发现的铜矿床与世界其化国家和地
区类似，囊括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各种类型，著名的代表性矿床有岩浆型（甘肃金川白家咀子），斑岩
型（江西德兴铜矿、西藏江达玉龙）、矽卡岩型（湖北大冶铜绿山）、黄铁矿型（甘肃白银厂、云南
新平大红山、新疆哈巴河阿舍勒）和砂岩型（云南东川汤丹）等。
先后探明了一大批储量达1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产地：20世纪50年代有山西垣曲铜矿峪，云南东川
汤丹，甘肃白银厂，20世纪60年代有甘肃金川白家咀子。
20世纪70年代有江西德兴铜矿，富家坞，永平天排山，黑龙江嫩江多宝山，西藏江达玉龙。
20世纪80年代有西藏察雅马拉松多，江西瑞昌武山，内蒙古新巴乐虎乌奴格士山，云南新平大红山。
20世纪90年代有新疆哈巴河阿舍勒和福建上杭紫金山，其中江西铜矿和西藏江达玉龙为探明储量达500
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矿产地。
 我国目前已探明铜矿产地913处，累计探明铜储量7372.52万吨（1997）， 目前我国的铜储量占同年世
界储量基础的12.1％，居智利和美国之后，列世界第3位，改革开放18年来探明铜矿储量增加了1645.53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5％，我国铜矿总保有储量6273.63万吨（1997），分布在30个省，市，自治区（未
统计台湾），其中占全国保有储量多的省菊江西（20.4％），西藏（15.2％）和云南（11.2％），3省区
合计46.8％，占全国保有储量较多的省区有甘肃（6.5％）内蒙古（5.4％），湖北（5.1％）和黑龙江
（5％），5省区合计为27.7％，以上8省区合计占74.5％，其余的25.5％散布在其他22个省区内，我国铜
矿储量的地理分布相对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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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冶金矿产原料》可供冶金矿产工程的科技人员、科技管理、经贸人员与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技术人员
参考阅读，也可供职工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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