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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矿山地质学是地质科学一个应用分支，是地质学与采矿工程学交叉结合的产物。
它运用地质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矿山开发勘探、生产建设直至开采结束矿山关闭全过程的各种地质问题
。
矿山地质工作是国家地质事业、矿业生产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一书第12章“矿山地质工作”中所述：1949年前中国矿山地质几乎处于
空白，仅有个别矿山企业（如云南锡业公司）有少数地质人员负责生产技术工作兼做些零星的矿山地
质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矿山地质工作随着大规模矿山企业的建设而创建，又随着国家地质事
业和矿山的现代化而迅速发展。
60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矿山地质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
第一，提高了矿山资源保障能力。
经过矿山成矿与找矿研究及实践，在矿区深部、外围发现大量新矿体（床），延长了矿山生产服务年
限。
如我国最大的广东凡口铅锌矿，自20世纪60年代投产至今40多年来一直稳产高产，累计消耗矿石储
量2600万吨，相当于1965年探明保有储量的85％以上。
由于矿山企业重视矿山地质和深部、外围找矿工作，与地勘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相结合共同开
展成矿与找矿科研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增储量2000多万吨，受到全国危机矿山找矿办公室等主
管部门好评。
第二，各矿山企业加强了废石、尾矿资源化及再开发利用。
全国现存尾矿总量达100亿吨以上。
如首钢冀东铁矿、广西大厂矿区和江西赣南各钨矿在尾矿再选和生产建材、筑路以及采空区填充材料
等方面成效显著；江西德兴铜矿与中科院合作，在矿区复垦造地、植被绿化等方面取得实际成效，治
理了地质灾害，极大地改善了环境。
第三，计算机及新技术的应用。
许多生产矿山都应用计算机提高矿山地质工作质量和效率，有的正由单机使用向建立数字化矿山系统
发展，包括矿山地质、矿山测量信息系统，采矿、掘进（剥离）优化设计（计划）编制系统，采矿、
出矿生产监控和优化配矿系统等。
第四，全国性学术组织诞生，矿山地质学术繁荣。
1979年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矿山地质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这对我国矿山地质理论与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实用矿山地质学（下）>>

内容概要

本书展现了新中国60年矿山地质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主要成就。
本书出版为地质科学及矿业工程学增添新的学术活力。
书中矿山实例多、实用性强、应用特色突出，对广大矿山地质工作者有着鲜明的示范意义及带动作用
，可供地质找矿勘探人员、相关高校师生、科研设计和国土资源等人员学习参考。
同时又是向各级矿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领导宣传普及矿山地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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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觥，1930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宝玉石协会
理事，北京珠宝协会副会长，桂林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
1948年考入哈尔滨大学就读预科，同年冬分配到东北有色矿专地质大专班学习。
1952年调入北京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任地质分队长。
1955年有色局矿山地质处成立，任首任矿山地质科长。
参与有色行业矿山企业地质机构组建和人员培训。
在《地质评论》刊物上发表“关于发展矿山地质工作意见”，出版了《小型有色金属矿山地质与勘探
》（冶金工业出版社，1959）。
1958年任宁夏冶金局矿山处处长，1963～1983年任冶金部有色司和矿冶研究院处长、高级工程师，在
《矿山地质学发展方向》刊物上发表“矿产补充资源论”等10余篇论文。
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矿山地质学术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名誉
主任。
1983～1995年任地矿部矿管局、宝石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参加起草《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与《矿产资源法》相配套规章。
主持策划编撰《矿山地质手册》，任总编辑，全书25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矿山地质工具书。
曾先后赴加拿大等考察北美矿政和矿山地质工作；赴泰国、斯里兰卡考察东南亚、南亚宝石矿山及宝
石市场，撰写了专题报告。
应邀在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和北京大学地质系为师生做“中国宝玉石开发及其发展史略”报告。
1990年出席第10届世界采矿大会，1996年参加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发表“中国矿山地质学新进展”
论文。
汪贻水，68岁，研究员。
1958年8月考入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学习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找矿与勘探专业。
1963年9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作。
20余年，先后完成包头、金川、攀枝花、凡口、大冶、小秦岭等10余个生产矿山的资源利用重大科研
任务，提出科研报告10余份并用于生产，1982年12月调到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任处长、副司长、副
总工程师等职，先后到美、俄等数十个国家进行考察及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组织完成国家地质科技攻
关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等9个大项目中的有关任务。
同时组织完成有色金属地质找矿、海洋采矿、选矿、冶炼及加工等300余个项目中的有关任务，荣获国
家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四等奖多项。
1998年9月退休，10月到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任理事、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工作，被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评为“先进工作者”。
40多年来，发表论文120多篇，编著、出版25部专著。
参与创建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工作，30余年来历任学会秘书长、副主任及主任等职务。
现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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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综述  ——浅谈矿产资源大趋势    一、我国矿业和地质学发展述略古代矿业与地质知识溯源近现代矿业
科技与地质学引进发展附录1 大清矿务章程附录2 中华民国矿业条例附录3 中华民国矿业法    二、新中
国矿山地质事业发展历程60年来矿山地质工作发展与创新我国矿山地质事业主要成就鞍山钢铁公司矿
山地质工作回顾我国化工原料矿山地质工作主要成就35年来江西有色金属矿山地质工作经验矿山地质
教育发展回顾矿山地质工作的30年    三、矿山地质工作任务与方法矿山地质工作与矿山地质学矿山地
质为矿业可持续发展服务矿山地质学发展方向论矿山地质学的发展与任务矿山地质学新进展略论矿山
地质学特点与任务开创矿山地质学新局面，为四化做贡献论矿山资源管理及降低开采损失、贫化近10
年我国矿山地质工作的进展概况多层次的矿业监督与矿山地测机构职责略论降低开采中的矿石损失、
贫化问题凡口铅锌矿矿体再圈定与资源保护中条山矿采场二次圈定矿体工作浅析金川二矿区开采中出
矿品位管理矿山地质与提高贫矿利用论矿石损失贫化与开采方法的关系探采结合回采边角矿块一当前
矿山地质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陶瓷原料矿山地质工作探讨我国钨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资源保障制度
苏联50年代矿山地质评述附录1 《金属矿床矿山地质暂行规程》(摘要)附录2 《砂矿矿山地质暂行规范
》(摘要)    四、生产矿区找矿与探矿在老矿区找矿探矿大有作为  ——国内外生产矿山及外围地区地质
找矿经验综述生产矿山勘探工作的几个问题论松树卯矿区成矿与找矿(摘要)凡口矿区成矿及外围找矿
方向(摘要)凡口铅锌矿床成矿特征和找矿前景铜陵及周边地区深部找矿理论与实践对铜山铜矿深部找
矿的几点地质认识铜陵矿集区及狮子山矿田成岩成矿研究论磷矿山深部矿体勘探问题有色金属矿区外
围找矿经验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参加寿王坟矿及小泉沟矿外围找矿工作体会我国含铜砂岩分布的
规律及找矿方向  ——参加湖南水口山矿区外围砂岩铜矿找矿心得夹皮沟金矿成矿规律及深部矿体发
现澳大利亚特大型铜、铀、金矿床找矿的启示砂锡矿伴生金属工业评价  ——以云南某矿山为例探采
结合及其分类近年来有色金属矿山找矿新进展    五、矿产补充资源与新资源观做好矿产补充资源开发
与研究的大文章论矿产补充资源的研究及其地质意义矿产补充资源若干实例拓宽矿山固体废弃物利用
的新领域尾矿废石资源化开发利用新阶段的新思考论矿山尾矿废石资源化与矿产补充资源循环利用的
研究什么领域将可能最大量利用矿山固体废弃物大厂矿区尾矿资源再利用的勘查与评价紫金山矿区含
金废石综合利用实践及意义赣南地区钨矿山补充资源开发前景可观论湖南郴州地区尾矿资源化与管理
金川二矿区废石、尾砂及粉煤灰充填利用论凡口矿山某些氧化矿石可利用性评价简论矿山废弃物资源
利用美国铁金铜钼矿的尾矿及利用世界金属矿山尾矿开发利用的现状和前景简论矿石工艺类型凡口铅
锌矿石中银的赋存状态研究选矿工艺矿物学现状江西宜春粉石英论个旧锡矿矿产补充资源及其再利用
试论表外矿和超贫矿的合理利用试论从废石堆中回收矿石冶金矿山伴生宝玉石举例附录矿床工艺制图
的地质基础    六、生产矿区环境地质问题矿山环境地质及地质灾害水口山矿区古岩溶问题的研究金川
露天矿边坡“倾倒”破坏的工程地质研究包钢公司尾矿场渗漏水对地下水质和土壤盐碱化影响的研究
基本农田保护区与矿产开发  ——第三次“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研讨会综述矿山污染与矿山环境地
质矿山地压活动的地质因素研究岩溶矿区疏干排水引起地质灾害及其防治    七、矿山地质新技术、新
方法我国矿山地质工作新技术应用CAxA在矿山地质绘图中的应用马拉格锡矿地测采综合cAD系统矿体
三维模型与计算机制图矿产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与矿床数学——经济模型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在综合资
源管理中的应用    八、矿业法规、矿业税与矿业经济矿业权价值的构成及其经济实现谈资源税与矿产
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中国近现代矿业法律与矿业发展(摘要)数字制绿色矿业程序初探    九、生产矿山
矿床发现一开发史及实例加强生产矿山矿床发现史研究，提高矿山地质工作水平生产矿山实例    十、
国外矿山地质工作概况与特点加拿大矿业概况及矿山地质工作特点加拿大某镍矿公司矿山地质工作标
准及程序美国采矿企业的矿山地质业务前苏联矿山企业的地质勤务斯里兰卡的宝石资源与开发泰国宝
石资源考察与市场散记关于人工矿物原料论附录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实施细则附录3 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附录4 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求附录5 固体矿产矿山
闭坑地质报告编写提纲附录6 当代中国矿山地质工作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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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勘查先行做好尾矿资源调查，摸清家底。
根据国发（2006）4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开展共生伴生矿产和尾矿的综合评价、勘
查和利用”的规定，抓紧做好各地区尾矿以资源和环保为中心的综合评价、勘查工作，摸清尾矿家底
，这是任何尾矿开发利用非做不可的前提和基础工作。
此项工作应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像开展全国土地调查那样，开展全国尾矿资源大调查，由政府拨专项
资金，采取国家、企业、专业队伍相结合的方式全面铺开，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全国尾矿资源调查评价
任务。
首先要对尾矿中所有尾矿物质做物理、化学定性、定量分析，包括各种有用元素的赋存状态、分布、
矿物、可选性及经济评价等；其次，要对尾矿中的固、液、气态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尾矿库的水文地
质条件等做全面分析评价，为后续的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3）依靠科技进步，支持和组织科技攻关，解决三大难题。
尾矿的综合利用需要科技支撑，必须舍得投入，下大力气组织产学研科技攻关解决尾矿利用中的一系
列关键技术问题，要破解三大难题：一是尾矿中各类物质的分选技术、将各类物质分选出来；二是尾
矿中各类物质的应用技术、深加工技术为各类物质寻找应用定位，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解决开发出的
产品有市场有人要的问题；三是尾矿区的环境恢复和治理技术，实现经济环境双赢。
难题不破，尾矿的综合利用只是一句空话，即使回收利用，也是低水平回收，造成环境污染。
（4）优先开发利用地表尾矿，适当控制地下开采。
节约资源，尾矿是大戏，投资少，见效快，保护环境，国家应鼓励支持尾矿综合利用。
在我国在国家保护开采矿种的矿区内（如广西南丹大厂矿区、江西赣南各钨矿山）即存有富含国家保
护性矿种的锡、锑、钨的尾矿，长期搁置未用，应予优先开发尾矿，在平衡市场需求的前提下，适度
控制原生矿开采。
将此作为一个原则或政策确定下来，这样既可有效回收大量搁置资源，满足市场需求，又能解决尾矿
长期堆放占用土地和污染环境的问题，更有利于资源储备，把地下的矿产资源留给子孙后代。
（5）支持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尾矿资源量大面广难题多，情况复杂，综合利用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分门别类地先试点，后推广，应
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矿种、矿区，针对不同规模的尾矿库，利用综合手段开展实验性攻关。
从技术可行、市场需求、劳动组织、经济成本等多方面进行工程化实验，建立多个示范工程，不断总
结，探路前进。
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列入议事日程，要采取有效措施对示
范工程切实给予政策、资金、技术扶持，通过示范工程的不间断推进，促进尾矿综合利用的不断深入
和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6）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尾矿综合利用的激励和制约机制。
要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制定充分利用尾矿资源的经济政策（如资金补助或贴息贷款支持，减免有关税
费等），充分调动地区部门和矿山企业的积极性，自觉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与企业技术改造和治理污
染结合起来，努力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综合利用资源循环经济的新路子。
生产建设要改变粗放的排弃做法，新建和扩建矿山必须坚持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施工和投产；实行“以废养废”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打破企业、行业、地域界限，在自
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形式的尾矿资源综合利用联合体；科技要坚持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原则，
积极支持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联合开展资源回收综合循环利用的攻关项目。
要严格“三率”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
（7）完善法规，规范管理：1）建立健全尾矿综合利用的法律法规，明确尾矿的法律地位，建立和完
善有关尾矿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尾矿资源化产业化的管理和技术法规。
2）编制尾矿开发利用规划，要以资源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最佳结合为基础，因地因矿制宜制
定开发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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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准入制度。
尾矿资源的勘查评价，按照公益性地质调查的要求，尾矿的勘查评价只办理调查登记手续，不办理勘
查许可，调查评价完成后，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并按权限以市场方式出让采矿权。
开发尾矿要做到四有一证，即有尾矿资源评价报告、有开发利用设计、有环保安全措施、有一定的技
术保障和资金，有国土资源部门颁发的开发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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