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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中矿鑫航(北京)矿业咨

询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开展了贵州省瓮安县

上角旁铅钟矿、磷矿勘探工作，于 2024 年 4 月完成《贵州省瓮

安县上角旁铅铸矿、磷矿勘探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的编

制，并提交评审。评审目的是为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

矿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提供地质依据。提交评审的资料包括报告文

本 l 份、附图 59 张、附表 7 册、附件 4 册共七套。

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委托，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

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在贵州省矿业云平台抽取和聘请具备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地质、水工环、选冶、采矿等专业的专家组成评

审专家组(名单附后) ，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在贵阳市对《报

告》进行会审，会上，编制单位介绍了报告内容，专家发表了评

审意见，经专家讨论、评议，形成了会议评审意见。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专家组对贵州省瓮安县铅钟矿、磷矿勘探工作进行现场

核查。 2024 年 1 月至 3 月，勘查单位又对铅钟矿进行了补充勘

查，探矿权人于 2024 年 4 月 8 日组织专家组对补充勘查工作进

行了野外验收，同意转入室内报告编制。 2024 年 4 月 29 日，贵

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组织原审专

家组对《报告》进行评审，编制单位按评审意见和现场核查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经专家组复核，修改稿符合要求，形成

如下评审意见:

一、勘查区概况

〈一〉位置、交通和自然地理

勘查区位于瓮安县城北西 307。直距约 26km，辖属瓮安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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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中坪镇。地理坐标:经度 107 0 15' 30"""-'107 0 18' 00" , 

纬度 27 0 10' 30"""-'27 0 13' 00" ，勘查区中心坐标:经度 107 0

15' 59" ，纬度 27 0 12' 31 斤，面积 2.69km2 。

勘查区所处区域 G75 复线(经贵阳-开阳一遵义) , S35 (经酒

潭一余庆-瓮安)、 S30 (经开阳一瓮安)、 S32 (经遵义-瓮安一余庆)

公路及经瓮安、开阳的货运铁路已经建成运营，至瓮安铁路货运

站运距 47km。省道 205 、 105 联通玉山镇、中坪镇，与勘查区有

乡村公路相连，交通条件较好。

勘查区地处黔中高原腹地之低山一低中山中切割侵蚀一溶蚀

地貌区，地形起伏较大，最大高程+1087. 20m，最小高程+624m ，

相对高差 463. 20m。地势南东高北西低，北部以斜坡、陡崖、沟

整地形为主，南部溶蚀地貌发育，地形起伏较小，以舒缓斜坡、

洼地、漏斗发育为特征。

勘查区地处冷暖气流的交汇地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根据瓮安县气象局资料，

区内最高气温 34.3 0C ，最低气温-9. 2 0C ，平均 13.6 0 C。近 16

年平均降雨量 1082.92阳，最大年降雨量 1509.90mm，最小年降

雨量 779.90mm。每年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44.4%，春季次之，为

27.9%，秋季 20.0%，冬季降雨量最小，占全年的 7. 7% 。

勘查区处于地表、地下水补给径流区，树枝状水系发育，地

表水汇集于 R1 、 R2 溪流，自南而北注入乌江构皮滩电站蓄水区，

最高蓄水位标高+630m，属于长江流域乌江水系。 +630m 为当地

最低侵蚀面标高。

据《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 ，勘查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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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地震动反应

谱特征周期为 0.35s。区域地壳稳定性较好，新构造运动较弱。

勘查区内未发现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但沟谷

及斜坡、陡崖地形分布广泛，处于地质灾害高至中易发区。

〈二〉矿业权设置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1、探矿权设置情况

该探矿权首次设置时间: 2008 年 5 月 23 日，原贵州省国土

资源厅颁发的探矿许可证号: T52120080502008351 ，名称:贵州

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钵矿普查，面积: 16. 78km2。经延续、变更、

矿种增设，于 2021 年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探矿权许可

证，其证号: T5200002008056010008351 ，探矿权人:贵州|青利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探

矿权，探矿权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见表。，面积 2. 69km2 , 

有效期: 2021 年 5 月 22 日至 2026 年 5 月 21 日。

表 l 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探矿权拐点坐标一览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直角坐标 地理坐标

编号 X Y 经度 纬度

l 3011855.268 36426581.402 107 0 15' 32" 27 0 13' 00" 

2 3011843.545 36428590.295 lOr 16' 45" 27 0 13' 00" 

3 3011689.640 36428589.409 107 0 16' 45" 27 0 12' 55" 

4 3010064.622 36427479. 104 107 0 16' 05" 27 0 12' 02" 

5 3010069.959 36426570.843 107 0 15' 32" 27 0 12' 02" 

2、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勘查区主要矿产为磷矿，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面积与探矿权

范围一致(见表 1) ，估算标高+280m"-'-200m，估算垂深 480m 。

勘查区次要矿产为铅辛辛矿，资源储量估算面积 0.0377km2 、

估算标高+988m"-'+607m，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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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编号

2 

3 
4 

表 2 铅特矿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直角坐标

X Y 

3010920.626 36426706.411 

3010747.138 36426841.898 

3010630.836 36427041. 854 
3010880. 728 36426947.270 

〈三〉勘查区地质

1、地层岩性

地理坐标

经度 纬度

107 0 15' 36. 743" 27 0 12' 29. 661" 

107 0 15' 41.703" 27 0 12' 24.051" 

107 0 15' 48.993" 2r 12' 20.311" 

107 0 15' 45.503" 27 0 12' 28.411" 

勘查区出露地层有震旦系上统灯影组 (Ptfε ldy) 、寒武系

纽芬兰统至第二统牛蹄塘组 (ε 卜2刀)、第二统明心寺组 (ε 2m) 、

金顶山组 (ε 2j) 、清虚洞组 (ε 2q) 、第三统高台组+石冷水组

(ε 3g+sh ) 、第三统至芙蓉统委山关组 (εHl); 隐伏地层有

南华系上统南沱组 C Pt~Cn) 、震旦系下统陡山沱组 CPt~ d) 。此

外，局部地段分布第四系 CQ) 。

南华系上统南沱组至寒武系第三统至芙蓉统委山关组为台

地相沉积，岩性为碳酸盐岩及碎屑岩，呈相间分布，厚度较稳定;

第四系风化残坡积、洪冲积及垮塌堆积，厚度变化大。

2、构造

勘查区处于上扬子地块和江南复合造山带两个大地构造单

元的复合地带，属上扬子地块黔北隆起凤冈南北向隔槽式裙皱变

形区，具体位于翁昭复背斜北东段南东翼，构造形态以单斜为主，

西部伴有小规模派生、次生断层。

勘查区单斜构造由南华系上统南沱组 CPt~Cn) 至寒武系第二

统、芙蓉统委山关组〈巳 3-4 1 ) 等地层单元组成，产状较平缓，

一般倾向 141。左右，倾角 16。左右。

勘查区发育为北西向、近东西向两组断层，规模小，正、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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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都有，均为浅表断层，其次发育派生、次生节理、裂隙。其

中仅 F1 、 F4 对勘查区西部边缘磷矿层有影响，而派生、次生节

理、裂隙对铅特矿体起控制和破坏作用。勘查区构造复杂程度划

分为简单类型。

〈四〉矿层〈体〉特征

1、磷矿层特征

勘查区磷矿 1 层，赋存于含磷岩系一震旦系陡山沱组(Pt~ d) 

上部，呈层状产出，全区均有分布，连续性好。矿层产状与地层

产状一致，倾角 8~23 0 ，平均 16。左右。矿层厚度 5. 30~ 

20. 87m，平均 14. 19m，变化系数 35%，属稳定类型;多为单层结

构，仅局部地段见夹石，夹石厚度 0.97m，小于最低开采厚度;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 P2ÜS 平均含量 20. 65~30. 41%、平均 26. 16% , 

变化系数 26%，属于较稳定类型。

2、铅辛辛矿矿体特征

本次铅钟矿工作在普查阶段 5 个见矿工程圈定 l 个矿体的基

础上，按照《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补充铅钵矿勘查

设计>> ，沿普查阶段的 5 个见矿工程问加密控制了 1 批次 8 个工

程，经编录取样分析证实均为落空工程。因此，根据普查阶段和

详查阶段工程控制程度及其见矿情况，按照基本工程勘查问距或

实际工程问距的 1/4 原则外推矿体边界，共圈定 5 个矿体，均为

单工程控制。

矿体赋存于寒武系第三统高台组、石冷水组 (ε 3g+sh ) 、

寒武系第二统清虚洞组(巳 2q) 碳酸盐岩及寒武系第二统金顶山

组(ε 2j)碎屑岩内派生裂隙中，呈透镜状，平均产状 38 。 ζ6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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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厚度 1.25～2.97m，长度 34～55m，平均 Pb 含量 1.82～

2.33%，Zn 含量 2.71～4.11%。各矿体特征见表 3。

表 3 铅锌矿矿床特征一览表

块段

编号

控矿条件 矿体

厚度

（m）

矿体规模（m） 平均品位（%）

产出层位 控矿构造 走向长 倾向宽 Pb Zn

Ⅰ ∈3g+sh 派生裂隙 1.16 49 55 1.89 4.11

Ⅱ ∈3g+sh 派生裂隙 2.97 34 25 1.82 3.72

Ⅲ ∈3g+sh 派生裂隙 1.39 42 50 1.81 2.71

Ⅳ ∈2j 派生裂隙 1.47 42 50 2.33 4.34

Ⅴ ∈3g+sh 派生裂隙 1.25 42 50 2.11 3.37

（五）矿石特征

1、磷矿石特征

（1）矿石矿物成分及结构、构造

勘查区矿石矿物有胶磷矿、白云石、石英、玉髓、黄铁矿等。

矿石矿物为胶磷矿-碳酸盐岩矿物组合。有用矿物组分为胶磷矿，

呈非晶质胶状或聚合体，粒径 0.1～6mm，含量 55～75%；脉石矿

物为白云石及少量石英、玉髓、黄铁矿等。

矿石具非晶质胶状、砂屑结构及块状、条带状构造。

（2）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P2O5、H.P、CaO。其中，P2O5含量 12.05～

37.12%、平均 27.06%，H.P 含量 0.07～53.99%、平均 6.04%；CaO

含量 18.07～54.58%、平均 45.23%；矿层平均 P2O5含量 20.65～

30.41%、平均 26.16%，H.P 含量 1.13～15.84%、平均 5.87%，CaO

含量 41.47～50.13%，平均 45.26%。次要化学成分为 MgO、SiO2、

Fe2O3、Al2O3，平均总量 6.43%。

矿石有益组分：P2O5平均含量 27.06%；F 平均含量 2.56%。

矿石有害组分：MgO 平均含量 3.66%；SiO2平均含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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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平均含量45.26%；Fe2O3平均含量0.19%；Al2O3平均含量0.13%；

H.P（酸不溶物）平均含量 6.04%。

（3）矿石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及品级

根据矿石宏观特征，将区内磷块岩划分为块状、条带状两种

自然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为碳酸盐岩型，品级为Ⅱ级。

2、铅锌矿矿石特征

（1）矿石矿物成分及结构、构造

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方铅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为白云石、

方解石，石英等；矿石具半自形-它形晶粒、半自形-它形镶嵌结

构，浸染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

（2）化学成分

矿石 Pb 含量 1.02%～3.67%，平均 1.96%；Zn 含量 2.16～

5.37%，平均 3.66%；CaO 含量 33.16%～55.13%，平均 40.71%；

MgO含量6.00%～19.10%，平均15.39%；SiO2含量1.00%～13.66%，

平均为 4.16%。

矿石有益组分主要是 Pb、Zn；有害杂质组分有 CaO、MgO、

SiO2。

（3）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角砾状和细脉浸染状两种类型，矿石工业类

型为硫化物型。

3、共（伴）生矿产

碘（I）：磷矿石中伴生有用元素碘含量为 0.0012～0.0112%，

平均含量 0.0034%，低于综合利用标准（≥0.004%）。



氟 C F) :磷矿石中伴生有用元素氟含量 0.06'""'-'3.33%，平

均含量 2.56%。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CDZ/T 0209-2020) , 

伴生矿产氟元素平均含量均达到了综合回收利用的要求。

镇 CNi) 、铝 CMo) 、饥 CV) 赋存与寒武系纽芬兰统至第

二统牛蹄塘组 (ε 卜2刀)碳质页岩中，其品位均达不到工业利用

指标要求。

〈六〉磷矿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按照《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C DZ / T0340-2020) ，本次勘查工作在 16 个控制磷矿的钻孔中

采取 186kg 矿石样品，委托贵州省索密检测服务有限公司选择反

浮选工艺流程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试验结果为勘查区矿石浮选

精矿达到《酸法加工用磷矿石>> CHG/T 2673-1955) 优等品 II 级

技术指标要求， P2Ü5 回收率为 93.45%。勘查区磷矿石采用反浮选

工艺流程选矿效果;伴生氟采用"磷矿伴生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与产业化技术"能够有效进行综合回收利用。

因勘查区铅钟矿没有开发利用价值，而未开展矿石加工选冶

技术性能试验。

〈七〉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勘查区位于乌江南岸开阔的区域水文地质单元内，地下、地

表水径流直排于乌江口地下水为岩溶水、基岩裂隙水、松散岩类

孔隙水三种类型，其中，岩溶水赋存和径流于 Ptpε ldy、 ε 2nf 、

ε 2 q 、 ε 3g手sh 岩组的碳酸盐岩中，基岩裂隙水赋存和径流于

Pt~Cn 、 Pt~ d、 E 2矿、 ε 2J 等岩组的各种裂隙中，松散岩类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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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于第四系沉积物及碎屑岩的全(强风)化层中。明心寺组第

二段 (ε 2m2 ) 、清虚洞组(巳 2q) 、高台组+石冷水组(巳 3g手sh)

组成的上部岩溶含水系统，地下水接受大气降水补给，于 Sl 、

S2 及土地坪暗河自然排泄，而灯影组 (Ptpε ldy) +陡山沱组

CPt~ d) 组成的下部岩溶含水系统，埋藏较深且露头位于乌江河

谷中，接受大气降水、地表水及上部含水层中地下水通过"越流"

的方式间接补给，自然排泄条件差。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勘查规范>> CGBT12719-2021) ，勘查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

度划分为复杂类型顶板直接进水的岩溶充水矿床。

根据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流场概化结果，采用解析法(稳定流

大井法)预算，矿井正常涌水量 9440m3/d，最大涌水量 9920m3/d 。

2、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样品测试结果，结合《勘查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

范 >>CGB/T12719-2021)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CGB/T50218-2014)

将勘查区岩石划分为较硬岩组、较软岩夹较硬岩组、较软岩组及

松散岩组等四个工程地质岩组。其中，高台组+石冷水组 (ε

3g手sh) 、清虚洞组(巳 2q) 、明心寺组第二段 C E 2m2 ) 、灯影组

(Ptp ε ldy) ， 陡山陀组 CPt~ d) 、南沱组 CPt~Cn) 为较硬岩组，

金顶山组 (ε 2j) 较软岩夹较硬岩类工程地质岩组，明心寺组一

段(巳 2ml) 、牛蹄塘组 (ε 卜2n) 为较软岩组，第四系 CQ) 为松

散岩组。见 II 、 III 、 N级结构面和溶蚀管道、溶蚀裂隙。

磷矿层顶板为较硬岩类工程地质岩组，岩石质量等级为 II~

III级。岩体中等完整一完整，岩石稳定性中等。设计采用充填采

矿法开采对其影响较小;底板为较软岩类工程地质岩组，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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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III级，岩体完整性、稳定性较好，岩体质量等级为中等，开采

过程中由于应力释放，岩体将沿节理和层面发生破裂变形，产生

张性裂缝，稳定性降低，易出现片帮、底鼓现象。勘查区工程地

质勘探类型属第四类第二型，即以层状碳酸盐岩为主、工程地质

条件中等的矿床。

3、环境地质条件

勘查区处于区域稳定性较好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工程

地质条件中等，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

采矿过程中，若防治措施失当，勘查区北西侧高陡斜坡引发

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若尾矿、废石的堆放

不当，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的可能性大。

根据《勘查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CGB/T12719-2021) ，勘查区地质环境为第三类(质量不良)。

4、其它开采技术条件

勘查区井下开采场所为放射工作场所非限制区。

勘查区平均地温梯度为 2.5 0C/100m，井下开采场所为一级

至二级热害区。

二、勘查及开发利用简况

(一〉以往地质勘查工作

1 、 1965'"'-' 1970 年，贵州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开展 1 : 

20 万区域地质及矿产调查，提交了<( 1 : 20 万瓮安幅区域地质调

查报告》。

2 、 1996'"'-' 1999 年，贵州地矿局 115 地质队开展 1 : 5 万瓮

安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范围覆盖本勘查区。提交了<( 1 :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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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3 、 2010 年 '"'-'2018 年贵州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对勘查区铅铮

矿开展普查地质工作口提交了《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普查

报告>> (黔自然资储备字 (2019) 1 号) ，初步查明铅特矿为内

生热液矿床，矿体平均厚度1. 65m，铅品位1. 96%，铮品位 3. 66% 。

截止 2018 年 5 月 29 日，查明区内+1060m'"'-'+577m 标高范围

内保有铅钟 (333) + (334? )矿石量 54.80 万吨(铅金属量 10743

吨， 辛辛金属量 20061 吨)。

提交了报告文本，实际材料图、地形地质及工程平面图、区

域地质图、水文地质图等 12 张附图，探矿工程测量成果表等 4

册附表。

〈二〉本次勘查工作

1、本次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

本次勘探野外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8 月与 2024 年

1 月至 3 月。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专家组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对磷矿勘探野外工作和 2024 年 4 月 8 日对铅铸矿补充勘

查野外工作进行野外验收，形成了野外验收意见，同时转入综合

研究及报告编制。于 2024 年 4 月提交了报告送审稿。

本次勘探在充分收集以往地质资料基础上，编制并评审通过

了《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辛辛矿、磷矿绿色勘查实施方案》、《贵

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补充铅钵矿勘查设计》。同时，

贵州青利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贵阳铝钱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磷

矿详查的基础上编制了《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磷矿先期开采规

划》。以上述方案、设计和规划为指导，循序渐进地实施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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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磷矿勘探、铅锌矿补充勘查的各项工作。其间，完成的实物工

作量统计入表 4。

表 4 本次工作完成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工作项目 单位
设计
工作量

完成
工作量

完成
比例

备注

一、制图

1.1:5000 地形图编绘 幅 1 1 100

2.1:5000 地质图编绘 幅 1 1 100

3.1:5000 水文地质图 幅 1 1 100

4.1:5000 水文地质剖面图 cm 80 99.08 124

5.1:5000 工程地层剖面图 cm 200 99.08 50

6.1:5000 勘探线剖面图 cm 400 179.52 45

7.1:500 柱状图 cm 4003 4612.57 128

二、地质测量

1.1∶5000 剖面测量 km 6 6.4 106

2.1∶5000 地质测量 km2 4.2 7.89 188

三、水工环测量

1.1∶5000 水文地质测量 km2 7 8.10 116

2.1∶5000 工程地质测量 km2 7 8.10 116

3.1∶5000 环境地质测量 km2 7 8.10 116

4.1:25000 水文调查 km2 13 21.00 162

四、物探测量

1.放射性测井 m 1790 1710.2 96

2.井温测井 m 1790 1710.2 96

五、钻探

探矿钻孔（2个水文孔） m/孔 19750/33 23062.84/29 118

六、山地工程

1.探槽 条/m3 2/60 2/60 100

七、样品测试

1.样品加工 件 319 742 232

2.基本分析样 319 742 232

3.化学全分析样 件 6 15 250

4.组合分析样 10 18 180

5.岩矿鉴定样 件 20 8 40

6.小体重样 件 40 27 68

7.光谱全分析样 件 2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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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单位
设计
工作量

完成
工作量

完成
比例

备注

8.物理力学试验样 组 8 10 125

9.水质分析样 件 10 4 40

10.饮用水分析样 件 2 2 100

11.样品检查

（1）内检 件 30 70 233

（2）外检 件 30 38 127

八、其它地质工作

(一)测量

1、控制测量 点 4 4 100

2．勘探基线测量 km 9.34 9.87 110

3．工程点测量 点 28 24 89

(二)地质编录

1．钻探编录 m/孔 19750/33 23062.84/29 116 按进尺统计

2．水工环编录 m/孔 19750/33 23062.84/29 116 按进尺统计

3．启封试验 m 200 200 100

4.长期观测钻孔 孔 1 1 100

5.长期观测溪流 条 3 3 100

(三)采样

1.岩心样 件 319 742 232

2.水质样 件 3 3 100

3.力学样 组 8 10 125

(四)岩心搬运 m 500 5169 1033

2、以往地质勘查资料利用情况

本次工作采用普查阶段地质填图、水工环地质调查与ZK101、

ZKA0-2、ZKA0-1、ZKA3-1、ZKA4-1 及 TCA0-1 等资料。具体见表

5。

表 5 本次勘探收集利用普查报告统计表

工作项目 单位 总工作量 本次利用

工作量

备注

一、地质测量

1.1:10000 地质测量 km2 16.78 16.78

2.1:10000 水工环地质调

查

km2 16.78 16.78

二、物化探测量

1.1:10000 水系沉积物测

量

km2 16.78 16.78

2.1:1000 剖面土壤测量 km2 0.77 0.77



工作项目 单位 总工作量 本次利用 备注

3. 物探剖面布设 点/ 21/285 21/285 

4. 激电中梯长导线测量 点/ 15/240 15/240 

5. 音频大地电磁测量 点/ 6/45 6/45 

6. 物性测量 件 150 150 

三、工程施工

1.槽探 3 87 1. 47 30 未见矿工程没有采m 
2. 剥土 km3 37.62 

3. 钻探 m/孔 331 1. 75 / 7 2535. 53/5 ZKB-1 、 ZK001 未采用

四、采样测试

1.基本分析样 件 147 79 
ZKB-1 、 ZK001 及未见

矿工程未采用

2. 化学全分析样 件 10 10 

3. 组合分析样 件 6 6 

4. 物相分析样 件 10 10 

5. 小体重样 件 16 16 

6. 岩矿鉴定样 件 10 10 

7. 水质分析样 件 2 

3、基本勘查工程问距

(1) 磷矿基本勘查工程问距

参照《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0209-2020) 附录 A 之

矿体稳定程度分类及类型系数参考表、矿体稳定程度类型赋值条

件参考表，根据该磷矿床矿体延展规模为大型、矿体稳定、构造

复杂程度等 3 个综合特征进行赋值，类型系数为 3.4，勘查类型

划分 I 类型，基本勘查工程问距为:走向 800m，倾向 400m 。

(2) 铅钟矿基本勘查工程问距

根据铅传矿矿床地质特征，参照《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铜、

铅、传、银、镇、铝>> (DZ/T0214-2020) 及普查工作对铅钟矿

勘查类型划分，本次勘查工作把铅笔辛矿勘查类型划分为 II 至III过

渡类型，基本勘查工程问距为:走向 100m，倾向 50m 。

4、矿产资源储量申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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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指标

①磷矿

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0209-2020) 中附录 J

表 J. 1 磷矿一般工业指标的要求，结合勘查区磷矿矿床地质特

征，资源储量工业指标如下:

24% 

边界品位 (P2Ü5 ) : 二三 12%

最低工业品位 (P2Ü5 ) : 15% 

最小可采厚度: 1.0m 

最小夹石剔除厚度: 1.0m 

磷块岩矿石品级: 1 级二三 30% ， II 级注 24'"'-' 30% , III级注 15 '"'-' 

②铅传矿

根据矿床特征，本次报告沿用已评审备案的《贵州省瓮安县

上角旁铅辛辛矿普查报告》中工业指标。资源储量工业指标如下:

边界品位〈硫化矿石) : Pb 二三 O. 3% 、 Zn 二三 O. 5% 

最低工业品位(硫化矿石) : Pb 二三 O. 7% , Zn 二三 1%

矿床平均品位(硫化矿石) : Pb+Zn 二三 5%

最小可采厚度:二三1. Om 

最小夹石剔除厚度:二三1. Om 

(2) 资源量估算申报情况

①磷矿

本次申报评审的《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勘探报

告》探矿权范围内(估算标高+280m'"'-'-200m) 累计查明磷矿总资

源量为 10708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2082 万吨，占总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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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 控制资源量 3482 万吨，占总资源量的 33%;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所占比例为 52%。推断资源量 5144 万吨，占总资

源量的 48%。伴生氟 (F) 推断资源量 2741258 吨。

②铅传矿

本次申报评审的《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磷矿勘探报

告》探矿权范围内(估算标高+988m'"'"'+607m) ，估算铅钟矿推断

矿石资源量 3.57 万吨，铅金属量 755 吨，传金属量 1312 吨。

(3) 首采地段论证情况及其资源量估算结果

2023 年 9 月，贵阳铝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受贵州青利集

团有限公司委托，根据勘查工作成果编制了《贵州省瓮安县上角

旁磷矿先期开采规划>> (200 万吨/年) ，划定开采标高+280m'"'"'

Om 为先期开采地段(一水平) ，面积 O. 7637km2，拐点坐标见表

6 。

表 6 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磷矿先期开采地段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直角坐标 (2000) 拐点 地理坐标

编号 X Y 编号 经度 纬度

l 3011855.268 36426581.402 G 3011197. 556 36427340.294 

A 3010854.929 36426575.489 H 3011392.079 36427363. 362 

B 3010884. 793 36426795.885 I 3011500. 700 36427401. 873 

C 3010953. 328 36427030.375 J 3011613.881 36427463.344 

D 3011007.254 36427155.939 K 3011717. 165 36427571. 043 

E 3011051. 188 36427231. 253 L 3011848.424 36427754. 159 

F 3011130. 194 36427310.842 

先期开采地段累计查明(标高+280m'"'"'Om)磷矿资源量为 3427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1619 万吨，占比为 47%，控制资源量

1108 万吨占比为 33%，探明十控制资源量占比为 80% 。推断资

源量 700 万吨。

三、储量报告评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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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审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照下列规范和标准进行:

1 、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17766-2020) 

2 、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20) 

3 、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0209-2020) 

4 、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铜、铅、传、银、镇、铝》

(DZ/T0214-2020) ; 

5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 / T12719-2021) 

6 、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 (DZ/T0033-2020) 

7 、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25283--2023) 

8、《贵州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指南(暂行)>> (黔

自然资规 (2018) 2 号)

9、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与矿产地质勘查、矿山生产或水源

建设有关的技术规程规范和技术要求。

〈二〉评审方式

1 、评审方式:会审。

2023 年 12 月 27 日，评审单位组织专家组对贵州青利集团

有限公司提交的《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钵矿、磷矿勘探报告》

进行会审;在勘查单位对铅钟矿进行补充勘查后，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组织原评审专家组对《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钟矿、

磷矿勘探报告》进行复审。

2、相关因素的确定:报告提交单位和编制单位分别对本次

送审的全部资料作了承诺，承诺所提交报告及其涉及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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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数据等真实可靠、客观，无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虚

假内容，并自愿承担因资料失实产生的一切后果。

〈三〉资源储量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15 日。

〈四〉主要评审意见

1、主要成绩

(1) 详细查明了勘查区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形态特征，

以及矿层(体)赋存层位、矿体厚度、产状、形态及分布特征。

(2) 详细查明了磷矿及基本查明了铅铮矿的矿石结构、构

造、矿石矿物组分和矿石中有益组分的含量。

(3) 详细查明了勘查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

件，划分了勘查类型。

(4) 按照相关勘查规范中的一般工业指标，根据探矿工程

和相关样品分析结果，对发现的矿种进行了资源量估算、划分了

资源量类型。资源量估算方法、参数取值、资源量圈定和块段划

分合理。

(5) <<报告》章节齐全、安排合理、表述基本清楚，附图、

附件、附表完善，满足《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

(DZ/T0033-2020) 的要求。

2、存在问题及建议

(1) 本次工作对涌水量的估算仅用了"解析法"，缺乏相

似水文地质条件的临区生产矿山开采资料对比、论证，结论显得

单一;建议矿山建设初期加强专项水文地质勘探工作，进一步分

析、论证勘查区水文地质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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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

要求>> (DZ / T0340-2020) ，本次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仅做实

验室流程试验。但矿山拟建规模为大型，建议选矿厂建设前，进

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半工业试验或工业试验，确定选矿工艺

流程和设备选型、调节剂的选择和配比等参数，同时取得尾矿的

物化性能数据，为选矿厂、尾矿库的建设提供技术参数口

(3) 铅笔辛矿资源量规模不能满足《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

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 (国土资发 (2004) 208 

号)最低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要求，不具备单独开发利用价值。

磷矿资源量估算标高为+280m'"'-'-200m，建议申办采矿许可证开采

深度在磷矿资源量估算标高上下各增加 50m，便于矿山矿井工程

建设。

3、评审结果

(1) 磷矿

截至 2024 年 4 月 15 日，探矿权范围(估算标高+280m'"'-'-200m)

内累计查明磷矿石保有资源量 10708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2082

万吨，控制资源量 3482 万吨，推断资源量 5144 万吨。探明+控制

资源量占总资源量比例为 52%。伴生氟 (F) 推断资源量 2741258

吨。

(2) 铅钵矿

截至 2024 年 4 月 15 日，探矿权范围(估算标高+988m'"'-'+607m)

内累计查明铅笔辛矿矿石保有推断矿石资源量 3.57 万吨，铅金属量

755 吨， 1辛金属量 1312 吨。

评审结果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申报资源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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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源量变化情况

(1) 磷矿资源量变化情况

与最近一次报告对比:

最近一次报告为贵州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贵州省瓮

安县上角旁铅钟矿普查报告>> (黔自然资储备字 (2019) 1 号)。

其中估算磷矿 (333) + (334? )资源量 282 1. 18 万吨。

①重叠区范围磷矿资源量对比

本次勘探范围与最近一次普查范围部分重叠，重叠面积

1. 4641km2，重叠标高( +280m "-' -150m) ，重叠范围内本次勘探

报告磷矿资源量 5844 万吨，最近一次报告磷矿资源量 2795.80

万吨，增加 3048. 20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增加 2082 万吨，

控制资源量增加 3008 万吨，推断资源量减少 409.74 万吨，潜在

矿产资源减少 1632.06 万吨(表 7) 。

表 7 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重叠区资源量对 比表

类型 磷矿石资源量 (万吨)
合计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潜在矿产资源 (万吨)

最近一次报告 G 。 1163.74 1632.06 2795.80 
本次报告 2082 3008 754 。 5844.00 

增(+) 减 (-)量 +2082 +3008 -409.74 -1632.06 +3048.20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矿体平均厚度增大:本次新增工程控制后，本次报告矿

体平均厚度 14. 19m 较最近一次报告平均厚度 6. 53m 增加了

7.66m。其原因一是普查工程数量少代表性不高;二是普查报告

按照 P2ÛS 兰 15%原则圈定的单工程矿层厚度 ZK101 为 6.48m 、

ZKAO一2 为 6. 43m; 根据规范，按 P2ÛS 注 12%原则对 2 个普查单工

程矿层重新进行了圈定，结果 ZK101 矿层厚度为 9.80m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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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2m) 、 ZKAO-2 厚度为 8. 31m (增加1. 88m) 。

b、矿石体重有所增大:本次勘探报告矿石体重 2. 95g/ cm3 , 

较最近一次报告矿石体重 2.79g/cm3 增加 0.16g/cm\ 见表 8 口

表 8 本次报告与最近报告资源量估算参数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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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磷矿石总资源量对比

本次报告比最近一次报告磷矿总资源量增加了 7886.82 万

吨，其中，探明资源量增加 2082 万吨，控制资源量增加 3482 万

吨，推断资源量增加 3980. 26 万吨，潜在矿产资源减少 1657.44

万吨，见表 9 。

表 9 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磷矿石总资源量对比表

磷矿石资源量(万吨〉
合计

类型 探明 控制
推断资源量 潜在矿产资源 (万吨)

资源量 资源量

最近一次报告 。 。 1163.74 1657.44 282 1. 18 

本次勘探报告 2082 3482 5144 。 10708.00 

增(+)减(-)量 +2082 +3482 +3980.26 -1657.44 +7886.82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a、两次报告估算的面积不一致:最近一次报告按照工程控

制矿体外推原则估算面积为 1. 46km2，本次新增工程控制后，估

算面积为 2. 69km2，估算面积增加了1. 23km2 。

b、矿体平均厚度增大:本次勘探报告矿体平均厚 14. 19m , 

较最近一次报告平均厚 6. 53m，增加 7.66m 。

c、矿石体重增大:本次勘探报告矿石体重 2. 95g/cm3，较最

近一次报告矿石体重 2.79g/cm3 增加 O. 16g/c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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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估算标高不一致:最近一次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为

+320m"-'-150m，本次勘探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为+280m"-'-200mo

〈二〉铅钵矿资源量变化情况

最近一次报告为贵州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贵州省瓮

安县上角旁铅钟矿普查报告>> (黔自然资储备字 (2019) 1 号) , 

截止 2018 年 5 月 29 日，查明区内(估算标高+1 060m,,-,+577m) 

范围内保有铅辛辛矿 (333) + (334? )矿石量 54.80 万吨， (铅金

属量 10743 吨， 1辛金属量 20061 吨)。

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资源量对比，矿石量从 54.80 万吨

减少至 3.57 万吨，减少量 5 1. 23 万吨;铅 (Pb) 金属量减少 9988

吨;传 (Zn) 金属量减少 18749 吨。见表 10 。

表 10 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铅辞矿总资源量及 Pb 、 Zn 对 比表

矿石量对比 Pb 金属量对比 Zn 金属量对比

类型
(万吨 〉 (吨〉 (吨 〉

推断 潜在矿
合计

推断 潜在矿
合计

推断 潜在矿
合计

资源量 产资源 资源量 产资源 资源量 产资源

最近一次
42.60 12. 20 54.80 8351 2392 10743 15595 4466 20061 

报告

本次勘探
3. 57 。 3. 57 755 。 755 1312 。 1312 

报告

增 (+) 减
-39. 03 - 12.20 - 51. 23 - 7596 -2392 - 9988 -14283 - 4466 - 18749 

(-) 量

变化原因是:

a、普查阶段 TCAO-1 、 ZKAO-1 、 ZKAO-2 、 ZKA3-1 、 ZKA4-1 等

5 个见矿工程圈定 1 个矿体。本次沿普查阶段的见矿工程间进行

加密施工 8 个工程，经取样分析证实均为落空工程，矿体不连续口

本次利用普查阶段的 5 个见矿工程分别圈定 5 个矿体。因此，普

查估算推断资源量面积 83995m2 减少至本次估算资源量面积

8734m2，以及平均厚度从原 1 个推断资源量类别块段1. 65m 变化

为 5 个推断资源量类型块段的1. 16m 、 2.97m、1. 39m 、1. 47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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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普查阶段推断资源量块段为工程内圈定，其外推估算了

潜在矿产资源 12.20 万吨，而本次工作推断资源量块段均为单工

程圈定，均不予外推潜在矿产资源，使普查报告估算的 12.20 万

吨潜在矿产资源减少。

c、普查阶段圈定了 1 个块段，平均品位（Pb 为 1.96%、Zn

为 3.66%）；本次详查圈定了 5 个矿体块段，5 个矿体块段平均

品位，Ⅰ为 Pb1.89%、Zn4.11%，Ⅱ为 Pb1.82%、Zn3.72%，Ⅲ为

Pb1.81%、Zn2.71%，Ⅳ为 Pb2.33%、Zn4.34%，Ⅴ为 Pb2.11%、

Zn3.37%。矿体块段的平均厚度及平均品位变化，使铅金属量减

少 9943 吨、锌金属量减少 18561 吨。

d、标高变化：普查算量标高+1060～+577m，本次算量标高

+988m～+607m。

四、评审结论

本次工作完成了勘探任务，达到了勘探目的，其工程控制程

度 及 地 质 研 究 程 度 达 到 《 矿 产 地 质 勘 查 规 范 磷 》

（DZ/T0209-2020）和《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铜、铅、锌、银、镍、

钼》（DZ/T0214-2020）勘查程度要求，修改后的《报告》符合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DZ/T 0033—2020）编写

要求，专家组同意《报告》通过评审。

本次《报告》铅锌矿资源量不作备案。

附：《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锌矿、磷矿勘探报告》评审专

家组名单

专家组组长签名: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组成 姓名

组长 李宗发

于晓红

吴治君

安永林

成员

杨秀德

伍锡举

陈文祥
L 

《贵州省瓮安县上角旁铅辞矿、磷矿勘探报告》

评审专家组名单

单 位 专 业 技术职称

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地质 研究员

贵州理工学院 地 质 副教授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7地质大队 地质 正高级工程师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4地质大队 采矿 高级工程师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7地质大队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 水工环 研究员

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选矿 研究员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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