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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贵州磷熠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州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一 0 四地质大队开展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特多金属矿、

磷矿勘探报告编制工作，于 2024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贵州省织

金县茅坪铅钟多金属矿、磷矿勘探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 

并送交评审机构申报评审。本次《报告》评审目的是为贵州省织

金县茅坪铅钟多金属矿、磷矿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提供地质依据。

提交的《报告》资料齐全，包含文字报告 1 册，附图 67 张、附

表 l 册 (26 类〉、附件 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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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贵州省矿产资源云抽取具备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的地质、选矿、采矿和水工环专业的人员组成评审专家

组(名单附后) ，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在贵阳市对《报告》进行

会审。经与会专家认真审查和评议，形成了会议评审意见。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

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 (2020) 966) 号文， 2024 年 11 月 19 日，

由评审机构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

院组织相关专家对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辞多金属矿、磷矿勘探工

作进行了现场核查，编制单位按评审意见和现场核查建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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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自然地理情况

勘查区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城南东 110。方向，直距约 13km ，

行政区划属贵州省织金县实兴乡所辖。勘查区地理极值坐标

(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 105 0 52' 35" ~ 



105 0 54' 43" ，北纬 26 0 34' 03" ~ 26 0 36' 28" ，勘查区中

心坐标东经 105 0 53' 17" ，北纬 26 0 35' 16" 。已建成的贵阳一

清镇 织金高速公路、普定一织金高速公路分别经过勘查区北侧

直距 10km 和西侧直距 14km，勘查区有县道、乡道通达贵一织高

速织金站、普翁站，公路里程分别约 25km 、 20km。普定一补郎

一织金县道从勘查区南侧经过，勘查区南部有乡道与之相连。勘

查区距织金火车站约 20km，运距 31km; 距下红岩码头约 40km ，

运距 56km。交通方便，但通信条件较差。

勘查区地貌类型属溶蚀峰丛沟谷及侵蚀、溶蚀低中山沟谷地

貌。海拔一般+1475m~+1799. 5m，最低点位于探矿权范围 10 号

拐点北面约 200m 的沟槽内，海拔 1475m，最高点位于勘查区内 2

勘查线 ZK201 与 ZK203 的中部，即峰子脑壳附近的山顶，海拔

1799.5m，最大相对高差 324. 5m，一般相对高差 200~250m。主

要地表水体拉路河从北西至南东径流，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支

流，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在拉路河流出水文地质单元的东面，标

高 1322m 。

勘查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4. 1 0C ，年平均降

水量 139 1. 20mm 。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CGB18306-2015) 勘查区地震

基本烈度为VI度，动峰值加速度 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8 ，

据调查，区内无新构造活动，稳定性好。

(二〉探矿权设置情况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l、探矿权设置情况

该探矿权首次设置时间: 2008 年 12 月 30 日，原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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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颁发的探矿权许可证号: TOl120081202026168，名称:贵州省

织金县茅坪铅钵多金属矿普查，面积: 20. 17km2
o 2013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探矿权到期时，均按原面积的 25%

缩减后办理了探矿权同阶段延续， 2019 年经矿种增列，矿权变

更为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铮多金属矿、磷矿普查; 2024 年 10 月

探矿权人由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 0 四地质大队转让变

更为贵州磷熠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取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颁发的探矿权许可证，许可证号为: T5200002008126010026168 , 

勘查项目名称: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钵多金属矿、磷矿探矿权，

探矿权范围由 32 个拐点圈定(见表 1) ，面积 4. 82km2，有效期:

2024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表 I 茅坪铅辞多金属矿、磷矿探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地理坐标 (0 . I 11 ) 平面直角坐标 (m)

东经 北纬 X Y 
l 105.5242 26.3427 2940747.955 35587506.921 
2 105.5235 26.3427 2940746.628 35587313. 190 
3 105.5235 26.3403 2940007.930 35587318.245 
4 105.5300 26. 3403 2940012.683 35588010. 181 
5 105.5300 26.3424 2940659.044 35588005. 724 
6 105. 5318 26.3424 2940662.490 35588503.893 
7 105.5318 26.3447 2941370.410 35588498.982 
B 105.5333 26.3447 2941373.297 35588914. 101 
9 105.5333 26.3517 2942296.673 35588907.664 
10 105.5344 26.3517 2942298. 799 35589212.062 
11 105. 5344 26.3536 2942883. 605 35589207.970 
12 105.5401 26.3536 2942886.905 35589678. 383 
13 105.5401 26.3554 2943440.932 35589674.486 
14 105.5421 26.3554 2943444.838 35590227.889 
15 105.5421 26.3611 2943968. 087 35590224. 184 
16 105. 5443 26.3611 2943972. 411 35590832.903 
17 105. 5443 26.3625 2944403.323 35590829.831 
18 105.5427 26.3625 2944400.174 35590387. 142 
19 105.5427 26.3628 2944492.512 355903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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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她理坐标 (0 I 11 ) 平面直角坐标 (m)

东经 北纬 X Y 
20 105.5357 26.3628 2944486.651 35589556.450 
21 105.5357 26. 3626 2944425. 092 35589556.883 
22 105.5350 26. 3626 2944423. 732 35589363. 207 
23 105.5350 26.3614 2944054. 380 35589365. 797 
24 105.5335 26.3614 294405 1. 476 35588950. 765 
25 105. 5335 26.3552 2943374.332 35588955.492 
26 105.5319 26. 3552 294337 1. 250 35588512. 768 
27 105.5319 26. 3527 294260 1. 770 35588518.111 
28 105.5301 26. 3527 2942598. 321 35588020.017 
29 105.5301 26. 3504 2941890.400 35588024. 904 
30 105. 5249 26. 3504 2941888. 113 35587692.823 
31 105.5249 26. 3457 2941672.659 35587694. 304 
32 105. 5242 26.3457 2941671. 328 35587500.587 

2、资源量估算范围

勘查区主要矿产为磷矿，本次磷矿资源量估算范围均在贵州

省织金县茅坪铅辛辛多金属矿、磷矿探矿权内，估算面积

4. 3945km2，占勘查区面积的 9 1. 17%，估算标高: +1420m~+970m ， 

估算垂深 450m; 矿体埋深: 207m~660m。资源量估算范围拐点

坐标见表 2 。

表 2 磷矿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坐标表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编号 X Y 编号 X Y 
l 2940746.628 35587313. 190 22 2943969.247 35590387.525 
2 2940218.032 35587316.807 23 2944400. 600 35590446. 676 
3 2940387.246 35587445.916 24 2944400.174 35590387. 142 
4 2940576.440 35587521. 204 25 2944492.512 35590386.487 
5 2940716. 911 35587609.219 26 2944490. 052 35590038.015 
6 2940560. 776 35587541. 697 27 294413 1. 086 35589387.941 
7 2940393.815 35587478.241 28 2944106. 134 35589365.435 
8 2940180. 569 35587317.063 29 2944054.380 35589365. 797 

9 2940007.930 35587318.245 30 2944054.049 35589318.453 

10 2940012.683 35588010. 181 31 2943649.521 35588953.571 

11 2940659. 044 35588005. 724 32 2943374.332 35588955.492 

12 2940662.490 35588503.893 33 2943372. 889 35588748.181 

13 2941370.410 35588498.982 34 2943194. 565 35588635.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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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编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2941373.297 35588914. 101 
2942296.673 35588907. 664 
2942298. 799 35589212.062 
2942883. 605 35589207. 970 
2942886.905 35589678. 383 
2943440.932 35589674.486 
2943444.838 35590227.889 
2943968.087 35590224. 184 

二、勘查区地质概况

1、地层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编号 X Y 

35 2943091. 173 35588514. 713 
36 2942601. 770 35588518. 111 
37 2942598.321 35588020.017 
38 2941890. 400 35588024.904 
39 2941888.113 35587692. 823 

40 2941672. 659 35587694. 304 
41 2941671. 328 35587500. 587 
42 2940747.955 35587506.921 

勘查区出露及钻遇地层由老至新为:震旦系至寒武系灯影组

(Zεdy) 、震旦系至寒武系戈仲伍组 (ZEgZ) 、寒武系纽芬兰

统至第二统牛蹄塘组 (ε 卜2n ) 、寒武系第二统明心寺组 (ε2m ) 、

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 (C1j j) 、石炭系下统至上统摆佐组 (C-2b ) 、

二叠系阳新统梁山组 (PJ) 、二叠系阳新统栖霞组第一段 (P2ql) 、

二叠系阳新统栖霞组第二段(P2q2)、二叠系阳新统茅口组第一

段 (P2m
1 ) 及第四系 (Q) 。共 11 个地层单元。

2、构造

勘查区区域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上扬子陆块(二级分区〉上扬

子地块(三级分区)黔北隆起区(四级分区)之织金穹盆构造变

形区内 IV-4-1-3 (1) (五级分区)。

勘查区位于打麻厂背斜南东翼，属单斜构造。地层倾向

115 0 ~1550 ，一般 l250: 倾角 12 0 ~150 ，一般 13 0 左右。

勘查区断裂构造不发育，主要在勘查区外围北西侧发育有北东向

断层。在勘查区内以孔、 F5 断层规模最大，其次为 F2 断层，此外，

在勘查区北部 F2 断层北西侧为 Fl 断层， F2 旁侧还发育了两条分支

小断层 F2固和 F207。断裂构造主要发育于勘查区边部，延入勘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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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破坏磷矿层的断裂较少，综上所述，勘查区内构造复杂程度为

简单。

3、矿层(体〉特征

本区含磷岩系为戈仲伍组，岩性为灰、深灰、灰黑色中-厚

层砂屑白云质磷块岩、条纹 条带状生物屑白云质磷块岩、含磷

白云岩，厚 9. 33~22. 90m，平均厚 17.67m。具有工业价值磷矿

体 I 层。经 31 个钻孔工程控制，矿体沿走向延伸 5. 28km，倾斜

延深1. 30km。矿层分布标高: + 1420m~+970m，埋深: 207m~660m。

矿体厚度 4. 31 ~19. 35m，平均 14. 42m，变化系数为 23. 72%，厚

度稳定; P2ÜS 品位 15. 37%~23. 76%，平均 17.47%，变化系数为

10. 65%，矿石有用组份均匀;矿体连续性好。

4、矿石质量特征

(1)矿物组成

矿石矿物为胶磷矿(光性非晶质磷灰石) ，占矿物总量的

45%~90%，一般在 70%以上。

脉石矿物为白云石、石英、黄铁矿、泥质、有机质等。

(2)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有不等晶(含生物屑)砂屑结构、微一细一中晶(含

生物屑)砂屑结构，以不等晶(含生物屑)砂屑结构为主。

矿石构造主要以条纹 条带状构造最发育，次之为条带状构

造。少量发育块状构造、"同生角砾状"构造，偶见透镜一条带

一条纹状构造、瘤状构造。

(3) 矿石化学成分

磷块岩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P2ÜS、酸不溶物 (A. I)、 Ca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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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O 、 CO2 、 Si02，六个组分总量达 90%以上，次要组分为拘溶性

P205 、 A1203 、 Fe203 、 F 等。

矿石中的有益组分 : P205平均 17.47%; 构溶性 P205平均 2.08%;

稀土元素 RE203平均 O. 10% 、 Y203 平均 O. 04%; 氟元素平均 2. 03%; 

哄元素平均 O. 000348% 。

矿石中的有害组分: MgO 平均 8.68%; Si02平均 8. 04%; 倍半

氧化物 (A1203+Fe203 )平均 2.64%; CaO 平均 37.26%; CO2 平均
19.09% 。

(4) 矿石类型和品级

根据矿石构造特征，主要划分为条带状磷块岩矿石、条纹一

条带状磷块岩矿石及块状磷块岩矿石三种自然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以碳酸盐型磷矿石[钙(镜)质磷块岩矿石]

为主，占比为 88%，零星分布混合型磷块岩矿石，占比为 12% 。

达到选矿加工级的占 24%，达到选矿级的占的 76%。矿石总体为

III级品矿石。

5、共(伴)生矿产

(1)异体共生矿产铅钵矿。经 16 个钻孔工程控制，仅有

ZK1901 钻孔在灯影组顶部有较弱的传矿化， Zn 含量 O. 15%~ 

0.24% , Pb 含量小于 0.05%; ZK401 钻孔灯影组顶部节理裂隙之

中见铅矿化， Zn 含量 0.0016%~0. 0083% ， Pb 含量 O. 052%~ l. 04% , 

其余钻孔未发现铅钟矿物存在，即勘查区内无铅钟矿。

(2) 异体共生矿产镇、铝矿。勘查区内有 9 个钻孔见噪铝

矿(化)体，厚度 O. 29~0. 81m，平均厚度 0.4旬，矿(化)体

厚度薄， Mo 含量 O. 1l%~0. 73%，平均 O. 30% , Ni 含量 O.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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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平均 0.32%。勘查区铝矿现阶段可利用性较低、经济价

值有限，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铜、铅、辛辛、银、媒、铝》

(DZ!T 0214-2020) ，仅有 2 个钻孔米·百分值达到铝矿最低工

业米·百分值要求，呈"插花状"分布，故本次工作未圈定铝矿

体。

(3) 异体共生矿产铝土矿情况。在勘查区北部地表露头及

ZKll02 钻孔取样分析， A1 203 含量 1 1. 70%~17. 74%，平均 14.29%;

Si02 含量 44. 23%~63. 55%，平均 56. 06%。未达到铝土矿一般工

业指标要求。本勘查区未发现铝土矿(化)体。

(4) 伴生矿产为稀土元素、氟元素和哄元素。目前织金地

区(包括本勘查区)磷矿中含的稀土分离难，且不经济，尚不能

进行综合利用。矿石中的氟元素通过以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副产

的氟硅酸为原料，脱呻后浓缩，浓氟硅酸与硫酸制得 HF，值得

综合回收利用。矿体映元素含量 o. 000146%~0. 00145%，平均

O. 000348%，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附录 D，磷块岩中伴生矿产琪的要求:琪>0.004%时，可综合利

用回收，故琪达不到综合回收利用要求。

6、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一粗一精二扫反浮选脱镜工艺流程，当原

矿 P205 品位 17.44% 、 MgO 含量 8.91%，当磨矿细度为一0.074mm 含

量占 8 1. 10% 时， 22 0C条件下采用一粗一精二扫的反浮选脱镜工

艺，可以获得精矿平均产率 46. 40%、平均 P205 品位 3 1. 29%、平

均 MgO 含量 O. 59%、平均倍半氧化物 (Fe203+A1203 ) 含量 3. 09% 、

平均 P205 回收率 83.74%的良好试验指标，精矿质量达到了《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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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用磷矿石>> (HG/T2673-1995) 一等品 I 类矿石质量标准要

求。

7、开采技术条件

(1) 水文地质条件

勘查区内地下水类型有碳酸盐岩类岩溶水、基岩裂隙水、松

散岩类孔隙水，其中茅口组 (P2m ) 、栖霞组 (P2Q) 、摆佐组 (Cl-2b)
戈仲伍组 (Zεgz) 、灯影组 (ZEdy) 为含水层，梁山组 (P21) 、

九架炉组 (C1j j) 、明心寺组 (ε2m ) 、牛蹄塘组(巳 1-2n ) 为相

对隔水层。矿层分布标高: 970~ 1420m，埋深: 207 (1 9 线) ~ 

660m (11 线) ，矿区范围内的主要矿体埋藏标高低于当地最低

侵蚀基准面 (+1322川，矿床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灯影组 (Z

εdy) 溶孔溶隙含水层，该地层在区内隐伏，地下水具承压性

质，富水性中等。上覆 P2m+P2Q 及 Cl-2b 地下水为间接充水水源。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T 12719-2021) , 

本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为以岩溶含水层充水为主，溶蚀裂隙

为主要导水通道，底板直接进水，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岩溶充

水矿床(第二类第一亚类第二型)。

根据开采条件下地下水流场概化结果，采用解析法预算，一

期开采范围内+1200m 开采水平时的正常涌水量为 26243旷/d，最

大涌水量为 26400m3/d 。

(2) 工程地质条件

勘查区内工程地质岩组分为坚硬岩类工程地质岩组 (P2m) 、

较硬岩类工程地质岩组 (P2Q 、 P2 1 、 C l-2b 、 zεgz 、 Z 巳 dy) 、较

软岩类工程地质岩组 (ε2m ) 、软岩类工程地质岩组(C1jj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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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川，极软岩类工程地质岩组 (Q) 。断裂构造整体对勘查区内

岩石物理力学强度的影响不大。围岩岩体质量中等，岩体分类III

级，未来开采过程中发生围岩事故的可能性小。但在局部地段，

岩体质量较差、完整性较差，局部矿层较破碎。矿层顶板岩体完

整，岩体分类皿级，岩体质量中等，整体上评价矿层顶板稳固性

中等。矿层底板岩体分类 II 级，岩体质量良，整体上评价矿层底

板稳固性较好。但应注意局部地段，如 ZK201 的灯影组存在溶洞，

填充黄色粘土，受填充物及水力侵蚀的影响，该地段的稳固性相

对较差。勘查区内碳酸盐岩地层岩溶发育作用中等至强，主要的

工程地质问题是井巷围岩的稳固性和底板直接充水，未来采矿对

地表可能会造成影响较小。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

范>> (GB/T 12719-2021) ，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五类特

殊岩类，即可溶岩类以碳酸盐岩为主，构造相对不发育，工程地

质条件为中等的矿床。

(3) 环境地质条件

勘查区地震基本烈度为VI度区域。织金县无重大地震活动历

史记载，矿区属无震害区，区域稳定性良好。地表水水质达 II 类

水及以上，地下水水质达到III类水以上。勘查区内未见地面沉降、

崩塌点、不稳定斜坡，地质环境现状条件下比较稳定。不存在地

温异常，矿区磷矿石放射性在限制以内。矿体埋藏较深，今后开

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未来采矿地表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小，但未来

的矿石和矿渣堆体经大气降水淋滤作用后形成的淋滤液以及矿

坑水可能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一定的污染。参照《矿区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T 12719-2021) ，勘查区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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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为第二类，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4) 其它开采技术条件

勘查区矿体埋深均较浅，未来开采深度不会超 1000m，存在

岩爆的可能性小，不存在地温异常，磷矿石放射性在限制以内。

三、矿区勘查开发利用简况

〈一)以往地质勘查工作

l、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贵州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开展

了 1: 20 万毕节悟、安顺幅区域地质调查和区域矿产调查;九十

年代，贵州省地矿局 115 地质大队在该区开展了以那架幅、织金

幅、珠藏幅、小猫场幅 1: 5 万区域地质联测，涵盖了勘查区，

为本区的勘查工作提供了基础性地质资料。

2 、 2001 ~2003 年，贵州省地质调查院开展了 1: 25 万安顺

幅区域地质调查(修测) ，涵盖了勘查区，为本区的勘查工作提

供了基础性地质资料。

3 、 2007~2010 年，贵州省地调院和贵州省地矿局一 0 四地

质大队开展了 1:5 万《贵州以那架一小猫场地区矿产远景调查)) , 

提交了《贵州以那架一小猫场地区矿产远景调查报告》及以那架

幅、珠藏幅、织金县幅、小猫场幅及坪上幅分幅说明书，对区内

磷矿进行了概略评价，涵盖了勘查区，为本区的勘查工作提供了

基础性地质资料。

4、 2008 年 7 月 ~2011 年 6 月，由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

质勘查院牵头，贵州地质矿产局一一五地质大队参与，贵州省地

质调查院汇总提交了《贵州省磷(稀土)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

果报告)) ，报告中对织金地区磷矿成矿地质背景及成矿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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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为本区的勘查工作提供了基础性地质资料，为后期进一

步开展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5 、 2009~2019 年，贵州省地矿局一 0 四地质大队在区内开

展了普查地质工作，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 1 : 1 万地质填图(正

测) 21. 50km2 、 1 : 2000 勘查线测量及填绘 15. 36km/1l条、钻探

7405. 95m/18 孔，各类取样测试 656 件。并提交了《贵州省织金

县茅坪铅铸多金属矿、磷矿普查报告)) ，该报告经贵州省国土资

源勘测规划研究院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备案文号为黔自然资储备

字 (2020) 68 号，评审意见文号为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 (2020)

37 号。估算探矿权范围内标高+1405~+975m，磷块岩矿石资源

量 (333+334? ) 18610.9 万吨，其中， (333) 15761.2 万吨，

(334? ) 2849.7 万吨。伴生稀土氧化物 RE203 (334? )资源量

18. 77 万吨;其中，稀土分量 Y203 资源量 6.65 万吨。

(二〉矿山开发利用情况

毗邻矿区打麻厂磷矿编制了详查报告，属于探矿权，无开采

活动。本区内无开采及资源利用情况。

(三〉毗邻矿区有用信息

矿区周边探矿权为贵州省织金县打麻厂磷矿及稀土矿探矿

权，另贵州省织金县猫场磷矿详查(地勘资金项目)。

(四〉本次工作概况

l、本次勘探工作情况

本次勘探工作在收集以往地质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等相关规范规程，按照贵

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组织评审通过的《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

12 



钟多金属矿、磷矿勘探设计书》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开展野外地

质工作，于 2024 年 8 月完成设计的各项工作任务。 2024 年 8 月

17 日，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组织专家组到野外实地验收，

各项工作满足设计书和相关规程规范等技术要求，达到了本次工

作的目的任务，验收评分 91 分，质量评定为优秀级。随即转入

室内报告编制工作。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情况见表 30

本次勘探工作主要引用《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锋多金属矿、

磷矿普查报告>> (备案文号为黔自然资储备字 (2020) 68 号，

评审意见文号为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 (2020) 37 号)内的钻探

工程 5572. 62m/13 孔、基本分析样 327 件、组合分析样 10 件、

小体重样 30 件等。

表 3 勘查区本次及以往工作完成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工作手段
计量

以往工作 本次工作 总工作量
资料利用

单位 情况
一、地形测绘

(一)地形测量

1.航摄像片控制点连测 悟 10 10 

2. 正射影像图制作 (DOM) 幅 10 10 

〔二〉制图

1.平面地质图(全开〉 幅 7 7 

2. 1: 50000 区域地质图 幅 1 1 

3. 剖面图 cm 430 270 700 

4. 钻孔柱状图 cm 2786 1544 4330 

二、地质测量

(一)专项地质测量

1. 1: 5000 专项地质测量 km' 7 7 

(二〉专项水文地质测量

1. 1 : 5000 专项水文地质测量 km' 5 5 

(二)专项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测量

1. 1: 1 万专项工程地质测量 km' 5 5 

2. 1: 1 万专项环境地质测量 km' 5 5 

=、物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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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段
计量

以往工作 本次工作 总工作量
资料利用

单位 情况
(一) ìJ1~井

1.高密度电法测量 (ZK1103
点

ZKII04 ZK202 ZK403) 
573 573 

2. 物探水文扭~井 (ZK40 1)

自然伽马测井 m/孔/次 430/1/1 430/1/1 

声波时差 m/孔/次 430/1/1 430/1/1 

井径 m/孔/次 430/1/1 430/1/1 

二侧向电阻率 m/孔/次 430/1/1 430/1/1 

自然电位 m/孔/次 430/1/1 430/1/1 

井温 m/孔/次 430/1/1 430/1/1 

井液电阻率(扩散法) m/孔/次 2580/1/6 2580/1/6 

四、钻探 5572.62/13 7525. 70/18 13098.32/31 5572.62/13 

〔一〉机械岩芯钻探 5572.62 6715.23 12287.85 5572.62 

1. 0-300 m/孔 275/1 275/1 275/1 

2. 0-400 m/孔 1155.37/3 2378. 62/7 3533.99/10 1155.37/3 

3. 0-500 m/孔 3065. 32/7 2193. 45/5 5258.77/12 3065. 32/7 

4. 0-600 m/孔 1076.93/2 2143. 16/4 3220.09/6 1076.93/2 

(二)水文地质钻探 810.47 810.47 

1. 0-500 水文地质钻探 CZK401) m/孔 434. 60/1 434.60/1 

2.0-400 水文地质钻探 CZK402) m/孔 375.87/1 375.87/1 

3. ZK1703 孔套管留置 m 22 1. 60 22 1. 60 
4. ZK1703 孔抽水(长观〕下

461. 40 46 1. 40 
入测管

m 

五、岩矿测试

(一〉岩矿分析

1.基本分析

Mo 项 90 90 

Ni 项 90 90 

P20, 项 327 283 610 327 

酸不容物 项 327 283 610 327 

Pb 项 11 11 

Zn 项 11 11 

2 样品加工 件 327 352 679 

3. 组合分析 件 10 18 28 10 

4. 内检分析

磷矿样 件 30 30 60 

保铝矿样 件 9 9 

组合分析样 件 2 2 

5. 外检分析

磷矿样 件 15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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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段
计量

以往工作 本次工作 总工作量
资料利用

单位 情况
银铝矿样 件 5 5 

6. 小体重样 件 30 63 93 30 
7. 选矿试验 件 2 2 

8 化学全分析 件 10 10 

(一)水质分析

1.一般水样〈全分析〉 件 2 2 

2. 饮用水分析 件 2 2 

(一〉岩石试验

1.抗压强度(饱和) 项 90 90 

2. 抗剪切强度(饱和) 项 90 90 

3. 容重 项 90 90 

4. 比重 项 90 90 

5 吸水率 项 90 90 

(四)岩矿鉴定与试验

1.薄片制片 片 50 50 100 

2. 薄片鉴定 片 50 50 100 

(五)岩石放射性测试

1.锚 (CRa) 测试 项 6 6 

2. 牡 (CTh) 测试 项 6 6 

3. 4甲 (Ck) 测试 项 6 6 

六、其他地质工作

1.勘探基线测量 km/条 8.63/7 5.42/3 14.05/10 

2. 剖面线测量 km/条 8.63 /7 5.42/3 14.05/10 

3. 工程点测量 点 13 20 33 

4 矿产地质钻探编录 m 5572.62 7507. 65 13080.27 

5. 水文地质钻探编录 m 5572.62 7507.65 13080.27 
6. 工程地质编录(本次 4 线 6

5572. 62 2425.38 7998. 00 
线钻孔)

m 

7. 采样 m 340.59 420.02 760.61 

8. 岩矿芯保管(按 80%计〕 m 6006. 12 6006. 12 

9 气象综合资料购买 份 l I 

10 水文点长期观测 ，也 l l 

11 地下水位长观 孔 l l 

12. 绿色勘杏 项 l 1 

13. 数字勘杏 套 1 1 

14. 先期开采方案+工业指标
项 1 1 

论证+预可行性研究

15. 设计论证编写 份 I 1 

16 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 份 l 1 

17 报告印刷 份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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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查类型与工程问距的确定

按照《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的要求，

磷矿勘查类型以矿体的稳定程度、矿床地质构造复杂程度及矿体

延展规模，评定类型系数之和为 3. 5 ，确定勘查类型为 I 类型。

其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基本工程间距(走向×倾向〉为 800X400 ，

探明资源量的工程问距为 400X 300，推断资源量的工程间距为

1600 X 800 。

3、资源量估算方法

勘查区磷矿体呈层状产出，产状平缓，钻孔分布较均匀，故

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量。

4、矿产资源量估算申报情况

(1)工业指标

根据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编制《贵州省

织金县茅坪磷矿勘探工业指标论证报告))，经经济分析法论证后，

推荐指标与《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一般

工业指标一致，采用论证推荐的如下资源量估算工业指标:

边界品位 ω(P20) 二三 12%，最低工业品位ω(P20S ) 二三 15% ，

最小可采厚度1. 5m，夹石剔除厚度二三1. 5m 。

(2) 资源量估算申报情况

本次申报评审的《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辛辛多金属矿、磷矿勘

探报告》在探矿权范围(估算标高+1420~十970m 标高)内累计

查明磷块岩矿石资源量 20597.4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3770.8

万吨、控制资源量 7487.2 万吨、推断资源量 9339.4 万吨。探明

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18%，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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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及探明+控制资源量的占比符合规范要求。

估算伴生氟 (F) 推断资源量 420. 19 万吨。

5、先期开采地段论证情况及其资源量估算结果

根据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资

质，证书编号 A143001760) 2023 年 11 月提交《贵州省织金县茅

坪铅钟多金属矿、磷矿先期开采方案>> ，设计生产规模为 300 万

吨/年。选择矿体标高+1200m 以上的范围为先期开采地段，先期

开采地段面积 2. 6132km2。先期开采地段内估算磷块岩矿石资源

量 9745.0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339 1. 4万吨、控制资源量 2262.4

万吨、推断资源量 409 1. 2 万吨。探明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35% ，

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58%。范围坐标见表 4。

表 4 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坐标表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编号 X Y 编号 X Y 

2940008. 135 35587344. 685 24 2943983.040 35589793.381 

2 2940358. 008 35587513. 185 25 2944088.179 35590012.368 
3 2940438.195 35587566. 188 26 2944192.073 35590559.834 

4 2940598.080 35587664.483 27 2944277.304 35590701. 055 

5 2940779. 118 35587808.815 28 2944403.003 35590819. 751 

6 2940920. 961 35587921. 419 29 2944400.174 35590387. 142 
7 2941099.510 3558801 1. 004 30 2944492. 512 35590386.487 

8 2941344.003 35588099.968 31 2944486. 651 35589556.450 

9 2941519.442 35588141. 028 32 2944425. 092 35589556.883 

10 2941809. 972 35588269. 185 33 2944423. 732 35589363.207 

11 2941892. 714 35588320.199 34 2944054. 380 35589365. 797 

12 2942076.862 35588456.443 35 294405 1. 476 35588950. 765 

13 2942214. 351 35588559. 715 36 2943374.332 35588955.492 

14 2942463. 199 35588746.974 37 294337 1. 250 35588512. 768 

15 2942522. 923 35588813.540 38 294260 1. 770 35588518. 111 

16 2942605. 665 35588880. 108 39 2942598. 321 35588020.017 

17 2942827.140 35589072.343 40 2941890.400 35588024.904 

18 294298 1. 426 35589180.592 41 2941888. 113 35587692.823 

19 2943146. 288 35589315.592 42 2941672. 659 3558769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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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编号 X Y 编号 X Y 

20 

21 
22 

23 

2943283. 777 35589403. 311 43 2941671. 328 35587500. 587 
2943518.938 35589482.320 44 2940747.955 35587506.921 
2943670. 114 35589543. 288 45 2940746.628 35587313. 190 

294381 1. 957 35589637.851 46 2940007.930 35587318.245 

四、储量报告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1 、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3908-2020); 

2 、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7766-2020); 

3 、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GB/T 33444-2016); 

4 、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5 、 《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 CDZ/T 0038-2020) 

6 、 《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CDZ/T 0340-2020) ; 

7 、 《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 CDZ/T 0336-2020) ; 

8 、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技术要求>> CDZ/T 0339-2020) ; 

9 、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CGB/T 25283-2023) ; 

10 、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 CDZ/T 0374-2021) ; 

11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 (DZ!T 0033-2020) ; 

12 、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 12719-2021) ; 

13、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

意见(自然资规 (2023) 6 号) ; 

14、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工作指南(暂行) ))的通知(黔自然资规 (2018) 2 号)。

〈二〉评审方法

l 、评审方式: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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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因素的确定。

(1)资源储量估算论证工业指标与一般工业指标一致。

(2) <<报告》提交单位和编制单位对送审的全部资料作了

承诺，保证本次报告及其涉及的原始资料和基础数据真实可靠、

客观，无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自愿承担因资料

失实造成的一切后果。

(3) 2024 年 8 月 17 日，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组织

专家组到野外实地验收，验收评分 91 分，质量评定为优秀级，

专家组认为投入的野外各项地质工作达到勘探工作程度，同意结

束野外工作，可以转入室内资料整理及报告编制。

(三)资源储量基准日: 2024 年 8 月 31 日

(四〉主要评审意见

1、主要成绩

(1)详细查明了勘查区地层层序、含矿岩系层位、岩性、

厚度、构造形态特征:详细查明了矿体形态、厚度、产状及分布

特征。

(2) 详细查明了矿石的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矿石中有益、

有害组分的含量;划分了矿石工业类型及矿石品级。

(3) 通过磷矿层实验室流程试验研究，阐明了磷矿石的加

工技术性能。

(4) 详细查明矿床水工环等开采技术条件。综合评价矿床

为以岩溶含水层充水为主，溶蚀裂隙为主要导水通道，底板直接

进水的岩溶充水矿床，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5) 开展了工业指标论证及预可行性研究，估算了磷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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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及伴生氟元素资源量。勘查工程布置、工作方法、工作手段

合理，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参数取值、圈定和块段划分合理。

(6) ((报告》章节安排恰当，内容齐全，附图、附表、附

件完整。

2、存在问题与建议

(1)对发育于勘查区外围北西侧的区域断层 Fj 断层综合研

究不够，亦对其下盘磷矿体延伸进入勘查区的分布情况控制不

足，对 F207 断层深部工程控制不够，对断层导水性及今后矿山开

采产生的水力联系研究不足。因此建议矿山今后基建勘探中加强

断层及其文地质特征研究，并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做好预测及采取

相应防治措施，在矿山建设期间专门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工作，重

点是未来矿山的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估。

(2) 织金县茅坪铅铮多金属矿、磷矿地面标高+1475m~

+1799.5m，矿体赋存标高+1420m~十970m，矿体埋深 207m~660m。

根据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编制的《贵州省织

金县茅坪磷矿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织金县茅坪磷矿采用竖井开

拓方案，推荐使用条带房柱嗣后充填采矿法，主井井口标高

+1630m，井底标高+1120m ，副井井口标高十1630m，井底标高

十1090m。考虑到下一步设计可能存在井巷工程调整，井巷工程上

至地表最高标高，下至矿体最低赋存标高之下 100m。建议采矿

许可证发证标高+1799m~+870m。

3、评审结果

主矿产:磷矿;资源储量规模:大型。

截止 2024 年 8 月 31 日，在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特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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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矿产地织金地区磷(稀土)矿整装勘查对比: 2012 

年~2014 年，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 0 四地质大队开展

的贵州省第二批整装勘查项目 贵州省织金地区磷(稀土〉矿整

装勘查范围涵盖了勘查区。提交的《贵州省织金地区磷(稀土)

矿整装勘查报告》资源量估算范围与勘查区资源量估算范围不重

叠。

与国家矿产地贵州省织金县打麻厂磷矿及稀土对比: 1960 

年，贵州省地质局黔西北地质大队提交了《贵州省织金县打麻厂

磷矿地质普查报告)) ，本次勘探范围与国家矿产地一贵州省织金

县打麻厂磷矿及稀土范围未重叠，资源量估算范围不重叠，不存

在对比情况。

(2) 与最近一次报告对比

勘查区最近一次报告即 2019 年 10 月由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一 0 四地质大队提交的《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件多金属

矿、磷矿普查报告)) (黔自然资储备字 (2020) 68 号) ，估算

探矿权范围(标高+1405m~+975m) 内磷矿石资源量 (333+334?)

18610.9 万吨，矿床平均品位 17.97%，矿床平均厚度 13.61m 。

其中 (333) 资源量 1576 1. 2 万吨，平均品位 18.25%; (334?) 资

源量 2849. 7 万吨，平均品位 16.46%; (333) 占 (333+334?)

资源量的 85%。磷块岩矿石中伴生稀土氧化物 RE203 (334?) 资源

量 18. 77 万吨;其中，稀土分量 Y203 资源量 6.65 万吨，稀土分

量 Y203平均含量为 O. 036% 。

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探矿权范围完全重叠，重叠面积

4.82km2。探矿权范围内最近报告估算磷矿石总资源量 18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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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其中推断资源量 1576 1. 2 万吨，潜在矿产资源 2849. 7 万

吨:本次报告估算磷矿石总资源量 18184.6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

量 3770. 8 万吨、控制资源量 7113.4 万吨、推断资源量 7300.4

万吨。经对比:本次报告较最近一次报告磷矿石总资源量减少

426. 3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增加 3770.8 万吨、控制资源量增

加 7113.4 万吨、推断资源量减少 8460.8 万吨。见表 5 。

最近报告参照以往地质勘查报告(女口 2014 年的织金县打麻

厂磷矿及稀土详查报告、 2016 年的贵州省织金地区磷(稀土)

矿整装勘查报告及果化矿段磷矿及稀土勘探报告等)对伴生稀土

资源进行了资源量估算井备案，但这些报告在评审备案过程中，

均对伴生稀土资源能否进行估算及备案产生过争论，为解决该问

题， 2016 年底，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达了《贵州省织金磷块岩

型稀土矿稀土元素赋存状态及选冶技术经济指标研究)) ，目的是

查清含稀土磷矿中稀土赋存状态，研究稀土经济提取分离技术，

确定工业(综合利用)指标。但最近报告评审期间，该问题仍未

解决，为使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能够掌握矿区资源情

况，最近报告亦估算伴生稀土 RE203 潜在矿产资源 18. 77 万吨，

其中 Y203 潜在矿产资源 6.65 万吨。本次报告伴生稀土 RE203 含量

O. 10%，根据织金地区大量磷矿石中伴生稀土的研究资料，伴生

稀土 RE203低于 0.2%矿石稀土分离难且不经济，不能进行综合利

用，故本次报告未估算伴生稀土资源量。经对比:本次报告较最

近一次报告伴生稀土 RE203 潜在矿产资源减少 18. 77 万吨， Yρ 

潜在矿产资源减少 6. 65 万吨。

最近报告未估算伴生氟资源量，本次报告新增估算氟推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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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质勘查规范磷>> (DZ/T 0209-2020) ，勘查区勘查程度达到

勘探。经专家组复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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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辛辛多金属矿、磷矿勘探报告》评审

专家组名单

成j队
扩
日

-
A
门
3

1
l
h
d

勾
t

月

2

号
叫v
l

长
年
组
罚
组
川

、
家

专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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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织金县茅坪铅辞多金属矿、磷矿勘探报告》

评审专家组名单

组成 姓名 单 位 专 业 技术职称 签名

组长 张伦尉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 地质 研究员 j如VÆ
蔡国盛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
地质 正高级工程师 机地质矿产勘查院

刘光富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五地质大队 地质 高级工程师 户 ι仨
于宁 贵州理工学院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才~

成员

管仰b曹细如 贵州煤田地质局水源队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安永林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14地质大队 采矿 高级工程师 在内ψ才?

陈文祥 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选矿 研究员 q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