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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矿产资源战略性勘查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
 

施的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的一项重要任务，紧紧
 

围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突出重点矿种重点地区，
 

开展矿产远景调查、油气资源调查、战略性矿产调
 

查评价、老矿山找矿。



2013～
 

2014年共安排中央财政资金
 

50多亿
 

元，项目
 

900多项，取得一批重要发现，促进和
 

拉动商业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进展，形成了一批
 

重大找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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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区：如青藏地区、松辽盆地外围新盆地



 

新层系：如北方古生界、柴达木古生界



 

新领域：如复杂山前构造带、火山岩油气藏



 

新类型：如页岩气、致密油气、油页岩、油砂



重要矿产调查围绕重点成矿区带、整装勘查区和重要远景区部署。



老矿山找矿围绕矿山深部及外围、矿山密集区部署。

老矿山找矿项目分布图



二、主要进展与成果



（一）矿产调查研究程度显著提高

2013年完成1∶5万矿调7万平方千米，重点成
 

矿区带和78片整装勘查区工作程度分别提高到
 

56.7%、90.9%。

圈定物化探异常6456处，发现矿（化）点
 

1000余处，圈定找矿靶区200余处，为后续商业
 

性风险勘查提供了重要指向。





（二）油气资源调查取得重要新发现

在北方突出新区基础地质调查，以寻找油气资源远景区为

 主，在银额、突泉、柴达木、祁连等盆地取得了重要发现；在南

 方突出页岩气资源调查，以寻找页岩气有利目标区为主，在四

 川、湖南、贵州等地发现了页岩气资源有利目标区。


 

松辽外围突泉盆地在侏罗系底层钻获轻质原油；


 
首次在柴达木盆地钻获3套良好页岩气层段；


 

首次在青海祁连山地区发现石油天然气；


 
在银额盆地石炭—二叠系发现油气；


 

湖南慈页1井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上部见良好页岩气显

 示。



2014年，在突泉盆地侏罗

 统地层成功获取含油岩心10.3
 米。经压裂试油，获得密度

 0.81克/立方厘米的轻质原油，

 是东北地区中下侏罗统重要油

 气新发现，开辟了油气勘探新

 领域。
松辽盆地外围油气调查部署图

1．突泉盆地侏罗系万宝组首次发现轻质原油，拓展了松辽
 盆地外围勘探新领域。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查，在中生代火山岩覆盖之下，

 发现“龙江、突泉、扎鲁特、林西和乌兰盖”5个中新生代远景盆

 地，总面积约26600平方千米。



突参1井2013SL-L1L25测线二维地震剖面

突参1井含油岩心和油样



2．首次在柴达木盆地钻获3套良好的页岩气层段，开拓了
 我国陆相页岩气勘探新层系。

在柴北缘鱼卡地区

 实施的柴页1井钻

 获146.58米泥页

 岩岩心，获得了中

 侏罗统大煤沟组页

 岩气地质参数，划

 分出3套页岩气富

 气层段。




 

首次发现8米厚油浸显示（362.79
 

~370.58米），意义重大。


 

DK10井在52.9米发现浅层天然气，点火火焰高达3～4米，连

 续燃烧两天，压力不减。

3．首次在青海祁连山地区钻探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开辟了
 油气勘探新区。



4．在银额盆地石炭—二叠系发现油气，展示了良好的页岩
 油气勘探前景。

额探 2
 

井钻获厚达 245
 

米的暗色泥岩段

 （483～728米），并且普遍见气测异常，解

 析气含量为4.1方/吨。



5．湖南慈页1井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上部见良好页岩气显示

井深2480.58～2487.98米黑色页岩

 
层段，出现较好的气测显示，

 CH497.730%、C2H62.184%、

 C3H80.086%
 

。

预测在湘西北地区牛蹄塘组下部

 页岩含气性会更好。
慈页1井岩心解吸气点火成功



通过提高矿产调查工作程度、创新找矿理
 

论认识以及技术方法攻关，促进了一批找矿重
 

大进展，形成了多龙铜矿、贵州道坨锰矿、青
 

海夏日哈木镍矿、贵州水银洞金矿、四川甲基
 

卡锂辉石矿等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

（三）战略性勘查探获了一批大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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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龙矿集区发现的铜金矿（点）呈北东向展布，并具有等距分布特征，其中波龙、多不

 杂、多不杂西、拿若、铁格龙南为大型—特大型斑岩铜金矿床。

1.西藏多龙铜金矿集区实现重大找矿突破



2013年度多龙矿集区控制铜金属量约1300万吨，
 2014年度预计新增铜资源量400万吨，

 累计铜金属量约1700万吨，伴生金约1000吨。


 

拿若矿区:总资源量达250万吨


 

铁格隆南矿区:总资源量达800万吨


 

多不杂铜矿:累计铜金属量达300万吨


 

波龙铜矿:累计铜金属量达260万吨


 

多不杂西铜矿拿厅矿段:累计铜金属量达70万吨



2.贵州铜仁地区新发现松桃道坨超大型锰矿床

贵州松桃道坨隐伏超大型锰矿床

 控制332+333锰矿石资源量1.42亿
 吨，其中：332资源量3637.79万

 吨、333资源量10526.12万吨。

矿体平均厚度：4.54米，最厚

 达12.52ｍ；


 

块段平均品位：19.28～
 20.10%，矿床平均品位

 19.92%。最高品位可达

 29.10%。



铜仁松桃锰矿整装

 勘查发现并控制了松

 桃道坨1个超大型锰

 矿床，李家湾、平

 土、下院子、杨家湾

 等4个大型锰矿床，

 新增锰矿资源量2.47
 亿吨，远景资源量

 3.5亿吨，实现了我

 国锰矿找矿40多年来

 的重大突破。



3.
 

东昆仑首次实现了岩浆熔离型钴镍硫化物矿床找矿
 突破－青海夏日哈木钴镍矿勘查突破

截止2014年，夏日哈木矿区探

 获镍资源储量（332+333）110.43
 万吨，品位0.66%；伴生铜金属量

 22.38万吨，品位0.159%；伴生钴

 金属量4.11万吨，品位0.025%。

该矿床的发现显示出区内岩浆

 熔离型硫化物矿床巨大的找矿潜

 力，对区域乃至整个东昆仑地区

 寻找该类型矿床具有重大指导意

 义。



4.贵州水银洞金矿达到超大型矿床规模

灰家堡矿集区（紫木凼—水银洞）是贞丰—普安金矿整装勘查区的一个重点

 勘查区，累计查明金资源量343吨，其中新增金资源量198吨（其中低品位58
 吨），水银洞金矿累计查明256吨，为我国中西部最大的金矿床。



水银洞金矿7勘探线剖面图



典型矿体特征

Ⅰa-1矿体：赋存于灰家堡背斜轴部附近的构造蚀变体（Sbt）中，分布于7-121
 线，走向长2800m，倾向宽200～950m，局部地段出现无矿天窗和矿化地段，资

 源量达63吨（332+333+334），为区内最大的矿体。单矿体达大型矿床规模。



5.四川甲基卡外围锂辉石找矿获重大新突破

上世纪60～70年
 

代，四川甲基卡

 地区发现花岗伟

 晶岩脉约1000
 条，锂矿化脉76

 条，对其中10余
 

条矿脉进行了详

 查勘探，探明

 Li2
 

O资源储量90
 

余万吨，平均品

 位1.2%。

优选找矿验证A区

优选找矿验证C区

X3（X8）脉

X5.X6.X7

★



本次工作新发现8条锂辉石矿化伟晶岩

 脉（X01－X08），对其中X03矿脉进行重点

 解剖，初步估算（333＋334）类Li2O资源量

 64.31万吨，其中（333）类50.67万吨，平均

 品位1.51%，达到超大型矿床规模，亦是该

 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矿体。综合研究认为甲

 基卡全区Li2
 

O资源储量有望突破200万吨，这

 为把甲基卡地区建设成为国家级新能源产业

 基地提供了资源保障。



（四）老矿山找矿新增一批资源

2012～2014年共实施老矿山勘查项目168项，9
 个项目新增资源量达大型矿床规模，27个项目达
 中型矿床规模。累计新增资源量：金231吨、铜

 123万吨、铅锌243万吨、铬铁矿44万吨、锰矿石
 3152万吨、原煤32300万吨。

西藏罗布莎铬铁矿、河南老湾金矿、甘肃省早
 子沟金矿、四川拉拉铜矿、江苏栖霞山铅锌矿等

 一批勘查项目取得了重大找矿进展。



1.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铬铁矿接替资源勘查

综合分析地质及物探成果，特别是针对高密度电法异常，在罗布莎南部施工ZKWT02
 孔，新发现Cr-80厚大富矿体，新增铬铁矿44万吨，以致密块状铬铁矿石为主，品位50%以

 上。
2014年备案资源储量201万吨（累计探明700万吨），其中Cr-80单矿体114.67万吨、平均

 品位（Cr2

 

O3

 

）50.04%，为罗布莎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矿体。
2014年在香卡山地区再获新突破，证明从罗布莎东至香卡山矿集区铬铁矿资源潜力巨

 大。



2.河南省桐柏县老湾金矿接替资源勘查

矿床类型为破碎带蚀变岩型，在上上河矿段对h67、h57、h59、h98-1号矿脉深部进行

 追索控制，共探获333+334金资源量25.575吨，矿体平均厚度0.78～1.56米，平均品位4.89
 ～7.50克/吨。



3.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接替资源勘查

矿床为构造蚀变岩型金矿。本次工作追索控制了北东

 向矿带Au1、Au10等14个矿体，矿体向深部延伸稳

 定。ZK899孔见金矿体9层，厚度0.81～7.83米，金品

 位1.24～4.09克/吨。初步估算新增金资源量26.64吨，

 平均品位3.28克/吨。



4.四川省会理县拉拉铜矿接替资源勘查

矿床为火山沉积变质型铜矿。本次勘查工作发现Cu-①号矿体延伸稳定，厚度明显增

 大，平均厚度14.8米，平均品位Cu 1.68%，其中，ZK304钻孔见矿厚度达22.47米，平均品

 位Cu 3.99%。ZK504钻孔见矿厚达37.06米，平均品位Cu 2.89%。新增333+334铜资源量50万
 吨以上。



5.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山铅锌矿接替资源勘查

矿床为碳酸盐岩型铅锌多金属矿床。本次工作对Ⅰ勘查区 1号主矿体沿走

 向和倾向进行了追索控制，新增铅锌333+334资源量58.13万吨。其中，

 KK4603孔在207.9～393.0米见真厚达54.5米铅锌富矿体，平均品位Pb10.11%、

 Zn16.11%。同时，深部金、银和铜等伴生组分含量增高，资源潜力大。



三、下一步工作部署



总体思路

 以支撑服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核心，突出
 

先行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摸清资源家底、夯
 

实找矿基础，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国
 

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基础支撑。

 重点部署能源资源、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产
 

业矿产调查。



（一）能源资源调查-油气资源

矿种：以页岩气为主攻矿种，加强常规油气调查，兼
 顾煤层气、油页岩、油砂；

地域：南方以页岩气调查为主，北方以常规油气为
 主；

新区：以设立矿业权区块为目标，为中央油气体制改
 革提供地质调查支撑；

已有矿权区：主要开展深部新层系的调查，兼顾风险
 勘探区的调查，拉动石油企业勘探的投入。



坚持“三性”定位，抓住“四新”目标，实施南方海相页岩气调查、天山—
 兴蒙构造带新区新领域油气调查、羌塘盆地油气战略调查。力争在页岩气资源调

 查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资源调查取得重要发现，在羌塘油

 气调查新区打开局面。



（一）能源资源调查-其他资源

铀矿：重点部署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评价；

煤炭：开展重点地区煤系资源综合调查，查明煤系资源家底与

 
资源潜力，促进煤系多能源多矿种综合评价和利用；

煤层气、油页岩、油砂：开展基础地质调查与探索研究，圈定

 
资源远景区，评价资源潜力；

干热岩：通过区域干热岩资源调查、开发潜力评价，查明干热

 
岩资源分布与潜力，为开发选址、勘查开发技术等问题提供支

 
撑。



（二）紧缺矿产资源调查

铜矿：重点部署西昆仑、班公湖-怒江、冈底斯、西南三江等成

 
矿带；

铅锌矿：重点部署在西南三江、南盘江-右江、川滇黔及湘西鄂

 
西等成矿带；

金矿：部署东昆仑、秦岭、川滇黔等成矿带和胶东地区；

锰矿：重点部署在贵州、广西的重点地区；

钾盐：部署塔里木、柴达木、四川盆地等地调查评价。



（三）战略新兴产业矿产资源调查

重点围绕锂、三稀、晶质石墨等矿种开展调查评价，
 

为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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