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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中提出的“积极开展矿产远景调查和综合研究，科

学评估区域矿产资源潜力，为科学部署矿产资源勘

查提供依据”的要求，国土资源部于2006年将全国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列为国土资源部“十一五”重点

工作，并于2007年下发《关于开展全国矿产资源潜

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6号）全面组

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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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则 
 

 

    1. 始终坚持“五统一”原则：“统一组织、统一
思路、统一方法、统一标准、统一进度” ； 
    2.遵循地质工作规律，统一技术要求和标准，加
强培训与示范，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3.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全局，兼顾各方； 
    4.立足矿产预测方法的自主创新，全面、全过程
应用信息化技术，并注重在国际上的可比性和先
进性。  
    5.充分利用已有成果资料，加强理论提升和宏观
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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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先后印发了11个重要文件 

（部发文3个、部办公厅发文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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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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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3年，该项工作总投入资金184591.96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103675万元，占总投入的
56%；地方财政80916万元，占总投入的44%。 

 
 

 

 

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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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党组高度重视 

中国地质调查局精心组织 

目前已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中国地质调
查局于2015年1月31日组织评审验收 

国土部原部长徐绍史亲自主持
动员部署，汪民副部长多次在
全国性会议上通报情况，明确
要求，精心指导，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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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院士专家一致认为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是我国矿产资源领域开展的一次重

要国情调查，在国土资源部统一领导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精

心组织全国165家地勘单位，共3700人，攻坚克难，拼搏创

新，历时八年，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该

项工作既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地质矿产成果资料的一次系统总

结提升，也是我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理论方法研究的一次重

要创新发展，其成果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

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提供了科学依据，成果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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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评价工作的重大意义 

     

1.是国土资源领域一次重要的国情调查，也是
摸清我国矿产资源家底，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宏
观调控的需要。 
 

资源家底内涵： 
 

已查明资源：总量、分布、品质、结构；已利用多少，还剩多少，分布在什么地       

                         方；盘活存量，开源节流，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未查明资源：目标矿种在各成矿区带的成矿规律是什么、找矿的潜力有多大、到 

                       什地方找、用什么理论为指导，采取 什么方法技术； 为矿产勘查工                      

                       作提供选区依据。 

国家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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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我国矿政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   

             调查是矿政管理的基础 

      ◆  数据是科学管理的依据 

     服务方向：      

   ☆为中央和地方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    

     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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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是如何实现矿产勘查可持续发展
的一次伟大实践。 
       

      ◆突破资源“瓶颈约束”的基础 

      ◆实现矿产勘查开发有序接替、持续发展 

      ◆创新矿产资源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   

          障机制 



14 

   4.是矿产资源领域的一项经常性工

作和长期任务 
 

        
     潜力评价数据是动态变化的，随地质工作程度、理
论认知水平变化而变化，需建立数据动态更新机制。 

         ◆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体系； 

         ◆培养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队伍； 

         ◆建立数据动态更新工作机制。 



15 

二、主要成果 
1.全面完成了我国煤炭、铁、铝、金、铜、铅锌、银、钨、

稀土、锑、钾、磷、镍、锰、钼、锡、铬、菱镁矿、硬岩锂、

卤水锂、重晶石、硼矿、萤石、硫铁矿、自然硫、铀等25个矿

种的潜力评价工作，共圈定最小预测区47186处，其中具有大

型及以上规模资源潜力的最小预测区3176处。在最小预测区基

础上，全国层面圈出的三级预测区3326处，其中具有大型及以

上规模资源潜力的三级预测区1532处。分别获得25个矿种，

500米以浅、1000米以浅和2000米以浅的预测资源量，为全国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勘查选区和工作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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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矿种   
累计查明 
资源储量 

(截至2013年底)   

 预测资源量   最小预测区/处 
资源查明率  

500米以浅   1000米以浅   2000米以浅   总数   大型规模   
1 铁(亿吨)   881.8 774.2 1325.3 1960.2 6081 324 31.03% 
2 铝(亿吨)   44.3 149 179.6 179.7 751 134 19.78% 
3 金(吨)   14351 20415 27104 32668 4274 281 30.52% 
4 铜(万吨)   11874 19045 27253 30445 2909 124 28.06% 
5 铅锌(万吨)   28711 51252 69421 74628 3211 215 27.78% 
6 钨(万吨)   939.2 2189.6 2819.6 2973.1 1335 102 24.01% 
7 稀土(万吨)   18318 16448 23942 35923 930 237 33.77% 
8 锑(万吨)   600 1110 1213.6 1518.1 551 33 28.33% 
9 钾(亿吨)   10.8 15.1 16.2 20 320 39 35.06% 

10 磷(亿吨)   222 313.7 500.3 560 1086 196 28.39% 
11 镍(万吨)   1165 1150.4 1752.4 2451.4 513 44 32.21% 
12 锰(亿吨)   14.1 25.7 32.3 35.2 1183 31 28.60% 
13 银(万吨)   36.3 56.1 69.6 72.6 3334 151 33.32% 
14 钼(万吨)   2761 5104.2 8074.5 8960.3 2283 183 23.56% 
15 锡(万吨)   808 1552 1846.9 1861.2 1179 104 30.27% 
16 铬(万吨)   1931 5043 5538 5556 358 1 25.79% 
17 菱镁矿(亿吨)   30.7 85.5 131.4 131.4 147 39 18.94% 
18 硬岩锂(万吨)   343 495.9 577.7 593.7 117 35 36.62% 
19 卤水锂(万吨)   2138 5223 5224.6 9248.1 194 19 18.78% 
20 重晶石(亿吨)   4.3 11.6 14.2 14.4 659 40 22.99% 
21 硼矿(万吨)   9404 9518.1 10046 18859 368 55 33.27% 
22 萤石(万吨)   32439 91620 95083 95276 1500 180 25.40% 
23 硫铁矿(亿吨)   62.3 98.5 169.8 184 1516 146 25.29% 
24 自然硫(亿吨)   3.97 0.5 2.3 2.3 24 5 63.26% 
25 铀            1836 342    
26 煤炭(亿吨)   15601 7252 14378 38796 10527 116 28.68% 

最小预测区合计               47186 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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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最小预测区6081个 
1亿吨以上 324个，占5.3% 
5亿吨以上40个，占0.66% 
10亿吨以上14个，占0.23% 
100亿吨以上2个，占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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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最小预测区2909个 
50万吨以上 124个，4.26% 
100万吨以上57个，1. 96% 
250万吨以上13个，0.45% 
500万吨以上3个，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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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最小预测区4247个 
20吨以上 269个，6.33% 
50吨以上77个，1.81% 
100吨以上17个，0.40% 
250吨以上4个，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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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铅锌最小预测区3351个 
铅锌均50万吨以上 229个，6.83% 
铅锌均100万吨以上108个，3.22% 
铅锌均250万吨以上20个，0.6% 
铅锌均500万吨以上2个，0.06% 

铅锌最小预测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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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立了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理论方法，
建立了新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该方
法以地球动力学和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在区域成
矿地质背景研究和对各种地质构造成矿信息深度挖
掘基础上，以各级成矿区带为单元，划分主要矿产
的矿床预测类型，建立矿床模型，总结区域成矿系
列，全面利用物探、化探、遥感、自然重砂等资料
所显示的地质找矿信息，运用体现地质成矿规律内
涵的预测技术，全面、全过程应用空间数据库及
GIS技术，圈定成矿预测区，估算潜在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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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了矿产预测成矿地质背景和大地构造等地
质要素研究的新方法。首次编制了中国1:250万沉积
大地构造图、侵入岩大地构造图、火山岩大地构造
图、变质岩大地构造图、大型变形构造图等图件，
为全国多尺度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成矿预测提供了
全新的地质构造背景，对中国大陆构造演化与构造
单元划分等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为研究
探讨中国大陆形成演化洋陆格局、前寒武纪基底构
造性质、中国陆块群聚散过程与归属、造山类型、
成矿地质背景等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重大基础地质
问题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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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总结了中国大陆成矿地质特征，首次按照统
一标准同步编制了25个矿种成矿规律系列图件，首次
系统采用同位素技术方法标定了分矿种的成矿谱系，
全面提升了单矿种成矿规律研究水平，为各矿种定量
预测奠定了理论基础；重新划分了全国Ⅰ、Ⅱ、Ⅲ级
成矿区带，首次实现Ⅰ、Ⅱ、Ⅲ、Ⅳ级成矿区带的全
覆盖，并首次划分了单矿种的成矿区带；系统研究了
17个成矿省的成矿规律，建立了矿产地一览表及数据
库，探讨了重大区域成矿规律问题，完善了各成矿省
的区域成矿模式及区域成矿谱系，为矿产预测提供了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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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域成矿区带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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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新了磁法、遥感、化探、重力和自然
重砂等多元信息用于矿产预测的方法方式，
编制了磁法、遥感、化探、重力和自然重砂
等系列基础图件，为预测工作区提供了海量
地质信息，成为地质背景研究、成矿规律研
究、最小预测区圈定不可或缺的依据，并解
决了各自的专业领域地质构造解译、矿化信
息提取、资源潜力估算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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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了基础地质编图和空间数据库建设。研究
汇总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及相关资料，建
立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集成数据库；完成
了地质图、矿产地、磁测、重力、化探、重砂、地
质工作程度、地质地理底图等8类全国基础数据库维
护更新汇总，为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各专题提供
了基础数据；建立了潜力评价数据模型，研发了支
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数据模型应用的一系列软件。
在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数据模型、管理平台等方面具
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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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我国主要矿产资

源潜力的基本判断 



43 

         1.我国大部分矿种成矿条件好，找矿潜力

大，资源保障程度较高，具备立足国内提高

矿产资源保障程度的地质条件，可满足目前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如：钨、锡、钼、

锑、稀土、铅、锌、金等；另一部分为成矿

条件较好，找矿潜力较大，资源保障程度较

低，如：铜、铁、锰、钾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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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资源具有较大潜力，截至2008年底，石油探
明程度为37%，天然气探明程度为14%。科学评价
预测表明，我国东部有一半石油潜力尚未探明，
西部和海域3/4石油资源潜力有待发现。 

●  煤炭资源1000米以浅远景资源总量14378亿吨，
2000米以浅远景资源总量38796亿吨，保有资源
储量中尚未规划利用的资源储量6732亿吨，西部
地区地质工作程度低，资源条件好，特别是新疆，
探明程度不足5%，找煤的前景较大。 

●  铀矿资源总体找矿潜力较大，其他非常规能源如
页岩气、油页岩、油砂等具有较大的资源潜力。 

2.能源矿产潜力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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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固体矿产资源潜力巨大 
 

       我国重要固体矿产资源查明程度平均为35%。
与查明资源储量相比较，在未查明资源中，铁、
金等矿产仍有1倍以上的找矿潜力，铜、铅锌、
铝土矿等约有2倍－3倍的潜力。 
        大量异常需要继续加大查证力度。数十年
来共计发现各类异常59889处，目前检查异常数
仅占34.92％，验证异常数占检查异常数29.06
％，大部分有找矿前景的异常有待进一步检查
和验证，具有巨大资源潜力。 



46 

4.难利用矿产资源盘活潜力大 
        我国已探明储量的159种矿产中，一些重要
的矿种已探明储量的矿床大多数是贫矿，如已探
明的铁矿中1/3为难选的赤铁矿，部分铅锌矿中
相当一部分氧化物矿石，难以有效利用；我国尚
有一大批低品位、难选冶的矿产没有得到利用；
共生、伴生矿产多，选冶难度大，因此加强综合
利用，将其转变为资源产能的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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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

在找矿突破行动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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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实施以来，始终坚

持“边工作、边出成果、边应用”的原则，成果

在国家、各省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和矿产管理“一

张图”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优化了整装勘查

工作部署，圈定的预测区及时提交有关部门和各

省地勘单位使用，明确了找矿方向，相继发现了

大批矿产地，扩大了资源储量，如四川攀枝花铁

矿、贵州务政道铝土矿等均已获找矿重大突破，

有力推动了全国找矿战略突破行动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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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夯实了国家和省级矿产

资源规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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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全国和各省矿产资源勘查

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引领支

撑找矿突破行动成效显著。 



52 

有力支撑找矿突破选区 
 充分利用潜力评价成果，结合具体成矿区带矿产勘查进

展，对铀、铁、铝、铜、金、稀土、铅、锌、钨、锡、
锑、银、钼、铬、镍、锰、钾盐、锂、磷等19个国家重
要矿钟，开展勘查选区研究，为找矿突破提供支撑。 

 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19个矿种圈定的32445处最小
预测区成果基础上，优选归并具有大型及以上规模资源
潜力的预测区806处，作为矿产勘查找矿区域布局、整
装勘查及重点勘查区部署的基础和依据，为实现重大找
矿突破和重塑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格局提供整装勘查
的后备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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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阶段国家急需的重要非能源矿产为目标，选择铁、铜、铅锌、金、锡、镍、
锰、铬铁矿、锂、钾盐等为重要矿产，在全国找矿部署区带划分的基础上，经过
一定的合并和突出重点，划分了Ⅲ级重要成矿区带27个 

重新厘定全国找矿部署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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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找矿区带名称 
Ⅱ级区带名称 Ⅲ级区带名称 主攻矿种 

1-1 阿尔泰 阿尔泰 铜、铅锌、金、锂、铁、铀、稀土 

2-1 准噶尔 北准噶尔喀拉通克-萨尔托海 铜、钼、金、镍 

2-2 准噶尔 东准噶尔双泉-淖毛湖 铜、金、锡、稀土 

2-3 准噶尔 西准噶尔 金、铜、铬铁矿、铀、稀土 

3-1 大兴安岭 东乌旗-西乌旗-扎鲁特 锡、铅锌银、铜、铁、铬 

3-2 大兴安岭 新巴尔虎右旗 铜、钼、银 

3-3 大兴安岭 呼中-塔河 钼 

3-4 大兴安岭 多宝山 铜、钼、金 

4-1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 伊春-延寿-桦甸 钼、镍、铅锌、金、铁 

4-2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 汪清-珲春 金 

5-1 天山-北山 伊犁 铁、金、锡、铜、磷、铀 

5-2 天山-北山 西南天山 铅锌、铜、金 

5-3 天山-北山 库米什 金、钨、铀 

5-4 天山-北山 东天山哈尔力克-大南湖 铜、钼、铀 

5-5 天山-北山 东天山觉罗塔格 镍、金、钼 

5-6 天山-北山 东天山彩霞山-北山 铅锌、铁、铜、金 

5-7 天山-北山 磁海-马鬃山 镍、金、钨、铁、铀、钾盐 

6-1 华北陆块 阴山-温都尔庙 铅锌、铜、金、铁、磷、铬、稀土 

6-2 华北陆块 晋冀 铁、金、铬、磷 

6-3 华北陆块 辽东-吉南 金、铁、镍、磷、铀 

6-4 华北陆块 胶东 金、磷 

6-5 华北陆块 鲁西 铁 

6-6 华北陆块 舞阳-霍邱 铁 

6-7 华北陆块 中条山-熊耳山 金、铅锌、钼、铀 



55 109片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保留99片，建议退出10片，新增9片 

优化整装勘查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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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优选258处重点勘查区 
非铀矿产重点勘查区190处 
铀矿重点勘查区19处 

以铜为主的区37处，铅锌43处，金68处，铁18处，锡12处，镍5处，钨6处，锰4处，铬
铁矿1处，锑8处，锂矿8处，银多金属5处，钾盐5处，铀矿20处，磷15处，铝土矿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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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省重要矿种最小预测区

直接找矿效果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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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屯 

北台-梨
树沟 

歪头山 

齐大山-大孤山 

徐家
堡子 

本溪南芬  汤河 

弓长岭 

张台子 

圈出44个预测区，主要分布于台
沟、齐大山--大孤山、张台子、南
芬、长岭等预测区。 

本溪台沟 

辽宁省鞍本地区铁矿预测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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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本溪台沟铁矿预测区 

     经企业勘查，目前控制
资源储量30亿吨，预测远
景资源量达70亿吨以上，
有望成为我国最大铁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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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矿区 
 

白马矿区 
 

红格矿区 
 

预测工作区
范围 

 

攀枝花矿区 
 

 

圈出19个预
测区 

主要远景区：
攀枝花、白
马和太和
（14亿） 

四川省攀枝花地区铁矿预测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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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攀枝花—西昌地区在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圈定预测靶区基础上，
择优在兰家火山预测区钻探验证，见厚大磁铁矿体，探获铁矿石
1.68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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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时引导基础性公益性矿产

资源远景调查工作部署，增强

了矿产勘查工作有序接替、持

续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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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点成矿区带为单元，以整装勘查区、重点勘
查区、找矿远景区为重点，开展1:5万地质矿产
综合调查和勘查示范 

基础地质矿产调查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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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成果广泛拓展了地质工作

的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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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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