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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测评价的背景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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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在国土资源部统一领导下，中国地质调查局精心组织，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资源所作为计划项目实施单位牵头负责，全国各参加单位拼搏

创新，历时八年（2006-2013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资金

184591.9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经费103675万元，地方财政到位

资金80916万元。全面完成了煤炭、铀、铁、铜、铝等25个矿种的资源

潜力及分布、成矿规律总结、成矿地质构造背景研究、资料数据平台集

成等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



一、预测评价的背景和意义

国家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是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的一项重要的

国情调查。这项工作是建国以来我国地质矿产资源研究成果的

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创新

和发展。其结果是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科学依据。也

就是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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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测方法

1、预测方法的创新性

2006年开始的全国2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是根据我国当时地质找

矿现实需求完成的。即利用地质调查所积累的资料科学圈定找矿靶区和成

矿远景区，并估算潜在资源量。此项工作无论是在预测矿种、使用资料水

平手段、工作比例尺,�还是成矿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二、预测方法

1)�预测评价矿种种类齐全

参与预测评价
矿产资源构成

大宗矿产，如铁矿、铜矿、铝土矿等。

优势矿产，如钨矿、锡矿、钼矿和稀土矿等。

能源矿产，如煤炭、铀矿等。

化工矿产，如自然硫、磷矿等。

稀缺型矿产，如钾盐、铬铁矿等。



二、预测方法

2)�预测评价矿种类型复杂

25种矿产涉及到全国近千个矿床式,�预测矿种具有广泛成矿多样性。如何使用科学预
测方法体系对这些成因复杂、形成环境迥异、时代跨度达几十亿年的矿产预测评价,�需要
建立一套科学预测方法体系。

实
例

沉积型矿床

堆积型铝土矿

蛇绿岩型铬铁矿

沉积变质型矿床

岩浆热液矿床，如斑岩型和矽卡岩型矿床



二、预测方法

3)�矿产地域分布广泛

本次预测是我国陆地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包括台湾),�涵盖了我国除少数油
气盆地外的所有造山带、前寒武纪陆块区。

全国25�种矿产共划分了近千个预测工作区,�在每个工作区都要编制相应预
测系列图件,�进行预测信息提取,�圈定预测靶区和估算资源量。

4)�特色的非总合式预测评价

与国际上通行资源评价相比,�本次预测评价不仅要全国性评价“资源家底
”,�还要预测评价潜在矿床位置及可能性,�为国家矿产资源保障工程提供技术
支撑。其工作量、方法流程、使用数据精度要远高于国外评价方法。



二、预测方法

2、预测方法的体系

针对上述预测的基本问题，在分析与继承国内外先进的预测理
论方法基础上，提出了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方法，本次预测
工作试图将区域成矿分析方法、最新的成矿理论及矿产定量预测方
法结合起来。以成矿系列为桥梁，将成矿构造环境、成矿作用及产
物与综合地质调查综合预测信息结合起来。所以本次预测三大理论
方法包括基于成矿地球动力学预测建造构造编图方法、成矿系列矿
床模型预测方法、综合信息矿产定量预测方法等三大预测方法。

此方法有如下特点：

①以地质矿床模型为基础资源评价；

②基于成矿动力学的区域建造成矿分析编图；

③运用现代计算机空间数据库分析GIS�技术进行矿产资源潜力定量评价。



创立了一套资源潜力预测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

三大
理论基础

三大工作流程

三项成果

 建立了矿床成矿系列综合地质信息矿产预测方法流程

以成矿系列为纽带，创立了矿产模型驱动—区域构造建
造分析—综合信息定量预测一体化的预测方法，全面支撑
了国土资源三项矿产调查-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综合信息
预测建造图编制

建立预测模型



方法特色

在预测建造构造成矿分析方面，首次应用板块构造学说结合大陆动力学、

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体系，建立了以建造—岩石构造组合为切入点，沉积

、火山、侵入、变质、大型变形构造五要素综合编图为基础的大地构造相

成矿分析方法体系，围绕预测目标建造，以地质填图原始素材为基础，分6

大预测底图进行综合信息编图，增加了预测地质信息；通过地质填图原始

素材、地质勘探钻孔机物化遥综合信息编制六种不同成矿地质作用的预测

底图，如沉积矿产岩相古地理系列图件编制，实现了较单纯统计定量预测

有更多地预测地质信息；

在预测建造构造成矿分析方面，首次应用板块构造学说结合大陆动力学、

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体系，建立了以建造—岩石构造组合为切入点，沉积

、火山、侵入、变质、大型变形构造五要素综合编图为基础的大地构造相

成矿分析方法体系，围绕预测目标建造，以地质填图原始素材为基础，分6

大预测底图进行综合信息编图，增加了预测地质信息；通过地质填图原始

素材、地质勘探钻孔机物化遥综合信息编制六种不同成矿地质作用的预测

底图，如沉积矿产岩相古地理系列图件编制，实现了较单纯统计定量预测

有更多地预测地质信息；

国外地质统计
证据权概率预
测成果



方法特色

以成矿系列（矿床式）矿产预测类型为纲，以成矿模式成矿要素、综合

信息解释编图、定量变量分析等构建预测模型，开展多矿种综合预测。

成矿系列指导意义：决定预测类型、指导预测编图工作重点、决定预测

工作区范围及多矿种成果综合。

以成矿系列（矿床式）矿产预测类型为纲，以成矿模式成矿要素、综合

信息解释编图、定量变量分析等构建预测模型，开展多矿种综合预测。

成矿系列指导意义：决定预测类型、指导预测编图工作重点、决定预测

工作区范围及多矿种成果综合。

 

 

（ a）  四 川 攀 枝 花 铁 矿 成 矿 模 式 图  （ b）   云 南 惠 民 铁 矿 成 矿 模 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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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重 庆 大 佛 岩 铝 土 矿 成 矿 模 式 图  （ d）  大 竹 园 铝 土 矿 成 矿 模 式 图  

图 1  典 型 矿 床 成 矿 模 式  
F ig .1  m e ta llo g e n tic   m o d e  o f  ty p ic a l d e p o s it 

成矿模式提取预
测要素

综合编图确定重磁同
源异常找矿标志



方法特色

预测体系技术方法创新应用方面，全面发展和应用了区域重磁三维反演技术

和区域地球化学元素剥蚀系数法进行三维资源量参数；发展了区域综合编图解

释模型、建模器方法、最小预测区圈定、地质参数体积法等具体预测方法创新

性成果；全过程应用GIS技术建立地质空间数据库，自主研发MRAS矿产资源

评价系统并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实现了潜力评价预测全程计算机化。

预测体系技术方法创新应用方面，全面发展和应用了区域重磁三维反演技术

和区域地球化学元素剥蚀系数法进行三维资源量参数；发展了区域综合编图解

释模型、建模器方法、最小预测区圈定、地质参数体积法等具体预测方法创新

性成果；全过程应用GIS技术建立地质空间数据库，自主研发MRAS矿产资源

评价系统并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实现了潜力评价预测全程计算机化。

利用重磁反演确
定成矿地质体参
数

利用地质勘探
规律确定成矿
地质体参数

美国三部式
预测成果（
只有有利地
段，无靶区
）



提出区域综合预测底图的解释模型方法，首次系统编制基于构造环境分

析建造构造预测底图；

提出区域综合预测底图的解释模型方法，首次系统编制基于构造环境分

析建造构造预测底图；



提出和发展了“独立目标图层空间信息综合”方法核心技术，开

发了数字矿床模型，实现了ES与GIS结合下多元成矿信息识别和提

取、预测区自动化圈定、勘查靶区自动优选和标定区的定量预测

；

为矿产勘查

评价人员提

供提取与综

合矿产预测

“透明”电

子信息平台



二、预测方法

矿产预测类型划分

预测区工作范围及预测方法类型确定
省级预测类型

基础建造构造图编图 矿产物、化、遥综合信息编图

综合预测要素图编制

典型矿床预测模型 区域综合信息预测模型

模型区深部外围资源估算 最小预测区圈定与优选

最小预测区资源量估算

工作区矿产
预测

4） 省级矿产预测工作流程图



二、预测方法

4） 省级矿产预测工作流程图

省级最小预测区成果汇总

省级成矿远景区圈定

单矿种勘查部署建议

矿产预测类型综合最小预测区确定

成矿系列综合预测区确定

综合勘查区确定

重要矿种综合勘查部署建议

省级单矿种预测汇总

省级综合矿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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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成果

1、概述

在25种矿产全国近3000个预测工作区开展矿产预测要素图编制，建立2000多个

预测模型，运用MRAS矿产预测软件开展靶区圈定和资源潜力估算。形成了关于我

国25种矿产权威性潜力预测评价成果。从全国层面上针对铁、铝、铜、铅、锌、钨

、锡、钼、稀土、金、银、锑、锰、铬、镍、菱镁矿、锂、钾盐、磷、硫、萤石、

重晶石和硼23个矿种,�按照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不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预测资源量

、不同深度预测资源量、不同地质可靠程度预测资源量和不同利用程度预测资源量

、潜力分布空间规律等进行了全面综合分析汇总。



三、预测成果

2)�我国25个矿种查明资源量及预测区统计表

序
号

矿种

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预测资源量

单位

最小预测区

查明资
源率500m以

浅
1000m以

浅
2000m
以浅

总计 大型

1 铁 8188 7742 13253 19602 万吨 6081 324 31.03%

2 铝 44.3 149 179.6 179.7 亿吨 751 134 19.78%

3 金 14351 20415 27104 32668 吨 4274 281 30.52%

4 铜 11874 19045 27253 30445 万吨 2909 124 28.06%

5 铅锌 28711 51252 69421 74628 万吨 3211 215 27.78%



三、预测成果

28.39%1961086亿吨560500.3313.7222磷10

35.06%39320亿吨2016.215.110.8钾9

28.33%33551万吨1518.11213.61110600锑8

33.77%237930万吨35923239421644818318稀土7

24.01%1021335万吨2973.12819.62189.6939.2钨6

大型总计
2000m
以浅

1000m以
浅

500m以
浅

查明资源
率

最小预测区

单位

预测资源量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矿种
序
号



三、预测成果

30.27%1041179万吨1861.21846.91552808锡15

23.56%1832283万吨8960.38074.55104.22761钼14

33.32%1513334万吨72.669.656.136.3银13

28.60%311183亿吨35.232.325.714.1锰12

32.21%44513万吨2451.41752.41150.41165镍11

大型总计
2000m
以浅

1000m以
浅

500m以
浅

查明资源
率

最小预测区

单位

预测资源量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矿种
序
号



三、预测成果

18.78%19194万吨9248.15224.652232138卤水锂18‐2

36.62%35117万吨593.7577.7495.9343硬岩锂18‐1

18.94%39147亿吨131.4131.485.530.7菱镁矿17

25.79%1358万吨5556553850431931铬16

大型总计
2000m
以浅

1000m以
浅

500m以
浅

查明资源
率

最小预测区

单位

预测资源量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矿种
序
号



三、预测成果

25.29%1461516亿吨184169.898.562.3硫铁矿22

25.40%1801500万吨95276950839162032439萤石21

33.27%55368万吨18859.110046.19518.19404
硼矿

20

22.99%40659亿吨14.414.211.64.3重晶石19

大型总计
2000m
以浅

1000m以
浅

500m以
浅

查明资源
率

最小预测区

单位

预测资源量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矿种
序
号



三、预测成果

28.681161052
7亿吨3879614378725215601煤25

————————————————铀24

63.26%524亿吨2.32.30.53.97自然硫23

大型总计
2000m
以浅

1000m以
浅

500m以
浅

查明资源
率

最小预测区

单位

预测资源量查明资
源储量
（截至
2013年
）

矿种
序
号



三、预测成果

3)�部分矿种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图2 中国铁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我国铁矿资源丰富，但是其

中绝大多数为贫铁矿。中国铁矿

重要矿集区主要为辽宁鞍本、四

川攀枝花、河北冀东，中国铁矿

资源最重要的三个矿集区为辽宁

省鞍山-本溪铁资源区、四川省攀

枝花-西昌铁资源区和冀东-北京

密云铁资源区。



三、预测成果

中国铜矿不但分布广泛，而且

类型众多。中国铜矿重要矿集区主

要为云南省迪庆州、西藏自治区拉

萨西藏自治区昌都、西藏自治区改

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西藏

自治区尼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

巴河、青海省沱沱河地区叶霞乌赛

、江西省德兴。铜矿找矿方向应加

强西藏冈底斯和班怒成矿带巨型铜

矿床的找矿工作。
图3 中国铜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三、预测成果

图4 中国铝土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中国铝土矿资源分布较广。古

风化壳沉积型铝土矿是中国最主要

的铝土矿类型，约占79%，广泛分

布于我国华北陆块和扬子陆块的18

省区市；其次是堆积型铝土矿矿床

，主要分布于广西和云南两省；红

土型铝土矿矿床最少，占比不足

1%，主要分布于海南岛东北部。

华北陆块的煤下铝涉及铝土矿

及多种共伴生矿产，其资源潜力巨

大。



三、预测成果

图5 中国金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中国金矿资源丰富，与侵入岩

有关的金矿是重点的预测类型，其

成矿时代主要为新生代和中生代，

集中分布于胶东、西藏冈底斯、西

天山、西秦岭等地区。此外，微细

浸染型也是我国重要的预测类型之

一，主要矿床集中在陕甘川和滇黔

桂两个金三角地区，成矿时代以中

生代为主。



三、预测成果

图6 中国铅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图7 中国锌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三、预测成果

图8 中国银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据2013年全国矿产储量通报

，全国探明银矿资源量22.3万吨。

中国银矿床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江

西、新疆等16个省（自治区）。

我国银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与海

相和陆相火山作用有关的矿床、与

中性及酸性侵入岩有关的矿床和与

沉积作用有关的矿床等。



三、预测成果

图9 中国钨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钨矿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

矽卡岩（－云英岩型）、石英脉型

和岩体型3个钨矿预测类型应该作

为重点预测类型。占有钨矿资源储

量较大比重的主要是矽卡岩型和石

英脉型，而从开采和利用角度来说

，最为重要的则是石英脉型的黑钨

矿矿床。

华南、扬子地区和大兴安岭地

区是我国钨矿找矿的三个重点地区

，可采用“五层楼+地下室”等模

型来指导找矿。



三、预测成果

图10 中国锡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占有锡矿资源储量较大比重的

主要是与花岗岩有关的热液型层状

似层状锡矿、矽卡岩型和与花岗岩

有关的热液型脉状锡矿。

由于近年来锡矿的资源消耗较

大，而新增资源量则相对较少，锡

矿的保有储量在减少，应该加大对

锡矿找矿的投入，取得找矿的突破

。



三、预测成果

图11 中国稀土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我国稀土资源丰富、矿种齐全

。

内蒙古白云鄂博、四川凉山冕

宁牦牛坪、山东微山、南方七省区

等地是我国稀土资源集中分布区，

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征。轻

稀土矿床的数量最大，储量不集中

，江西寻乌河岭矿床为大型轻稀土

矿床。江西龙南足洞和广东揭阳五

经富为大型重稀土矿床。



三、预测成果

图12 中国铬铁矿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铬铁矿是我国严重短缺的矿产

。

中国铬矿成因类型只有蛇绿岩

型和地台型两种，以蛇绿岩型为主

。蛇绿岩型铬矿床分布在蛇绿岩带

中，包括西藏罗布莎、新疆萨尔托

海铬矿床等；地台型铬矿床主要分

布在华北地台内，包括河北高寺台

、北京平顶山等。其中西藏罗布莎

、新疆达拉布特和内蒙古贺根山3

个矿集区成矿条件最好、找矿潜力

最大。



三、预测成果

图13 中国钾盐资源潜力预测成果图

钾盐是我国相对短缺矿产。

中国西部大型中新生代盆地中

的富钾卤水矿及古代固体钾盐矿为

我国当前钾盐地质找矿的两大主要

方向，找矿重点应以深藏地下卤水

型和古代化学沉积型钾盐矿为主，

兼顾第四纪盐湖型钾盐矿的找矿，

重点找矿区域集中于柴达木盆地西

部、塔里木盆地北缘、东缘、四川

盆地等地区。



三、预测成果

4)�中国重要矿产成矿区带部署图

以23个矿种圈定成矿靶区及成矿远景区
为重并在最新划分的90个三级成矿区带
基础上，划分了25个全国固体矿产勘查
重点成矿区带，并进一步优选10个重点

部署区带。



三、预测成果

5)�全国重要矿产综合成矿远景区划图

以优选全国铁、铜、铝、铅、锌、锰、
镍、钨、锡、钾、金、铬、钼、锑、稀
土、银、硼、锂、磷、硫、萤石、菱镁
矿、重晶石等23个矿种具有大型规模以
上的三级预测区1532处，结合成矿地质
条件及最新找矿勘查部署，综合为207处

重要矿产综合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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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建议

1)、我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和地质资源优势十分巨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有色金属王国，钨锡锑钼铅锌是我国传统的优势矿产，钨锑钼

铅锌资源潜力大。

②贵金属金银资源潜力较大，特别是我国著名的金三角胶东地区500米以下资源潜

力巨大，拓展了我国东部第二找矿空间。

③我国硼、硫、萤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潜力巨大，是优势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固体

钾盐矿产储量及潜力严重不足，找矿方向为盐湖及深成卤水型钾盐。

④煤炭和铀矿矿产潜力可观，我国能源矿产铀煤资源潜力巨大。

⑤难利用矿产资源盘活潜力大。

1、 结论



四、结论和建议

2)、资源秉赋特征有所变化 以我国煤炭为例，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显示，我
国未发现煤炭资源仍拥有巨大的潜力。从总体看，西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低，资源
条件好，找煤的前景较大；东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高，找煤的难度逐步加大，预测
资源量主要分布在1000m以深，深部找煤将成为我国东部今后煤炭地质工作的重点
。3)、勘查开发空间格局将发生变化

从潜力分析数据分析，青藏高原、西南三江、天山等工作程度低的成矿区带，成矿条件非

常好，将很有希望成为我国铜、铅锌、钨、锑、镍等矿种未来重要的资源接替基地。

东部工作程度高的长江中下游、南岭、冀东等重要成矿带，深部及外围仍然蕴藏着较大的

资源潜力，可作为本地已开发资源基地的接续资源。

必须正确认识把能源、资源潜力转化为实际产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是金属矿勘探面临

西部难进入地区（高寒山区、森林覆盖、沙漠戈壁等）和深部“第二空间”的勘探难题，找矿

难度加大，对勘查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贫、细、杂”的资源禀赋对技术创新提出巨大

的挑战。



四、结论和建议

2、 建议

Ⅰ)优化矿产调查与勘查布局

Ⅱ)建立矿产资源潜力动态评价体系

Ⅲ)加强潜力评价成果的集成与应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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