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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的基本情况

标准使用注意事项

 应用范围：从标准名称中可看出，应用于固体矿产、矿山生产阶段。

 与有关矿政文件要求的统一：

 国土资发〔2007〕163号《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求》 。

 自然资办发〔2020〕54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的通知》 。

 自然资发〔2020〕15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工作的通知》。

 与储量通报和储量库保持一致（估算对象、量纲等）。

 标准标准重点考虑矿政管理工作的需要，符合现行分类的要求，兼顾矿山生产实际，尽量统一不同矿种

的共性要求（尤其是煤炭分类）。

 与其他标准内容不重复。有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按指引的标准执行（比如：损失、贫化、三率等）。



一、标准的基本情况

目的任务

 通过动态掌握矿山资源储量的数量、质量及其变化，以及矿产资源储量动用及利用情况，分析变动原因，

落实变动范围，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编制。

使用主体

 服务于矿产资源储量主管部门

 主要是针对矿产资源储量管理部门对矿山资源储量变化情况动态监管的需要。

 供矿山生产中对资源储量管理参考。

实际用途

 主要适用于矿山储量年报工作（含年报的编写），部分内容亦适用于勘查报告、核实报告的编写，比如

“资源储量变化对比”要求、储量的计算。



一、标准的基本情况

标准的主要内容：共12章，6个附录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目的任务

 5 基本要求

 6 资源储量升级要求

 7 生产矿量

 8 资源储量变化对比

 9 损失、贫化计算要求

 10 “三率”评价要求

 11 矿山工作年度总结要求

 12 资料档案保存要求

 附 录 A（资料性)资源储量统计计算公式

 附 录 B（资料性）资源储量变化对比表

 附 录 C（资料性）矿山资源储量年度报告内容

 附 录 D（资料性）矿山资源储量年度变化表样式

 附 录 E（资料性）矿山资源储量有关台账

 附 录 F（资料性）各矿种资源储量估算对象及计量单位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含义：简称累计查明量。指经历次矿产资源勘查和矿山地质工作所估算的资源储量总量。

 说明：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中对资源量和储量的概念保持一

致。依据“300问”中的有关解释，资源量包含储量，具体分为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累计查明资源量和累计查明储量不重复计算。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保有资源储量

 含义：简称保有量。指截至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尚未消耗的资源储量。

• 说明：年末保有资源储量是年末尚未消耗的资源储量，包括：保有资源量和保有储量。



 重算增减资源量：

 含义：因施工新的取样工程，或改变矿床工业指标、估算方法，或重新圈定矿体、划分块段

等所导致的资源量增减变化量。

 说明：包含两种情形

• 一是增加取样工程导致的量的变化（以往称为“勘查增减”）；

• 二是因改变矿床工业指标、估算方法、重新划分块段等，未增加探矿工程，但引起了量的变化

（以往称为“重算增减”）。

 工作现状：实际工作中，一旦施工了取样工程就难以划分“勘查增减量”和“重算增减量”，故将以

往的“勘查增减”并入“重算增减”，既便于操作又符合勘查工作实际。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重算增减储量：

 含义：是因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以

及因探明、控制资源量重算增减引起的相应类型储量的变化量。

 说明：包含3种情形

• 一是资源量未发生变化，仅9因素变化导致储量的变化；

• 二是因增加探矿工程或重新估算使资源量变化，在9因素未改变的情况下，因资源量变化而引起的储量

变化；

• 三是资源量和9因素均发生了变化。

 应用现状：划分资源量和储量都要依据10因素（含地质），资源量的为“预期经济的”，储量为“经

济的”，但实际工作中要注意把握。比如：矿山建设设计时，设计损失虽不能满足因素中的“采矿”

因素要求，意味着达不到“预期经济的”，但仍划为资源量。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动用量

 含义：亦称动用资源储量，是根据采空区范围估算的资源储量，为开采量和开采损失量之和。

原地溶浸采矿法开采的矿区，采空区是指有用组分采空范围。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说明：

• 与自然资办发〔2020〕54号文中要求填报的

名称相一致。

• 分为两部分：动用量=开采量+开采损失量。

• 这里“开采量”为储量，而“损失量”为资

源量。所以动用量指的是“资源储量”。

• 注意：1.采空区范围一般由矿山提供

2.与开采方式、采矿方法的关系

采
空
区

露天开采

地下开采

深凹露天矿

山坡露天矿

充填法

空场法

崩落法

一步回采

两步回采(遗留矿柱)

分层回采、充填

壁式、分段、阶段等崩落法

自然崩落法



 开采量：recoverable reserves

 含义：即动用储量，是动用资源量扣除开采损失后的量。

 说明：

• 与自然资办发〔2020〕54号文中要求填报的名称相一致；

• 因为动用量=开采量+开采损失量，这里的开采量是地质概念，即是地质上估算的原地量，并

不是产量，故翻译为“recoverable reserves”

• 开采量不同于实际产量（开采量≠产量），是实际产量中扣除废石混入及吸附水分等之后的

原地量。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损失量：

 含义：指受开采技术条件、采矿方法、生产管理的影响，不能开采、应采下而未采下及已采下而不能

运出坑口而损失的资源量。包括开采损失量和非开采损失量。

 说明：

• 损失量产生的时间节点：从矿山建设设计开始，至采矿运至坑口。未包含出坑口后产生的损失。

• 开采量和开采损失量是根据采空区范围估算的，未包含采空区外部的破坏量。

 应用现状：《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中，储量是“是探明资源量和（或）控制资源量中可经济采出

的部分。…充分考虑了可能的矿石损失和贫化”，300问解释“储量估算时不可将贫化物质纳入储量，

即不包括圈矿时应剔除的夹石，以及矿山开采中混入的矿体顶底板围岩等。”这说明：实际上并不让

考虑贫化。

 矿山工作实际：当矿体厚度<最低可采厚度时，普遍按最低可采厚度估算生产矿量。（m·g/t值圈矿）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开采损失：

 含义：根据矿山设计，正常情况应采下而未采下及已采下而不能运出坑口的损失。分为采下损失和未

采下损失。

 非开采损失：

 含义：根据矿山设计不能够开采利用的，以及设计应开采利用但因矿体特征、市场、开采技术条件等

发生较大变化而不能开采利用的损失。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煤炭：

 煤炭资源储量损失分为设计损失及实际损失两种。

• 设计损失包括设计工作面损失、设计采区损失和设计全矿井损失。

• 实际损失包括在开采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损失量。

设计/实际
工作面损失

设计/实际采区损失

设计/实际全矿井损失



损
失
量

开采损失量

非开采损失量

采下损失量

未采下损失量

设计损失量

突发变化导致损失量

把损失量分为开采损失量和非开采损失量，

而不是设计损失和开采损失，一是因为除了

设计损失和开采损失外还有其他情形的损失，

即原来设计开采利用的资源储量，由于矿体

特征、市场、开采技术条件等发生较大变化

导致实际上不能开采的损失；二是因为和历

史上损失量的划分一致，符合矿山生产实际。

300问题解释：估算储量是“以探明资源量和

（或）控制资源量为基础，扣除设计损失、

采矿损失后得到的可经济采出的部分”，对

损失考虑不全面，也与分类中“充分考虑可

能的损失”矛盾。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



年末保有资源量的计算：

0 11 1B D FS ZB Q Q QQ Q 

式中：

QB0—年初保有资源量，吨；

QD1—当年动用资源量，吨；

QFS1—当年非开采损失扣减资源量，吨；

QZ—重算增减资源量，吨。

 公式中包含了对设计损失的扣减（摊销）要求。

 如果年内进行了生产探矿或者重新估算了资源量，应加上重算增减量。

三、相关资源量与储量的计算



年末保有储量的计算：

0 11 B DB Zq qq q 

式中：

qB0—年初保有储量，吨；

qD1—当年动用储量，吨；

qZ—重算增减储量，吨。

 是在年初保有储量的基础上，减去当年的开采量（地质上计算出的）和当年开采量，如果年

内进行了生产探矿或者重新估算了资源量，应加上重算增减的储量。

 根据“储量”的概念，年末保有储量中不存在设计损失的扣减（摊销）问题。

三、相关资源量与储量的计算



年末保有储量的计算：

考虑便于操作，当矿山正常生产时，可采用近3~5年的采区回采率计算年末保有储量。

 前提条件是正常生产；

 仅适用于采区回采率的计算，不可用采区回采率代替矿山回采率；

 公式说明，推断资源量不参与储量估算，与分类要求一致（与矿山不尽一致）；

 可作为核实报告估算储量的参考。

'

11

' ' '

1( )
SB B FB SQ Q Qq Q K    

式中： 

'

1BQ —设计开采范围内年末保有探明、控制资源量，吨； 

'

S
Q —设计开采范围内年末保有探明、控制资源量的各类损失量，吨； 

'

FSQ —设计开采范围内年末保有探明、控制资源量的非开采损失量，吨； 

K—近 3～5 年的采区回采率。 

三、相关资源量与储量的计算



非开采损失年度扣减量的计算：

1D
FSK FS

LC

Q
Q Q

Q
 

式中：

QFSK—非开采损失年度扣减资源量，吨；

QD1—年度动用资源量，吨；

QLC—累计查明资源量，吨；

QFS—非开采损失资源量，吨。

注：绝大多数矿山在生产中未对非开采损失

（主要是设计损失）随着采掘进程扣减（即摊

销），导致矿山直致闭坑仍然背着很多不具技

术经济开采价值的“资源量”。即使有少数矿

山（如内蒙、江苏省的少量矿山）虽然对非开

采损失进行了扣减，但具体如何扣减无规范可

循，实际扣减的数量、范围五花八门不尽合理。

故，本次提出非开采损失的扣减应与采掘进度

相一致，按照实际动用量的权重扣减。

三、相关资源量与储量的计算



 基本要求

 矿山应建立规模适当、专业齐备的地质测量机构，配备能够满足矿山资源储量工作需要的管理人员和

仪器设备。

 矿山建设设计范围内的资源量，满足储量估算条件的，均应估算相应类型的储量。

 矿山应对资源量和储量分别估算，估算基准日截至当年年底。

 结合矿床地质条件、资源储量保有程度、矿山勘查和开采现状，及时升级资源量（包括动用量）类型、

估算证实储量和（或）可信储量，为矿山生产提供地质依据。

• 说明：动用的资源量类型统一为最终查明程度的类型，不再按原勘查阶段类型填报。

四、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要求



• 开拓矿量：地下矿山已形成完整开拓系统，开拓中段（水平）以上的矿量；露天矿山开拓工程已完成，矿石和废

石运输系统已经形成，并具备了采矿准备工作的最下一个台阶以上的各台阶矿量。

• 采准矿量：开拓矿量中，完成了所必需的采准工程量的开采单元中的矿量。

• 备采矿量：采准矿量中，完成了必需的切割工程量的开采单元中的矿量。

 按照矿山采掘（剥）工程的不同准备程度，圈定各类生产矿量（开拓、采准和备采矿量），为保障矿

山稳定生产计划提供依据。

四、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要求

三级矿量垂直纵投影示意图

开拓矿量
采准矿量备采矿量

 基本要求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3804204614

000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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