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黄金资源概貌及发展对策
�

傅世昶
�

(安徽省黄金管理局,合肥, 230061)

摘　要　通过对安徽省黄金资源现状的详细分析, 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地质勘探方

面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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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位于我国的东南部、华东地区的西北部,介于东经 114°45�～119°45�,北纬 29°26�～

34°38�之间,跨中朝准地台、秦岭地槽褶皱系和扬子准地台三个一级构造单元,多旋的构造-岩

浆活动频繁,晚太古代以来的各时代地层比较齐全, 而且处于华北、华南两大沉积类型和生物

区系的交变地带,前寒武纪变质—混合岩化作用强烈, 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铁、铜、硫著称,

是环太平洋成矿带的一个重要成矿省。从区域成矿条件分析,黄金资源同样具有良好的前景,

为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我省黄金资源,进一步明确今后勘探工作的重点和方向,促进我省黄金

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现将我省金矿资源概貌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并进

行必要地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1　全省黄金资源分布及矿床类型

我省金矿资源具有点多、量小、分布广的特点。初步统计, 全省 16个地(市)中有 12个地

(市) (即铜陵市、池州地区、六安地区、宣城地区、巢湖地区、滁州市、芜湖市、黄山市、马鞍山市、

蚌埠市、安庆市、淮北市) , 39个县(区、市)发现了黄金资源,全省共有矿产地 151处,其中工业

产地 38处,矿点 84处,矿化点 29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我省金矿以伴生金为主, 伴生金储量居全国第 5位。主要以铜陵地

区铜矿伴生金为主,另外,铅、锌、钼伴生金也有分布。岩金分独立金和共生金。独立金矿矿床

类型主要有: ( 1)铁帽型金矿。为我省主要金矿类型, 分布在铜陵地区及长江沿线的青阳、贵池、

南陵、泾县、马鞍山等地区, 主要为含金硫化物型矿床在地表氧化而成,具有埋藏浅、规模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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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的特点, 为我省历年来开采的主要对象; ( 2)石英脉型金矿。分布在我省皖东北、大别山区、

皖南山区、围岩一般为老地层, 具有品位高、矿体薄、规模小,变化大的特点, 勘探程度低,开发

利用程度较高; ( 3)蚀变岩型金矿。近年来, 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认识程度的提高,我省皖东北

地区发现了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由于勘探程度低,至今仍无大的突破。其他类型金矿我省尚

未发现,且研究程度低。共生金矿主要以铜陵地区硫、铜共生金矿为主, 具有规模大、埋藏较深

的特点,应为我省勘探开发的主要对象。砂金矿主要为冲积型,分布于我省皖南新安江、清弋江

水系及皖东北的五河、全椒等,具有规模小、品位低、含泥量大的特点、开发利用程度低。

2　全省黄金资源探明及利用现状

2. 1　探明资源现状和资源特点

根据安徽省矿产储量表,截至 1997年底,全省累计探明金金属量和保有金金属量列表如

下:

项　目 矿区数
累计探明金属量/ k g 保有金属量/ kg

合　　计 其中 C级 合　　计 其中 C级

安徽省 48 197 727 33 953 142 688 14 820

岩　金 27 79 844 29 818 58 594 13 143

砂　金 3 3 151 147 3 132 128

伴生金 18 114 732 3 988 80 962 1 549

在统计的 27个岩金矿区中, 停采和闭坑矿区 5个;暂未利用的矿区 5个。砂金矿区 3 个,

历史上虽零星开采,但开发利用效果不佳, 1996 年, 宁国市胡乐砂金矿自筹资金建一条 50 升

采金船,因多种原因,至今尚未投产见效。其它两个矿山因含泥量大和复田成本高不能规模利

用。伴生金矿区 18个, 其中闭坑和停建矿区 3 个; 可供进一步工作和近期利用的矿区 4 个;其

余 11 个矿区正在开采。

另外,未上矿产储量表在生产的小点矿山占用储量约 17 466 kg ,其中岩金 17 133 kg, 砂

金 333 kg。这些零星资源点多面广, 在我省黄金生产起步和黄金生产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省在重点抓好固定生产能力黄金矿山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规划、正确引导、适当限制、

加强管理的方针,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扶持和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充分利用边远山区零星

的黄金资源进行池堆浸生产。“八五”期间,这些矿山生产黄金占全省总量的 22. 91%, 为全省

黄金生产稳定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这不仅使零星的黄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也是群众找矿

探矿摸清黄金地质资源的有力举措。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条件的成熟,部分小型矿山已向规模化

方向发展,如贵池市灌口金矿、马鞍山市濮塘金矿、铜陵市兴武金矿等。

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分析, 我省黄金资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矿床类型较单一,缺少超

大型矿床; ( 2)中小型矿床多,大部分为矿点和矿化点; ( 3)分布不均匀,储量多集中于铜陵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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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带; ( 4)伴生金储量占有重要位置; ( 5)深部找矿程度低,潜力大。

2. 2　探明储量特点

( 1)探明储量远不能满足工业需要。“八五”以来, 我省地矿部门只完成铜陵县包村 3 t 承

包储量,至今再未提交正规地质报告。黄金工业部门始终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资源短缺已

成为黄金工业发展的瓶颈。纵观“九五”以来,黄金工业因资源问题全省尚无一家有列入国家基

本建设的项目。

( 2)矿床勘查程度低。从全省各部门提交的 39份地质报告分析,勘探报告仅 3份,占报告

总数的 7. 69% , 提交储量 32 591 t , 占储量总数的 35. 52%; 详查报告 23 份, 占总数的

58. 98% ,提交金属量 33 235. 9 t, 占储量总数的 36. 23%; 普查报告 13 份,点总数的 33. 33%,

提交金属量 25 917. 72 t ,占储量总数的 28. 25%。从提交储量级别看, C级及以上储量仅占总

储量的 20. 18% , D级储量占 79. 82%。从报告审批情况看, 经省储委审批的报告 5 份(包括青

阳寺门口、铜陵新华山作为共伴生金矿产审批) ,占报告数的 12. 82% ,占储量数的 41. 52% ;地

质勘探主管部门审批的报告 21份,占报告数的 53. 85% ,占储量数的 48. 41%;由省工业部门

及企业审批的报告 7 份,占报告数的 17. 95% ,占储量数的 8. 72%;未批报告 6份,占报告数的

15. 38% ,占储量数的 1. 35%。从勘探手段看,多以钻探为主, 坑探较少或不用,致使矿床勘探

程度降低。

( 3)储量误差不大,报告质量基本符合要求。尽管我省矿床勘探程度低,有的矿山储量负变

较大,但从工业利用总体分析,地质报告质量尚可,误差基本符合要求,如贵池马头、黄狮涝等。

矿山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地质品位的降低,如凤阳毛山金矿, 地质报告提交平均品位 w

( Au) 6. 3×10- 6, 实际矿山开采不足 w ( Au) 4×10- 6。

2. 3　生产矿山资源保证程度

由于全省黄金以共伴生金为主, 独立金资源具有点多、量小、勘查程度低的特点,决定了我

省黄金矿山规模以小型为主,以及矿山服务年限短、储量变化大、生产能力不稳定的基本格局。

( 1)老矿山超期服役,后备资源紧张。我省目前已有的 12 个固定矿山中, 除铜陵黄狮涝、朝

山、包村保有储量相对充足外, 其它矿山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危机,其中 2个已闭矿(铜陵新

桥、鸡冠山) ; 3个超过服务年服(凤阳毛山、贵池马头、铜陵戴家冲) ;另外 2个选厂(铜陵市、县

选厂)建厂完成,就无资源, 致使生产极为被动, 能力不稳定,只有通过配套或购矿,才能维持生

产。

( 2)新建矿山储量不清,生产能力不稳定。由于金矿资源严重不足,在“饥不择食”的情况

下,工业部门降低了对资源可靠程度的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采取边采边探的方式建设的小

矿山,由于未做系统的地质工作,这类矿山的储量可靠程度差,储量不清。

( 3)勘探资金短缺,手段落后,探矿增储能力差。黄金矿山由于资金短缺, 缺少勘探手段,加

之技术力量薄弱,人员素质不高, 致使矿山依赖性强,勘探工作难以进行, “等、靠、要”思想严

重。“七五”以来, 全省黄金矿山提交地探报告仅 8份,提交储量 8 043. 84 kg。

( 4)采取边采边探的小矿山,只能进行小规模池堆浸生产,生产能力极不稳定,有的矿山自

生自灭,这部分矿山在我省黄金生产史上曾占 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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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未用储量分析

我省独立金矿资源利用程度高, 由于种种原因, 还有部分储量未能利用, 概括分析如下:

( 1)共生金矿由于权属及体制问题,加之选冶难度大、埋藏深、勘探程度相对低,自 1984年

以来一直存在纠葛,至今仍未规模利用。这部分储量相当可观。如铜陵新桥、天马山金硫矿。

( 2)砂金由于勘查程度低、规模小、品位低、盖层厚, 上覆农田或含泥量高,暂不能利用, 成

为呆矿。

( 3)设计境界外的储量。这部分储量约占整个矿山利用总储量的 20%左右, 如黄狮涝金

矿,提交报告储量 13 425 kg ,设计利用 9 670 kg ,尚有 3 755 kg 未被利用,占总储的 27. 97%。

如前所述,我省黄金资源虽较丰富,但全省金矿地质勘探程度低,资源概貌不清,勘探方向

不明,虽然我省共生金矿前景良好,并具有中大型发展的远景;独立金以小型和矿点居多,且利

用程度高;砂金储量小,经济效益低, 难以规模利用。因此,全省探明资源特别是独立金资源现

状不容乐观。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及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地质部门可用于地

质勘探的投入将逐年萎缩, 整个地质工作仍将停滞不前。就我省现状而言,全省境内从事地质

勘查的部门有地矿、冶金、煤炭、化工、有色、石油、建材、核工业等专业地质队伍,经资格审查获

得部和省两级地质勘查资格证书的勘查单位 47 个, 人员三万多人,地质找矿技术力量不可谓

不强。但从提交黄金储量来看, 实事求是地分析,除冶金外,地矿部门的强大队伍提交储量太

少,以“七五”全省勘探黄金高峰为例,地矿部门提交报告仅 10 份,共提交金属量 5. 225 t , 且大

多难以正规利用,储量最少的报告只有146 kg ,最多的也不过 1 t 左右,且勘探程度低。更不用

提其它专业地质部门了。因此,我省黄金地质工作之所以出现今天的局面,客观历史地分析,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1)黄多勘探起步晚,勘探有效时间短,勘探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我省分布有众多的地勘部门,但都以专业队伍为主,在计划经济时代,各部门有各部

门勘探的重点和矿种, 就我省而言,主要矿种是铜、铁、硫、煤等,而黄金勘探没有引起应有的重

视,且黄金没有专业勘探队。我省岩金勘探起步晚,拿重点产金区铜陵来说,虽然硫铜伴生金勘

探时间较早,而独立金勘探始于 1984 年, 从铁帽金发现后才引起重视,并取得了较大突破; 皖

东北地区石英脉金矿勘探时间较铜陵地区稍早,从 1980 年提交的五河县大巩山、凤阳毛山金

矿普查报告到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特别是地勘行业的改革,前后只有 10 年多时

间,要想将全省黄金勘探清楚,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加之地质勘探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不确

定性、周期性及高风险性等特点,特别是黄金矿种本身含量低、变化大、肉眼不易识别,决定了

金矿勘探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以计划经济地质勘探周期来说,从区调—普查—详查—勘探,

一般大型矿床需 8年以上,中型矿床 5～8年, 小型 3～5 年,如铜陵黄狮涝金矿从 1984年普查

开始到 1990 年 12 月提交勘探中间报告, 共花 6年多时间,因此,我省目前资源不清的现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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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难理解了。

( 2)黄金地质认识程度低,发现的金矿类型少,导致勘探无重大突破

从八十年代铜陵地区勘探开始, 随着戴家冲、新桥铁帽型金矿勘探的突破以及对铁帽型金

矿的形成、赋存规律等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全省黄金勘探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铜

陵及沿江一带发现了一大批铁帽型金矿点,这也构成了我省黄金工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基础。

由于铁帽型金矿本身具有点多规模小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我省黄金工业总体规模小的现状。从

铁帽型金矿勘探突破至今, 虽然全省陆续发现了石英脉型金矿、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矽卡岩型

金矿,但对其成矿特点、赋存规律缺少深入研究,因此,我省在金矿类型上勘探没有取得大的突

破,特别是具有世界级规模的砾岩型金矿及国内蚀变岩型等金矿的勘探没有突破,造成我省勘

探工作徘徊不前。以皖东地区为例, 1996年原地矿部将该区列为找金跨世纪工程,省黄金局也

将该区列为“九五”黄金勘探、开发的重点地区, 但对构造蚀变岩型金矿认识程度不够,致使该

区勘探至今没有大的突破。

( 3)勘探手段落后,地质科研水平不高

目前金勘探, 基本上还是使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勘探手段,而且设备陈旧落后、效率低、成

本高、资料准确性差,不仅延长了勘探周期,而且也降低了资源的可靠性。另外,由于地质因素

的复杂性, 现行地质科研所采用的地质、构造以及物化探手段的局限性,其结果必须经地质工

程验证、且不确定因素较多,有点像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天气预报只能定性, 不能定量,准确度

低,急需完善,这些都从客观上制约了黄金地质勘探工作的进展。

( 4)地质投入不足,尤其是普查投入严重不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地质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挑战,各地勘部门的事业

费用来吃饭尚嫌不足, 更不用说用于地质勘探了,近年来,黄金地质勘探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

状态。由于投入严重不足, 地质部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勘探工作难以有较大进展。表现最突

出的在普查方面,由于现行普查主要由国家投入,而投入的事业费又被地勘部门吃饭占用, 无

力投入勘查;而工业部门从详查才开始投入,面对风险性大、成功率低、难度大的普查阶段, 企

业不愿投资, 光靠地质部门远远不够。因此,具有远景的新点越来越少。如“八五”实行的储量

承包, 我省从国家争取 10 t 储量指标很不容易,结果,由于没有有远景的新点, 最后只有铜陵

包村完成 3 t 储量,其余 7 t 指标再也无处落实了,实在可惜! 因此,加大地质投入特别是普查

投入,实在是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

( 5)体制的制约和部门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 导致管理部门职能的弱化

我省黄金分中央有色、地方有色及地方矿产金 3 块, 由于各自为政, 信息不通, 矛盾较多,

加之条条分争、块块分争、条块分争,严重影响了我省黄金资源的统一规划和勘探、开发利用。

另外,从地质资料有偿转让到勘查权、开采权的取得和转让及资源资产的引入,地勘部门加大

了对地质资料及勘查信息的封锁,我省目前地质部门家里的“存货”究竟多少及价值如何,恐怕

无人知晓。由于信息不灵,客观上延缓了地质勘探的进度,并且地质部门和地方缺乏信息,双方

难以合作,即使资源具有远景,地勘部门也担心利益得不到保障,也宁可占着,致使工业部门无

从下手。如焦冲金矿及定远金矿的勘查,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失误,急需

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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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我省黄金工业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省金矿资源总的形势是:成矿地质条件较好,资源远景乐观,但保

有储量不足, 矿山建设“等米下锅”,老矿山资源危机,新点资源不清,黄金发展受到资源的严重

制约。当前, 单纯依靠地质部门找矿工业部门开发利用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资源工作

的黄金而言, 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是永恒的主题。要发展我省的黄金工业,当务之急和关

键,归根结底还是资源问题,为此,我省应该采取如下对策:

( 1)坚持找矿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的方针。具体地说, 就是实现我省“九五”规划的一线两片

的找矿战略(即长江沿线、铜陵地区、皖东北地区) ,并尽快实现重点突破。铜陵地区要以勘探中

深部共生金矿为重点; 皖东北地区以勘探蚀变岩型金矿,特别是焦家式金矿为重点; 长江一线

仍以寻找铁帽金和脉型金为主。目前,上述重点区域及成矿远景区找矿已有突破,尤其是铜陵

地区较为明显。可以肯定地说, 现在已出现了曙光, 要加大力度,坚持不懈。一旦突破,我省黄

金地质找矿就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 2)依靠科技进步,狠抓地质科研,以寻找新类型金矿为突破口。面对我省金矿地质研究程

度较低、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的现状,要寻找深部隐伏矿体,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必须向外省学

习。当前,要在加强金矿基础地质研究的基础上,抓紧客观上对我省金矿发展有战略意义的课

题,在“新、大、富、深、难”上下功夫, 即突破新类型、找大矿、找富矿,找深部隐伏矿并在难选冶

矿的应用上有重大突破。首先, 我认为,应以寻找新类型金矿及深部隐伏矿为突破口。

( 3)走探采结合,以探为主, 由小到大, 滚动发展的路子,鼓励地质部门投资办矿。当前,单

纯依靠国家投入已不现实, 而且将一个矿区完全勘探清楚也不可能,因此,就我省资源不清、资

金短缺、普查点少的现状而言,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量体裁衣”,即走探采一体化、逐步发展完善

的路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调动广大群众找矿、报矿、探矿的积极性。目前,在转轨时期,应

特别注意保护好地质部门的积极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地质部门急

于寻找地勘市场, 黄金行业由于统购专营, 不存在三角债的困扰,加之免收增值税等优惠政策,

又被地勘部门作为走向市场的突破口。为此,要积极加以引导、规划,地方更要解放思想,真诚

寻找合作伙伴; 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坚决克服本位主义、地方利益的狭隘思想,搞好外部环

境,真正解决地勘部门的后顾之忧,使投资者放心、安心。地勘部门也要千方百计地搞好勘探工

程及提交成果的质量。目前,我省在这方面已走出可喜的一步。如地矿部 321队和黄狮涝金矿

合作勘探焦冲金矿,地矿部 321队和铜陵狮子山金矿合作开采龙虎山金矿等都是值得大力提

倡的。另外, 国家和省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 鼓励外商投资黄金勘探。

( 4)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地质投入, 特别是普查投入,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我省而言,

(Ⅰ)应继续争取国家主管部门对黄金地质勘探资金的支持; (Ⅱ)引进外资和外省资金。随着新

矿法的实施, 探矿权和采矿权可以流转及探矿权人有取得该勘查区采矿优先权等政策,增加了

外商和外省投资者勘探资源的兴趣,加上我省资源和区位优势,引资有很大潜力; (Ⅲ)争取地

方政府的支持和部门的支持; (Ⅳ)鼓励企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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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继续加强矿山地质工作,不断扩大矿山保有储量,稳定后方基地。近年来,由于新区勘

探上无突破,我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依靠现有的黄金矿山,以维持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

产;另一方面,我省现有矿山规模小, 保有储量不足, 为此,现有黄金矿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必须要认真重视和加强矿山地质探矿工作, 不断扩大储量, 延长矿山服务年限,以稳定我省黄

金生产基础。

( 6)开源节流,保护利用好黄金资源。黄金矿产是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要加大

管理的力度, 严禁个体乱采滥挖,破坏宝贵的黄金资源,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要规划

利用好现有的黄金资源,特别是共生金矿资源, 切实搞好矿山三率(贫化率, 损失率, 选冶回收

率)管理,真正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以保持我省黄金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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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e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 ion of g old resources of Anhui pro vince is analyzed in de-

tail. T he problems and measur es in future fo r geolog ical explorat ion that should be take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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