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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质找矿的对策思考 

白建华1 

(重庆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重庆 400038)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地质矿产勘查资金的投入，重庆市地质找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重庆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找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取得地质找矿突破已迫在眉睫。重庆矿产资源虽然总体不丰富，

但具有一定特色，地质找矿具有一定的潜力。要进一步实现重庆市地质找矿突破，必须提高认识，增强找矿信心:

加强基础性地质调查:加强科研提高地质找矿能力:加强人才开发:改善技术装备: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矿产勘查资金

投入机制。 

【关键词】:地质找矿:资源形势:找矿潜力:对策: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407.1(2719)【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6995(2010)05-0022-03 

近几年来，重庆市加大了对地质矿产工作的投入，大大提高了地质工作程度和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缓解了资源加工产业对

矿产资源的需求矛盾，促进了市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地质找矿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国土资源部组织了“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探讨地质找矿新突破。根据重庆市

矿产资源的现状和目前地质工作的程度，有业内人士认为:重庆矿产资源贫乏，找矿潜力不大。因此，按照国土资源部的部署，

结合重庆实际，广泛深入地开展多层面、多领域的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矿产勘查成果喜人，资源形势依然严峻 

重庆市矿产资源虽比不上资源大省，但较有特色。已发现矿产(含亚矿种)68 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排全国前 10 位的矿产

17种，重要矿产有天然气、煤、地热、铁、锰、铝、银、钡、岩盐、粉石英、汞等 10余种。 

为摸清全市矿产资源家底，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于 2004年组织开展了重庆市主要矿产开发利用情况调查。 

加大投入，取得可喜成果。2005 年以来，特别是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后，重庆市加大地质矿产勘查资

金投入，从以往每年不到 500万元逐渐增加到年投入达亿元以上，年均投入超过“十五”期间总和。据统计，2005-2008年，探

明粉石英矿、煤、铝、锰、银、钡等重要矿种矿产地 105 处，其中大型矿床 11 处，中型矿床 5 处，主要矿产新增资源量 20.27

亿吨，资源供求矛盾有所缓解。 

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找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地质找矿工作正处在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市委、市政府确定

资源加工业为“四大重点产业之一”，拟在“十一五”期间为资源加工业引入资金 1230 亿元，进一步推动资源加工业的发展。

同时明确建设黑色冶金基地，建设国内重要的铝业基地和锰、银、钡特色工业基地。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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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于 2007年开展全市矿产资源大清理。清理结果表明，全市矿产地达到勘探程度的 52处，占矿产地总数的 8.9%;

绝大部分矿产地的勘查工作程度很低，已获得的资源储量大部分为资源量，可供矿山设计利用的储量不足 30%;资源危机矿山问

题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与重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不相适应。尤其是优势矿产钡、银、锰等，开发力度大，资

源储量入不敷出，有的矿山再开采几年便会出现洞老山空景象。因此，虽然重庆的地质找矿取得可喜成果，但面临的形势依然

严峻，进一步取得地质找矿突破已迫在眉睫。 

2 地质找矿的潜力与前景 

重庆矿产资源虽然总体不丰富，但具有特色，地质找矿具有一定潜力。 

2.1钡、鳃、锰等优势矿产成矿条件好，矿床规模大，质量好，找矿远景潜力大 

重庆市的钡矿是以碳酸盐为主的沉积一一改造混合型钡矿床，主要矿物为毒重石和钡解石，类型独特，全国罕见。全国有 4

家生产钡矿深加工产品，其中 3 家以重庆钡矿作原料。但地质工作程度低，资源总量不清，开发利用研究也不够。据重庆市地

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的《重庆市矿产资源接替区选区研究报告》，在城口一一左岚钡矿接替区，通过已知矿

床扩大外围找矿及攻深找盲，预测可获钡资源量 1500万吨。 

重庆银矿主要为沉积改造型的天青石矿，矿床规模大、品位高、矿石自然类型简单、选冶性能好，保有储量名列全国第四

位。已发现特大型矿床 2个，大型矿床 3个，中型矿床 2个。已查明 333类以上储量 145.85万吨，334类远景资源量 499.35万

吨。从目前勘查程度看，对主矿体的勘查仅限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而对地表 200 米以下的矿和延伸在当地侵蚀基面以下的

矿体部分尚未勘查。从成矿条件看，银矿床严格受背斜的倾没端、背斜轴部的隆起部位、背斜轴部或近轴部的断裂带和构造裂

隙发育带所控制，已查明矿床主要分布于沥鼻峡背斜、西山背斜等;银矿赋存于三叠统嘉陵江组第二岩性段和第四岩性段之蒸发

岩系中。据分析，沥鼻峡背斜和西山背斜尚有一定找矿潜力，应加强这两个背斜的矿产勘查。与沥鼻峡背斜、西山背斜成矿条

件相同的其他背斜，寻找银矿也有一定前景。 

重庆锰矿资源量位居全国第 6 位，锰矿资源总量 4633.62 万吨，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的渝东北和渝东南“两翼”地区。近

几年来，大量开采，到 2007 年锰矿保有资源量仅为 1500 万吨。重庆锰矿成矿条件好，勘查程度低，找矿前景好。据预测，在

渝东南秀山县小茶园外围、高楼坡、平溪—大茶园等 3个矿区接替区，酉阳县沉木溪锰矿隐伏区是浅部(300米以内)寻找锰矿的

最佳选点，可望找到大型锰矿床。 

2.2铅锌矿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石柱县老厂坪地处扬子陆块、上扬子准陆块，深部有七耀山大断裂穿越。区内以褶皱为主，背斜轴部及近轴部断裂构造发

育。构造形态主要为一系列北东向、北北东向的线状褶皱带，是构造应力较集中的地带。铅锌矿体主要分布在次级褶皱、断裂

带、层间破碎带、断裂交合部位。20世纪 80年代初期，四川省地矿局 110地质队、冶金 607地质队先后在老厂坪开展铅锌矿预

查和普查工作，探获中型和小型铅锌矿床各 1处。20世纪 90年代至今，川东南地质大队在该区域先后开展全国铅锌矿预查、普

查和调查评价，预测铅锌矿资源量 120 万吨，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老厂坪铅锌矿开发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堆放在矿山的炉渣约 100 万吨。目前有 7 个矿山企业，年产矿石 30-50 万吨，

近地表的氧化矿基本采完，正在开采深部原生矿(硫化矿)。因此，开展典型矿床研究，认真解剖成矿规律，对渝东南地区铅锌

矿找矿突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3新矿种找矿也有一定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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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90 年湖北省恩施发现和评价了全国第一个独立硒矿床，它产于二叠系下统孤峰组下段。重庆巫山—奉节一带紧邻

恩施，有着相同的地质条件，寻找独立硒矿有一定的希望。 

2.4重庆找矿具有一定潜力已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实 

渝中成矿区南段铁矿，勘查开发历史悠久，地质工作程度高，铁矿露头和浅部铁矿基本勘查开采。但从资料分析，深部仍

有隐伏矿体。这一推测，首先被石油钻揭示，然后在景江篆塘角进行勘探，获铁矿资源量 5400余万吨。 

平溪——大茶园锰矿区，距小茶园锰矿 3-5公里。在开展小茶园详查时，曾对大茶园实施 14个钻孔，由于浮土覆盖深、植

被发育研究不够，钻孔见矿率低而下马，未作出应有的评价。但随着“发锰财，锰发财”的开发热的形成，在地质工作程度极

低的大茶园开采发现了锰矿，质量不亚于小茶园锰矿。事实证明，大茶园锰矿是客观存在的，当年勘查下马只是认识问题。 

大足县苏家湾银矿的发现和勘查更说明重庆找矿存在一定潜力。苏家湾银矿位于兴隆矿区，1986 年，地质人员一进苏家湾，

地表没发现找矿线索，被判了“死刑”;1999年，国家启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立项普查，地质人员二进苏家湾，施工 4个

钻孔，3个见矿，矿区有了希望;2002 年，地质队与矿山企业联合勘查，地质人员三进苏家湾，结果探明一个大型隐伏银矿床。 

3 对策思考 

3.1提高认识，增强找矿信心 

重庆地质找矿具有一定潜力，这是个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要正确认识工作程度与找矿潜力的关

系。重庆地质工作程度低，找矿有难度，但蕴含着找矿潜力。二要调查研究，首先调查已知矿床勘查情况，研究成矿规律，评

价找矿潜力，然后作出结论。三要认真实践，用实践检验结论的正确性。四要正确认识地质找矿的高风险性、艰难性。地质找

矿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需要地勘人员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不能因为一两次失败就灰心丧气。作为“先行”

的地质工作者，面对找矿风险，应该增强找矿信心，克服困难，为实现地质找矿突破做出贡献。 

3.2加强基础性地质调查 

重庆基础地质调查力度不够，调查程度低，在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处于最低水平。截至目前，全市除完成 1:20万、1:50万、

1:100 万基础地质调查外，1:25万区调只完成开县、万县两个图幅，面积 2.37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8.8%;1:5 万区

调 34.5 幅，面积 1.63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18.7%;1:5 万区域矿产调查 5.5幅，面积 0.25 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

面积的 3%;区域物探、化探均为中、小比例尺，遥感地质调查不系统，信息量少。更重要的是地质科学研究程度不高，研究深度

和广度不够，重要成矿带、重大地质课题基础地质调查目标较单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庆地质找矿的新突破。因此，

要加强基础性地质调查，大力开展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区域矿产地质调查以及区域物化遥基础地质调查，尤其是大巴山、渝

东南、南川——武隆等重要成矿区带基础地质调查。 

3.3加强科研，提高找矿能力 

随着找矿的进展，露头矿已基本全被发现，找矿难度越来越大。要实现找矿突破，必须加强地质科研，拓展找矿空间。 

矿产勘查是高风险的工作。据国外权威机构和资深专家统计分析，全球矿产勘查成功率在 1%左右。要提高矿产勘查成功率，

就要认真研究成矿背景，找出成矿规律，做好矿产资源远景调查和潜力评价，为地质找矿提供依据。科研要突出重点，区域重

点在“两翼”，矿种重点在优势矿。要有重点地开展深部地质找矿方法综合研究，揭示矿区地质及矿化的垂向变化规律，评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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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矿产资源潜力，使深部找矿及评价建立在科学基础及充分信息基础之上。要加大深部和矿山外围找矿力度，实现找矿重大突

破。 

3.4加强人才开发，改善技术装备 

要用好现有人才，吸引外来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尤其要造就一批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地质技术带头人。要以信息技

术为依托，加快高新技术在地质工作中的应用，提高物探、化探、实验和地质勘查数字化装备水平，以适应地质找矿的攻深找

盲工作。 

3.5创新激励机制 

地质找矿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具有高风险性和艰难性，实现地质找矿突破，既需要新理论、新思维，更需要艰苦奋斗、坚

忍不拔的精神。科技人员要突破地质找矿难关，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创新地质找矿激励机制，设立地质

科研和地质找矿政府成果奖。为激发地质工作者的地质找矿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在地质科研和地质找矿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

和集体，要大力表彰，给予重奖。 

3.6创新矿产勘查资金投入机制 

要积极争取中央各项专项资金;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科学引导社会资金，构建多元化的矿产勘查资金投入格局。要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在资金安排上，要向老少边穷的渝东南和渝东北“两翼”地区倾斜，向地质找矿和勘查风险大的急需优势矿产

项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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