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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庞振山、陈丛林、张生辉、程志中、薛建玲、颜廷杰、陈辉、张伟、王利、耿林、

张晓飞、王宗起、吕志成、于晓飞、李永胜、雷晓力、隗含涛、左群超、姚佛军、杜泽忠、张志辉、郭少

峰、王珺璐、白海军、卢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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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9年12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提出我国将

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在完成勘查工作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各

类市场主体公开竞争出让矿业权，勘查区块是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的基础。

勘查区块优选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一项重要工作，为推进落实此项工作，2021年6月，中国地

质调查局明确提出制定《固体矿产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技术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会同

相关单位在总结以往老矿山、整装勘查区和重要矿集区找矿预测等已有工作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

入了解矿产资源管理部门要求、咨询行业专家等，制定了本文件。

本文件可为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项目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技术实施单位进行勘查区块优选

调查评价提供技术支持，有助于支撑矿业权出让工作有序开展，提高国内资源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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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矿产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的目的任务、基本要求、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技术方

法、质量管理、报告编制与资料提交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8341—2021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GB/T 33444—2016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AQ 2004 地质勘探安全规程

DZ/T 0004—2015 重力调查技术规范（1∶50 000）

DZ/T 0011—2015 地球化学普查规范（1∶50 000）

DZ/T 0070—2016 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技术规程

DZ/T 0071 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

DZ/T 0078—2015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145—2017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规范

DZ/T 0151—2015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 000）

DZ/T 0187—2016 地面磁性源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227—2010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DZ/T 0248—2014 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技术规程

DZ/T 0273—2015 地质资料汇交规范

DZ/T 0280—2015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305—2017 天然场音频大地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353—2020 地球化学详查规范

DZ/T 0374—2021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

DZ/T 0382—2021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填图规范

DD 2022—1.1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1部分：总则

DD 2022—1.2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2部分：表面图像数字化

DD 2022—1.3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3部分：光谱扫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勘查区块 exploration block
有矿化信息、可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的工作区范围。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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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和评价矿产资源为目的，优选重要成矿远景区、矿（化）点、遥感地质异常区、地球物理异常

区、地球化学异常区作为调查评价区，采用遥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地球物理测量、地球化学

测量、工程揭露验证、采样测试等方法，大致了解成矿地质条件、矿体地质特征、矿石质量、技术经济条

件和环境影响因素等，圈定找矿靶区、优选勘查区块，为矿产资源勘查提供基础地质信息与资料。

4.2 基本要求

4.2.1 在矿产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基础上，选择资源潜力大、矿业权空白区且符合国土空

间管理要求的重要成矿远景区、矿（化）点、遥感地质异常区、物化探异常区，以 1∶50 000 基本图幅

为单元，采用单幅或多幅联测部署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部分有明确规定的矿种可在已设矿业权范

围内部署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工作。

4.2.2 以发现和评价规模大、品位高、埋藏浅的紧缺战略性矿产为主要目标，兼顾优势战略性矿产和其

他重要矿种。

4.2.3 依据主攻矿种的成矿地质条件、矿体地质特征、地形地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量条件和生态

保护要求，在充分利用以往工作成果基础上，选择经济、快速、有效、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方法手段，加

强新技术、新装备的试点与应用推广。

4.2.4 对选定的调查评价区开展 1∶25 000 ～ 1∶10 000 矿产地质专项填图（简测或草测），根据需

要开展遥感地质调查、物探、化探等工作，大致了解成矿地质条件。

4.2.5 对发现的矿（化）体开展 1∶10 000 ～ 1∶2 000 矿床（体）地质填图（简测或草测），地表采

用少量取样工程控制，深部应有钻探工程验证，大致了解主要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厚度和分布规律，

大致了解矿石的物质组成、矿石质量，大致了解共（伴）生矿产并进行综合评价。

4.2.6 对矿（化）体分布范围及邻近地区，采用类比法大致了解矿产资源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

技术性能、开发利用外部条件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初步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

影响因素。

4.2.7 勘查区块应部署在具有中大型找矿远景的找矿靶区。

4.2.8 坚持绿色调查，保障安全生产。绿色调查执行 DZ/T 0374—2021 的要求，安全生产执行 AQ 2004

的要求。

4.3 工作内容

4.3.1 成矿地质条件

4.3.1.1 与成矿有关的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及其岩石组合的分布、产状、岩性组合及其与成矿的关

系。

4.3.1.2 与成矿有关的构造的规模、形态、产状、性质、组合、空间分布范围、运动学和动力学特征，

发育的先后次序，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4.3.2 遥感地质特征

4.3.2.1 遥感特征及其与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构造的关系。

4.3.2.2 遥感地质异常的类型、范围、强度及其与矿化蚀变的关系。

4.3.3 地球物理特征

4.3.3.1 岩（矿）石物性特征。

4.3.3.2 地球物理特征及其与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构造的关系。

4.3.3.3 地球物理异常的范围、空间特征、强度及其与矿化蚀变的关系。

4.3.4 地球化学特征

4.3.4.1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构造的关系。

4.3.4.2 地球化学异常的范围、元素组合、分带、强度及其与矿化蚀变的关系。

4.3.5 围岩蚀变

4.3.5.1 围岩蚀变的类型、矿物组成、强度、分布范围和分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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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2 围岩蚀变与矿化的关系。

4.3.6 矿床（体）特征

4.3.6.1 矿（化）体的数量、规模、形态、产状、品位、厚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4.3.6.2 矿石质量特征，包括矿石的矿物组成、含量、结构构造及其嵌布关系。矿石的化学组成，有用、

有益、有害组分含量及其变化特征以及赋存状态等。

4.3.6.3 矿石的自然类型和工业类型，矿体（层）围岩和夹石。

4.3.6.4 矿床类型和找矿标志。

4.3.7 技术经济条件和生态环境

4.3.7.1 开发利用外部条件。

4.3.7.2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4.3.7.3 开采技术条件。

4.3.7.4 生态环境条件。

4.3.8 找矿靶区和勘查区块

4.3.8.1 找矿靶区的圈定、潜在矿产资源预测、分类及说明书编制。

4.3.8.2 新发现矿产地的确定及说明书编制。

4.3.8.3 勘查区块的优选原则、工作程度要求、范围确定及说明书编制。

4.4 工作程序

遵循预研究、野外调查、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找矿靶区圈定、勘查区块优选、报告编制、成果

提交等步骤实施，综合研究及专题研究工作贯穿于调查评价全过程。

4.5 质量控制

4.5.1 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并对调查工作的过程及成果质量负责。

4.5.2 工作质量实行项目组、项目承担部门、项目承担单位三级质量管理制度。

4.5.3 项目组应对全部原始资料和图件进行全面检查，自检、互检率为 100%，对发现的问题和错漏应实

地检查校正。

4.5.4 项目承担部门应至少在野外工作中和结束前各进行一次检查。野外工作中的检查，应对主要地质

构造、矿化蚀变和重要地质现象进行检查核实，并选择 10% 的地质路线、剖面进行对照检查。取样工程应

进行 100% 野外现场检查。

4.5.5 项目承担单位可随时组织检查组进行野外质量检查，室内检查比例要达到 20% ～ 30%，野外实地

检查比例要达到 5% ～ 10%。

4.5.6 设计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完成后需进行野外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转入成果报告编写阶段。

5 预研究和设计编审

5.1 资料收集

5.1.1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象及社会经济现状等资料。国家和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国土空间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地质勘查等相关规划。

5.1.2 基础地质。调查评价区及邻区相关基础地质资料，包括不同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

矿产远景调查的原始资料和成果资料。

5.1.3 遥感地质。不同时相、不同空间分辨率、不同频谱的航空、卫星遥感数据及解译成果，岩矿波谱

测量等其他遥感资料。

5.1.4 地球物理。不同比例尺重力、磁法、电法、地震、放射性测量等原始数据和成果资料，区域及调

查评价区物性资料。

5.1.5 地球化学、自然重砂。不同比例尺水系沉积物测量、土壤测量、岩石测量、自然重砂测量等原始

数据及成果资料。

5.1.6 矿产资源勘查。矿业权设置情况，矿产开发利用现状，矿产资源勘查报告、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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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年报等成果资料。

5.1.7 科研成果。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区域成矿规律、矿产地质志和典型矿床研究等成果资料，涉及调

查评价区及邻区的专题报告、专著及论文等资料。

5.2 综合分析

5.2.1 大地构造背景。确定调查评价区大地构造位置，分析区域所处板块构造活动的裂解、离散、汇聚、

碰撞、造山等基本环境、属性及单元，分析板块构造和成矿关系。

5.2.2 区域地质背景。充分利用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地质调查资料，结合大比例尺地质图相关资料，编

制 1∶50 000 或更大比例尺建造构造图或岩性构造图，反映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等岩类的

岩石组合及空间分布，表达褶皱、断裂的空间分布，及岩石组合、构造与矿化的关系，全面反映区域成矿

要素。

5.2.3 区域成矿规律。研究调查评价区中已发现的矿床（点）基本成矿地质条件，划分成矿系列、成矿

区带，建立区域成矿模型，确定主要矿床类型的成矿地质要素。编制矿产地信息表、区域成矿系列表、区

域成矿模式图及 1∶50 000 或更大比例尺成矿规律图。

5.2.4 对调查评价区已有地球物理测量、地球化学测量、自然重砂测量、遥感地质调查数据进行再研究，

必要时修编地球物理平面剖面图、地球化学图，重新圈定异常，编制各类异常信息表（图）。

5.2.5 研究遥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自然重砂异常特征及其与岩石、构造和矿化蚀变的关系，编制 1∶

25 000 ～ 1∶10 000 遥感地质构造、蚀变解译图，地球物理（重、磁）地质构造解释图，地球化学地质

构造解释图。

5.2.6 在矿田或矿集区范围内开展典型矿床研究，分析矿床类型、控矿因素、成矿地质要素、找矿标志，

建立典型矿床成矿模式。总结找矿预测要素，建立典型矿床找矿预测综合信息模型。

5.2.7 对以往工作圈定的找矿远景区、物探异常、化探异常、遥感地质异常、矿（化）点等资料信息进

行分析研究、筛选，初步确定拟开展区块优选工作的范围。

5.3 野外踏勘

5.3.1 对调查评价区地质、矿产、地形地貌、地质环境、气象水文等进行概略了解，以穿越不同类型建

造构造单元、代表性矿化带和自然景观区的路线地质踏勘为主，对室内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必要的野外验

证。调查评价区内矿产资源丰富、矿（化）点分布较多时，应对重点地段进行全面踏勘。

5.3.2 了解调查评价区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条件及人文干扰情况，必要时开展地球物理测量、

地球化学测量方法试验。

5.3.3 踏勘时应适当采集关键地段、有代表性矿化现象的岩矿标本及样品，进行必要的岩矿鉴定或快速

分析测试。

5.4 设计编审

5.4.1 在资料综合研究和野外踏勘基础上，确定重点调查评价区、主攻矿种及其矿床类型，明确调查内

容、技术路线、工作方法手段和预期成果等，编写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设计书。

5.4.2 设计审查按照项目主管部门有关要求执行。经审查批准的设计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由

设计编制单位提出变更方案，报请设计审查批准单位审查同意后方可执行。

5.4.3 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设计书编写提纲见附录 A。

6 遥感地质调查

6.1 工作内容

6.1.1 在大比例尺遥感地质解译工作基础上，提取与成矿有关的岩性、构造、蚀变等信息。

6.1.2 开展典型矿床岩性、构造、蚀变特征研究，建立典型矿床遥感识别模型。

6.1.3 提取调查区蚀变遥感地质异常、岩性构造信息，判释和筛选矿化蚀变带、控矿构造和含矿岩性。

6.1.4 对遥感解译的岩性构造和蚀变信息进行查证，圈定找矿有利区。

6.1.5 提取和分析大比例尺不同时相资源环境相关要素，包括地形地貌、草场、林地、农田、水体、人

类工程活动等现状及变化特征，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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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要求

6.2.1 根据区块优选工作需要，应选择优于 2 m 的高分辨率多源遥感（雷达）数据开展大比例尺的遥感

综合解译。

6.2.2 可选择比例尺不小于 1∶10 000 的地形图及相应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或基准点，制作调查区

遥感影像图，针对解译要素的不同，开展影像增强处理、地质信息识别与提取等工作。

6.2.3 利用优于 2 m 的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结合矿产地质专项填图有关成果和认识，提取与成矿有关的

岩性、构造、蚀变等信息，综合分析各类信息，圈定找矿有利区。

6.2.4 利用多光谱或高光谱数据进行蚀变矿物填图，查明蚀变矿物组合及其空间展布，分析蚀变异常与

成矿的关系。

6.2.5 可利用雷达遥感数据，开展地质构造专题解译，提取环形构造、线性构造等，分析构造与成矿的

关系。

6.2.6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宜使用多时相高分辨率遥感数据，遥感解译工作范围一般应大于调查区范围，

解译精度一般为 1∶10 000 ～ 1∶25 000，地面分辨率宜优于 2 m。重点调查区解译精度为 1∶2 000 ～

1∶5 000 ，地面分辨率宜优于 0.5 m。

6.2.7 开展遥感解译工作前，应进行野外踏勘，建立并完善解译标志。遥感野外查证一般与矿产地质专

项填图、矿产综合检查等同步开展。

6.2.8 提交遥感地质调查工作总结，矿产地质遥感解译图、遥感找矿信息判释图、遥感找矿预测图、地

质环境遥感解译图等。

6.2.9 遥感地质调查工作执行 DZ/T 0151—2015 的要求。

7 矿产地质专项填图

7.1 工作内容

7.1.1 沉积岩区

7.1.1.1 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基础上，厘定沉积地层层序，合理划分岩石地层单位，开展岩

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划分对比研究，确定地层时代和地层归属，确定填图单元及其岩性（组合）。

7.1.1.2 调查研究岩石地层单元的岩性（组合）、产状、厚度、含矿性、接触关系，沉积岩的结构构造、

主要矿物组成、岩石地球化学和沉积特征（沉积构造、沉积韵律）、时空分布变化等基本特征。

7.1.1.3 追索并填绘与成矿有关的建造，厘定标志层及特殊地质体，如硅质岩层、礁灰岩、膏盐层、硫

酸盐层，碎屑岩中的碳酸盐岩夹层，沉积岩中的火山（碎屑）岩层等。

7.1.1.4 追索并填绘沉积原生构造，包括不整合面、假整合面、古风化壳、生物礁、同生角砾岩。识别

沉积盆地边界构造、盆缘及盆内断裂、同生构造（带），建立控制盆地的断裂体系。

7.1.1.5 在研究构造演化、盆地类型、沉积环境、沉积建造（相）的基础上，根据岩相古地理特征，编

制岩相古地理图。

7.1.1.6 划分沉积作用类型以及沉积盆地发展演化阶段，依据沉积的岩性岩相对沉积矿产的控制作用及

其矿化富集特征。

7.1.1.7 研究沉积作用与成矿的关系。

7.1.2 火山岩区

7.1.2.1 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基础上，划分火山岩岩石地层单位、火山岩岩相，进一步厘定

火山喷发旋回、火山喷发韵律，建立地层层序，确定火山喷发时代，确定填图单元。

7.1.2.2 调查研究火山岩的产状、厚度、接触关系、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火山岩的岩石类型、结构

构造、矿物组合、化学成分和地球化学特征。

7.1.2.3 依据火山岩的岩石矿物组合、结构构造、产出形态和分布特征，划分火山岩相，研究各种火山

岩相形成的地质环境。

7.1.2.4 追索并填绘与成矿有关的火山岩建造、火山机构、次火山岩体、构造和矿化蚀变带等。圈定集

块岩、火山角砾岩、凝灰岩、沉凝灰岩、爆破角砾岩、角砾熔岩、次火山岩等。重点表示火山机构，标明

显示火山机构的岩性、岩相、蚀变、断裂、次火山岩等标志。研究次火山岩体形态、产状、范围，通过综

合信息推测隐伏岩体位置。详细表示矿化蚀变和火山岩性、岩相、构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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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5 重点调查研究沉积岩和火山岩分界面、沉积岩类夹层、硅质岩、碳酸盐岩、膏盐层等特殊岩性

层。基性火山岩型矿床应追索填绘枕状熔岩。

7.1.2.6 调查研究区域火山构造带，火山岩盆地边缘构造带，分析火山原生构造和区域构造的关系。对

控制火山岩分布的断裂系统进行研究，进一步划分成矿前断裂、成矿期控岩控矿断裂和成矿后断裂。

7.1.2.7 研究矿化蚀变类型、蚀变矿物组合、分带特征及其与火山岩性岩相的关系。

7.1.2.8 研究火山作用与成矿的关系。

7.1.3 侵入岩区

7.1.3.1 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基础上，研究岩浆活动期次、形成序列、形成环境、形成时代。

研究侵入岩的大地构造背景。

7.1.3.2 调查研究侵入岩建造的分布、期次、接触关系、岩石组合、岩性岩相带以及构造等特征，确定

填图单元。

7.1.3.3 追索并填绘与成矿有关侵入体的形态、规模、产状。划分岩体类型、岩石组合，圈定岩相带，

调查研究侵入体侧伏端产状、捕虏体、包体、岩相带、接触带。追索填绘岩体及围岩蚀变带，调查研究蚀

变岩石的矿物组成、矿化类型及其蚀变空间分带特征。调查研究侵入岩的岩石类型、结构构造、矿物组合、

化学成分和地球化学特征。

7.1.3.4 调查研究不同岩石组合、岩相带和矿（化）体的时空关系。

7.1.3.5 划分区域岩浆构造带和区域控岩构造带。

7.1.3.6 采用综合信息方法圈定隐伏、半隐伏岩体。

7.1.3.7 调查研究岩浆侵入作用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7.1.4 变质岩区

7.1.4.1 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基础上，根据变质作用、变形作用的特征及其复杂程度、岩石

类型，研究和划分构造—地层单位、构造—岩层单位、构造—岩石单位，在原岩恢复基础上，分别建立地

层层序、变质岩层构造叠置序列，并研究其新老关系和岩石单位的热动力事件演化序列，确定填图单元。

7.1.4.2 调查研究变质岩石（包括变质构造岩）的岩石类型、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岩石化学、地球化

学以及变形特征。

7.1.4.3 调查研究变质岩的原岩建造类型，探讨其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

7.1.4.4 调查研究变质作用类型，划分变质相带，研究其期次、时代及其相互关系，探讨变质作用发生、

发展的地质环境。

7.1.4.5 调查研究构造变形特征、变质作用与构造变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建立变质变形地质事件演化序

列。

7.1.4.6 追索并填绘与成矿有关的变质岩建造的分布、岩石组合、结构构造、变质变形特征以及构造和

矿化蚀变带等。

7.1.4.7 调查研究变质作用、变形作用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7.1.5 混杂岩区

7.1.5.1 调查研究混杂岩的组成及形成环境、构造与就位过程、动力学与构造分区特征。

7.1.5.2 研究混杂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7.1.6 第四系分布区

7.1.6.1 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基础上，调查研究第四纪沉积物的类型、成因及其与地貌条件

的关系，根据物质成分及其所处的地貌部位划分地层单位，建立地层层序，确定填图单元。

7.1.6.2 调查研究第四纪沉积物种类、物质成分、成因类型、产状、厚度、接触关系、分布范围及其赋

存矿产等特征。

7.1.6.3 追索并填绘第四纪沉积物中赋存的矿产、古风化壳、古土壤、古河床，研究各类第四纪沉积物

形成时期及其与年代地层单位的对应关系。

7.1.6.4 调查研究第四纪沉积物中各类矿产的成因类型、新构造运动、地貌（微地貌）与成矿的关系。

7.1.6.5 在第四系覆盖区开展调查评价的，应编制基岩地质图及第四系等厚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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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成矿构造

7.1.7.1 确定成矿构造系统及成矿结构面类型。

7.1.7.2 区分成矿前、成矿期、成矿后构造。

7.1.7.3 调查研究构造格架、构造形迹及相互关系，重点研究成矿构造属性及特征。

7.1.7.4 研究成矿结构面特征及其组合。

7.1.7.5 研究成矿构造和控岩构造关系。

7.1.7.6 研究成矿构造和区域构造关系。

7.1.8 矿化蚀变

7.1.8.1 确定蚀变类型，划分蚀变矿物或蚀变矿物组合的分带、强度分带，圈定其空间分布范围。

7.1.8.2 研究蚀变矿物和寄主岩石或矿物的交代关系。

7.1.8.3 研究蚀变与矿化关系，确定与成矿有关的主要蚀变，划分成矿早阶段蚀变、成矿主阶段蚀变、

成矿晚阶段蚀变。

7.1.8.4 重点研究表征流体温度、酸碱度、氧化还原条件等物理化学条件的蚀变矿物组合。

7.2 技术要求

7.2.1 基本要求

7.2.1.1 根据成矿地质背景、主攻矿种及其矿床类型，合理确定专项填图的方法、范围和工作内容，实

测或修测地质剖面，确定填图单元。

7.2.1.2 填图比例尺的选择应以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矿床类型及矿体规模等为依据，一般为 1∶25 000 ～

1∶10 000，对成矿有利的重点调查评价区及新发现的重要矿化线索可采用 1∶5 000 或更大比例尺。根据

已有工作基础，填图工作可选择简测或草测等方法。

7.2.1.3 矿体出露地表的，根据需要可开展 1∶10 000 ～ 1∶2 000 比例尺的地质填图（简测或草测），

大致了解主要矿体的数量、产状、形态、规模及空间分布。

7.2.1.4 充分利用天然露头和人工露头以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量等成果资料，露头不足时可采用浅

钻、槽探等进行工程揭露，了解矿（化）体及主要含矿地质体的形态、规模、产状、含矿性及其接触关系

等。

7.2.1.5 专项填图应采用与成图比例尺一致或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没有相应比例尺地形

图的地区可采用放大的地形图或满足精度要求的公开卫星影像数据产品作为底图。

7.2.1.6 工作程度较高的调查评价区，应加强对调查评价区已知矿床（点）地球物理测量、地球化学测

量、矿产资源勘查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有条件的可以开展三维地质填图。

7.2.1.7 对肉眼难以识别的微细蚀变矿物可使用便携式红外光谱矿物分析仪辅助填图，也可使用便携式

无源甚低频电磁仪等测量浅表蚀变带的延深。

7.2.2 实测地质剖面

7.2.2.1 实测地质剖面应准确反映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构造、矿化蚀变等基本特征和相

互关系，系统采集相关样品。

7.2.2.2 重要的含矿建造、成矿构造至少应有一条实测剖面控制。

7.2.2.3 剖面线应当选择基岩出露良好地段布设，并尽量垂直区内主要地质体、矿体或矿化蚀变带走向。

7.2.2.4 实测地质剖面可与地球物理剖面、地球化学剖面联合或统一测制。

7.2.2.5 实测地质剖面比例尺以 1∶2 000 ～ 1∶500 为宜，对与成矿有关复杂的建造和构造可采用更

大比例尺。

7.2.2.6 以往测制的剖面能够满足工作要求的，可在野外验证的基础上直接利用或修测使用。

7.2.3 观察路线布置、地质观测点密度

7.2.3.1 观察路线应以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拟解决的主要地质问题为依据，在充分利用遥感图像资料解

释的基础上，根据基岩出露情况和通行条件布置。

7.2.3.2 路线间距视工作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采用穿越与追索相结合的方法。对接触关系、特征标志、

矿化蚀变等应以追索法圈定。西部高海拔或深切割露头良好区，应结合遥感地质调查，以追索法为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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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法为辅，可适当降低路线间距。对森林、沼泽覆盖区则以穿越法为主、追索法为辅，露头较差的地区可

有针对性地布置稀疏路线。浅覆盖区及盆地区以大致圈定出建造、构造和矿化带为原则，合理布置地质调

查路线，必要时可利用洛阳铲等工具对地层进行揭露。路线间距及布署原则应在设计书中具体规定。

7.2.3.3 在主干路线上应详细观察记录，采集必要的样品，取全、取准各种数据。地质构造复杂或重要

地质观察路线应有连续的路线剖面、路线小结及必要的素描与照相资料。采用穿越法路线应绘制路线信手

剖面图。

7.2.3.4 以找矿为主要目的，根据地质复杂程度和成矿有利程度合理确定点线密度，不平均使用工作量，

简单区和非重点地区可适当减少点线密度，重要的地质界线和地质体，如岩性、构造、矿（化）体、蚀变

（带）、地球物理异常点、地球化学异常点等，应有足够的观察点控制。正测地质观测点的密度见表 1，

简测地质观测点密度为正测的 75%，草测地质观测点密度为正测的 65%。

表 1 正测地质点观测密度

填图比例尺
点距

m

地质观测点个数

个/km2

构造简单 构造中等 构造复杂

1∶25 000 250 ～ 500 20 ～ 30 30 ～ 40 ＞40

1∶10 000 100 ～ 200 40 ～ 60 60 ～ 80 ＞80

1∶5 000 50 ～ 100 80 ～ 120 120 ～ 150 ＞150

1∶2 000 20 ～ 50 160 ～ 240 240 ～ 300 ＞300

7.2.4 地质体标定

7.2.4.1 地质图只标定图面直径大于 1 mm 的地质体，图面宽度大于 1 mm、长度大于 5 mm 的线状地质体，

图面长度大于 5 mm 的断层、褶皱构造等，对小于上述规模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地质体、岩脉、控矿层、含

矿层和找矿标志以及其他特殊地质现象，可用相应的符号、花纹放大或归并表示。

7.2.4.2 基岩区内图面面积小于 0.5 km
2
和沟谷中宽度小于 2 mm 的第四系，在地质图上不予表示仍按基

岩绘制。

7.2.5 矿产地质专项填图执行 GB/T 33444—2016、DZ/T 0382—2021 的要求。

8 地球化学测量

8.1 工作内容

8.1.1 异常筛选。在充分收集已有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矿产、遥感等各种地质资料基础上，综

合分析研究，对异常进行分类、归并与排序，优选具有找矿前景的异常选择适合的方法部署化探工作。

8.1.2 面积性地球化学测量。优选找矿有利地区，开展 1∶10 000 比例尺或更大比例尺的土壤或岩屑，

基岩出露区可开展岩石测量工作，详细圈定地球化学异常。

8.1.3 地球化学剖面测量。在开展异常查证或在拟实施工程验证的异常或矿（化）点，宜布置精测地质-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剖面，并进行精细解释。

8.1.4 编制单元素地球化学图和地球化学异常图、组合异常图及综合异常图，研究元素的浓度分带与组

分分带特征，推测矿化的位置与范围。

8.1.5 异常查证与评价。进一步查证引起异常的蚀变、矿（化）体范围，确定其分布特征，对有前景的

异常提出工程验证建议。

8.1.6 原生晕测量。根据需要，可对重要钻孔采集原生晕样品，研究元素的分带特征，为深部找矿预测

提供依据。

8.2 技术要求

8.2.1 土壤测量采样物质应选择原地风化形成的残坡积物，采样时应避开风成沙、有机质和盐积物等干

扰物。

8.2.2 浅覆盖区可采用洛阳铲或浅钻采取能代表基岩的残坡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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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岩石测量采样类型主要为基岩、蚀变矿化岩石、构造裂隙物质、脉岩和铁帽等。

8.2.4 外来运积物覆盖区可采用一些非常规地球化学测量方法，用于探测外来覆盖物下的矿化信息。

8.2.5 测网范围应大于异常和矿化范围，并包含一定面积的背景区，测线应垂直异常带或主要控矿构造、

蚀变带、岩体、地层的地质界线。

8.2.6 分析元素根据目标矿种而定，选择成矿元素及其伴生元素，样品应采用无污染加工，选用灵敏度

高、准确度好的方法分析测试。

8.2.7 提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总结，采样点位图、单元素地球化学图、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地球化

学组合异常图、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图、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图、主要异常剖析图和地质构造推断解释图、地

球化学异常登记表等。

8.2.8 地球化学普查工作执行 DZ/T 0011—2015 的要求，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执行 DZ/T 0145—2017 的

要求，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执行 DZ/T 0248—2014 的要求，地球化学详查执行 DZ/T 0353—2020 的要求。

9 地球物理测量

9.1 工作内容

9.1.1 资料收集和综合研究。充分收集区内已有地球物理测量报告及附图、附表、数据，评估资料的可

利用性，总结前人工作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及造成的原因，研究地球物理测量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有效性，分

析找矿中地质需求与地球物理测量成果间的差距，结合地质、地球化学测量等资料开展综合研究，提出需

要地球物理测量解决的地质问题，选择合适的地球物理测量方法，明确探测目标地质体。

9.1.2 开展面积性测量前，应进行物性测量，选择适宜的地球物理测量方法，开展技术方法试验，获得

可靠的技术参数。

9.1.3 面积性地球物理测量。当工作区缺少适用的面积性地球物理测量资料时，应依据矿床类型、矿石

组分、物性条件、已有工作程度以及前人经验等因素，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优选合适的方法开展面积性测

量，圈定地球物理异常并进行筛选，对异常进行科学的分类、归并与排序。

9.1.4 精测剖面。对拟实施工程验证的异常或矿（化）点，宜布置精测剖面，并进行精细反演，为确定

验证钻孔孔位、孔深、孔斜等提供地球物理依据。

9.1.5 异常综合解释。在综合分析地质、矿产、地球化学异常、遥感等各种地质资料基础上，定性分析

异常起因，定量反演目标地质体空间形态。

9.2 方法选择

9.2.1 方法选择应遵循直接找矿和间接找矿并举的思路，按照物性有前提、技术可行、探测深度符合要

求、经济最优的原则确定。

9.2.2 在矿产综合检查时，宜部署 1∶5 000 ～ 1∶10 000 地球物理测量工作。

9.2.3 部署钻探验证工程的地区应开展精测综合剖面测量。

9.2.4 异常解释存在多解性且探测目标地质体与围岩具有多种物性差异时，可布置综合地球物理测量方

法。

9.2.5 设计中应明确所选方法的探测目标地质体。

9.2.6 测量参数和仪器装置类型的选择应满足观测精度和探测深度的要求。

9.3 工作布置

9.3.1 测区范围应覆盖整个找矿有利地段，不宜零碎布置。

9.3.2 测线长度应进入背景场。

9.3.3 测区及剖面的布设应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

9.3.4 对于单一物性与围岩差别小的目标体，不同物探方法尽量布置在同一位置，形成综合剖面。

9.3.5 面积性测量要注意异常形态完整性，以不漏掉有意义的异常为原则。

9.3.6 钻探验证工程应开展井中地球物理测量。

9.3.7 提交地球物理测量工作总结，实际材料图、地球物理剖面平面图、地球物理等值线平面图、地球

物理综合剖面图、地球物理推断解释图等。

9.3.8 重力调查执行 DZ/T 0004—2005 的要求，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测量执行 DZ/T 0070—2016 的要求，

地面高精度磁测执行 DZ/T 0071 的要求，地面磁性源瞬变电磁测量执行 DZ/T 0187—2016 的要求，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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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音频大地电磁测量执行 DZ/T 0305—2017 的要求，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量执行 DZ/T 0280—2015 的

要求。

10 探矿工程及采样

10.1 槽探、浅层取样钻、浅井

10.1.1 槽探一般在覆盖层厚度不超过 3 m 的条件下使用，为保证采样质量，探槽应挖至基岩新鲜面以下

0.3 m ～ 0.5 m。当覆盖层较厚时可采用浅井代替探槽，浅井应揭穿矿体与围岩界线。

10.1.2 在满足地质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浅层取样钻、小平硐等代替探槽和浅井，减轻勘查工程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取样时应揭穿矿体顶底板与围岩界线，穿矿孔径应满足取样要求。

10.1.3 对采矿遗迹，如古采硐、古采坑等进行调查，必要时进行清理、编录与采样。

10.1.4 工程编录取样执行 DZ/T 0078—2015 的要求。

10.2 钻探

10.2.1 施工钻探工程，了解矿（化）体特征及与成矿有关的建造、构造的分布和延伸，评价重要异常和

找矿靶区，检查验证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深部解释推断认识，获取深部矿产地质信息，为提交新发

现矿产地、评价资源潜力、优选勘查区块等提供地质依据。

10.2.2 对发现的矿体，地表应以少量取样工程稀疏控制，主矿体深部应有钻探工程验证，当有重要找矿

发现时可适当增加钻探工作量。

10.2.3 编写钻探验证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验证工程的布置依据，验证的目标地质体，设计钻孔的位置、

深度、方位角、天顶角等技术参数，主要实物工作量，技术要求及保障措施等。

10.2.4 钻探验证方案经项目设计评审单位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实施。

10.2.5 对钻探验证工程按照要求进行详细编录，对矿化蚀变部位用 1/2 切（锯）心法采集化学样，对

代表性岩（矿）石采集薄片、光片，岩（矿）石化学分析样、光谱分析样、小体重样等，采集钻孔原生晕、

地球物理物性样等。

10.2.6 应开展地球物理测井，有条件的可开展井-地地球物理工作、短红外光谱蚀变矿物识别。

10.2.7 钻探工程施工执行 DZ/T 0227—2010 的要求，钻孔工程编录取样执行 DZ/T 0078—2015 的要求；

岩心数字化执行 DD 2022—1.1、DD 2022—1.2 和 DD 2022—1.3 的要求。

10.3 样品采集和测试

10.3.1 样品采集应具代表性。化学分析、内检、外检均应由取得计量认证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外检应由

取得国家级计量认证资质的实验室承担。

10.3.2 岩矿鉴定样。应按矿体、矿石类型、近矿围岩的岩石类型，采取代表性岩矿鉴定样品，对岩石、

矿石的矿物组成、结构构造以及岩石或矿石类型进行鉴定，样品的数量应满足研究需要。

10.3.3 化学全分析。应对主要矿体，分矿石类型采取有代表性的化学全分析样品，查明矿石中的各种组

分（痕量除外）及其含量。

10.3.4 定性半定量全分析、组合分析样、物性样。应对矿（化）体，分矿石类型及围岩，单独采取或从

基本分析副样中采取分析样品，了解矿石、岩石的元素组成及大致含量。

10.3.5 基本分析样。为查明矿石中有用组分和某些有害组分含量及其变化情况，作为圈定矿体、估算资

源量的依据，应采集基本分析样品。各项探矿工程中应对矿体按矿石类型和品级进行连续采样，夹石和矿

体顶底板围岩亦应连续采样（控制样）。样品长度应根据矿体与围岩和夹石的关系（渐变或突变）、矿体

的厚度、相应矿床工业指标中矿体最小可采厚度和夹石剔除厚度等合理确定。槽探、井探、坑探工程中通

常采用刻槽法采样，钻探岩矿心一般采用 1/2 锯（切）心法采样，不得采用捡块法采样。

10.3.6 小体重样。应按矿石类型采集小体重样，测定矿石的体积质量及孔隙度。样品体积一般为 60 cm
3
～

120 cm
3
，松散及多孔隙（裂隙）矿石应采集大体积质量样（样品体积不小于 0.125 m

3
）。

10.3.7 采样和样品制备测试执行 GB/T 33444—2016 及矿种（组）地质勘查规范的要求。

10.4 工程测量

10.4.1 探槽、浅井、浅钻、钻孔等探矿工程应采用全站仪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进行解析法定位测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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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地质剖面等定位测量可采用手持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进行米级精度定位。

10.4.2 测量应采用全国统一的坐标系统和国家高程基准，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10.4.3 工程测量工作执行 GB/T 18341—2021 的要求。

11 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

11.1 工作内容

11.1.1 大致了解矿（化）体产出特征、资源潜力，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影响因素及发展

趋势。

11.1.2 大致了解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分析矿石组分、元素赋存状态等。

11.1.3 分析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原材料供给等相关约束条件。

11.1.4 说明可供进一步勘查地区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及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关系。

11.1.5 分析可供进一步勘查地区是否存在地质灾害、活动构造、强烈地震等可能影响地质勘查安全的地

质环境因素。

11.1.6 初步评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可能会对森林、草原、耕地、湿地、水体、珍稀动植物等生态环境产

生的影响，以及可能会引起的地质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

11.2 技术要求

11.2.1 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以收集资料及与同类型矿山类比分析为主要手段，应充分利用遥感地质

调查、地球化学调查等相关成果资料，必要时可补充开展样品采集及测试分析工作。

11.2.2 当发现新的矿种、矿石类型、共（伴）生有益组分且不可类比时，可采集代表性样品开展矿石可

选性试验。

11.2.3 综合分析矿产资源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开发利用外部条件等，初步评价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11.2.4 综合考虑可供进一步勘查地区的分布范围、勘查开发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初步评价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11.2.5 提交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总结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12 找矿靶区圈定和新发现矿产地确定

12.1 找矿靶区圈定

12.1.1 一般采用地质体法、单项信息法及综合信息法圈定找矿靶区。

12.1.2 找矿靶区的范围要保证已知矿化信息的完整性，有利于矿产资源的整体勘查，重点考虑异常区、

矿化线索、矿体的空间分布，范围一般为数平方千米-数十平方千米。

12.1.3 依据地表出露并经深部工程验证的矿体圈定的找矿靶区，其范围应包括主要矿体出露及矿体深部

延伸范围。

12.1.4 依据一定矿化线索（如已知矿化点、矿化露头、矿化蚀变现象等）圈定的找矿靶区，其范围应包

括全部矿化线索分布的区域，并根据实际地质情况，对可能的含矿地质体范围作出推测，确定找矿靶区范

围。

12.1.5 依据 1∶50 000 或更大比例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异常圈定的找矿靶区，一般范围应包含完

整的异常区。依据 1∶200 000 或更小比例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异常圈定的找矿靶区，当异常区面积

较大且含有多个具一定规模的异常高值区或异常浓集中心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圈定。

12.2 预测潜在矿产资源和估算推断资源量

12.2.1 对圈定的找矿靶区，可采用体积法、矿床地质经济模型法、矿床模型综合信息定量预测法、成矿

地质体参数法、磁异常拟合体积法、水系沉积物拟合三维定量法等一种或多种方法预测潜在矿产资源，符

合条件的可估算推断资源量。

12.2.2 根据矿种、矿床类型不同，可预测 500 m 以浅、1000 m 以浅、2000 m 以浅的潜在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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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预测潜在矿产资源可分为经工程验证的潜在矿产资源和未经工程验证的潜在矿产资源（参见附录

B）。

12.3 找矿靶区分类

依据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潜力和地质工作程度，将找矿靶区分为 A 类、B 类、C 类（参见附录 C）。

12.4 新发现矿产地确定

12.4.1 大致了解矿产地基本地质情况及矿床类型，对矿体分布和埋藏情况做过概略地质调查和少量的工

程揭露和深部验证，矿石质量有正规取样化验资料。

12.4.2 按相应矿种勘查规范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圈定工业矿体，根据见矿工程估算的推断资源量和预测

的潜在矿产资源达到矿种小型矿床上限的二分之一以上。

12.4.3 大致了解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和开发利用外部条件，初步评价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和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

12.5 编制找矿靶区和新发现矿产地说明书

12.5.1 所有找矿靶区均须编制找矿靶区综合信息成果登记表，主要内容和格式参见附录 D。

12.5.2 A 类、B 类找矿靶区和新发现矿产地应编制说明书，主要内容和格式参见附录 E。

13 勘查区块优选

13.1 优选原则

13.1.1 充分考虑矿产资源禀赋特征、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和地质环境等因素，在圈定的找矿靶区中优选

勘查区块。

13.1.2 符合相关规划、国土空间管理要求和产业政策。

13.1.3 不包含已设矿业权范围。

13.2 工作程度要求

13.2.1 地质研究程度要求：大致了解区块成矿有关地质体的岩石类型、分布、形态、产状、物质组成、

相互接触关系及构造组合等基本地质特征，以及成矿有关地质体的形成时代、形成环境和演化规律。

13.2.2 矿产研究程度要求：大致了解含矿层、矿化带、蚀变带的分布范围、形态、产状、矿化类型及控

制因素、主要矿产的时空分布特征。采用类比的方法，研究矿床（点）的开采技术条件和矿石加工选冶技

术性能，当发现新的矿种、矿石类型时，可采集代表性样品开展矿石可选性试验。

13.2.3 矿体控制程度要求：地表有工程揭露、深部有见矿工程，大致控制矿体的分布范围、规模、形态、

产状等，按相应矿种规范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圈定矿体。

13.3 范围确定

13.3.1 勘查区块范围要考虑已知矿化信息的完整性，有利于矿区的整体勘查，重点考虑异常区、矿化线

索、矿体的空间分布及延深。

13.3.2 勘查区块面积一般为数平方千米-数十平方千米，其范围要符合《矿产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原则上不小于经纬度 1＇×1＇。

13.4 勘查工作部署研究

根据资源潜力、技术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开展勘查工作部署研究，提出部署建议。

13.5 满足下列条件的确定为勘查区块

a）已有少量的探矿工程揭露证实的矿化地段。

b）所揭露之矿化地段（或矿体），其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化展布特征已大致了解。

c）矿（化）体品位、厚度、开采技术条件达到现行矿产资源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d）已有必要数量的取样测试结果，其取样、分析结果基本可靠，对新类型矿石还应有矿石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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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或矿石（矿物）利用条件的初步分析资料。

e）野外地质调查顺便了解了矿化地段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f）附有相应的已审查认可的勘查区块说明书及附图、附表、附件。

14 报告编制与资料提交

14.1 成果报告编制

14.1.1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报告是对调查评价区矿产地质特征、区域成矿规律、矿产资源潜力、找矿靶区

或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和环境影响等内容的全面总结，是部署后续矿产资源勘查工

作的重要依据。

14.1.2 报告应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工作情况和工作成果，原始数据资料准确，研究分析简明扼要，

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文图表相吻合，章节统一协调，结论依据科学可靠。

14.1.3 附图、附表、附件应齐全、清晰、美观。

报告主要内容及格式参考附录 F。

14.2 数据库建设

14.2.1 数据库建设贯穿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过程，数据库建库流程与具体工作流程一致。不同工作阶段

的数据库建设应在相应阶段完成，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继承性和完整性。

14.2.2 原始地质资料数据库包括：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程（主要包括遥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专项填图、

地球物理测量、地球化学测量、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质量检查验收等过程）调查获取或产生的、

以计算机可读取规定形式表示的所有数据、表格、图件、图片以及文字材料等原始资料。

14.2.3 成果资料数据库包括：区块优选调查评价全程（主要包括预研究、野外调查研究、综合评价研究、

成果编制研究、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以及质量检查验收等过程）研究形成或产生的以计算机可读取规定形

式表示的所有数据、表格、图件、图片以及文字报告等成果资料。

14.2.4 原始资料数据库建库应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成果资料数据库可以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及其

他相关建库和处理软件。

14.3 成果提交

应提交纸介质和电子介质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a）成果报告及附图、附表、附件和数据库等。

b）找矿靶区、矿产地综合信息登记表等。

c）勘查区块说明书、信息表、资料索引等。

14.4 资料汇交

14.4.1 地质调查工作中形成的原始资料，应按照有关标准的要求立卷、归档。

14.4.2 实物资料应按照国家地质实物资料管理办法分类汇交管理。

14.4.3 地质资料汇交执行 DZ/T 0273—2015 的要求。



DD 2023—01

14

附 录 A

（资料性）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设计书编写提纲

A.1 前言

A.1.1 概况

任务来源、工作起止时间、承担单位等。

A.1.2 目的任务

目的任务、主攻矿种及矿床类型、主要工作内容。

A.1.3 工作区范围和自然地理条件

工作区的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涉及图幅及编号、行政区划、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概况、社会经济概

况等。

A.1.4 矿权登记情况

工作区内矿业权设置情况，“三区三线”情况。

A.2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

A.2.1 以往区域地质工作

按年度先后叙述，主要是各种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区域地球物理调查、区域地球化

学调查及遥感地质调查，并对其成果作简要叙述。

A.2.2 以往矿产地质工作

主要说明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性质、工作程度、已投入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必要时附

工作量表及主要工程分布图。

A.2.3 以往地质科研工作

重点说明地质科研工作的成果和结论。

A.2.4 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述以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制约找矿突破的关键性地质问题和解决途径，应结合本次工作

的目标任务加以详述。

A.3 区域地质背景及成矿条件分析

A.3.1 区域成矿条件

重点阐明区域地质背景、区域地球物理和区域地球化学特征、遥感地质特征、区域矿产分布和成矿规

律。

A.3.2 调查评价区地质特征

重点阐明与成矿有关的地层、构造、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等地质特征。如为沉积矿床，应将重点说明

与沉积作用有关的沉积类型、沉积相模式及沉积成矿作用；如矿床主要受构造控制，应重点分析控矿构造

类型及性质；如为岩浆型矿床，需从岩浆岩岩性岩相分带、侵入特征等方面进行叙述；对成矿条件复杂的

矿床，要分别叙述其主要特征。同时阐明调查评价区内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A.3.3 矿（化）体地质特征

包括矿（化）体的形态、规模、产状、空间位置、分布特征，矿物共生组合，矿石品位、矿物成分、

化学成分、围岩蚀变等特征。



DD 2023—01

15

A.4 工作部署

A.4.1 总体思路或部署原则

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要求，有针对性的总体工作思路和部署原则，说明各项工作间的衔接及施工顺

序。

A.4.2 总体工作部署

根据项目的要求和上述部署原则，对不同层次及各类地区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并视具体情况说明各阶

段的主要任务。

A.4.3 年度工作安排

说明年度工作安排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特别是当年的工作安排。

A.5 工作方法及技术要求

根据目的任务要求，分别说明所采用的各项工作方法手段（预研究、测量、地质填图、地球物理测量、

地球化学测量、遥感地质调查、槽探、钻探、采样和样品加工测试、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价、区块优选、

数据库建设等）的具体目的、任务、方法选择依据、技术参数和工作量等。

A.6 实物工作量

列表说明总体工作部署和年度各类实物工作量。

A.7 组织机构及人员安排

应包括项目负责人概况，项目组成员，协作单位分工及协作关系等内容。

A.8 绿色调查、质量保障与安全措施

应包括保障任务完成、提高工作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以及项目

质量管理办法及措施等。

A.9 预期成果

分总体预期成果和年度预期成果。

A.10 经费预算

应按照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要求编写。

A.11 绩效目标

A.12 附图

附图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交通位置图（可作插图）。

b） 矿业权设置和三区三线关系图（可作插图）。

c） 工作程度图（1∶50 000 ～ 1∶10 000）。

d） 区域地质矿产图（1∶50 000）。

e） 地球物理异常图（1∶50 000 ～ 1∶10 000）。

f） 地球化学异常图（1∶50 000 ～ 1∶10 000）。

g） 工作部署图（总体工作部署图比例尺1∶50 000，调查评价区工作部署图比例尺1∶10 000）。

h） 勘查线剖面图。

i） 其他附图。

A.13 附表

附表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矿产地信息表。

b） 岩矿石物性表（可作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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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球物理异常特征表（可作插表）。

d）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表（可作插表）。

e） 自然重砂异常特征表（可作插表）。

f） 其他附表。

A.14 附件

附件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书、合同书（扫描件）。

b） 设计审查意见书（扫描件）。

c） 主要工作人员业绩证明材料（扫描件）。

d）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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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潜在矿产资源分类和预测条件

根据是否经工程验证，将潜在矿产资源分为两类：

B.1 经工程验证的潜在矿产资源(QZ1)

依据大比例尺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信息，通过矿产综合检查、有限的工程验证和矿化样品测

试分析等工作，圈定可供普查的矿产地，或生产矿山已知矿体经工程查证的矿体延伸部分，预测的潜在矿

产资源。地质可靠程度的具体条件如下。

a） 大致了解了工作区内的地质特征、矿点、矿化点、矿化蚀变带、各类异常的分布范围和特征。

b） 异常、矿（化）点经过了重点检查，已有见矿工程。

c） 据地表观察、稀疏采样化验和物探、化探、遥感地质异常推断了矿（化）体的产状、规模、分布

范围，矿石品位和自然类型。

d） 矿化体（或矿体）品位、厚度已达到现行规范推荐的矿种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e） 大致了解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技术条件和开发利用外部条件，预测了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f） 采用规范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预测了工程验证的潜在矿产资源。

B.2 未经工程验证的潜在矿产资源(QZ2)

依据矿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等信息，通过地质填图和矿（化）点、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异常踏勘检查，圈定的找矿靶区，预测的潜在矿产资源。地质可靠程度的具体条件如下。

a） 初步研究了成矿地质背景和工作区地质特征，各类异常的分布范围和特征，矿点、矿化点和矿化

蚀变带的分布。

b） 矿（化）点、异常经过踏勘检查，获得了相应的数据，判定属矿致异常特征者或通过矿（化）点

及有关民采点、老硐评价证实有资源潜力的地区。

c） 采用规范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估算的矿产资源，估算采用规范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或科学方法，

估算参数除调查评价工作实测外，部分参数可与地质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床类比。新类型矿床的估算参数要

按地质调查的实际资料获取。

B.3 潜在矿产资源预测要求

B.3.1 报告中有关潜在矿产资源信息的表述，首先要说明所开展的调查评价工作情况，包括主要工作方

法和主要实物工作量。若估算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的矿化质量（体积）和品位（品质），

应以范围的方式表达，并给出确定矿化的质量（体积）和品位（品质）范围的依据及详细解释，不使用“资

源量”或“储量”术语，并要确保潜在矿产资源信息不被误解为“资源量”或“储量”。

B.3.2 报告中提及潜在矿产资源时，要说明矿化的质量（体积）和品位（品质）属于概念性质，因勘查

不充分而无法估算资源量，且不能确定经进一步勘查能否获得资源量。

B.3.3 对潜在矿产资源的详细解释，必须依据对地质背景、已经完成的调查评价工作以及是否存在或不

存在下列情况的具体说明。

a) 矿化露头和采样；

b) 地表地球化学异常和物性采样结果；

c) 地表和地下地球物理探测结果；

d) 钻孔、浅井和坑道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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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找矿靶区分类表

找矿靶区分类见表 C.1

表C.1 找矿靶区分类表

分类要素
类型

A类 B类 C类

区域成矿

地质背景

区域构造、地层、岩浆活动及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遥感图像解释

结果表明区域成矿条件有利

区域构造、地层、岩浆活

动及地球化学、地球物理、

遥感图像解释结果表明区

域成矿条件较有利

区域构造、地层、岩浆活

动及地球化学、地球物理、

遥感图像解释结果表明区域

成矿条件较有利

靶区成矿

地质条件

与已知矿床找矿预测模型吻合

程度高，含矿建造、控矿构造等基

本清楚

与已知矿床找矿预测模

型吻合程度较高，含矿建

造、控矿构造等较清楚

含矿建造、控矿构造等不

甚清楚

矿产情况

有已知矿产地/新发现矿产地。

或通过矿产检查发现符合一般工

业指标要求的矿体，主要矿体地表

有工程揭露、深部有见矿工程

有已知矿点/新发现矿

点。或通过矿产检查发现矿

体，地表有取样工程

有矿化点

蚀变特征
反映与成矿有关的蚀变作用强

烈、规模较大、分带明显

虽反映与成矿有关的蚀

变作用强烈，但规模较小，

分带欠佳

蚀变较弱

地球物理场、局部异

常推断、解释

通过与同类型已知矿床的区域

地球物理场和局部异常特征对比，

矿致异常的可能性大

通过与同类型已知矿床

的区域地球物理场和局部

异常特征对比，矿致异常的

可能性较大，但具有多解性

对地球物理资料推断解释

依据不足

地球化学

异常特征

异常的强度和规模大，元素组合

特征与已知矿床异常相似，初步证

明为矿致异常，且异常出现在成矿

有利部位

异常具有一定强度和规

模，元素组合特征与已知矿

床有可比性，但规模较小或

可认为属新类型矿床

异常与已知矿床难以类

比，元素组合单一，强度一

般

遥感图像及异常特征
遥感异常或蚀变异常信息与已

知同类型矿床具有可比性

有遥感异常或蚀变异常

信息，但与已知矿床的可比

性较差

遥感异常不明显

部署建议 优先部署勘查工作 可供部署勘查工作 可部署调查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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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找矿靶区综合信息成果登记表

找矿靶区综合信息成果登记表见表 D.1

表 D.1 找矿靶区综合信息成果登记表

数据项 主要内容 备注

名称 XX省XX县XX（地名）XX（矿种）找矿靶区

地理位置

拐点坐标

面积

类别 A类（ ） B类（ ） C类（ ）

主攻矿种

成矿地质条件

地球物理特征

地球化学特征

遥感地质特征

主要蚀变特征

主要控矿因素

找矿标志

投入工作量

见矿情况

矿产资源潜力

提交单位

主要完成人

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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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E

（资料性）

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说明书主要内容和编写格式

E.1 概况

E.1.1 资料来源

介绍本说明书主要参考资料来源。

E.1.2 地理位置与靶区范围

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地理位置，涉及的行政区划，坐标范围、面积、所属1∶50 000

图幅编号，周边交通运输条件等。附图说明找矿靶区及邻区交通位置、矿业权及各类保护区设置情况，列

表说明拐点坐标。

E.1.3 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概况

简述区域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地质灾害、动植物等。区域各类保护区情况及相关政策等。简述区

域人口、民族、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概况。

E.1.4 以往地质工作评述

简述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内以往区域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调查工

作和科研工作情况。附工作程度图。

E.1.5 本次工作概况

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内本次工作时间、主要实物工作量完成情况、取得的主要成果

等。附工作量汇总表（包括本次工作完成和利用以往工作量）。

E.2 区域地质矿产概况

E.2.1 区域地质背景

重点围绕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大致按相当于1∶50 000图幅范围进行总结。该区所处

大地构造位置，按地层、构造、岩浆岩等简要分述与成矿相关的区域地质背景。

E.2.2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特征

简述区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特征，分析各类异常规模、强度、分布范围及局部异常特征等，

初步与已知矿床进行对比。

E.2.3 区域矿产特征

简述区域矿产种类、分布、规模等。附区域矿产分布图。

E.2.4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现状

简述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及周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情况。

E.3 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地质矿产特征

E.3.1 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成果

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矿产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的工作情况及主要找矿成果等。

附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矿产地质图。

E.3.2 含矿建造构造

区内主要含矿建造、控矿构造等特征。

E.3.3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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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异常特征及异常查证情况。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图。

E.3.4 找矿标志

总结地层、构造、岩体、蚀变及物化遥等主要找矿标志。

E.3.5 矿产特征

详细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的主要矿（化）体空间分布、产状、规模、形态、厚度、

品位，工程控制情况，矿石类型，矿石质量，主矿产及共（伴）生矿产等情况。附重要工程剖面图、素描

图、分析测试结果等。

E.3.6 资源潜力

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开展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

有条件估算资源量的，说明估算范围、对象、方法、参数、原则及估算结果等。附资源量估算图、资

源量估算结果表。

E.4 技术经济和环境条件

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开发

利用外部条件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初步预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

响。

E.5 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

简要评述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的主要工作方法及工作质量。

E.6 风险性分析

对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未来勘查工作的风险性分析与提示。

E.7 地质资料清单

列表说明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各类成果资料清单及获取途径。

E.8 参考文献

E.9 附图

交通位置图、区域矿产地质图、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及邻区矿业权及各类保护区设置图、

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矿产地质图、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实际材料图、地球物理

异常图、地球化学异常图、勘查线剖面图、资源量估算图、钻孔柱状图、工程素描图等。

E.10 附表

工程测量成果表、基本分析结果表、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表、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小体重测量结果

表、资源量估算表等。

E.11 附件

审查意见书、测试分析报告、测试分析单位资质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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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F.1 绪言

F.1.1 工作目的和任务

F.1.2 位置交通、自然经济地理、景观概况及各类保护区情况

F.1.3 以往地质工作评述

分述以往基础地质工作，以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自然重砂地质工作，以往矿产地质工作并

进行简要评述。

F.1.4 本次工作情况及取得的主要成果

包括基本工作情况、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经费执行情况、本次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报告编写情

况等。

F.2 成矿地质条件

以 1：50 000 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成果等为基础，简述工作区在区域构造中的位

置，所属成矿区带，工作区所在区域的主要地层、构造、岩浆岩、含矿建造、控矿构造，及其与成矿的关

系，区域矿产概况。

F.3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特征

F.3.1 地球物理特征

包括物性特征、地球物理场特征、地球物理异常特征等。

F.3.2 地球化学特征

包括地球化学场特征、地球化学异常特征等。

F.3.3 遥感地质特征

F.4 调查评价区地质特征

F.4.1 矿区地质

说明工作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作用和围岩蚀变特征。

F.4.2 矿（化）体特征

叙述矿（化）体空间分布情况、工程控制情况，各矿体的形态、产状、长度、宽度（延深）、标高、

埋深、厚度、有用组分的含量等。

F.4.3 矿石特征

说明矿石特征的研究方法（岩矿鉴定、测试分析、类比等）。叙述矿石矿物组分及主要矿物含量；矿

石结构构造；主要有用矿物的粒度、嵌布特征；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含量，赋存状态。说明矿石的自然

类型。

F.4.4 矿床成因和找矿标志

F.4.5 技术经济和环境条件

说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开发利用外部条件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

初步预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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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

说明找矿靶区圈定和新发现矿产地的确定原则，各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的地理位置、范围、矿产

特征、技术经济和环境条件等。

F.6 勘查区块优选

说明勘查区块优选的方法、原则，各勘查区块的地理位置、范围、区块类型，矿产特征，技术和环境

条件等。

F.7 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

F.7.1 遥感地质调查

F.7.2 矿产地质专项填图

F.7.3 地球物理测量

F.7.4 地球化学测量

F.7.5 槽探钻探等探矿工程

F.7.6 测量

F.7.7 样品采取、加工、测试

F.7.8 技术经济和环境概略研究

F.7.9 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

F.7.10 数据库建设

F.8 结论

F.8.1 主要成果

F.8.2 存在问题

F.8.3 工作建议

F.9 附图

附图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1∶50 000 矿产地质图（附地质剖面图和综合柱状图）。

b） 工作区地质矿产图。

c） 工作区实际材料图。

d）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重砂综合成果图。

e） 采样平面图。

f） 矿体平面图、剖面图、资源量估算图。

g） 探矿工程素描图。

h） 综合钻孔柱状图。

i） 资源环境综合信息图。

j） 其他附图。

F.10 附表

附表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测量成果表。

b）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异常登记表。

c） 矿产地信息表。

d） 探矿工程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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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样品采样、测试结果表。

f） 资源量估算有关表格。

g） 勘查区块信息表。

h） 其他附表。

F.11 附件

附件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复印件。

b） 各类地质勘查工作实施单位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c） 项目野外验收意见书复印件，附验收专家名单及专家签名。

d） 项目成果报告审查意见书复印件。

e） 找矿靶区/新发现矿产地/勘查区块说明书。

f） 项目原始地质资料清单。

g） 项目实物地质资料清单。

h） 与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内容完全一致的电子文件。

i）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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