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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铁矿类型多样,成矿条件复杂, 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矿床少, 贫矿多、富矿少, 伴生

组分多,选冶条件复杂。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地质工作程序分析,我国铁矿资源仍具有较大的找矿

潜力, 预测在15 个重点有望区(带)内的 37 个有望区段的远景资源/储量为96 亿吨,其中东部地区

40 亿吨, 西部地区 56 亿吨。为保证我国铁矿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应加强铁矿资源的勘查开发,

加大国外铁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 提高资源科学利用水平, 从而保证铁矿资源的安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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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是钢铁工业最主要的基础原料,人类早

在 3000~ 3500年前进入铁器时代以来,就大量开采

利用铁矿石,恩格斯称: 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 人类

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

钢铁工业的快速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稳定可

靠的资源供应作保证。建国 50多年来,我国地质科

学工作者在铁矿资源的勘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探明铁矿石储量 600多亿吨,为

钢铁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国铁矿石含

铁品位低,杂质含量高, 矿石质量差, 相当部分矿石

难选冶,经济可采储量有限, 远不适应新时期我国钢

铁工作发展所需。为此, 必须在认真总结以往找矿

勘探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分析我国铁矿资源潜力,作

好资源勘查工作,提高国内资源的保证程度。

1 资源现状

1. 1 资源分布

我国是世界上铁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发现各类铁矿床(点) 8 896处,

分布在 28个省、市、自治区的 600 个县内。其主要

分布省、区为辽宁、河北、四川、山西、安徽、湖北、云

南、内蒙古、山东等; 其次是北京、湖南、河南、广东、

甘肃、新疆、陕西、贵州、江西、福建、海南、吉林等。

按矿化集中区可分为: 鞍山 本溪、冀东 密云、辽

西、五台 吕梁、包头 白云鄂博、鲁中、邯邢、宁

芜 庐枞、鄂东、攀枝花 西昌、川滇、闽西、粤北、霍

丘、石碌、陕南、祁连、东疆、天山、阿尔泰山等成矿带

(区)。按成矿时代分,从太古代至新生代均有铁矿

形成, 主要成矿时代为:太古代 早元古代沉积变质

型铁矿床(硅铁建造型铁矿) ,古生代海相沉积型铁

矿床, 古生代岩浆晚期分异型铁矿床,中生代陆相火

山-侵入岩型铁矿床,新生代风化淋滤型及残坡积型

铁矿床等。

1. 2 资源量

我国铁矿类型齐全, 分布面广, 据有关资源统

计,截止2002年底,在全国共发现的 8 896处铁矿床

(点)中,已勘探 7 034处,累计探明储量超过 628亿

吨,扣除历年开采消耗储量, 保有资源/储量 578亿

吨,其中工业储量 118亿吨, 基础储量 213 亿吨, 资

源量 365亿吨。在已探明的保有资源/储量中,保有

资源/储量超过 100 亿吨的有辽宁,超过 50亿吨的

有四川、河北,超过 20亿吨的有安徽、山西、云南、湖

北、内蒙古、山东, 超过 10亿吨的有北京、河南、湖

南。在已探明储量中以前寒武纪硅铁建造型铁矿占

11. 60%,与火山-侵入活动有关的铁矿占 8. 66% ,沉

积型铁矿占 4. 7% ,沉积变质-热液改造型铁矿占 3.

4%,风化淋滤型铁矿占 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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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特点

我国铁矿成因类型多,成矿条件复杂, 虽探明储

量不少,但中、小型矿床多, 超大型矿床少; 贫矿多,

富矿少;伴生组分多,选冶条件差。

2. 1 成因类型多,成矿条件复杂

世界上所发现的铁矿床, 除前寒武纪硅铁建造

型铁矿经风化淋滤作用而形成的 古风化壳型 富铁

矿床不具规模外, 其他类型在我国均有发现。我国

铁矿成因类型可分为七大类,即: 前寒武纪硅铁建

造型铁矿; 沉积型铁矿; 沉积变质-热液改造型

铁矿; 接触交代型(包括热液型)铁矿; 岩浆晚期

分异型铁矿; 与火山-侵入活动有关的铁矿(又分

为与陆相火山-侵入岩有关的铁矿和与海相火山-沉

积活动有关的铁矿) ; 风化淋滤型铁矿。

我国铁矿成因类型多, 主要受控于大地构造环

境。中国板块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

板块的应力接合区,由于板块构造的多期活动, 自基

底形成以来, 构造、岩浆活动频繁, 区域性变质、变形

作用强烈。受多期岩浆-构造热液叠加成矿作用等因

素的影响,矿石中有害组分普遍较高, 多数铁矿床具

有综合利用价值或选冶技术条件复杂。由于成矿环

境复杂,致使我国铁矿石类型多样, 主要类型及所占

比例分别为:磁铁矿型 55. 40% , 赤铁矿型 18. 10%,

菱铁矿型14. 40%, 钒钛磁铁矿型 5. 30%, 镜铁矿型

3. 40% ,混合型 2. 30%,褐铁矿型 1. 10%。

2. 2 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矿床少

据统计,在我国已探明的 2 034 处铁矿产地中,

超大型铁矿床( > 10亿吨)仅 10处, 即: 辽宁齐大山

铁矿、红旗铁矿、东鞍山铁矿、西鞍山铁矿、南芬铁

矿;河北司家营铁矿; 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 四川攀

枝花铁矿、红格铁矿;云南惠民铁矿。大型铁矿床( 1

~ 10亿吨) 99 处。中型铁矿床 ( 0. 1~ 1亿吨) 500

处。小型铁矿床( 0. 01~ 0. 1亿吨) 837 处。超大型

铁矿探明储量约占总量的 26%, 就其矿床规模而言,

与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玻利维亚等铁矿资源丰

富的国家相比, 超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多。

2. 3 贫矿多,富矿少

我国铁矿虽探明资源量不少, 但铁矿石平均品

位仅为 33% ,比日前世界铁矿石供应大国平均品位

低 20个百分点。已探明储量中, 97% 的铁矿为贫

矿,大于 50%的 富矿 仅占探明资源总量的 2. 7%。

在已探明的富矿储量中, 除海南石碌铁矿、辽宁弓长

岭铁矿可作独立开采的富铁矿外, 其余多为赋存于

贫矿中的个别矿段, 无法独立开采。

2. 4 伴生组分多,选冶技术条件复杂

据统计,全国已勘探的 2 034处铁矿产地中,呈单

一铁矿床的 1 588处,以铁为主的 280处,伴(共)生铁

矿床166处。由多种组分构成的铁矿床(区)约占已勘

探矿床(区)的 22%,且相当部分为大-超大型矿床,如

内蒙古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

矿床、红格钒钛磁铁矿床、云南新平大红山铁铜矿床、

辽宁翁泉沟硼镁铁矿床、广东大顶铁矿床等。

另外, 由于矿物颗粒细, SiO 2 , P, S 等有害成分

含量高,且相当部分为混合型(磁铁矿+ 赤铁矿+ 菱

铁矿等)铁矿石,矿石难选冶, 如辽宁鞍本地区的关

门山、西大背、贾家堡子铁矿, 山西吕梁袁家村铁矿,

湖北鄂西火烧坪铁矿, 湖南祁东铁矿, 云南惠民铁

矿,陕西柞水大西沟铁矿床等。

我国伴(共)生铁矿或难选冶的铁矿, 目前综合

利用水平低,资源浪费较严重,部分大型铁矿床虽已

勘探多年, 仍作为 呆矿 而未被利用。

3 资源潜力分析

建国 50多年来,地质科学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全面、系统、大规模的铁矿地质普查与勘探工

作,特别是 20世纪 50~ 70年代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和勘探力量,发现数千处铁矿床(点) ,探明一大批铁

矿床, 铁矿石储量大幅增长。但根据成矿地质条件、

地质工作程度分析, 我国铁矿资源仍具有一定的找

矿潜力,其主要依据是:

3. 1 成矿地质条件

我国铁矿成因类型齐全, 但其主要类型为:前寒

武纪硅铁建造型、岩浆晚期分异型、接触交代型、火

山-侵入岩型。特别是前寒武纪硅铁建造型铁矿在

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华北地台北缘为主的矿化集中

区,已探明储量和开采量, 均居各类铁矿之首, 在我

国虽不具备形成具有规模的 古风化壳型 富铁矿条

件,但作为易采、易选的贫矿确是最主要类型。鞍

山-本溪地区、辽西地区、冀东地区、五台-吕梁地区、

北京的密怀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 河南舞阳地区

等,前寒武纪含铁建造发育, 矿床(点)星罗棋布, 航

磁和地磁异常成带、成片分布, 其已知矿床深部、外

围和隐伏区显示出良好的成矿前景, 是我国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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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重要的成矿类型。而接触交代型、陆相火山-侵

入岩型以往工作程度较高,矿床规模一般都属中、小

型,不是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我国西部地区自古

生代以来,构造活动强烈, 岩浆活动频繁, 对与岩浆

侵入活动和火山喷发-沉积活动相关的铁矿床形成

有利。一是攀西地区与基性-超基性岩浆活动有关

的岩浆晚期分异型钒钛磁铁矿床成矿条件好,沿攀

西裂谷带,基性、基性-超基性岩类广布, 于岩体中、

下部或下部韵律层底部暗色相带内发育多层相互平

行的层状、似层状矿体, 延长多为数千米至数十千

米,宽数米至几千米, 延绵数百米至千米以上, 矿体

(层)累积厚度数十米至 200~ 300 m,规模多为大-超

大型。已探明储量 60多亿吨,该区仍有很大的找矿

潜力。二是西北地区的祁连山、阿尔泰山、东西天

山、西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地区, 古生代-

中生代火山活动强烈, 火山-沉积活动、火山-侵入活

动形成了多时代的铁矿床, 且相当部分为含铁>

50%的富铁矿。因此, 新、甘、青地区是我国海相火

山岩和火山-侵入岩型铁矿最重要的成矿区, 也是今

后最有潜力的找矿区。

3. 2 地质工作程度

我国铁矿资源地质勘查工作程度总体上呈现东

高西低的态势, 东部地区的鞍本、宁芜、邯邢、鲁中、

鄂东等成矿区(带)勘探程度最高;勘探程度较高的

有冀东、张宣、攀西、滇中等成矿区(带) ;勘探程度较

低的有辽西、密怀、五台、蒙中、粤北以及西部地区的

祁连、东疆、东西天山、阿尔泰山等成矿 (带)。勘探

程度高的成矿区(带) , 其勘探矿区占 61% , 详查占

26% , 普查矿区只占 13%。勘探程度低的成矿区

(带) ,其比例正好相反。因此,从成矿条件和勘探程

度分析,东、中、西部勘探程度低的成矿区具有很大

的成矿潜力。

从铁矿勘探深度分析, 我国主要铁矿床勘探深

度绝大部分在 250~ 700 m 之间, 平均 500 m, 个别

达到 1 000 m。其中东部地区勘探深度偏大,西部地

区勘探深度偏小。东部地区的鞍本、邯邢、鲁中、鄂

东等成矿区部分矿床勘探深度大于 700 m, 而西部

地区的东疆、北山、天山, 阿尔泰山等成矿区不少矿

床勘探深度小于200 m,有的仅有 100多 m。已往找

矿勘探工作证实,中、东部地区许多铁矿床沿走向和

倾向未完全控制,深部和外围找矿有望,西部地区已

知铁矿床其中深部均有较大找矿潜力。

3. 3 地球物理勘探程度

物探磁法是铁矿勘查最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主

要铁矿区(带)已基本完成 1/ 2. 5万航磁详查, 西部

地区部分铁矿区也完成 1/ 5 万航磁详查工作, 一些

主要铁矿区(带)已完成包括地质、综合物探等多种

手段的找矿评价工作。据统计, 在全国 21个主要铁

矿区(带)中,共发现航磁异常 6 607 处, 其中已知矿

致异常 543 处, 有望异常 1 176 处, 性质不明异常

1 755处, 非矿异常 3 132处。这些异常多成片成带

分布在主要铁矿区带及矿带延伸之隐伏区,半数以

上有望异常未经检查验证,根据地质、物探资料综合

分析,认为上述主要物探磁异常分布区找矿潜力巨

大。

3. 4 地质科学的认识程度

地质科学研究与认识的不断创新, 是找矿工作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依据。铁矿地质科学研

究的不断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成矿理论

的创新,二是找矿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关于成矿理论的创新, 主要表现在初级构造控

矿理论的认识和找矿模式的建立上。我国鞍本、冀

东、辽西、密怀、五台 吕梁、张宣、蒙中等铁矿区,太

古代-早元古代变质岩系发育,硅铁建造型铁矿常呈

多层产出,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由于地质科学研究

和勘探工作程度低, 很长时期以来, 都认为铁矿床中

之铁矿体呈单斜构造形态产出。经过区域、矿区、矿

田、矿床控矿构造的系统研究,提出了 向斜构造 控

矿的新认识, 并建立了向斜构造控矿找矿 模式 。

这一认识在河北冀东水厂、宫店子、司家营, 北京密

云沙厂,山西吕梁尖册、孤姑册, 五台赵村、白峪里、

山碰、香峪,内蒙古白云鄂博, 辽宁鞍本等铁矿区的

找矿勘探工作中均获得证实, 铁矿储量成倍增长,使

一些原认为的中、小型铁矿床经勘探而成为上亿吨

的大型铁矿床。据地质学家统计, 向斜构造 控矿

理论的建立,使中国该类铁矿储量增加近 100亿吨。

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发育, 硅铁建

造型铁矿分布集中, 还有大量中、小型铁矿未开展深

部找矿工作, 向斜构造 控矿理论的建立和实践对

该类铁矿深部找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是磁法

在铁矿找矿勘查中的应用与研究。据统计, 我国铁

矿的 80%是通过航空磁异常的检查而发现的,用磁

法发现大型铁矿 48处, 中型 114处, 扩大储量规模

58处。磁法找矿研究的新进展, 一是复杂磁异常区

找矿工作的突破, 二是低缓磁异常区找矿工作的突

破,上述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物探方法与成矿地质

背景和控矿构造条件的有机结合,经综合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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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我国主要铁矿成矿区(带) ,还有大量有望

异常未经验证, 另外,还有大量复杂磁异常和性质不

明异常需要地质、物探的有机结合, 通过综合研究作

出正确的判断。

3. 5 找矿有望区及资源潜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地矿、冶金地质部门有关

单位和专家曾多次进行过分析、预测,均认为我国铁

矿资源仍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1992年冶金地质总局资料馆在 中国铁矿地质

工作战略部署研究报告 中, 根据地质科学院区划室

和山西冶金地质研究所等资料, 预测我国铁矿资源

总量为1 130亿吨。全国 17个主要铁矿区带中除已

探明的储量外, 尚有潜在资源量 600. 1 亿吨。其中

鞍本 112. 5亿吨, 辽西 57. 4 亿吨, 冀东 26. 5亿吨,

五台 19. 87亿吨, 密怀 10 亿吨, 张宣 17. 9 亿吨, 蒙

中 34. 6亿吨,东疆 22. 7亿吨,陕南 19. 4亿吨, 攀西

246. 8亿吨。

1996年,冶金地质资料馆宋雄、汪国栋教授在提

交给第 30届国际地质大会论文 中国铁矿成矿地质

特征和资源潜力 一文称: 中国铁矿仍有可观前

景,估计进一步找矿潜力在 800 ~ 900 亿吨左右,

。中国前寒武纪沉积变质型铁矿有 270亿吨的

找矿潜力;川西及陕南基性岩型铁矿潜力在 260亿

吨以上;东部地区接触交代型(夕卡岩型)铁矿资源

潜力在 20亿吨以上;与火山岩有关的铁矿资源潜力

在 30亿吨以上;尚有未被利用的沉积赤铁矿广布中

国南方。其资源潜力在 80亿吨左右, 。

2001年,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在 我国铁矿资源

可供性论证报告 中称:我国铁矿地质勘查工作程度

较高, 。50多年来的地质勘查工作表明我国铁

矿资源的格局已经基本清楚, , 今后不会有大的

发现,即使有新的铁矿发现, 其开发利用条件也不会

比现有的铁矿探明储量好,因此, 我国现有的铁矿探

明储量可以作为 2020年以前铁矿生产和建设规划

的依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在我国固体

矿产可持续发展报告(专著)中称:我国铁矿资源潜

力为 1 000亿吨 。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地球物理勘查资料、地质勘

探工作程度、资源特点、开发利用现状等, 选择了全

国 15个主要找矿远景区,对其潜在资源量进行了宏

观资源量预测, 预测铁矿资源量为 378亿吨, 其中东

部地区 178亿吨,西部地区 200亿吨。预测 15 个重

点有望区(带)内的 37个找矿有望区段的远景资源/

储量为 96亿吨,其中东部地区 40亿吨,西部地区 56

亿吨(表 1)。

4 资源开发与对策

铁矿石是钢铁工作的第一资源, 2003年国内铁

矿石(原矿)产量(公布的统计数据) 26 108 万吨, 实

际产量为 37 959万吨; 2004 年原矿产量(公布的统

计数据) 27 690万吨,实际产量为 39 879万吨。按全

国铁矿平均品位 33%计, 选矿平均回收率 75%计,

目前年生产原矿石约 4亿吨左右, 可供年产钢 9 000

~ 10 000万吨所需, 其可供年限仅为 25~ 30年。为

保证我国铁矿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开发

利用国内外资源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因而, 加强

国内铁矿资源的勘查、开发,加大国外铁矿资源的开

发、利用力度, 提高资源科学利用水平, 保证资源供

给安全,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为此, 必须制定相应的

对策与措施。

4. 1 加强资源勘查,提高国内资源保证程度是解决

铁矿石安全供给的关键之一

我国铁矿资源的勘查、研究, 在 20 世纪中后期

做了大量的工作,累计探明储量超过 600 亿吨,为铁

矿石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国内资源保证。多年的地质

找矿和研究工作在我国未发现超大型富铁矿床, 但

已往地质找矿和研究也提出了我国中、贫铁矿资源

仍具有很大找矿潜力。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均

把易采、选的贫铁矿作为主要开发对象,经选矿富集

而成 人造富矿 ,其性能低于天然富矿,并可根据冶

炼要求调整或改进工艺流程, 生产所需富矿。我国

易采、易选的前寒武纪硅铁建造型铁矿,主要分布在

华北地台北缘的辽宁鞍本、辽西朝阳、河北冀东、山

西五台 吕梁、北京密怀、内蒙中部等地区。今后的

找矿工作除在已知铁矿区深部和近外围找矿, 增加

储量, 扩大矿山生产, 延长服务年限外, 还应在其外

围的有望矿床(点)、磁异常区开展找矿验证工作,提

交一批新的铁矿资源基地。我国西部地区, 特别是

新疆东部成矿区、天山成矿带、阿尔泰成矿带、川滇

西部的三江成矿带, 成矿条件有利, 地质工作程度

低,应重点加强海相火山岩型、接触交代型和沉积变

质-热液改造型铁矿的找矿评价工作, 尤其是中、小

型富铁矿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力争短期内有突破性

进展。西部地区铁矿找矿评价工作, 既可为现有钢

铁企业提供资源保证,也可作为储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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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 15 个重点铁矿区资源远景预测表

Table 1 Fe mineral resour ces prediction fo r 15 key Fe o re ar eas

铁矿找矿远景区 重点找矿区段
重点区段远景

资源/储量(亿吨)

全区潜在资源量

(亿吨)

1、鞍本 抚南找矿远景区
鞍山南部亮甲、大牛岭、隆昌等区段; 抚南罗卜坎沟、马圈子区

段; 串建沟 柳木匠沟区段
10 50

2、辽西找矿远景区
新地 建平区段; 东五家子 北广富营子区段; 东洼 旧庙

区段
5 30

3、冀东 密怀找矿远景区
迁西、迁安、滦县区段; 遵化 宽城区段; 密云沙厂 苇子峪

区段; 怀柔狼虎哨 龙王庙区段; 滦平区段
11 50

4、五台 吕梁找矿远景区
吕梁袁家村 狐姑山区段; 五台赵家湾 宽滩 平型关区段;

五台皇家庄 东山区段; 太行阜平区段等 11
30

5、张宣找矿远景区 赤城县摆擦 镇宁堡、青边口 夭子湾、近北庄外围、于家沟区段 1 2

6、蒙东找矿远景区 克什克腾旗黄岗铁矿外围、东乌旗朝不楞 查干敖包区段 2 10

7、蒙中找矿远景区
白云鄂博 翁公敖包、小佘太 西德岭、三合明、石哈河、温都尔庙、

卡巴 红格尔
5 20

8、攀西找矿远景区
矿山梁子 白林山、通安淌圹子、满银沟 小街、白马 米易 红

格、攀枝花 萝卜地、太和 民胜 里庄区段
70

9、川、滇中南段找矿远景区 迤纳厂 鹅头厂、峨山、鲁奎山- 石屏、大红山外围元阳太平寨等 2 10

10、东疆(包括东天山)找矿远景

区

阿齐山 黑鹰山区段; 阿拉塔格 天湖区段; 磁海 古堡

泉 梧桐沟区段
27 32

11、西天山找矿远景区 式可布台- 查岗诺尔 莫托沙拉 乌兰美仁 > 4 20

12、阿尔泰山西南找矿远景区 阿尔泰南缘、查尔斯克 乔夏哈拉 > 7 10

13、西昆仑找矿远景区 西昆仑山北段卡拉东 塔什库尔干、黑黑孜站干 2 10

14、唐古拉 横断山找矿远景区 卡贡、玉龙、邦爱、加多等 6 8

15、冈底斯找矿远景区 恰功、则学、尾雄、江掌、更乃、雄梅 > 3 20

15个找矿远景区、37个重点找矿区段合计 96 378

注:表中 1~ 6为东部找矿远景区, 7~ 15为西部找矿远景区。

4. 2 提高资源勘探程度, 增加经济可采储量,保证

矿山建设所需

我国铁矿资源虽探明储量不少, 但保有经济可

采储量少。截止 2004年底约为 110亿吨, 仅占保有

储量的 19%; 而勘探程度低, 品位低,埋藏较深的铁

矿石储量约占保有储量的 60%, 这类铁矿称为边界

经济储量或次边界经济储量, 应在原有工作基础上

选择开发条件好、资源量可靠性大的铁矿区, 提高地

质勘探工作程度,增加经济可采储量,使每年铁矿石

的消耗量与经济可采储量的增长基本持平,应切实

避免出现负增长。

4. 3 加强铁矿石选冶技术攻关, 提高综合利用水

平, 开发利用一批新的大型铁矿资源基地

我国已探明的铁矿资源中, 暂难利用的保有储

量约占总量的 20%左右, 其中相当部分的铁矿区储

量超过亿吨, 如辽宁鞍本地区的关门山、西大背、贾

家堡子、辽南翁家沟、山西吕梁袁家村、河北青龙栅

栏杖子、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黄岗、广东大顶、湖北鄂

西火烧坪、湖南祁东、陕西柞水大西沟、云南惠民铁

矿等, 上述难选冶的铁矿中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红矿 ,颗粒细, SiO 2、磷、硫等有害组分含量高; 二

是矿石中含有 Nb, RE, V, T i, Pb, Zn, Sn, U, T u, B,

P, F 等多种组分可综合利用, 如能在选冶技术突破,

将有数十亿吨的中、贫铁矿可开发利用。因此,国家

应加大科技投入,协同攻关, 力争 3~ 5 年内使难选

冶铁矿石在开发利用技术上有突破性进展。

4. 4 积极拓宽铁矿资源勘查、开发渠道,充分利用

国外资源,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基地

世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 虽然近 20年来世界铁

矿地质勘查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但已探明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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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超过 8 000亿吨(金属量 1 810 亿吨) , 截止

2003年底全世界铁矿保有金属量 700亿吨, 基础储

量 1 500亿吨。若按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和现已形

成的生产规模计,可供全球 800年所需;若按现保有

储量计,其可供年限在 130年以上。

2004年我国进口矿石超过 2亿吨, 主要是通过

自由贸易方式实现进口,进口企业多达 60 余家, 各

家平均年进口铁矿石 166万吨, 是典型的散、乱、小、

差贸易行为。通过投资办矿或长期合同供矿的仅占

21% ,因而受一些国际垄断性供应商的制约, 如进口

铁矿石价格 2003年比 2002年上涨 9% , 2004年比

2003 年上涨 18% , 而 2005 年比 2004 年上涨

71. 5%,预计 2005年就铁矿石进口费用一项比正常

情况下多达 260 亿元人民币, 国外某一铁矿公司近

来提出进口给中国、日本的铁矿石还要提高价格。

这一严峻问题迫使我国钢铁、地质勘查和开发企业

必须快速、大力推进国外资源的合作勘查、开发, 力

争 3~ 5年内形成一批稳定的铁矿石供应基地, 以确

保资源的安全、可靠供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西

非、玻利维亚、委内瑞拉以及周边国家越南、老挝、蒙

古、朝鲜等国铁矿资源丰富, 应通过政府、企业等多

渠道合作,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加快铁矿资源的合

作勘查、开发,充分利用好国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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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IRONORE RESOURCES IN CHINA
HOU Zong-l in

(T ianj in Geolog ical A cad emy , T ianj in 300061, China)

Abstract: T her e ar e var ious types of iron ore deposit in China and the o re- forming condit ion is complicat-

ed. M ost of the iron depo sits are in smal-l medium-size and a few are super- lar ge-sized and rich and they are

basically character ized by mult iple by-products and r ef ractory benificiat ion and metallurg y. According to

metallo genic condit ion and intensity of g eolog ical w orks China is st ill potent ial for iron ore. T he pr edicted

ore reserv es for 37 targ ets in 15 prospect ive iron or e belts and areas is 9. 6 billio n ton of w hich 4 billion in

the east China and 5. 6 billio n in the w est China. T he iron o re explorat ion in China must be st reng thened.

How ever, foreign iron o r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compensat ion fo r the defacts of that in China. In or der to

make safe supply of iron o re use of the domest ic iron or e resources must be scientif ically and improved.

Key words: iron o re; cur rent situation of iron o re resources in China; potential; China

247第 20卷 第 4期 侯宗林:中国铁矿资源现状与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