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编写规范》



核实报告编写规范不是核实工作规范，
不是核实 工作如何做，而是充分利用
以往的工作成果，与最近一次报告进
行对比，重新估算保有、动用、累计
查明矿产资源储量。 

规范定位

➢ 核实报告编写是依据前期工作基础及开展的核实工作而编写的，侧重的
是在以往开展的相关工作及本次核实开展的工作基础上重新进行的矿产
资源储量的估算。

➢ 核实报告编写重点关注是否开展了满足相关要求的核实工作，对于如何
开展核实工作及核实工作的精度问题不做具体要求。



主要特色
简繁分明

文中用了扼要叙述、说明、简述、详述等用语来侧重表达不同内容。如：扼

要叙述以往矿业权设置情况，说明报告编写依据的法律法规等，简述以往开

展的地质工作，详述新开展的地质工作。

定位明确
侧重的是报告编写，不是核实工作怎么做及核实工作的精度。

最近一次报告后开展的地质工作单独成章节

➢ 最近一次报告后开展的地质工作一直是争议的重点，为避免争议，单独成

章节。

➢ 探采对比

➢ 不是探探对比，也不是采采对比，是探与采的对比。

➢ 附图、附表和附件灵活选附

➢ 根据核实目的、矿种特点，合理选择应附的附图、附表和附件。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以反映矿产资源储量现状及变化为主要目的，在综

合收集整理前期成果资料、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和勘查工作的基础
上，与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对比，说明矿体特征、矿石特征、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其变化，重新估算保
有、动用、累计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研究评价其经济意义等的文字
说明书和图表。

➢   核实报告反映的几个关键因素：1）前期资料搜集与

整理，2）必要的现场调查和勘查工作，3）与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
量报告对比，4）说明现状及变化情况，5）重新估算矿产资源储量
的保有、动用和累计查明等。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与地质勘查报告比较
➢ 核实报告：在前期成果资料基础上，通过必要的调查和勘查工作，

与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进行对比，说明矿产资源储量现状

及变化情况，重新估算矿产资源储量的成果报告。

➢ 地质勘查报告：反映不同地质勘查工作程度，满足不同勘查阶段

要求的成果报告。地质勘查报告分为普查报告、详查报告和勘探

报告。

哪些情况下核实报告不能替代地质勘查报告
➢ 因勘查阶段提升引起矿产资源量变化的，编写地质勘查报告。

➢ 探矿权转采矿权时，编写地质勘查报告。



规范正文

探采对比
➢ 矿山实际开采过程中揭示的地质矿产情况与作为矿山设计依据的

地质勘查成果进行对比，以验证地质勘查成果是否满足矿山建设
设计需要，并为矿山后期的生产勘探提供指导。

 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最近一次报告）
➢ 指与本次报告矿业权权属范围有重叠，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距本

次报告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最近的一个或多个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包括未设置矿业权的地质勘查成果报告）。

➢ 因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范围、固体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
查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编写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进行
评审备案的，最近一次报告应为已经评审备案（批准、认定）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

➢ 核实区的范围。已设矿业权的，核实区范围为矿业权权属范围；
未设矿业权的，根据核实目的确定核实区范围。

➢ 矿业权人的职责。矿业权人（委托人）应提供核实区内全面、真
实的基础资料，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 报告编写单位的职责。编写单位应具备矿产勘查、矿产资源储量
估算与评价、矿山建设及生产的工作背景之一，并对报告编写质量
负责。

➢ 报告编写人员的职责。报告编写人员原则上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和
胜任能力，并对所承担的工作质量及其内容负责。

➢ 报告主编的职责。报告主编原则上应具备主持相应、相近矿种的矿产
勘查或矿山地质工作经历，具有矿产地质工作基础，能够统筹矿产地质、
矿石加工选冶、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技术经济评价、资源储量估算等各项
技术工作。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

➢ 全面收集、系统整理以往资料等要求。全面收集、系统整理与
核实区有关的以往资料（地质勘查资料、基建勘探、生产勘探、矿
山建设及生产经营资料、最近的可行性评价资料等）。

➢ 与最近一次报告进行对比的要求。与最近一次报告进行对比，
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核实区的矿产地质特征及其变化情况、矿
山生产经营情况。

➢ 对采空区的要求。生产矿山存在采空区的，应根据采空区调查结
果，说明采空区范围确定的依据。

➢ 已动用资源量统一升级要求。已动用资源量统一升级为探明资
源量，并估算证实储量。

➢ 资料应用尽用要求。对核实区内全部取样测试资料及其他相关资
料应进行分析评述，应用尽用。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

➢ 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要求。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原则上为利用资
料的最终截止日，利用资料截止日后未再新增工程的，资源储量估
算基准日可向后调至核实报告编写日期前的适当时间，一般为自然
月月底。

➢ 报告的命名要求。报告名称统一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区、市、旗或煤田）××矿区（井（矿）田、矿段、矿山）
××矿（指矿种，存在共生矿产的主矿种在后，有习惯用法的可沿
用；三种及以上共生矿产的，金属矿以主矿种加“多金属矿”命名；
非金属矿据实际情况确定）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年××月
××日）。



规范正文

核实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

➢ 文字报告摘要及内容要求。报告扉页后应加附文字摘要，

包括核实目的、核实区范围、核实区地理位置、矿业权人

(委托人）、报告编写单位、核实工作起止时间、核实基础、

本次核实开展的工作、保有资源储量、有关重大变化情况

等。

➢ 形成的相关资料立卷、归档要求。形成的相关资料应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立卷、归档。



规范正文
报告编写的内容要求

➢ 充分利用以往研究成果。应充分利用核实区及周边可能利用的勘查

开采研究成果，说明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等变化情况。

➢ 生产矿山进行探采对比。根据矿山生产实际，客观进行探采对比。

➢ 加强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应加强对共生伴生矿产的综合勘查评价。

客观评述工作质量。客观评价本次核实勘查方法手段选取、勘查类

型和勘查工程间距确定、勘查工程布置等的合理性，评述工作质量。



规范正文
报告编写的内容要求

➢ 合理确定工业指标。合理确定本次资源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

工业指标发生变化或沿用最近一次报告的工业指标与矿山生产实

际不符时，应进行工业指标论证。

➢ 合理确定矿体圈定原则。合理确定矿体圈定原则，正确选择资源

量估算方法与参数，按要求处理特高品位、特大厚度，合理划分

块段。

➢ 生产矿山应估算储量。生产矿山应估算证实储量、可信储量。

➢ 已动用资源储量核实清楚并进行扣除。已设采矿权范围内存在采

矿活动动用资源储量的，应核实清楚后从保有资源储量中扣除，

并在报告中说明相关情况。



规范正文
报告编写的内容要求

➢ 技术经济评价。已开展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

技术经济评价的，应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未开展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的，其概略研究内容按概略

研究规范执行。生产矿山，结合矿山生产实际，开展技术经济评价。

➢ 煤炭报告编写提纲的灵活性。煤炭报告可在附录A基本框架下，按

照煤炭特点，对报告编写提纲进行相应调整。

➢ 其他矿种报告编写提纲章节内容的灵活性。其他矿种，可结合矿

种特点及核实目的，对报告编写提纲相关章节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核实报告的适用范围

➢ 适用于矿产资源储量可能发生或已发生变化时的固体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编写。

探采对比（针对生产矿山）

➢ 26号文的探采对比：与最近一次报告进行的对比。

➢ 本规范的探采对比：与提供矿山建设设计的矿产资源储量报

告进行的对比。

➢ 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第1部分：通则 ，附录中规定，矿

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探采对比的重点是生产地段与提供矿山

建设设计的勘探报告同一范围内的对比。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已动用资源量统一升级

➢ 已动用资源量统一升级为探明资源量，并估算证实储量。

低品位矿估算资源量

➢ 生产矿山，如低品位矿如已开采利用，应估算资源量。

已动用资源储量从保有量中扣除

➢ 已设采矿权范围内存在采矿活动动用资源储量的，应核实清

楚后从保有资源储量中扣除，并在报告中说明相关情况。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生产矿山的全区勘查程度评价

➢ 生产矿山不再对全区勘查程度进行评价，但应据实反映相

关情况。

➢ 以采矿权变更范围、采矿期间累计查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

化为事由编写的核实报告，如果采矿许可范围内、资源储

量估算范围外勘查程度较低或具有进一步增加矿产资源储

量潜力时，应在报告中予以反映，并据实评述。

➢ 以采矿权变更矿种为事由编写的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如变更矿种作为主矿产或共生矿产开采的，其勘查工作程

度不能满足矿山建设设计需要时，应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

的建议。



编写提纲
1.绪论
➢ 核实的目的任务：简述项目的来源、核实目的及任务。

➢ 位置与交通：简述核实区位于所在县城及以上城市的方位、直距、
行政区划、核实区边界经纬度极值及中心点坐标。

➢ 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简述核实区所在地的地形地貌类型、海拔等
主要特征。简述核实区的气候类型、气温、降雨量、冰冻期、冻土
层厚度，风向、风力等。简述核实区所在地的主要河流、溪沟等地
表水体的水系归属及分布等。简述核实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矿
井最低排泄面标高。简述核实区所在地的经济状况。简述核实区所
在地的燃料、建筑材料、电力、通信、水源、矿产资源等。

➢ 矿业权设置情况：1）区内矿业权设置情况：扼要叙述矿业权的历

史沿革，说明现有矿业权的相关信息。说明区内是否存在其他矿业
权，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说明分布及处理情况。
说明区内是否存在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况，明确压覆范围
及依据。2）相邻矿业权设置情况：扼要叙述相邻矿业权设置情况，
插分布示意图，了解对核实区内矿山生产的影响。



编写提纲

1.绪论
➢ 矿山建设设计开采及资源利用：矿山的建设设计情况，包括设计

单位、实际采选规模、开采对象、开采境界、开采深度、开采方式、
采矿方法，三率，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利用以及矿山的建设情况，生
产矿山的采选能力等，最近一次报告后历年资源储量的动用、采出
及损失情况。

➢ 地质工作概况：1）扼要叙述以往开展的地质工作。2）详述最近
一次报告后至本次核实前的地质勘查工作。3）本次核实工作情况

及利用的工作量（说明本次报告编写依据的法律法规、管理规定、
技术标准等；详述本次开展的核实工作，列表说明完成的工作量；
列表说明本次核实利用的工作量）。



编写提纲
1.绪论

与26号文和地质勘查报告相比，变化如下：

➢ 1.将报告编写依据放入到地质工作概况中的本次核实工作情况及利

用的工作量章节。

➢ 2.增加了说明核实区内是否存在其他矿业权；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如涉及，说明其分布及处理情况。说明区内是

否需存在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况，包括审批压覆、事实压

覆，如存在明确其压覆范围及确定依据。

➢ 3.增加了相邻矿业权设置情况。



编写提纲
1.绪论

与26号相比，还发生的变化：

➢ 1.将最近一次报告后至本次核实前开展的地质工作单独成章节。26
号文中包含在以往地质工作中。

➢ 2.增加了核实区或附近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情况。

➢ 3.增加了自然地理与经济状况。

与地质勘查报告相比，还发生的变化：

➢ 1.增加了说明矿山设计、开采及资源利用的相关内容。

➢ 2.增加了说明采空区分布情况及对矿山生产可能造成的影响。

➢ 3.增加了最近一次报告后至本次核实前开展的地质工作章节。



编写提纲
2.核实区地质
➢ 区域地质背景：扼要叙述核实区所处区域的大地构造位置，主要地

层、构造、岩浆岩及变质岩的发育情况。

➢ 地层：简述区地层层序、分布、厚度、岩性、接触关系等，简述赋矿

层位。沉积矿床还应简述含矿地层划分、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 构造：简述区内的构造形态、构造发育的一般特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必要时可插附构造纲要图。

➢ 岩浆岩：简述区内岩浆岩的时代、岩性、产状、规模、分布规律及其

与成矿的关系。

➢ 变质作用及围岩蚀变：简述区内变质作用的类型、变质岩的岩性特征、

变质相、分布规律及其与成矿的关系。简述围岩蚀变的类型、强度、

矿物组成、分带、分布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 成矿规律：扼要叙述控矿因素、成矿作用、找矿标志、矿床成因。



编写提纲
➢ 2.核实区地质

与26号文和地质勘查报告相比，变化如下：

➢ 1.对区域地质内容进行了简化，作为背景扼要叙述。

➢ 2.增加了成矿规律章节内容。



编写提纲
3.矿体特征

➢ 扼要叙述矿体总体情况：矿体总数、矿体空间分布范围、分布规律
及相互关系。

➢ 说明主要矿体（含动用矿体）的情况：赋矿层位、空间位置、工程
控制情况、标高、埋深；矿体的形态、结构构造、产状、厚度、厚
度变化系数、品位、品位变化系数。说明主组分、共生组分的单工
程品位、品位变化系数，主组分、共生组分矿体平均品位。扼要叙
述构造、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和影响等。

➢ 说明已动用矿体的相关情况：矿体保有部分的标高、埋深、内部结
构、产状、厚度、厚度变化系数、品位、品位变化系数。

➢ 附矿体特征一览表，并注明是否动用。



编写提纲
3.矿体特征
与26号文相比，变化如下：

➢ 1.由简述主要矿体的情况调整为说明主要矿体的情况。

➢ 2.增加了 “说明主组分、共生组分的单工程品位、品位变化系数，

主组分、共生组分矿体平均品位”等内容 。

➢ 3.增加了 “扼要叙述构造、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和影响等”内容 。

➢ 4.增加了说明已动用矿体的相关内容。

➢ 5.增加了附矿体主要特征一览表。

与地质勘查报告相比，变化如下：

➢ 1.增加了说明已动用矿体的相关内容。

➢ 2.删除了有关煤炭的相关内容。



编写提纲
4.矿石特征

➢ 矿石类型和品级：简述矿石的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品级及其划分的

依据和所占比例与空间分布规律。

➢ 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简述矿石矿物组成、含量及矿石结构构造。

➢ 化学成分或物化性能：简述矿石的化学成分，有用、有益、有害组分

赋存状态，简述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及其关系。对以物化性能为主

要评价内容的矿产，应对其物化性能进行详细评价。

➢ 风（氧）化带：简述“三带”划分依据及“三带”分布范围、深度。

➢ 矿体围岩和夹石：简述围岩的种类、岩性、与矿体接触关系；夹石种

类、岩性、数量、分布，规模及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大致含量，对

矿体的破坏及影响程度，附夹石特征一览表。

➢ 共伴生矿产：简述共伴生矿产种类，说明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含量，

评价综合开采、综合利用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意义。



编写提纲
4.矿石特征
与26号文和地质勘查报告相比，变化如下：

➢ 1.将矿石类型和品级由第四部分调整为第一部分。

➢ 2.调整了矿体围岩和夹石的部分内容表述，增加了可插附夹石特征一

览表。

与26号文相比，还发生的变化：

➢ 1.名称由矿石质量调整为矿石特征。

与地质勘查报告相比，还发生的变化：

➢ 1.增加了共伴生矿产的章节内容。



编写提纲
5.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 未生产矿山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以推荐的工艺流程和产
品方案为依据，简述试验的目的、试验样品的种类、采样方法、样
品的代表性、取得的试验结果等。通过类比研究矿石加工选冶性能
的，应说明成矿条件、矿石性质的相似性与可比性，附对比情况表，
选矿工艺流程图。

➢ 生产矿山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详述矿山矿石加工选冶方
法、工艺流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列出近3到5年的选矿平均指标，
共伴生矿产的回收利用情况。

➢ 对共伴生矿产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评价：对达到综合评价
指标但不能回收利用的伴生组分，未生产矿山结合选冶试验结果做
出综合评价；生产矿山详述不能回收利用的原因。说明有害组分对
矿石加工选冶、人身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编写提纲
5.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与26号文和地质勘查报告相比，变化如下：

➢ 1.分未生产矿山和生产矿山，分别明确了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要求。

➢ 2.增加了类比研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的相关要求。

➢ 3.对达到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但不能回收利用的伴生组分，分未生产矿

山和生产矿山分别进行了不同要求。

➢ 4.增加了有害组分的相关要求。



编写提纲
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水文地质）
➢ 扼要叙述区域水文地质相关内容。

➢ 核实区水文地质概述：简述核实区以往开展的主要水文地质工作及程

度，本次开展的主要水文地质工作、工作量及其应探查的主要水文地

质问题。简述以往报告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划分情况。生产矿山还应

简述开拓现状和采空区现状、矿山排水系统及防治水设施情况。

➢ 岩（矿）层的富水性：简述岩（矿）层的含水特征及其富水程度分级；

简述主要充水层、隔水层的岩性、厚度、分布、裂隙发育情况、隔水

性能等；简述构造破碎带、风化裂隙带、岩溶裂隙带的发育程度，分

布、导水行及对矿床充水的影响。生产矿山叙述井巷充水的相关情况。

➢ 地下水动态特征及其补径排：简述地下水的类型，说明补径排条件及

核实区地下水的汇水边界。



编写提纲
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水文地质）

➢ 矿床充水因素分析：简述与矿床充水有关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互

补关系及其对矿床充水的影响。分析大气降水、地表水、主要含水

层、采空区积水，以及断裂破碎带、岩溶陷落柱等导水对矿床充水

的影响。结合相邻矿山的水文地质问题，指出核实区存在的充水因

素及矿床开采可能带来的主要水文地质问题。生产矿山还应简述矿

床开采后的矿坑排水动态及其充水水源、充水途径内容。

➢ 主要水文地质问题：详述矿山开采中可能发生的涌水、突水等水

文地质问题，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水文地质问题，提出防治措施及

建议。

➢ 主要水文地质勘查类型：简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确定水文

地质勘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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