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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收集矿区以往地质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横山矿区内白云岩建筑用石料矿成矿条件

及成矿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以地质测量、钻探、水工环地质调查及分析测试、试验研究等方法开展地质

勘探工作,详细查明矿区地层、构造等地质特征；详细查明矿体的分布范围、数量、形态、规模、产状

及矿石质量；详细查明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详细查明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特征。进行

资源量估算及概略研究,为可行性研究及矿山建设设计提供必需的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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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collecting the data of the previous ge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mining area, the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and metallogenic laws of dolomite building stone ore in Xiaohengshan 

mining area are analyzed and studied, and th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is carried out by geological survey, 

drilling, hydraulic ring geological survey, analysis and test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and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rata and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area are ascertained in detail, the distribution 

range, quantity, morphology, scale, occurrence and ore quality of the ore body are ascertained in detail,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ore processing is ascertained in detail, and the hydrogeology of the mining area is 

ascertained in detail.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nduct resource 

estimates and profiling studies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ge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feasibility studies and mine 

construc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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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勘探是通过各种手段、方法对地质进行勘查、探测,

确定合适的持力层,根据持力层的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类型,

计算基础参数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在对矿产普查中发现有工业

意义的矿床,为查明矿产的质和量,以及开采利用的技术条件,

提供矿山建设设计所需要的矿产储量和地质资料,对一定地区

内的岩石、地层、构造、矿产、水文、地貌等地质情况进行调

查研究工作。矿山工程的地质勘探结果一方面为地质和采掘矿

山提供了数据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进行边坡检测,防范地质灾害

与掘进工程准确的重要依据[1]。 

1 小横山矿区交通位置及自然地理 

小横山矿区位于黄石市城区东南约10km,行政区隶属黄石

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管。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2000国家坐标系)

为：东经115°09′22″,北纬30°09′52″,中心点平面直角坐

标(2000国家坐标系)为：X：3337913,Y：38611370。矿区有简

易公路与S412省道相连,交通较为便利。矿区为丘陵地貌,矿界

内最高海拔标高位于矿区山顶标高为+267.1m,最低位于矿区东

部,标高约+29.1m,相对高差约238m。地形坡角一般为19-45°之

间。区内植被较为发育。 

本区属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冰冻期短。春

季天气变化较大,多阴雨,夏季湿热,秋季凉爽,冬季干冷。年平均

气温16.7-17.8℃,7-8月最高气温可达40.1℃,1月最低气温可达

零下10℃。区内降水季节性明显,3-8月为雨季,暴雨多发生于7-8

月,年最大降雨量1964毫米,最小降雨量1094毫米,年均降雨量在

1100.60-1722.60毫米之间,年蒸发量1300毫米。本区春夏多东南

风,秋冬多西北风,但全年最多风向是东偏南、西,偏北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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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横山矿区基础野外踏勘工作 

根据预研究工作中取得的认识,2023年9月,对本项目拟解

决的关键性地质问题进行了野外踏勘工作,重点对矿区的地层、

构造、岩浆岩等成矿地质条件进行检查,并实地核实矿区是否具

有施工条件[2,3]。野外踏勘地层岩性照片如图1。 

 

图1  野外踏勘地层岩性照片 

3 矿床(体)地质特征 

3.1矿体特征 

矿区内赋矿地层分布较稳定,其主要矿体赋存于寒武系高

台组(∈2-3g)、娄山关组(∈3O1l)、奥陶系南津关组(O1n)、红花

园组(O1h)、大湾组(O1-2d)、牯牛谭组(O1g)、宝塔组(O2-3b)地层

中。赋矿地层长约1800m,宽1200m,总体走向为近东西,地层产状倒

转,倾向南,倾角总体北边较陡而南边较缓,北部一般为55-80°,

南部一般为40-65°,多呈层状产出。区内赋矿地层出露最低标

高约为+60m,出露最大标高约为+267m,最大高差207m,矿体多裸

露地表,章山北部地区及矿区东部,东南角存在浮土覆盖,浮土

厚约5-15m。 

3.2矿石特征 

赋矿地层自然类型主要为硅化白云岩、白云岩、含燧石结

核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灰岩等。将岩性与鄂东

南地区相似的建筑石料矿产对比,结构致密,强度较高,抗风化

及抗水性较强,物理力学性质稳定,加工性能好,满足建筑石料

用矿的强度要求,可作为普通建筑石料用矿开发利用,除此之外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待勘探工作详细查明[4]。 

4 勘探阶段 

在区域地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露头检查、地质测量、

稀疏的勘探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试验研究,初步查明矿体(床)

地质特征以及矿石加工技术性能,初步了解开采技术条件[5]。开

展概略研究,估算推断资源量,做出是否有必要转入详查的评价,

并提出可供详查的范围。 

4.1测量工作布置 

矿区内测量工作主要为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及勘探工程测

量,控制测量平面控制系统为国家2000坐标系(CGCS2000),高程

控制系统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预计布置E级控制点6个,1:2000

地形测量,1:1000勘探线测量、钻孔等工程测量。 

4.1.1 1:2000地形测量。开展1:2000地形测量(正测),根据

业主方提供的工作范围,面积为2.792km2。 

4.1.2 1:1000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根据地质设计提交的

勘探线剖面布设,共7.07km/6条,各勘探线地质剖面设计位置见

表1。  

4.2地质测量工作布置 

4.2.1 1:2000地质测量(正测)。地质测量面积2.792km2。

详细查明矿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特征。详细查明矿区内矿

体的形态、结构构造等特征以及矿石自然类型等。 

4.2.2 1:1000地质剖面测量。为了准确布设探矿工程,测制

1:1000勘探线地质剖面7.27km/7条(剖面位置见表4-2)。剖面布

置垂直矿区内主要矿体走向。采用全仪器法测量地形剖面,沿勘

探线进行比例尺为1:1000的系统地质编录。 

4.2.3 1:1000水文地质剖面测量。在1:1000地质剖面测量

基础上,选取a线剖面作为水文地质剖面。剖面布置垂直矿区内

主要矿体走向。采用全仪器法测量地形剖面,沿勘探线进行比例

尺为1:1000的系统水文地质编录。 

4.3水工环地质测量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专项地质调查,比例尺1:2000,

全面调查工作区及周 边水工环地质情况,以工作区周边水系及

分水岭为界线,调查面积约2.792km2。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

境专项地质调查,比例尺1:10000,全面调查工作区及周边水工

线号
设计起点坐标(CGCS2000 坐标系) 设计终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方位

(°)

长度

(km)X Y X Y

10 3337568 38609178 3338217 38609905 3 0.65

6 3337541 38609905 3338340 38609950 3 0.8

2 3337207 38610635 3338525 38610709 3 1.32

0 3337131 38611031 3338628 38611115 3 1.5

1 3337135 38611432 3338633 38611516 3 1.5

5 3337487 38612253 3338785 38612326 3 1.3



地矿测绘 
第 7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8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环地质情况,调查面积约6km2。 

4.4探槽 

布设探槽460m,垂直矿体走向布置,并揭穿矿体至顶、底板

围岩。探槽一般规格：槽口宽约1.2m,槽底宽约0.8m,深度0～

1.5m；地表剥土至基岩新鲜面,每10-20m采集一个抗压强度样。

完工后的探槽及剥土都及时进行地质编录,对探槽端点采用全

仪器法测量定位,并将刻槽位置绘制在勘探线剖面上。初步布置

在8线、6线、4线,主要用于揭露地质界线及构造,预计土石方

600m3。 

4.5钻探工作 

所有钻孔孔口均用全仪器法测量定位。按照规范要求进行

钻孔结构、简易水文观测、静水位测量、孔深校正、钻孔弯曲

度测量、封孔情况及岩心采取率并绘制钻孔柱状图。根据矿区

实际情况,按照要求普查阶段在10线、6线、2线、0线、a线、1

线、3线、5线布设钻孔991m/11孔(含预布设水文孔2个,深度共

206m)。 

4.6采样与测试 

4.6.1多元素分析样：按矿层、矿石类型组合,预计2件,分

析项目为CaO、MgO、K2O、Na2O、SiO2、Al2O3、Fe2O3、SO3、P2O5、

Cl-、TiO2、烧失量等12项。 

4.6.2岩矿鉴定(岩相碱活性)样：采集不同类型有代表性的

矿石作岩矿鉴定(岩相碱活性)样,预计3件。 

4.6.3碱集料反应样(依据岩相法鉴定结果看是否有必要采

取)：岩相法评定为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时,再按矿石类型分别

采集碱集料反应样品进行复判,预计3件。 

4.6.4物理性能样：(1)小体重样：用于测试矿石的密度,

提供资源量估算参数,预计30件。(2)吸水率样：按矿石类型分

别取样,预计6件。(3)矿体及围岩水饱和抗压强度样：一般按矿

体厚度10m～20m在完全新鲜岩石中采取1组(3件),单矿层厚度

大的,取样间距适当加大,预计35组(105件)。(4)坚固性、压碎

指标样：按不同矿石类型分别进行组合测试,预计4件。(5)矿体

及围岩抗剪切强度：按不同矿石类型分别进行组合测试,预计4

件。(6)硫酸盐和硫化物含量：查明矿石中有害组分含量及其变

化情况,预计2件。(7)放射性检测：按不同矿石类型分别采取,

预计2件。 

5 资源量预估算 

5.1资源量估算方法的确定及其依据 

本矿床矿体均呈层状产出,勘探线详细垂直矿体总体走向

布置,勘探线间地形虽有变化但不大,相邻勘探线间矿层详细能

相互对应。因此,选择平行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6,7]。估算公式

如下： 

(1)当相邻两断面面积差≤40%时：Q=1/2(S1+S2)LD；(2)当

相邻两断面面积差＞40%时：Q=1/3(S1+S2+√S1S2)LD；(3)当矿

体呈楔形尖灭时：Q=1/2SLD；(4)当矿体呈锥形尖灭时：

Q=1/3SLD；(5)当矿体近柱状外推时：Q=SLD。 

公式中：Q--资源储量(t) 

S、S1、S2--断面面积(m2) 

L-剖面间距或外推间距(m) 

D-矿石体重(t/m3) 

断面面积差-|S1-S2|/S1 

5.2矿体圈定及资源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5.2.1矿体圈定。本次资源量估算以前期踏勘初步划定的矿

体界线,在图切剖面图上直接圈定,暂不考虑其内可能存在的夹

石[8,9]。 

5.2.2资源量估算参数的确定。断面面积(S)：在计算机上

采用ZWCAD软件直接在1:1000地质及资源量估算剖面图上圈定

获得[10]。 

剖面间距(L)：以实际剖面距离和外推距离为准。 

矿石小体重(D)：采用一般值,即2.65t/m3。 

目前尚不能确定岩溶裂隙率,暂不对资源量进行校正。 

6 结论 

通过前期地质勘察,预估建筑用石料矿资源量：矿石体积

16710万立方米,矿石量44282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矿石体积

3498万立方米,矿石量9270万吨,占比20.93%。控制资源量：矿

石体积10066万立方米,矿石量26676万吨,占比60.25%。推断资

源量：矿石体积3146万立方米,矿石量8336万吨,占比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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