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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钢铁生产和铁矿资源供需形势，介绍了青海省的铁矿资源分布特点，认为勘查程度较低，

开发利用条件好，可综合利用的共、伴生有用组分较多，资源储量在全国范围内所占的比例很低，必须加大勘

查力度，保证本省钢铁企业生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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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全国钢铁生产形势及发展趋势

!; !< 全国钢铁生产形势

近年来我国钢铁生产发展迅速，!""3 年中国粗

钢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 ,& $N 亿吨和 ,& #- 亿吨，同

比分别增长 !$& +O 和 !$& 0O，产量增幅创历史最高

记录，而同期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 #+ 亿吨，同比增

长 !"& 3O ，钢材需求增速低于钢材产量增速 $& , 个

百分点，这意味着 !""3 年中国钢铁产量总体已基本

满足需求并略有过剩。!""3 年 , 月国内钢材价格

达到顶峰，钢铁企业盈利也从连续三年暴利向微利

转变。!""3 年全国 N- 家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下降 $& 0O ，大部分钢铁公司处于微利状态。

我国今年将完善并严格执行能耗和环保指标，

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

劣质企业贷款，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十一五”

（!""+ P !"-" 年）期间，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 亿吨、

落后炼 钢 产 能3 3"" 万 吨，!""# 年 力 争 分 别 淘 汰

, """万吨和, 3""万吨落后产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产钢国和钢铁消费国，中国钢产量相当于排名 !
至 $ 位的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三国的总和。今年钢

铁生产仍然高速扩张，- 至 $ 月，我国高炉生铁产量

占世界总量的 $$& NO ，钢占 ,!& NO ；世界同比增长

+& $O ，我国同比增长 -N& +O ，中国的增量占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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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可以预计上半年国内钢产量增速将

逐渐下降，国内钢材产量增速将明显低于去年，供给

压力明显减弱。若淘汰$ %%%万吨落后产能的目标

可以实现，&%%’ 年的粗钢产量增速将大幅下降，以

次推算；预计 &%%’ 年全年的粗钢产量可实现 () " 亿

吨左右，同比增长率可控制在 *%# 左右。这将有助

于改善国内的供给状况。

!" #$ 铁矿资源供需形势

钢铁需求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速度在未来几年里有可能大幅放慢，从

而使得钢铁需求增长缓慢。钢铁行业经过连续几年

的价格上涨和投资高速扩张期后，市场形势发生了

较大变化。国内需求增长放缓。“ 十一五”期间粗

钢和钢材生产能力利用率将下降到 ’%# 和 "%# 以

下，钢铁行业将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钢

铁行业不仅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落后

和产业集中度低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家发改委最

近 &%%+ 年 的 调 研 结 果 显 示，中 国 现 有 钢 铁 企 业

* (,,家，其中钢产量 +%% 万吨以上的企业 *+ 家，钢

产量 $%% 万吨至 +%% 万吨的 ** 家，*%% 万吨至 $%%
万吨的 &, 家。

矿石价格近期持续上涨，一是反映出国内对铁

矿石的需求依然旺盛，导致供给不足；二是国际海运

费的大幅上涨；三是由于印度矿出口预采取不合理

征税政策，导致同类矿石价格迅速飙升，并促使国内

主要贸易商、协会以及企业的联合抵制，也造成了阶

段性的供给紧张的预期。目前我国印度矿的进口量

已占到总进口量的 &+#左右，即约有! %%%万吨的规

模。如全部抵制进口，将势必造成阶段性严重短缺。

从长期国内铁矿石的供需来看，&%%" 年，国内

生铁产量为 () %( 亿吨，国产铁矿石 +) !! 亿吨，按照

$$#品位计算，生产生铁 *) ,( 亿吨，进口铁矿石

$) &"$亿吨，按照 "(# 品位计算，生产生铁 &) * 亿吨

左右。预计 &%%’ 年国内生铁产量增长 *$) +# 左

右，增产+ (+(万吨。以 &%%" 年国内铁矿石原矿平

均日产量 *,’) +! 万吨计算，&%%’ 年我国铁矿石生

产企业铁矿石原矿最小产能为 ’) & 亿吨（ 不考虑新

增矿山投产，而 &%%" 年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为 &!) &#，&%%’ 年前两月投资继续增长）。

假设国产铁矿石产量增长 *) $ 亿吨，也即 &%%’

年国产铁矿石产量增速为 &&) *#，则可以满足生铁

产量增长( &,%万吨，剩余的* *"(万吨生铁产量只

需要增加* !*,万吨的进口铁矿石就可以满足，以此

计算，&%%’ 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增速只有 +) +’#。因

此，&%%’ 年国内铁矿石供需整体看应基本平稳。

我国铁矿资源禀赋特点是中小矿多、大矿少；贫

矿多、富矿少；伴生矿多、采选难度大、生产成本高，

而且资源的逐渐枯竭造成产能消失，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在一段时期内供需缺口仍将持续扩大。

总之，在目前情况下，我国铁矿资源的生产已经

远满足不了国内的消费需求。

!" 青海省铁铁资源分布特点

青海省铁矿资源分布广泛，但极不均衡，矿床

（点）多集中分布于北祁连成矿带、环柴达木成矿带

和三江成矿带。从行政区划上看，则主要分布于祁

连县、格尔木市、都兰县、乌兰县。

全省共计铁矿床（点）"’" 处（包括共、伴生矿床

点），其中中型矿床 ** 处、小型 $, 处。查明有铁矿

资源储量的 *$$ 处矿床（ 点）中，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 &*+) +(万吨。查明资源储量最多的是肯德可克

铁矿床为’ *%’) ,万吨，是青海省目前发现的最大铁

矿床。

富铁（-./ 0 +%#）矿床 & 处，贫富矿兼有的矿

床 $ 处，富矿资源储量 $ ’’" 万吨，占上表累计查明

资源储量的 *") $#，高于全国富矿所占平均比例

（全国比例为 +#）。

#" 青海省铁矿资源勘查程度

从勘查程度看，全省铁矿勘查程度偏低。"’"
处矿床（点）中，达到勘探的仅 ! 处，占 *) &#；详查

的 &+ 处，占 $) ’#；普查的 !* 处，占 *&#；预查的

+"& 处，占 !$) *#。

青海省铁矿勘查有过两次高峰：一是 *,+! 年大

炼钢铁时期，铁矿勘查主要是进行地表检查，并集中

于交通条件好的东部地区，这一阶段工作以找矿为

主，工作程度以预查为主，形成资料相对粗糙；二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铁矿会战，工作主要集中于都兰、野

马泉、祁连地区，工作程度以普查为主，少量详查、勘

探，评价了野马泉（小型）、肯德可克（中型）、尕林格

（中型）、海寺（ 小型）、小沙龙（ 中型）等铁矿床，并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铁矿勘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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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 世纪 #" 年代，铁矿的勘查没有新的投

入，仅开展了一些铁矿资源的综合研究工作，分别于

$%#& 年和 $%#’ 年完成了《青海省铁矿总结》和《 青

海省铁矿矿产资源总量预测报告》；至此，青海省铁

矿勘查、科研告一段落。

进入 !$ 世纪后，市场对铁矿资源的需求日趋旺

盛，铁矿勘查又逐步兴起，但铁矿勘查仅限于商业性

投资，规模较小。

!" 青海省铁矿资源特点

青海省铁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三大类，即火山

沉积型铁矿、接触交代型铁矿和沉积变质型铁矿。

接触交代型铁矿是目前开发的重点，此类型矿石质

量较好，()* 品位一般在 +&, - &&, ，有害杂质硫、

磷一般低于工业要求。本类型铁矿一般均伴生铅、

锌、钴、铋、金等有益元素，其代表矿床有肯德可克、

尕林格、野马泉、海寺、白石崖等。由于共、伴生组分

可综合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开发价值。

总体来看，大部分铁矿床（ 点）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条件较为简单，便于开采。

综上所述，青海省铁矿资源有以下几个特点：

（$）属于典型的缺铁省份。查明的铁矿资源储量

少，累计查明的铁矿资源储量仅占全国资源储量的

". ’&, 。（!）分布极不均衡，矿床（ 点）集中分布于

青海省祁连、格尔木及都兰地区。其它地区仅有零

星分布。（+）矿床规模小，以矿点为主，小型矿床次

之，中型矿最少，无大型矿床。（/）勘查程度偏低，

详查以上的矿产地极少。（&）许多铁矿共、伴生有

用组分较多，可综合利用。（’）开发利用的外部条

件差，主要表现在交通不便，供电、供水困难。

#" 青海省铁矿资源开发现状

青海省铁矿开发历史较长，明朝万历年间曾在

互助县五峰山设厂采炼铁矿。

$%&# 年“大炼钢铁”时期是青海省铁矿开发的

第一个高潮期。在全省各地交通条件较好的都兰、

乌兰、海东、西宁及祁连等地区，一些铁矿床（点）均

有不同程度开采，但效果较差，大部分为土法开采和

冶炼。

$%’% 年西宁钢厂及青海钢铁厂建成后，青海省

铁矿开发进入第二个高潮期。先后对克素尔、元石

山及海寺、清水河等铁矿进行了开发，开采高炉富矿

为西钢、青钢提供原料，但因矿石供应不足、品位较

低以及交通条件等因素，后均停采。青海省第三次

铁矿开发高潮期开始于 !""" 年，随着都兰县西旺公

司以海寺铁矿为依托的选矿厂建设，采用磁选工艺

生产精矿粉，产品销往酒泉钢铁厂，随后西旺公司对

都兰县境内的西台、清水河等铁矿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开发。该公司于 !""+ 年动工兴建 $/" 0+ 的高

炉，准备就地生产生铁，青海省铁矿开发才走入正

轨。与此同时，东达公司对乌兰县霍德森沟的铁矿

进行了开发，并建有选矿厂，采用磁选工艺，由此带

动了其他投资者对铁矿的开发。目前西钢正在建设

$"" 万 1 2 3 的生铁冶炼厂，准备以铁矿资源为依托，

形成采、选、冶系列生产生铁。全省共有铁矿山 $4
家，设计年生产能力为 $4’. & 万吨，年生产铁矿石

+&. $4& 万吨。

目前大部分矿山开采前期多采用露天开采，架

子车、手扶拖拉机运矿。随着地表开采难度增加，逐

步转入地下，采用竖井开拓或平巷开拓，崩落法采

矿。一 般 开 采 回 采 率 为 #/, ，最 高 %", ，最 低

’/, ，选矿回收率平均 4$. $/, 。!""/ 年青海省主

要铁矿山的开发利用情况见表 $。

总的来看，全省铁矿开发主要集中在青海省都

兰县、乌兰县和祁连县，共和县和大通县有零星矿山

分布，但不具规模。

$" 青海省铁矿资源供需形势及资源保

证程度分析

5 5 青海省铁矿总量不大，就本省的经济发展和对

铁矿资源的需求，难以准确分析其资源保证程度及

供需形势，需从全国的铁矿资源形势加以分析。

青海铁矿资源储量在全国所占比例很小，保有

铁矿石资源储量仅占全国资源储量的 ". /, ，青海

省目前的铁矿石保有基础储量，假如一年全部采完，

按 %", 回采率计，只能生产矿石 #!!. $& 万吨，仅占

全国 !""+ 年需求量的 $. /, 。因此，青海省铁矿资

源与全国一样，贫矿较多，富矿比例少，与全国的铁

矿资源形势比较，青海省铁矿不占优势。

青海省铁矿开发顺应了全国大的供需环境，其

产品全部销往外地。铁矿石加工利用（ 冶炼生铁）

刚刚起步，全省铁矿石产量无论是在局部市场还是

在全国市场其产量均微不足道，在全国铁矿石生产

中不能发挥较大作用，但能满足青海钢铁生产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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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开发将有力地促进青海铁矿的勘查，促进地区 经济的发展。

表 !" 青海省主要铁矿矿山的开发利用现状

序
号

矿山名称
资源储量

（万吨）
开采
规模

开采
方式

设计能力
（万 ! " #）

实际采矿
（万 ! " #）

选矿
方法

产品
名称

$ 产量
（万 ! " #）

% 海寺铁矿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 磁选 精矿

) 西台铁矿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 磁选 精矿

- 南戈滩（泉）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 磁选 精矿

, 清水河铁矿 )&*&( ) 小型 地下开采 &* 磁选 精矿

& 白石崖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 磁选 精矿

+ 大海滩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 磁选 精矿

. 小东索铁矿 )+& 小型 地下开采 %* % 磁选 精矿 *( &
/ 阿柔铁矿 -&+( & 小型 露天开采 ) *( ) 手选 原矿 *( )
’ 霍德森 %%+( + 小型 露天开采 & & 磁选 精矿 -( &
%* 王家琪 &’( % 露天开采 %* 磁选 精矿

%% 阿移项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磁选 精矿 %&
%) 桦林铁矿 )( , 小型 露天开采 *( - *( % 手选 原矿 *( %
%- 红岭铁矿 , 小型 地下开采 ) 手选 原矿

%, 黑马河铁矿 %’( ) 小型 地下开采 ) 手选 原矿

%& 小沙龙 %/%+ 小型 露天开采 -+ 磁选 精矿

%+ 小卧龙 ),.( + 小型 地下开采 %* 磁选 精矿

%. 柯柯赛 &&( , 小型 地下开采 -( & 手选 原矿

序
号

矿山名称
矿业产值

（万元）
利税

（万元）
原矿品位

（0 ）
入选品位

（0 ）
精矿品位

（0 ）
尾矿品
位（0 ）

回采率
（0 ）

选矿回收
率（0 ）

% 海寺铁矿 %)&.( / )-’( /) -’( ,& ,)( ’+ +&( */ %,( -) ’* /,
) 西台铁矿 ,%/( %+ .&( *. ,-( *+ -.( /+ +,( /- %&( */ ’* /,
- 南戈滩（泉） %&( ’ )( +& --( ’/ -*( -% +,( */ %+( */ /’ /-
, 清水河铁矿

& 白石崖 ,)’( ., ,-( ,+ ,.( %. ,*( /. +&( */ %,( -) ’* /,
+ 大海滩 ’’( *. %+( +) -)( .) -/( )% +,( &% %+( */
. 小东索铁矿 -. )& +, & /* /&
/ 阿柔铁矿 ), *( )/ -/
’ 霍德森 %.% +.( - )% -( & +* %& )%
%* 王家琪

%% 阿移项 %&* %( / -& -& +, / +& &.
%) 桦林铁矿 &
$ 注：海寺铁矿、西台铁矿、南戈滩（泉）、清水河铁矿、白石崖、大海滩六矿精矿产量合计 %+( & 万 ! " #。

!" 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青海省铁矿资源勘查程度低、开

发利用条件好，在全国的角度上看，省内铁矿资源近

期难以保证钢铁企业生产的需要，但在商业性地质

勘查比较兴旺的时候青海省应加强铁矿的地质勘

查，提高保证程度，为青海钢铁生产提供有力的资源

保证，为缓解我国铁矿资源紧张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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