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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及类型，分析了铁矿开发利用现状，据此指出我国铁矿资源的节约与高效

利用势在必行，并提出了加强铁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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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and High-efficiency Utilization of Iron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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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iron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were in·

trodueed，and its exploitation status was analyzed．Based Oil the above，iron mineral resources must

be saved and utilized in hish efficiency．At last。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its save and high—eftl—

ciency utilization we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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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钢铁工业保

持较快速度增长，2007年全国生产能力达5．2亿

吨，产量近4．8亿吨，已经连续十二年成为世界上产

钢最多的国家。我国铁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对钢

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及实

现小康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1我国铁矿资源状况

截至2007年底，全国查明保有铁矿资源储量

608亿t。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10多年问，由

于铁矿资源勘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可采储量曾出

现大幅度下降，近来，随着国家增大投入，及铁矿开

发白热化对社会资金投资铁矿勘查的带动作用，我

国铁矿资源勘查工作得到了加强，陆续发现了一批

铁矿及铁矿靶区，呈现出很好的找矿前景。一些矿

山企业生产勘探、深部和外围找矿工作也取得了较

好效果。

1．1 我国铁矿特点

我国铁矿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分布广泛又相对

集中；矿床类型多，成矿条件复杂；中、小型矿床多，

超大型矿床少；贫矿多，富矿少；共伴生组分多，选冶

技术条件差。我国铁矿主要分在辽宁、四川、河北、

山西、安徽、云南、湖北、内蒙、山东、湖南、河南、北京

等省(区)，其次是甘肃、新疆、广东、贵州、陕西、福

建、江西等省(区)，其中辽宁、四川、河北3省合计

占总查明资源储量的一半左右。世界上铁矿类型，

除前寒武纪沉积变质型铁矿经风化淋滤作用而形成

的“古风化壳”富铁矿在我国不具规模外，其它类型

均有发现。我国铁矿资源，以贫矿为主，绝大部分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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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全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仅

33％，低于世界铁矿石平均品位11个百分点，比目

前氆界铁矿石供应大匡乎均品位低粥个百分点；截

至2005年底，全国富铁矿矿石储量只有2．16亿t，

占可采储量总燕的1．9％。我国铁矿矿石类型复

杂，有用组分的嵌布粒度绷、多组分共(伴)生铁矿

石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I／3，在已探明储量中，除前

寒武纪沉积变质型属易采、易选铁矿外，其余类型因

其成矿条{孚复杂，构造、热液能活动强烈、多源物质

叠加，矿石中有益、有害组分含量较高，多数铁矿具

有综合利用价值或选冶技术条件羞，难选冶的铁矿

石约占1／5。有的铁矿共(伴)生组分经济徐篡甚至

超过铁矿价值，如白云鄂博铁矿中含有丰富的稀土

和铌，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巾的钒和钛储量居世界前

残。

1．2我国铁矿类型

我国建域辽阔，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在不丽地质

构遗条件和成矿地质作用下，形成了许多不同时期

的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铁矿。我国目前主要可利用的

铁矿石工翌类黧如下：

(1)磁铁矿石：是我圆最主要的铁矿石类裂．主

要赋存于受变质沉积型、接触交代一热液型及与火

盘一侵入活动有关型铁矿床孛，羼易选、拳j焉率离酶

矿石类型，分布遍及全国，但集中分布于辽宁、河北、

山西、山东、安徽和内蒙古等省(区)。

(2)赤铁矿石：主要赋存于沉积型、晟化淋滤登

及部分受变质沉积型、与火山一侵入活动有关的铁

矿床中，属难选矿石，主要分布于辽宁、湖北、河北、

I珏t11l、湖南和内蒙古等省(区)。

(3)钒钛磁铁矿石：主要赋存予岩浆晚期型铁

矿床中，矿石俅生钒、钛，可综合利尾，矿床规模大，

易采易选，主要分布于因jf|和河j|：。

(4)混合矿石：系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石类型

共生的铁矿石，主要赋存予受变质沉积型、接触交

代一热液型矿床中，主要分布于云南、甘肃、河北、辽

宁和湖南等省。

(5)菱铁矿石：主要赋存于沉积型积部分接触

交代一热液型铁矿床中。矿石采、选均较困难，利用

率不高，主要分布于云南、陕西、四川和贵州等省。

(6)褐铁矿石：主要赋存予最纯游滤型铁矿床

和接触交代一热液型铁矿床氧化带中。主要分布在

云南、广东、广谣、山东、贵州和福建等省(酝)。

(7)镜铁矿石：生要赋存于接触交代一热液型

铁矿床孛，瘸难选、难利用矿石，主要分布予甘肃镜

铁山、安徽省霍丘和m西省袁家村等矿区。

2我国铁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1 我国铁矿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

我国铁矿分布广泛，地表和浅层的勘探程度高，

而深层矿床资源勘探程度低。因魏，我国铁矿由蚕

前已开发的露天开采居多，未开发利用的多为地下

矿，开采的大多数是篱经选矿的贫矿，且又多属于易

选的磁铁矿。近年来，我国铁矿开发条件巴逐渐变

差，有的山坡露天矿经长期开采下降至深凹露天矿。

有的深凹露天矿开始向坑内舞采过渡，开采条件由

简单变为笈杂，开采难度加大，开采成本逐年井高。

ElI于富铁矿、易采易选矿石的大量开发利用，这部分

储量逐渐减少及消失，造成难采难选的矿石和多组

分共伴生矿石比例上升，开发利用过程对选矿工艺

流程要求较为复杂。

通过数十年约发展，我国是形成十大铁矿石生

产基地：鞍山一本溪、攀枝花一西昌、冀东一密云、五

台—岚县、包头一白露鄂博、鄂东、宁芜、酒泉、海南

磊碌、邯郸—邢台地毽。在晷琵经济快速增长翡带

动下钢铁需求保持旺盛．铁矿石生产近几年也持续

快速增长。2007年国内生铁产量为4．3亿吨、粗钢

遥4．8亿吨；2007年圈产铁矿石7。瓣亿吨，进霾铁

矿石3．8亿吨，按照62％一64％的品位计算，高炉

生料自给率约为近50％。

2．2工艺、技术、装备水平鸯较大提高

鞍山式中、贫铁矿因细磨一细筛一磁选、粗粒抛

尾、细筛一磁选一反浮选、磁选棱、磁筛等王艺技术

的应用，使铁的回收和精矿品位达到了较高水平；浮

选工艺和强磁选的技术进步使赤铁矿也得到较好的

网收，为钢铁工韭节熊降耗擞出了重大贡献。

白云鄂博含稀主铁矿采用磁选一浮选一强磁选

技术有效地回收了铁精矿和稀土精矿，包头钢铁公

溺已成为鬣羿最大的稀主原料基地。

长江中下游的矽卡岩铁矿通过磁选、浮选和强

磁选联合工艺技术，分别得到了铁精矿、铜精矿和硫

钴精矿，并通过镶精矿秘硫钴精矿的遂一步处理，使

伴生的铜、锚、金、银、硒、碲、铋、镉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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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河北等地蕴藏丰富的攀枝花式钒钛磁铁

矿含有铁、钛、钒、钴、镍等多种有益组份，合理运用

磁选、强磁选、浮选和电选工艺技术，优化了分选设

备和钛铁矿的浮选药剂，分选得到了钒铁精矿、钛铁

矿精矿和硫钴精矿，这些精矿经冶金和化工处理使

有益元素得到综合利用，钛铁矿精矿成为畅销产品；

尤其是我国首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高炉冶炼

高钛钒铁精矿生产钢铁和提钒技术，不但提供了优

质钢铁产品，还能生产高钒铁、三氧化二钒等高档钒

制品，攀钢集团公司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钒钛基

地。

鞍矿、武矿、本矿、太矿、首矿、攀矿、马矿、重矿

等企业继续围绕增产、提质、降耗和大型化、信息化

开展工艺优化和技术升级改造，带动了全行业工艺

技术装备水平的全面提高，极大推动了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的改善。与上年相比，2006年重点露天矿材

料消耗下降9．1％，能源消耗下降2．8％，效率提高

37％，回采率提高O．3个百分点；重点地下矿材料消

耗下降18％，能源消耗下降1％，效率提高42．8％，

回采率提高1个百分点；重点选矿厂材料消耗下降

2．5％，能源消耗下降1．8％，效率提高45％，选矿回

收率提高1．25个百分点。球团技术发展也提高到

了一个新的水平。

铁矿选矿设备方面，高频振动细筛的应用可有

效降低磁选精矿硅含量，提高精矿品位并保持精矿

品位稳定，提高磨机处理能力，降低能耗；SLon高梯

度磁选机在马钢姑山铁矿，宝钢梅山铁矿，鞍钢齐大

山、东鞍山、弓长岭、调军台，海南铁矿等多个红铁矿

选厂推广使用，较好地解决了贫红铁矿选矿难题；磁

场筛选机在唐钢庙沟铁矿、徐州利国马山选矿厂使

用，能有效地分离出脉石和连生体，提高磁铁矿精矿

品位，需要再磨矿量少，并可放粗磨矿粒度，节能效

果好，武钢大冶铁矿正在用磁筛进行技术改造；磁选

柱作为磁铁矿精选设备在本钢南芬选矿厂和歪头山

选矿厂、吉林板石沟选矿厂得到了应用。可有效消除

磁性夹杂，提高铁精矿品位；针对铁精矿反浮选工艺

研制的BF—T新型浮选机气量小、空气分散均匀、

气泡直径微细、叶轮下部的搅拌强度适中，可以不脱

泥、不需要高浓度调浆直接浮选，较容易得到低杂质

含量的铁精矿，已在鞍钢集团弓长岭、调军台、齐大

山铁矿，太原钢铁集团尖山铁矿，重庆钢铁集团太和

铁矿等得到应用。陶瓷盘式过滤机的应用实现了细

粒铁矿的高效节能过滤；浮选柱也在弓长岭进行了

磁铁矿弱磁选粗精矿细筛下产品的反浮选工业试

验。

2．3铁矿供应紧张促进了难利用铁矿开发

近年来，钢铁生产快速增长、资源供应紧张刺激

了铁精矿价格一路走高，进而也带动了一批难利用

铁矿资源的开发。对山西袁家村细粒嵌布难选铁

矿，长沙矿冶研究院采用阶段弱磁一强磁一脱泥一

反浮选工艺，扩大试验获得了铁精矿品位66．38％、

回收率75．55％的技术指标，为该矿的大规模开发

利用创造了条件，太钢拟建处理规模2 200万t／a的

选矿厂。辽宁翁泉沟铁硼矿在首钢的大力推动下，

开发方案已经评审认可，拟建规模200万t／a的选

矿厂，有望实现铁、硼、铀的综合利用。鞍钢投资14

亿元建设了胡家庙铁矿，建设规模达到l 000万t／a；

唐钢投资16亿元建设司家营铁矿，规模达700万L／

a；福建紫金矿业集团远赴新疆富蕴开发蒙库铁矿，

投资4．5亿元，预计年产铁精矿40万吨。首钢和武

钢分别签约开发湖北宜昌8亿吨和恩施14亿吨高

磷铁矿，目前国家正在组织攻关以解决脱磷问题。

低品位矿利用技术有所突破，利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某些TFe品位低于10％的磁铁矿已得到利用，河北

省国土资源厅制订了《超贫磁铁矿勘查技术规程

(暂行)》；菱铁矿、褐铁矿、高磷铁矿等难利用资源

的技术开发和试验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2．4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取得可喜成绩

矿山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特点，普遍开展了地下

残留矿体、露天矿境界外遗留资源、复杂共伴生矿、

极低品位资源、尾矿资源、排土场资源、矿坑(井)

水、尾矿库水和选矿废水的综合回收、循环利用，实

现节能降耗减排，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14家冶金矿山企业被国土资源部授

予“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先进矿山企业”称

号。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开始建立，鞍矿

齐大山、武矿大冶、密云首云、首钢矿业公司等一批

土地复垦好、植被恢复快、废弃物开发利用程度高的

绿色示范矿山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矿山环境状况正

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2．5铁矿资源回收水平仍有上升空间

据《重点黑色冶金矿山统计年报》，2006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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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采铁矿山，采出原矿品位平均为30．53％，回采率

平均为96．35％，贫化率平均为9．76％，采矿成本

72．85形t；地下开采铁矿山，采出原矿品位平均为
38．29％，回采率平均为78．67％，贫化率为

15．59％，采矿成本99．78 7t_,／t。全国铁矿选矿回收

--蜜．-84．32％，铁精矿平均品位64．88％，精矿杂质含

量显著下降，冶炼性能明显改善。从矿石类型来看，

磁铁矿的选矿指标较好，红矿和多金属矿的选矿指

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尾矿

品位等方面仍有一些差距，其选矿技术和工艺流程

有待进一步攻关，以提高精矿品位和选矿回收率。

由于我国地下铁矿企业普遍采用崩落采矿法，矿石

贫化损失达35％一40％，矿山综合回收率仅在50％

左右。

近些年来，小型铁矿山发展迅速，带动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小型矿山普遍设备简陋，生产

条件差、安全设施不健全，每年都有透水、冒顶、地表

塌陷等重大事故发生，有的破坏了矿体的整体性，再

实行规模开采已十分困难，丢矿、漏矿等现象十分严

重，采选技术指标普遍偏低。

2005年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30％和35％左右，黑色金

属矿产资源为30％一40％。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资源综合利用率仍然偏低。

可以看出，通过采选矿工艺优化，加强现场管

理，提高采、选矿回收率仍有较大潜力。另外，我国

的铁矿开采以磁铁矿及赤铁矿等易选矿石为主，相

对难选的菱铁矿、褐铁矿及含多种铁矿物的复合铁

矿石的利用率极低，大部分没有回收利用或根本没

有开采利用。

3铁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势在必行

我国铁矿石每年开采量将超过8亿吨，在现行

开采技术条件下，我国的铁矿石开采期不足20年，

形势严峻。即便在已探明的铁矿储量中，也有

47．6％是贫矿，有1／3是微细粒嵌布的难选赤铁矿

和1／3的多金属共生矿，资源的禀赋特点决定了我

国铁矿开发利用必须实行节约与高效利用，依靠技

术进步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现有铁矿资源，增储

增效。

近几年来我国生铁产量的一半来自进口铁矿

石，再加上进121废钢，我国钢铁生产对外依存度过

大。铁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资源充足，供应并不过

于紧张，由于国内矿产资源禀赋的限制以及长远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我

们可以向国外寻求部分矿产资源供应。但我国的矿

产品进口经常遭到恶意打压；并且由于我国在此方

面经验不足，手段有限，在国际矿产品贸易中话语权

不强。近年来的铁矿进口价格暴涨就充分说明了这

个问题，我国不但购买价格偏高，供应量也无法长期

稳定保证，一旦国际政治局势突变，后果将十分严

重。因此，为保证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利用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扩大资源的利用渠道和规模

外，还必须立足国内坚持开源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

在首位的方针。

实行铁矿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利用、发展矿业

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重要工作；是解决资源短缺，实现矿业经

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选择；是提高矿山企

业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是

治理污染，改善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措施。

实行铁矿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利用势在必行。

4铁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的措施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加强铁矿资源节约与高效利

用的政策与措施，以实现我国钢铁工业及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4．1 把矿产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作为一项

基本国策

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矿产资源属于国

家所有，我国人口多、包括铁矿资源在内的大宗矿产

资源供应紧缺，高速工业化阶段环境压力大的严峻

形势。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切实增强全社会的资

源忧患和保护意识及节约资源、高效利用的理念，提

高公众执行资源国策的自觉性。

4．2 进一步健全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法

律法规

目前，我国正在为修改《矿产资源法》进行准备

和研究，建议在修订过程中突出资源的节约与高效

利用。在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指导方针、科学技术研

究、矿山企业设立审查、矿产资源的开采以及法律责

任等方面强调资源的高效和节约利用、循环利用、清

洁生产、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内容，对矿山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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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清洁生产标准中开采贫化率、采选回收率等技术

指标进行修订，严格执行矿山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

限制低水平资源利用技术的采用。同时开展《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回收率实施细则》的研究，

通过细化法律法规保障矿产资源得到节约利用，使

资源利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积极鼓励矿山综合利

用中低品位矿产资源、二次资源。完善减免税优惠

政策，研究解决按矿石质与量实行级差收税费，保证

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产品减免

增值税、资源补偿费征收与回采率挂钩等政策法规

的实施，形成与法律制度相衔接、完善系统的经济政

策体系。

4．3加强矿产开发执法管理

对资源利用较好的矿山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可

优先获得采矿权；对资源利用较差的矿山企业，则酌

情限制其采矿资格，并明确追究其法律责任。矿山

闭坑验收时对回采率应进行核算，将设计回采率执

行的优劣作为对矿山企业进行奖惩的依据。建立有

效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强

化“矿产督察员”的执法监督力度，建立资源利用申

报认定制度，建立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情况统计

制度，建立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状况公报制度和资源

综合利用信息网络，使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逐步

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制轨道。

4．4 引导和鼓励矿业集约化经营开发

对大型矿床严格执行一个矿体只能设置一个采

矿权，只能有一个采矿主体统一设计、实施开采方

案。对已存在多家采矿主体的，应通过收购、参股、

兼并等多种方式，对矿山企业依法开采的矿产资源

及其生产要素、选矿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逐步形成

大型骨干矿业集团，这样不仅可以实施统一开采方

案，减少矿界及保安矿柱的矿量损失，提高资源利用

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大大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

我国的铁矿大中型矿床少，零星分散的小型矿

床多，其中还有许多薄矿层、鸡窝矿、构造复杂的小

矿体和大矿剩余的边角矿，其资源的充分回收也是

提高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利用率不可忽视的一个方

面。这类矿床(点)一般规模小、形态复杂、分散、变

化大、资源接替性很差，所需投资少、生产经营要求

灵活，不利于大型采矿机械运作，而适于小型矿山企

业和个体采矿者开采，目前发展很快，但生产方法落

后，安全条件差，资源回收率很低。为确保开采中的

资源充分利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同时避免非法

矿产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鼓励矿产品向资源利用

率高的矿产加工和利用企业流动，可在矿产资源规

划和管理中适当降低最低开采规模限制，通过弃小

择大、弃弱扶强、小小联合、矿矿联合、矿厂联合、资

产重组的方式，支持、引导大型矿业集团与中小采矿

者以股权、矿权、资产、技术、产品包销等多种方式合

作。另一方面也要坚决取缔无证非法采矿、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浪费资源与破坏环境的“五小企

业”。

4．5 加强共伴生铁矿综合勘探和综合评价

我国共、伴生铁矿多，综合利用有用组分会带来

更多的价值和效益，因此应十分注意综合勘探、综合

评价和综合利用。从勘查之初就重视共生伴生矿产

的综合勘探、综合评价(重要的是在勘查评价中要

做好选冶可行性评价工作)，对共生铁矿，要根据地

质条件、共生关系、价值大小和采选冶条件区别对

待，合理制订综合开发利用的工业指标，综合圈定矿

体和计算储量，提高勘查评价效果以提高矿床的工

业价值，杜绝流失和得而复失的浪费。对没有进行

综合勘探和综合评价的地质勘探报告不予审批。

4．6加强铁矿资源利用技术研究，提高节约

与高效利用水平

依靠科技进步是实现矿产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

的关键。根据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和利用现状，应

重视资源节约利用重大技术措施的研究，如发展复

杂和深部矿体的安全高效采矿综合技术，提高矿产

资源开采率；加强高效选别技术创新研究，提高共生

矿、中低品位矿和难处理矿的回收率，特别是细粒级

红铁矿、磁铁矿和菱铁矿、褐铁矿、复合铁矿、多金属

共生铁矿、鲕状赤铁矿以及高硫、高磷铁矿等的选矿

技术，如选择性絮凝一反浮选联合工艺、生物浸出脱

磷工艺、冶炼脱磷工艺、多级循环闪速磁化焙烧工

艺，研制和推广高效反浮选药剂、絮凝剂，实现阴离

子浮选药剂的复合化、无毒化，探索解决阳离子浮选

药剂泡沫过粘问题；精料人炉是“我国钢铁产业发

展政策”所提倡的炉料方针，应加强精料生产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如磁筛、磁选柱、反浮选(包括

浮选柱)、直接还原铁工艺等。

为实现矿产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我国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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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技术的研发列入国家重大

科技发展计划，建立完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科学

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国家还应支持科研开发

机构对我国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中的普遍性、基础

性技术问题，对低品位、难处理矿产、非传统矿产资

源和尾矿资源利用，进行面向社会的公益性、矿产应

用基础性开发利用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研

究，并为公益性地质找矿工作中的综合评价、综合利

用及涉及资源综合利用的矿业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

持。

4．7加强资源保护和二次资源回收

对目前暂不能回收的难选冶铁矿(包括含有害

杂质、复杂共生、超细难磨等难以获得合格铁精矿的

铁矿)、经济上暂难利用的铁矿(如难采铁矿，超贫、

低品位等选矿冶炼成本较高的铁矿)、综合利用困

难的铁矿(共伴生组分含量价值较大的典型矿山)，

如鄂西高磷铁矿、内蒙敖包铁矿等，要做好保护工作

积极进行技术研究，以待今后开发。

以前未综合回收所丢弃的大量废石、尾矿、含铁

废渣等固体废弃物中铁素资源，应根据技术、经济和

市场条件进行综合回收，以节约铁矿资源开发，不能

回收的要进行合理堆存和保护。加强对黄铁矿烧

渣、赤泥等含铁废渣铁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究。对

尾矿再选，应做好规划管理，不能对尾矿乱采滥挖，

以保证有效回收和尾矿库的安全。

发达国家钢铁回收利用的数量已经占到消费量

的20％一40％。2006年我国社会废钢产生量为

3 800万吨。预计2007年社会废钢产生量为4 200万

吨左右；按照2006年全国钢铁企业平均自产废钢产

生率6．5％测算，2007年自产废钢量为3 000万吨左

右；2007年预计我国产生16 000万吨的铁渣和6 000

万吨的钢渣有待处理。加强废钢铁资源的回收利用

不仅可以每年节约数千万吨的资源，同时可以节约

数量巨大的能源，极大地保护生态环境。所以钢铁

行业要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并加强经济引导，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和发展废钢铁资源的回收体系；

并加快冶金渣处理新技术以及废钢加工技术和设

备、钢渣热闷处理工艺等的研发。建立我国专业化集

约化废钢加工配送基地，降低资源消耗。

5结语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必须珍惜。我国

铁矿资源开发方式先进与落后并存。未来一段时

期，我国对铁矿资源的需求仍非常强劲，为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铁矿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

是我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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