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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开采回采率
”

是评价矿产资源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
。

目前
,

由于采用不合理的指标

定义和计算公式
,

不少上报的
“

开采回采率
”

统计指标严重失真
,

不能真实地反映矿产资源

的利用程度
。

本文探讨了 目前
“

开采回采率
”

的定义及计算公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在此基

础土提出合理的
“

开采回采率
”

的定义与计算公式
。

关键词 开采回采率 定义 计算公式 合理性

“

三率
” ,

即
“

开采回采率
” 、 “

采矿贫化率
”

和
“

选矿回收率
”

的监督管理是矿山监督管理

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

合理的
“

三率
”

指标与

计算方法是进行科学的
“
三率

”

管理的基本条

件
。

指标的
“

科学性
”

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

在理

论上
,

指标的定义应严密完整
,

合乎逻辑
,

在

实践上应能运用这些指标正确评价矿床的开

采效果
。

本文仅就目前
“

开采回采率
”

的定 义
、

计算公式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
,

期望能对矿

山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

一
、

目前
“

开采回采率
”
的定义

、

计算公式

存在的主要问题

“

开采回采率
”

是一个直接反映采矿过程

中矿产资源利用程度的技术指标
。

目前
,

不少

人采用如下定义和计算公式
:

定 义
:

计算开采范围内实际采出的矿量

与该范围内地质储量的百分 比
,

叫做开采回

采率
。

计算公式
:

按照上述定义
,

开采回采率的

计算公式是
:

飞
.

指标的定义不合逻辑

作为评价矿产资源利用程度的一个相对

指标
,

开采回采率反映的应该是一种
“

局部
”

与
“

总体
”

的关 系
。

在 ( 1) 式中
,

分子是
“

出矿

量
”

,

分母是
“

地质储量
” ,

这是两个不同质的

概念
,

不具备可 比性
。

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

下
, “

出矿量
”

包括两个部分
:

从相应回采范围

内采出的地质储量 (工业矿石储量 )和由于各

种原 因混入的废石量
。

因而
,

它 与
“

地 质储

量
”
是两个不同类的概念

。

若用集合 A 表示
“

地质储量
”
(工业矿石储量 )

,

用集合 B 表示
“

出矿量
” ,

则 A 与 B 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

系
,

而是交叉关系 (如图 1 )
。

所以
,

( 1) 式所表

示的并非
“

局部
”

与
“
总体

”

的关系
,

分子与分

母之间不具备可比性
。

因此
,

( l) 式定义的
“

开

采回采率
”

不合理逻辑
。

开采回采率~
一

定区域的出矿量

i百夏硕盯地质丽量
又 1 0 0% ( 1 )

O
·

A
:

地质储量

O
稍加分析可知

,

上述定义和计算公式存

在如下严重问题
: 图 1

B
:

出矿量

“

出矿量
”
与

“

地质储量
”

关系图

2
.

按 ( l) 式定义 的
“

开 采回 采率
”
的计算



结果会超过其值域

在矿床开采过程中
,

最理想的情况是将

计算区域内的地质储量全部采出
。

因此
, “
开

采回采率
”

的值域为〔o
,

1〕
。

即它的最大取值

是 1 00 %
。

但是
,

由于 ( 1) 式所表达的并非局

部与总体的关系
,

对某一确定的计算区域
,

分

母
“

地质储量
”
是个定数

,

而分子
“

出矿量
”

由

两部分组成
:

采出的地质储量加上混人的废

石量
。

这样
,

当采出的地质储量一定时
, “
开采

回采率
”

将随废石混入量的增大而增大
,

可能

会超过 100 %
,

而 由
“
开采回采率

”

派生的另

一指标— 矿石损失率将会出现负值
。

兹举

例如下
。

开采某铁矿床
,

采区的工业矿石储量为

1 0 万 t
,

从该采区采出的矿石量为 n 万 t( 其

中采出的工业矿石量为 9万 t
,

混入废石量为

2 万 t )
。

试计算该采区的开采回采率
。

按 l( )式
,

有
:

开采回采率一提
x ` 0 0% 一 ` ,。%

显然
,

这个结果超出了〔O
,

1〕区间
。

而矿

石 损失 率 一 1 一 开 采 回 采率 一 1 一 n o%

~ 一 1 0%
。

这在理论上是解释不通的
。

3
,

按 ( 1) 式定义 的开采回 采率不能正确

评价矿来的开采效果
`

如前所述
, “

开采回采率
”

是用以表示矿

产资源利用程度的
,

并最终评价矿床开采的

经济效益
,

因为在单位储量盈利一定的情况

下
,

开采出来的地质储量越多
,

矿床开采的总

盈利就越大
。

因此
,

开采回采率的评判准则

是
:

开采回采率越高
,

矿产资源的利用程度就

越高
,

矿床开采的经济效益就越好
。

但是
,

按

( 1) 式定义的开采回采率就不能表达出来
。

对给定的区域
,

就 ( 1) 式而言
,

提高开采

回采率的途径有两条
:

一是尽可能多地采出

地质储量
,

提高开采回采率
。

这是一条正确的

途径
。

按照这一途径
,

开采回采率越高
,

矿床

开采的资源效益
、

经济效益就越好
。

另一途径

是
,

在采出一定地质储量的同时
,

扩大采幅
,

多采废石
,

龄
导致开采回采率的提高

,

但这

是一条错误的途径
,

开采回采率越高
,

矿床开

采的经济效益
、

资源效益反而越低
。

因此
,

按

( 1) 式定义的
“
开采回采率

”
不能用来正确评

价矿床的开采效果
,

起不到奖优罚劣
,

促进矿

山企业加强管理
、

改进技术
、

提高矿产资源利

用程度的作用
。

如某矿山甲
、

乙两个班组
,

采

用相同的采矿方法分别开采两个条件相似的

采区
。

采区的工业矿石储量均为 18 万 t
。

甲

班组的采出矿石量为 16 万 t
,

其中采出的工

业矿石量为 14 万 t
,

开采过程中混入的废石

量 2 万 t
。

乙班组采出的矿石量为 17 万 t
,

其

中采 出的工业矿石量为 13 万 t
,

混入的废 石

量为 4 万 t
。

显然
,

甲班组的开采效果 比乙班

组好 (采出的工业矿石量多而混入的废石量

少 )
。

但按 l( )式计算的开采 回采率 甲班组

( 1 6 / 18 = 8 8
.

9 % )却低于乙班组 ( 17 / 1 8 ~ 9 4
.

4 % )
。

用这一指标评价这两个班组就会得出

相反的结论
:

乙班组的开采效果优于 甲班组
。

二
、

合理的开采回采率定义及计算公式

鉴于 ( 1) 式存在上述问题
,

建议统一采用

下述开采回采率的定义与计算公式
:

1) 定义
:

计算范围 (区域 ) 内采出的工业

矿石量与该范围内工业矿石储量的百分比
,

叫做开采回采率
。

2) 计算公式
:

K 一

鲁
x ` 。。%

式中
:
K— 开采回采率

,

% ;

Q— 某区域内工业矿石储量
,
t ;

Q
:

— 从相应 区域内采出的工业

矿石量
,
t

。

如图 2
,

(2 )式定义的开采回采率表示的

是 一种 局部与总体的关系
。

它完全克服了

( l) 式的缺陷
。

结合前述的例子
,

其铁矿的开

采回采率为
:



K一

鲁
l x 。。 %一

晶
x 1 0。环一 9。 %

。

甲班组的开采回采率

三
、

结束语

K
,

一漂李 x 1 0 0 %
以

Q 、 ` 一

提
又 1 0 0 %一 7 7

·

8 %
。

乙班组的开采回采率

K
Z
一

鲁
只 l 。。% 一

器
X `。O% 一 7 2

·

2%
。

K I

> K Z ,

由此得出正确的评价结论
:

甲

班组的开采效果优于乙班组
。

(2 )式是开采回采率的定义公式
。

由于不

同的矿 山企业开采方式
、

采矿方法的不同
,

矿

体的赋存条件也千差万别
,

矿山监督管理工

作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计算方法
,

制

定合理的考核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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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Q 与 Q
:

的关系图

梅山铁矿重视地测工作 资源利用成效显著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境内的梅山铁矿
,

是上海梅

山冶金公司的铁矿石原料生产基地
。

目前年产铁矿

石 2 5 0 万 t
。

1 9 8 0 年至 1 9 9 0 年累计创利超 6 0 0 0 万

元
;
累计损失表内矿 2 71 万 t ,

占累计探 明储量的

1
.

0 4%
。

梅山铁矿地测机构健全
,

全矿地测工作分两级

管理
。

矿部设地质测量部
,

主要职责是主管全矿地测

管理工 作
,

参与矿山设计
,

年度作业计划编制
,

提出

合理利用和 保护矿产资源的意见
,

对报销矿量审核
,

贫化损失提出改进的技术措施
, “

三率
”

计划执行情

况考核等监督管理工作
;
采场设地测科

,

主要职责是

对采场月度计划的安排
,

采掘工程质量的验收
,

每月

回采矿量的核销
,

回采率
、

贫化率
、

采出品位的计算
、

认可和通报等来实现监督管理
。

全矿共有地测人员

169 人
,

占全矿职工总人数的2
.

2%
。

梅山铁矿不仅重视地测机构建设
,

而且还 制定

较完整的制度保证地测人员行使职权
,

进行监督
。

矿

山先后制订了《矿产资源监督管理规定》
、

《关于闭坑

( 中段
、

分层 )管理的规定 》
、

《关于化验
、

送样的暂行

规 定 》
、

《原矿质量管理规定》
、

《矿山地质
、

测量技术

管理规程 》
、

《采矿技术管理条例 》
、

《选矿生产技术管

理条例 》
、

《回采出矿进路配矿管理办法 》
、

《铁矿石质

量管理规定 》等
。

并从 1 9 8 4 年起将
“

三率
”
指标列入

矿 山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范围中
,

按月进行考核与

奖罚挂钩
,

极大地调动地测 人员的积极性
、

主动性
。

此外
,

梅山铁矿 1 9 8 7 年以来
“
三率

”
指标实际完成情

况 比设计提高回采率 2
.

74 % ~ 4
.

83 %
,

贫化率降低

2 7 3%一 2
.

9 %
,

选矿 回收率提高 4
.

8纬
。

铁矿石中的

硫通过浮选集中
,

共回收硫精矿 88 万 t ,

销售收入达

5 0 0 0 万元
,

占整个矿产品销售收入的 7
.

9 %
。

通过抓
“

三率
”

工作
,

充分利用了资源
,

也提高矿山企业的经

济效益
。

这座新型矿山
,

正以崭新的面貌
,

在党的十

四大精神鼓舞下
,

开拓前进
。

(本刊通讯员 钟启 宝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