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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墨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布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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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墨资源是我国战略性矿产，是传统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必须的矿物原料。我国在第三轮矿产
资源规划编制中构建了完善的石墨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分区体系，石墨资源勘查开采规划分区主要分布在黑

龙江、内蒙古、湖北、山东等省（区）。下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中，石墨资源勘查规划布局需与成矿区带分

布等地质基础结合，石墨开采规划布局需要强化优质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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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石墨是重要非金属矿产资源之一，具有诸多优

良性质，广泛应用于科技工程领域，是传统工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所必须的矿物原料。欧美等国家将天

然石墨列为战略资源，严格限制其开采及技术出口。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将晶质石墨确
定为我国战略性矿产，要求“强化优质石墨资源保护

和合理利用”。近年，石墨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受

到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有关石墨资源开发、利

用和产业发展的研究增多，主要集中于石墨资源成

矿规律、技术与产品、行业发展、供需形势等方面。

王家昌等分析了我国石墨资源成矿区带，研究

认为石墨的成矿物质来源不太可能由原始藻类遗体

堆积并经成岩和变质作用形成石墨矿床，并探讨了

石墨矿的找矿标志［１］。肖克炎等对对我国石墨矿产

分布特征、成矿规律分析进而总结石墨资源潜力特

征，认为我国黑龙江、内蒙古、四川等省（区）资源潜力

巨大，可实行保护性开采，从而获取经济效益［２］；王

文利认为我国石墨发展应以研制超低硫和高纯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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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石墨加工技术及装备，锂离子电池的天然石墨负

极材料的制备技术及装备等为重点［３］。饶娟等认

为，石墨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保护我国石墨矿产

资源，一方面要加大立法，提高准入门槛，另一方

面在加强地质勘探的同时，大力改善石墨矿精加工

工艺，探索新的、高附加值石墨制品的研发工作
［４］。佟红格尔、郑永涛、薛天闯、李弘珂、王东暄、夏

锦胜、万贵龙等人分别对我国内蒙古、河南、黑龙江、

湖南、四川等地的石墨资源矿床分布、矿床地质特

征、成因、找矿标志等内容进行了分析［５－１２］。苑金

生认为我国石墨行业存在廉价出口、生产能力过剩、

滥采滥挖等问题，并提出从严限制初级矿产品出口、

淘汰落后生产技术等改进措施［１３］。高天明等认为

中国石墨产业将从材料级产品向专业级产品深加工

方向发展，建议重点培育电碳石墨材料产业链和新

兴材料产业链，开发石墨红外电热材料、石墨高分子

材料添加剂、氟化石墨 、各向同性石墨等产品［１４］。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石墨资源成矿特征、石墨产

品加工技术、石墨产业发展趋势等领域，但对于石墨

资源勘查、开发的布局等领域缺少研究，本文从矿产

资源规划布局角度出发，对第三轮全国矿产资源规

划和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石墨资源勘查开采规

划布局进行梳理，分析已有石墨资源勘查开发规划

布局体系及其合理性，为下一轮规划中石墨资源勘

查开发布局提供参考。

１　我国石墨资源概况
石墨在高温下形成，最常见于大理岩、片岩或片

麻岩中，是有机成因的碳质物变质而成［１５］。我国天

然石墨资源成矿地质条件好，分布广，储量大，质量

好，易于开采。据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７年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晶质石墨查明资源储量为２９９８２万ｔ（矿物
量），隐晶质石墨查明资源储量为６４８５万ｔ（矿石），
赋存于２０个省（区、市）。晶质石墨查明资源储量
最大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内蒙古、四川、山东等地

（图１）。隐晶质石墨查明资源储量内蒙古自治区最
多，其次是湖南、吉林、广东等地（图２）。

２　我国石墨资源规划分区体系
石墨资源规划分区体系按照《省级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５］９号），
以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分区体系构建为基础。省

级矿产资源规划中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分区体系包括

图１　我国晶质石墨资源查明资源储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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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我国隐晶质石墨查明资源储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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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调查评价区、重点勘查区、限制勘查区、重点矿

区、限制开采区、禁止开采区（表１）。第三轮省级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中，石墨资源丰富的省份在规

划中分别划定了石墨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分区，形成

了石墨资源规划分区体系。

３　石墨资源勘查规划布局分析

３．１　重点调查评价区
我国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确定了石墨资源

重点调查评价区１９个（表２），面积约１８万 ｋｍ２，预
计新发现矿产地２８个；涉及省份主要为河南、陕西、
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９个省（区），其中新疆和黑
龙江省数量较多。近些年石墨资源勘查开发受到矿

山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重视，重点调查评价区的划定

也能反映出其受重视程度未减。１９个石墨资源重
点调查评级区中有１２个是石墨资源作为单一矿产
的调查评价区。将石墨资源重点调查评价区与中国

天然石墨成矿区带分布（肖克炎等，２０１６）进行比
对：１９个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区中有１５个大致分布
在佳木斯地块石墨成矿区、额尔古纳地块石墨成矿

区、华北陆块北缘中、东段石墨成矿带、塔里木古陆

块东北缘石墨成矿区、准噶尔地块东缘被动陆缘石

墨成矿带、龙门—大巴陆缘石墨成矿带、康滇地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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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石墨资源规划分区体系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ｚ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体系 类别 分区名称 含义

石墨

资源

规划

分区

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在石墨资源成矿条件有利、有较大资源潜力且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

圈定的部署石墨资源远景调查评价等工作的重点区域

石墨资源勘查

规划分区
石墨重点勘查区

按照石墨资源供需关系、国家产业政策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在成矿条

件有利和找矿前景良好的地区，划定的重点加强石墨资源勘查的区域，还

应包括大中型矿山的深部和外围等具有资源潜力的区域

石墨限制勘查区
在规划期内根据石墨资源供需关系、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划要求以及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对石墨资源勘查活动实行一定限制的区域

石墨重点矿区

划定的石墨资源储量大、资源条件好、具有开发利用基础、对全国石墨资

源开发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矿产地和矿集区。重点矿区包括国家规

划矿区和省级重点矿区

石墨资源开采

规划分区
石墨限制开采区

在规划期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或

国家特殊需要等，受经济、技术、安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对石墨资

源开发利用活动实行一定限制的区域

石墨禁止开采区

在规划期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或

国家特殊需要等，受经济、技术、安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禁止进行

石墨资源开采的区域

表２　我国石墨资源重点调查评价区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序号 名称 主攻矿种 所在行政区 面积／ｋｍ２

１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集宁多金属、石墨重

点调查评价区
金、铁、铜、铅、锌、钼、稀土、石墨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９５９２

２ 集安－长白重点调查评价区 煤炭、地热、多金属、石墨、宝玉石、矿泉水 吉林省 １６９０７
３ 大兴安岭地区门都里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３１６５
４ 大兴安岭地区大林河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２０２２
５ 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子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２３４
６ 伊春市保兴乡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１５８７
７ 连云港东海－徐州新沂地区金铁矿远景调查区 金、铜、钼、金红石、石榴子石、石墨 江苏省 ４３５２
８ 栾川－嵩县－南召石墨矿调查评价 石墨 河南省 ５８５
９ 西峡－内乡晶质石墨矿调查评价 石墨 河南省 ３１４１

１０ 孝昌松林岗－麻城宋埠铜锰多金属矿重点调查评
价区

铜、石墨、锰多金属 湖北省 ３３３７

１１ 攀西重点调查评价区 铁、钒、钛、稀土、铜、铅、锌、碲、石墨 四川省 ６３５５２
１２ 大巴山重点调查评价区 石墨 四川省 ４７７６
１３ 勉县—城固北部晶质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晶质石墨 陕西省 １９９４
１４ 丹凤北部晶质石墨重点调查评价区 晶质石墨 陕西省 ３８７
１５ 新疆尉犁县托克布拉克一带石墨矿调查评价区 石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７７
１６ 新疆温泉县博尔塔拉河南岸石墨矿调查评价区 石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４２０
１７ 新疆奇台县黄羊山一带石墨矿调查评价区 石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８４０

１８
新疆拜城县黑英山 ～库车县迪那河一带石墨、重
晶石、高纯脉石英、刚玉、大理石、花岗石等调查评

价区

石墨、重晶石、高纯脉石英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３１１８

１９ 新疆若羌县阿尔金山中段 ～祁曼塔格山一带石
膏、硅灰石、汉白玉、石墨、石英岩矿等调查评价区

石膏、硅灰石、汉白玉、石墨、石英岩矿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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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等７个石墨资源成矿区带中。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中的划定的５个石墨调查评价区中４个调查评价
区与已知的石墨资源成矿区带不重合。

３．２　重点勘查区
我国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共划定石墨资源

作为主要矿种的重点勘查区４０个（表３），涉及省份

主要为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甘肃等１６
个省（区），其中黑龙江省和湖北省数量较多，占总

数量５０％。４０个重点勘查区的总面积约 ６．７万
ｋｍ２。石墨资源是唯一勘查矿种的重点勘查区有２３
个，面积约２２８６ｋｍ２，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湖北、河
南、山东、山西等省。

表３　我国石墨资源重点勘查区
Ｔａｂｌｅ３　Ｋｅ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序号 名称 主要矿种 所在行政区 面积／ｋｍ２

１ 大同新荣区石墨重点勘查区 石墨 山西省 １４３
２ 阿右旗扎木敖包－特拜锌、铁、石墨、金多金属矿重点勘查区 锌、铁、金、石墨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５１６８
３ 阿拉善左旗孪井滩地区铁、锰、石墨、高岭土重点勘查区 石墨、高岭土、铁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４３７
４ 巴彦淖尔市浩尧尔忽洞－赛乌素地区金、铁、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金、铁、石墨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３０３４
５ 宽甸县八河川－牛毛坞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硼矿 辽宁省 ４４１
６ 宽甸县大西岔硼矿、石墨重点勘查区 硼矿、石墨 辽宁省 ８２５
７ 永吉头道－官马金、银、铜、镍、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金、银、铜、镍、石墨 吉林省 ２４６８
８ 集安古马岭金、石墨、钾长石、硼、宝玉石重点勘查区 金、石墨、钾长石、硼矿、宝玉石 吉林省 ２３２６
９ 大兴安岭地区前哨林场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８１
１０ 鹤岗市十站河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９
１１ 鹤岗市佐武山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２７
１２ 鹤岗市云山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３
１３ 鹤岗市云山林场东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５
１４ 双鸭山市西关门山沟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１１
１５ 双鸭山市东关门山沟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１０
１６ 佳木斯市梨树沟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２２
１７ 双鸭山市锅盔山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５９
１８ 七台河市北兴农场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７０
１９ 七台河市罗泉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５４
２０ 牡丹江市双丰乡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８５
２１ 牡丹江市大砬子村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８２
２２ 牡丹江市五义村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 黑龙江省 ４９
２３ 徐州新沂－连云港东海金红石、石榴子石、石墨矿勘查区 金红石、石榴子石、石墨等 江苏省 ２３０１
２４ 大田汤泉－永安青水铁矿、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铁、石墨 福建省 ９０８
２５ 金溪地区 石墨 江西省 ５２
２６ 平度云山－莱西北墅地区石墨矿勘查区 石墨 山东省 ５２６
２７ 方城－泌阳萤石、石墨矿重点勘查区 萤石（普通）；石墨 河南省 ３５１０
２８ 淅川－内乡石墨、金多金属矿重点勘查区 石墨、金 河南省 １６８４
２９ 西峡－内乡石墨重点勘查区 石墨 河南省 ２９３
３０ 十堰市竹溪县瓦房沟石墨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石墨 湖北省 １８
３１ 十堰市竹溪县天星寨石墨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石墨 湖北省 ７７
３２ 襄阳市枣阳市清潭镇石墨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石墨 湖北省 １７
３３ 宜昌市余家河石墨金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石墨、金 湖北省 ４６
３４ 宜昌市兴山县东冲河石墨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石墨 湖北省 ５
３５ 宜昌市龚家河金石墨矿重点勘查规划区 金、石墨 湖北省 ６
３６ 川东北重点勘查区 钾盐、煤炭、天然气、石墨 四川省 １３８２０
３７ 牟定小水桥—姚兴村石墨稀土矿勘查区 稀土 云南省 ４７７
３８ 南金山金银石墨矿 金、银 甘肃省 ６８１
３９ 白石头沟－掉石沟一带晶质石墨矿 石墨 甘肃省 ５８８
４０ 阿尔金稀土铜镍石墨钛矿重点勘查区 铜、镍、石墨 青海省 ４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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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区和重点勘查区中８０％左
右与中国天然石墨成矿区带分布（肖克炎等，２０１６）
一致，我国石墨资源成矿潜力最大地区有黑龙江、内

蒙古、山东、吉林、四川等省区，其中黑龙江省沉积变

质型石墨资源潜力最大［１］。石墨资源成矿潜力大

的地区对于石墨资源勘查规划布局重点不同，黑龙

江省对于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均很重视，划定

了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区４个和重点勘查区划定１４
个，分别占全国的２１％、３５％。内蒙古自治区只划
定了石墨资源重点调查评价区１个。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虽然不是我国石墨资源成矿潜力最大的地区，但

划定了５个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区，占全国的２６％。

４　石墨资源开采规划布局分析

４．１　国家规划矿区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确定
石墨资源国家规划矿区６个，面积约７６００ｋｍ２，分
别位于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南和河南５个省内；其
中晶质石墨矿区５个，隐晶质石墨矿区１个。石墨
资源国家规划矿区是我国石墨资源开采的重要保障

区域，也是石墨资源储量丰富、品质较好的矿区。

４．２　重点矿区
石墨资源赋存丰富的省份，在第三轮省级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中划定了石墨资源省级重点矿区 ７

个，面积约４００ｋｍ２，分别位于内蒙古、湖北、吉林、
河南４个省（区）内。各省石墨资源重点矿区是各
省石墨资源开发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石墨资源开

采的重要保障区域。

４．３　限制开采区
湖南省划定桂阳 －宜章煤炭限制开采区１个，

属于限制开采特定矿种的限制开采区，限制开采矿

种包括煤炭、石墨、钨矿、锡矿，面积５００多 ｋｍ２。限
制开采区内对于限制开采的矿种，原则上不新设采

矿权，并且从生产规模、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

严格生产管理。

４．４　禁止开采区
海南省划定琼海市烟塘石墨、钼开采区禁止开

采区１个，属于特定矿种禁止开采区，面积 ８．２３
ｋｍ２，区内禁止石墨资源的开发利用。

石墨资源开采规划布局在我国已有的开采基础

上确定，重点在已经形成了的山东、黑龙江、内蒙古

及湖南等石墨主要产区［１７］。石墨资源规划布局的

重心在重点矿区的划定，重点矿区数量为１３个，约
占全部开采规划布局的８７％，针对石墨资源的限制
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都只有 １个，说明全国各省
（区）对石墨资源开采比较重视。全国矿产资源规

划中确定的“强化优质石墨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思路，在石墨资源规划布局中未充分体现。

表４　我国石墨资源开采规划分区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ｚｏｎ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序号 名称 主要矿产 所属行政区 面积／ｋｍ２

１ 鸡西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黑龙江省 ２０９０
２ 萝北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黑龙江省 ６９４
３ 巴中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四川省 １９３

４ 平度－莱西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山东省
平度片区：４６６
莱西片区：５２９

５ 郴州鲁塘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湖南省 ２９
６ 南阳石墨矿区 石墨 国家规划矿区 河南省 ３６７０
７ 兴和县黄土窑石墨矿 石墨 重点矿区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１
８ 阿拉善左旗查汗木胡鲁晶质石墨矿 石墨 重点矿区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１
９ 通化财源晶质石墨矿重点矿区 石墨 重点矿区 吉林省 １６８
１０ 建阳市岭根墙矿区 石墨、金 重点矿区 福建省 ６５
１１ 宜昌市恒达石墨重点开采规划区 石墨 重点矿区 湖北省 ６
１２ 宜昌市兴山县水月寺金矿石墨重点开采规划区 金矿、石墨 重点矿区 湖北省 ９
１３ 攀枝花石墨矿省级规划矿区 石墨 重点矿区 四川省 １５４
１４ 桂阳－宜章煤炭限制开采区 煤炭、石墨、钨矿、锡矿 限制开采区 湖南省 ５２７
１５ 琼海市烟塘石墨、钼开采区 石墨、钼 禁止开采区 海南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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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建 议
已形成的石墨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布局按照《省

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国土资厅发

［２０１５］９号）的要求构建，体系能够满足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编制的要求，为更好的促进“强化优质石墨

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下一轮规划编制中勘查

开发规划布局建议如下：

（１）石墨资源勘查规划布局要与石墨矿床构造
背景及成矿带划分相结合。划定石墨资源重点调查

评价区和重点勘查区时，需要以石墨矿床构造背景

及我国天然石墨成矿区带分布为基础，在石墨资源

成矿潜力大的内蒙古、吉林等地区，增加石墨资源勘

查规划分区的数量，以促进石墨资源调查评价及勘

查费用的投入，强化石墨资源区域变质型、接触变质

型和岩浆热液型［１６］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模型的总结

研究。并要注重多矿种的综合调查评价和勘查，以

提高调查评价和勘查工作效率。

（２）石墨资源开采规划布局要强化优质石墨资
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建议划定优质石墨资源开采

规划分区时，根据石墨资源矿产地资源品位、品质情

况，明确优质资源合理利用的区域。从资源量、资源

品质等不同侧重点，确定石墨开采规划分区（包括

重点矿区、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并明确开发

利用要求，如在大鳞片石墨含量较高的石墨矿区内，

已经进行多年开采利用的矿区划定大鳞片晶质石墨

重点矿区，强化优质资源的合理利用，明确大鳞片晶

质石墨的开采利用技术要求，提高大鳞片石墨的产

出和利用率；在新开采的晶质石墨矿区内，若大鳞片

石墨含量较高，划定石墨资源限制开采区，强化优质

资源的保护，提出高标准的石墨开采、选矿和加工利

用技术和产品要求，体现资源优质优用；在新发现的

大鳞片晶质石墨含量高的矿产地，划定石墨资源禁

止开采区，进行优质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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