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矿地下开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属矿地下开采>>

13位ISBN编号：9787502444693

10位ISBN编号：7502444696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冶金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国山,翁春林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属矿地下开采>>

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矿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金属矿开采技术教研组、冶金教育学会高职高专
矿业类课程组及冶金工业出版社“十一五”冶金行业教材建设规划编写的。
    本教材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金属矿床的工业特征，金属矿地下开采的原则、开拓方法，主要
开拓巷道，辅助开拓工程，地面辅助工程，采矿生产工艺，空场采矿法，充填采矿法，崩落采矿法，
地下开采设计。
    本书是作为高职高专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的学生专用教材，也可以供矿山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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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金属矿床的工业特征1.1　概述1.1.1　基本概念凡是地壳中的矿物自然聚合体，在现代技术经济水
平条件下，能以工业规模从中提取国民经济所必需的金属或其他矿物产品者，称作矿石。
以矿石为主体的自然聚集体称作矿体。
矿床是矿体的总称，一个矿床可由一个或多个矿体组成。
矿体周围的岩石称作围岩，据其与矿体的相对位置的不同，有上盘围岩、下盘围岩与侧翼围岩之分。
缓倾斜及水平矿体的上盘围岩也称为顶板，下盘围岩称为底板。
矿体的围岩及矿体中的岩石（夹石），不含有用成分或含量过少，从经济角度出发无开采价值的称为
废石。
矿石中有用成分的含量称为品位，常用百分数表示。
黄金、金刚石、宝石等贵重矿石，分别用1t（或1m3）矿石中含多少克或克拉有用成分来表示，如某
矿的金矿品位为5g／t。
矿床内的矿石品位分布很少是均匀的。
对各种不同种类的矿床，许多国家都有统一规定的边界品位。
边界品位是划分矿石与废石（围岩或夹石）的有用组分最低含量标准。
矿山计算矿石储量分为表内储量与表外储量。
表内外储量划分的标准是按最低可采平均品位，又名最低工业品位，也称工业品位。
按工业品位圈定的矿体称工业矿体。
显然工业品位高于或等于边界品位。
矿石和废石、工业矿床与非工业矿床划分的概念是相对的。
它是随着国家资源情况，国民经济对矿石的需求、经济地理条件、矿石开采及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以
及生产成本升降和市场价格的变化等而变化。
例如我国锡矿石的边界品位高于一些国家规定的5倍以上；由于硫化铜矿石选矿技术提高等原因，铜
矿石边界品位已由0.6％降到0.3％；有的交通条件好的缺磷肥地区，所开采的磷矿石品位甚至低于边疆
交通不便的富磷地区的废石品位。
1.1.2　矿石的种类矿床按其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固相、气相（如二氧化碳气矿、硫化氢气矿）及
液相（如盐湖中的各种盐类矿物、液体天然碱）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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