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体矿床开采方式影响因素和选择方法分析

蔡 波

 重庆 404100

【摘要】矿床的开采方式是对矿山的企业生产成效以及经济效益进行约束的重要原因,对开采方式所进行

的选择也是极为繁琐、系统的完善程序,而当前还没有专门对矿床的开采方式的选择上所进行的整体化的

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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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矿产资源由于在地壳中所聚集的物质形态有着

一定的差异性,可以分成液态、固态和气态矿产三大

种类,这当中的对固态矿产所进行开采的方式主要

由地下开采、联合开采、露 天 开 采 以 及 特 殊 开 采

四种。

1 矿山的主要开采方式
1.1 露天开采

露天开采这种方式多数用在对固体矿产资源的

开发中。露天开采是从地表对岩石进行一定的挖掘

并且开采出矿物的一种开采方式,这种开采方式不

管是在投资成本还是资源回收方面都有着极为显著

的优势。比如能够使用一些较大的机械设施,有利

于实现矿山的大规模大范围生产以及自动化;对资

源的回收率是相对较高的,并且有着基地的矿石损

失率以及贫化率;开采工作的条件较好,有着极高的

机械化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矿山工程的建设速度

相对较快,并且投资较少。

1.2 地下开采
地下开采技术是从地表向地下挖掘的相关井巷

工程通达矿体,创建出相对完善的排水、供电、通风

运输、供水等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并且进行相

应采矿工作的统称。地下开采方式不管是在条件上

的适应程度还是对环境进行的保护层面都有着较为

显著的优势[1]。例如除了崩落法之外的其他类型的

进行地下开采的方式对地表的破坏程度使相对较低

的,固体排放量相对较低,并且所排放出的固体能够

对井下的采空区进行相应的填充;开采方式通常不

会受到气候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任何环境下

都可以进行常规工作。

1.3 特殊开采
对那些地质状况较为繁琐、埋藏相对较深、成分

有着一定的复杂性并且在交通上相对不具有便利性

的矿床,如果只是一味的使用普通的方式进行开采,
不但在技术层面有着一定的难度,并且对环境保护

以及安全生产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在经济层面也

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多各种各样的具有特殊性的方

式也随之产生,并且获得了迅猛发展并且大规模

使用。

1.4 联合开采
这种方式指的是使用一种或者多种的方式对矿

床进行开采的采矿技术,最为普遍的就是露天开采

以及地下开采进行结合的开采方式。相关实践表

明,在矿床中要将露天开采转化为地下开采的时候,
可以把露天以及地下的工艺特征相互结合进行使

用,进而获得有利条件,是确保对国家的矿产资源进

行有效利用以及进一步增加国家经济效益的重要

方式[2]。

2 矿山开采方式的影响因素

2.1 矿床地质条件
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矿床的规模分成大型、中型

以及小型矿床,矿床的储藏量和矿山的生产能力以

及服务时间之间经济合理的对影响关联,然而不同

的采矿技术会对矿山的生产规模产生一定的制约,
所以对于不同规模的矿床也要对其生产工艺进行充

分的思考,进而对规模需求加以适应。
矿体从三维空间上拥有的产状、厚度、形态、宽

度以及埋藏深度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矿

床进行开采的方式和手段。在三维空间上进行扩展

可以将矿体的形态分成板状型、柱状性、复杂型、等
轴型等。通常情况下,柱状型矿体以及板状矿层如

果大量产出,就是能够进行露天开采的理想型矿床,
然而对于那些相对复杂型矿体以及矿脉大多都是属

于地采类。矿体埋藏的深浅程度是决定使用什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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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方式进行开采的重要原因。

2.2 外部开采环境
矿山的外部环境对矿山的开采工艺的选择有着

一定的约束性,比如矿山所在地区的发展设计、地区

功能划分以及环境保护等,不仅如此还要对供电、供
水、交通以及通信等因素的约束进行充分的考虑[3]。
对矿产资源所进行的开发手段一定要符合当地地区

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比如对一些有着相对较好的原

始景观的区域,通常会对矿山资源开发进行一定的

制约和限制,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难以在一定的范围

中进行规模较大的露天采矿工作,然而使用地下采

矿的方式进行采矿能够缓和对地面景观所带来的不

利影响。另外,在对开采方式进行选择的过程中要

思考所在地居民是否会支持,整体性的思考对地方

关系所进行的有效处理以及对地面附着物的赔偿

等,对开采方式进行合理有效的选择,进而达到和所

在地居民实现共赢的发展目标。

2.3 技术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指的是使用机械技术上的方案无法

冲破现有的或者所具有的技术上的边界。这几年随

着矿山开采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进步以及装备制造业

的不断进步矿山开采的规模以及范围也在逐渐的扩

大,对于具有相对繁琐的矿山所进行的开采技术也

日渐成熟,但是按照实际情况对开采工艺所进行的

选择,依旧需要对其技术可行性进行应的研究和分

析。比如在岩层分化较为严重、岩体相对不稳定等

矿床中使用地下技术开采的可行性依旧要进行一定

的证实。在使用露天开采技术的过程中,如果在经

济层面能够接受的边坡维护技艺无法对现场的工作

安全进行有效保障,那么露天开采在技术上也是行

不通的。再比如埋藏相对较深的大型低品位矿床,
使用自然崩落的方式在经济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是如果岩体的解离缝隙发育不是特别好,并且

矿体可崩性相对不好,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是不可

行的。

2.4 经济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是对矿山开采方式进行决定的最为

本质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下,一个项目的经济效益使

非常重要的,对某种开采方式进行的可行性进行判

定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在经济层面是否可

行,不管是什么样的开采方式在技术层面可行、环境

以及开采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都要对其经济效益进

行一定的评估,对项目的重要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的

评价,并且还要对收益状况以及经济风险进行大体

上的评估。

3 矿山开采方式选择方法
类比法和经验分析法是极为简洁并且高效的比

选方式。在对外部环境、地质条件的经验进行研究

和分析或者是利用和其他相关项目进行对比的方式

进而判定矿床的开采手段,也可以在此前提之下对

技术上的可行性进行一定的证实。类比法以及经验

分析法是极为粗放并且迅速的比选方式,特别是适

合用在开采方式的倾向性比较显著的矿山中,但是

对于分界不是特备显著并且开采条件极为繁琐的矿

山中通常很难通过比选来获得相应的结论,这时就

要凭借一些技术以及经济上的评估方式进行详细的

方案对比。
技术经济评价是一种相对普遍的开采方式,包

含静态和动态两种。在技术经济上对时间进行一定

的思考的方式叫做动态方法,反之则为静态方法。
在进行现实应用的过程中通常都是动静结合,以动

为主的相互比较的准则。进行对比的静态技术经济

指标主要有静态资本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资本金净

利润率等。动态指标有动态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

率等[4]。有很多技术经济指标所表现出的结果一般

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在技术经济进行对比的过程中

通常是对某些比较重要的指标进行研究和分析,通
常使用到的的有动态经济评价体制中的内部收益率

以及净现值。

4 结束语
对矿床所进行的开采方式会受到矿山内外以及

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约束,方案较多,进行比选时的工

作量相对较大,是当前对矿物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

问题。尽可能的使所选择的开采方式的投资成本进

行降低,是能够对比选工作量以及减少比选结果偏

差的有效方式。对开采的方式进行合理选择能够进

行具体性的比选工作,并且对矿山开采方式所进行

的选择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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