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了上述任务
,

便可以在增加国民经济中利用伴生原料数量的基础上降低每吨商品铁

矿生产费用。
.

4 2卢布和建筑材料生产费用以及运输费用并最充分地利用经济杠杆提高生产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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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杰兹卡兹甘矿床资源利用的远景

r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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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杰兹卡兹甘各地下开采矿山
,

由于未充填的采空区的范围逐渐扩大
,

开采深度

加深
,

以及地压动力学状态的副作用
,

使矿山开采的技术条件复杂化
。

结果开采工作不得不

在矿 J
`

“

损失严重的条件下进行
。

在这种情况下
,

表内矿顶底板附近的贫矿不能完全采出
,

表外

矿石根本不采
。

在采区
,

表外矿石白白地被损失掉了
,

而且也不计在损失之内
。

由于不断开采表内矿的富矿段
,

使得贫矿
、

表外矿和呆矿的比例逐年增长
。

由于工业部门对有 色金属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和继之而来的多金属矿石开采量的增加
,

就

出现了延长杰兹卡兹甘矿 山寿命
、

保证安全开采条件和处理报废采空区的问题
。

这个问题不

仅具有经济意义
,

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

为合理地保持杰兹卡兹甘企业生产工作的期限更长
,

必须探索合理利用现有矿产 资源的

途径
。

如果考虑到进一步扩大杰兹卡兹甘矿床储量的远景是很有限的
,

那么这 点 就 更 为重

要
。

为延长杰兹卡兹甘矿山企业的生产年限
,

必须解决如下任务
:

1
.

增加矿区薄矿体 (矿体厚度不超过 3一 3
.

5 米 ) 的开采量 ;

2
.

有计划地和充分地采尽生产水平中的储量
;

3
.

最大限度地增加充填采矿法的采矿量
,

并用坚固的混合物充填采空区
;

4
.

开采顶底板上的表内及表外矿石
;

5
.

对以前列入损失注销的储量和末采尽残 留的储量
,

组织及扩大二次开采 !呱

6
.

完善现有 的采矿方法
,

并推广新的采矿法
。

以上措施
,

虽然只能部分地解决延长杰兹卡兹
一

甘矿 山企业的寿 命问题
,

但却 可以最佳地

回收该矿床的储量
。

杰兹卡兹 甘矿山的生产经验证明
,

生产技术和工艺在不断改进
。

但是
,

地下采矿过程中

矿产损失很高
,

丽且
.

随开采深度的加深而增加
。

杰兹卡兹甘矿冶联合企业地
一

「采 各矿山
,

从

矿床开发起 ylj l 9 81 年 1 月 l 日比
,

已登记的平均损失量占注销的表内储量的 22
.

6 %
。



杰兹卡兹甘矿冶联合企业 各矿 山
,

每年采矿损失的有 色金属矿石的数量
,

等于萨亚克和

科翁拉德两个矿 山采矿量的总和
。

杰兹卡兹甘矿床的多金属矿石储量唯有采用露天开采法方可保证充分回收
。

通过建设杰兹卡兹甘大型露天采场
,

使该矿床全部转向露天开采
,

应依次进行 以下的毛

作
:

1
.

逐渐向东
、

西南
、

南和东方 向扩大兹拉托乌斯特
一

别洛夫斯克现有采矿场的 边 界
,

然后
,

在北翼和东北翼进行露天开采
。

2
.

采用露天采矿法从上至下依次按 中段 回采矿床中全部残留的储量
。

首先必须采光老

的
、

浅的矿井采场 中的矿量
。

在安涅斯克
,

阿克奇
一

斯巴斯克和南方等矿区
,

应 当 采 用用固

体混合物充填的地下开采法
,

因为这些矿 区的矿体产出深度大
,

构造 复杂
。

该矿区地质条件 良好
,

表内矿和表外矿 (包括生产初期的损失 ) 的储量大
,

能用高效生

产技术和生产流水线全套设备装备露天采场以 保证开采的经济性和大量转移岩石
,

并且组织

露天采矿具有丰富的经验
,

因此可以说
,

解决杰兹卡兹甘矿床露天开采的问题是有实际根据

H勺
。

分析类似矿床由地下开采转为露天开采的实践经验表明
,

这种办法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

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

对地下采矿残 留的矿柱及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时计入损失的其他各种储量进行二次开采

的
一

,

汀能方案均应进行工业验证试验
,

并要对二次开采及用露天法开采杰兹卡兹甘矿床的全部

剩余储量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

我们认为
,

用地下采矿法进行二次回采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

其 目的是要采 出最富的矿

柱以保持所采矿石中金属品位 的稳定
。

由于矿山地质条件复杂
,

劳动强度大及成本高
,

该方

法不可 能保证采出全部已损失的储量
。

在 杰兹卡兹甘矿床地下采矿法过去和现在损失了大量贵重的综合矿物原料
,

二次开采不

应视为权宜的措施
,

而是
一

氏久的
、

目的明确的综合性工作
。

它的最终结果不仅要开采已列入

损失的储量
,

而且还要开采未采尽的残留储量和表外储量
。

由此
,

欲使杰兹卡兹甘整个矿床由地下开采转为露天开采必须做到
:

1
.

通过回采以前损失的各类矿量及其尚未开采的表外矿石
,

将杰兹卡兹甘矿冶联合企

业的矿 山企业现有的矿物原料基地扩大。
.

5一 1 倍
。

2
.

通过回收该矿床在战前
,

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地下开采该矿床残留的上部水平中富含

铜的矿柱
,

在生产初期无须大规模扩大联合企业的处理能力就可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较高的铜

生产水平
。

3
.

保证回采现有储量达到较高水平
。

露天采矿法的损失不高于 4 一 5 %
。

4
.

创造更安全的生产条件 ( 与地下采矿法对比 )
。

5
.

逐渐充填 自矿床开采初期就形成的并具有一定危 险性的 巨大采空区
。

6
.

利用大杰兹卡兹甘露天采场的剥 离岩石和围岩的可能性以满足建筑工业的需要
。

7
.

提高整个部门露天开采有 色金属矿石的矿量
,

为此应改进技术经济指标
。

在现有的开采条件下
,

杰兹卡 兹甘矿床矿石的预计损失量相 当于 鲍什库里斯克
、

恰得尔

库电斯克和科克萨依斯克矿床铜储 量
。

最终利用这些损失的储气1需要巨大的投资
。

}幼此
,

通



过建设大杰兹卡兹
一

甘露天采场
,

回采杰兹卡兹甘矿床全部残留的储量
,

在经济上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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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矿 矿 床 的 经 济 评 价

提高社会生产效益
,

是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之一
。

对包括矿床在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经济

评价
,

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
。

在进行铁矿矿床的经济评价时
,

要想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经济

效益 )
,

就必须考虑矿石的综合加工和矿床开采参数的选择
,

以及冶炼前的矿石处理方法
,

而且还要保证近期和长远都能产生最大的社会生产效益
。

通过矿床经济评价
,

主要可 以解决下列一些问题
:

在科学研究工作阶段— 论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某些远景方向
,

选择可以列入当前计划和

长远计划的课题
,

依据研究结果选择合理的技术和工艺
,

评价各类矿石的采选效果
,

确定采

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经济效益
。

技术决策要按利 用资源所得 的最大收益来选定
。

最大收益可按下式计算
:

3 二 A [ Z 一 ( C + ￡K )〕

式 中
,

A一铁矿石的年产量
,

吨 ; Z一生产一吨铁矿石的极限费用
,

卢 布
; C一生 产 的完全

成本
,

含折旧
,

卢布 /吨
; K 一最初的单位基建投资

,

卢布 /吨 ; ￡
一铁矿行 业 的 定 额利泪

,

￡ = 0
.

0 6
。

初勘阶段一论证进行初勘的可行性
,

确定临时指标
,

选定详勘的首期地段
,

计 算 C
;

和

C
:

级储量
。

详勘阶段一确定储量计算的正式指标
,

按国民经济价值划分表内和表外储量
。

临时指标和正式指标要根据现行规范和标准文件
,

通过建立储量圈定方案
、

矿石开采和

冶炼前加工的技术与工艺方案来确定
。

此时要遵守 以下的条件
:

企业的生产能力要根据采矿技术的可能性来确定
,

储量开采年

限要按照不同圈定方法取常数
。

在设计阶段最佳技术方案的选择按下式进行
:

Z t 一 3 t

( 1 + E H n
一 万 K决

一 ’ `

tZ 一年生产产品的价值 (包括副产品 )
,

以第 t年的极限费用计 算的 ( 卢布 ) ;
3t 一矿床开

发第 t 年的基本投资和生产费用的和
,

不包括折旧费 (基本投资包括周转资金的增长 ) (卢

布 ) ; E 。
.

n

一用于不 同时间费用的折算标准额 ( E
。 .

n 二 0
.

0 8) ; K ct 一在第 t 年建设中的基

本投资 (卢布 ) ; T一矿床开采期限 (年 ) ; T c
一从开始建设到投产的期限 (年 )

。

这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