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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与步伐，特别是一系列相关优惠政

策的出台，国家各项政策不断向西部倾斜。如加大投资力度，增加

基础项目建设，加大对教育、卫生领域的扶持等。与此同时，一大

批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西

部，将重点聚焦西部，将资金注入西部。特别是中央号召东部省份

对口援建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以来，使得西部各项关乎民生、关

乎当地发展、关乎环境保护的举措得以快速实施，并且逐渐见到效

果。

西部广大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来自国土资

源部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为 3317 ×

1012元，开发潜力巨大。据勘查，西北地区主要矿产有煤炭、油气、

镍、铜、铅、锌、金、钾盐等，其中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76%

左右，主要分布在陕西、新疆、内蒙古和宁夏; 石油储量为 35． 31 亿

t，占全国陆上总储量的约 19． 1%，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准噶

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及柴达木盆地; 天然气储量约为

11093 亿 m3，占全国陆上总储量的 35． 6%，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

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另外，甘肃省还集中了全国近 62%的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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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的铂储量，我国的钾盐储量则有 97%集中在青海省。

加大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力度，造福各族

人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给西部各省区政府制定政策、编

制规划，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方向提供科学决策，给计划或已经投身

西部矿业的企业进行矿种选择、资源评价、潜力预测提供资料参

考，给将来立志献身西部的地矿行业的年轻大学生、愿为祖国能源

事业做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我们编撰了这本具有

工具书性质的图书。

本书在整个酝酿、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不仅得到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含油气盆地研究所所长刘池阳教

授，中国保利集团董事、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张连生董事长，保利科

技有限公司姜连祥副董事长，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保利科

技有限公司王林总经理，中控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大学邓旭教授，中非发展基金王勇副总栽等的热情指导，而且得到

西部有关省( 区) 地矿系统、煤田系统、石油系统有关领导、专业技

术人员等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作者

2013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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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矿产资源

(一)概况
矿产资源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非可再生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
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矿种比较齐全的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
截至 2005 年年底，我国已发现 171 种矿产，矿产地 25000 多处，有
探明储量的矿产 159 种，其中 45 种主要矿产已探明储量潜在价值
约占世界矿产总值的 12%，居世界第 3 位。

与此同时，我国矿产开发利用也成绩斐然，目前已成为世界矿
业大国之一，全国年矿石总产量为 50 亿 t，其中国有生产矿山开发
利用的矿种数为 150 个，年产矿石量约为 20 亿 t( 不含石油、天然
气) ;非国有小型矿山开发利用的( 亚) 矿种数为 179 个，年产矿石
量约 30 亿 t。原油产量为 1． 67 亿 t。我国原油、煤炭、水泥、粗钢、
磷矿、硫铁矿以及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我国固体
矿产开发的总规模已居世界第 2 位。

(二)矿产资源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疆域辽阔、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种齐全配

套、资源总量丰富的国家，是具有自己资源特色的一个矿产资源
大国。

1． 矿产成矿地质背景条件
矿产资源是地壳在其长期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产物，是

自然界矿物质在一定的地质条件下，经一定地质作用而聚集形成
的。不同的地质作用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矿产。依据形成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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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地质作用和能量、物质来源的不同，一般将形成矿产资源的地
质作用，即成矿作用分为内生成矿作用、外生成矿作用、变质成矿
作用与叠生成矿作用。内生成矿作用是指由地球内部热能的影响
导致矿床形成的各种地质作用。外生成矿作用是指在太阳能的直
接作用下，在地球外应力导致的岩石圈上部、水圈、生物圈和气圈
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地壳表层形成矿床的各种地质作用。变质
成矿作用是指由于地质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经过深埋或其他热动
力事件，使已由内生成矿作用和外生成矿作用形成的矿床或含矿
岩石的矿物组合、化学成分、物理性质以及结构构造发生改变而形
成另一类性质不同、质量不同矿床的地质作用。叠生成矿作用是
一种复合成矿作用，是指因多种成矿作用复合叠加而形成矿床的
一种地质作用。这四种不同的成矿作用形成四类不同的矿床，即
内生矿床、外生矿床、变生矿床和叠生矿床。一个地区范围内矿产
能否形成、形成多少与优劣均与该地区的成矿地质条件的好坏直
接相关。

一个国家矿产资源的丰度，除地质条件外，与可供储矿的疆域
空间条件直接相关。在同等有利成矿的地质条件下，疆域越辽阔，
矿产资源就越丰富。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沃野千里，山川纵
横，景色秀丽，湖沼盆地星罗棋布，地貌极为雄伟壮观。西部多高
山峻岭，东部多丘陵、平原。这广袤无垠的大地和复杂多样的地质
地貌条件为储存丰富多彩的矿产资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外，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自太古宇到新生
界均有分布;从太古宙到新生代这 30 多亿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地
经历了多期广泛而又剧烈的岩浆活动，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岩浆岩，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中国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地
壳运动和构造演化的产物。按板块构造的观点来看，中国位于欧
亚板块的东南部，东与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相连，南与印度板
块相接。中国大陆正是处在这几大板块的接壤地带，并受几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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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地构造单元的影响，因此为形成多样性的矿产创造了良好的
地质构造条件。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因素，才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矿
产资源大国。

2．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
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矿产地质勘查工

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已发现的矿产有 171 种，探明有一定数
量的矿产有 159 种，其中能源矿产 10 种，金属矿产 54 种，非金属
矿产 92 种，水气矿产 3 种，探明储量潜在价值仅次于美国和俄
罗斯，居世界第 3 位，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最丰富、矿种齐全配套
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 1) 能源矿产
能源矿产是我国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石油、天然气

等能源在世界和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分别为 93%和 95%
左右。由于矿物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对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种类齐全、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已知探明
储量的能源矿产有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铀、钍、地热等 8 种。

中国煤炭资源相当丰富，据地质工作者对煤炭资源进行远景
调查结果，在距地表以下 2000m 深以内的地壳表层范围内，预测
煤炭资源远景总量达 50592 亿 t。截止到 1996 年年底，探明储量
的矿区 5345 处，保有储量总量 10025 亿 t。我国保有储量总量中
的精查储量 2299 亿 t，与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相比，中国煤炭储量位
于独联体、美国之后，据世界第 3 位。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
与发展的重要能源之一。20 世纪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国家战
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经济、国家关系
和人们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是石油资源较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油区分布比较广泛，在 32 个油区探明地质储量有
181． 4 亿 t。据美国《Oil ＆Gas》1997 年报道，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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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储量 1390 亿 t，中国 1997 年公布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 22． 41 亿
t，居世界第 11 位。全国共有盆地 319 个，据对其中 145 个盆地估
算，资源量达 930 亿 t。其中，已证实有油田存在的有 24 个盆地，
拥有资源量 758． 9 亿 t，占总资源量的 84． 48% ;已发现有油气的盆
地有 42 个，拥有资源量 75． 66 亿 t，占总资源量的 7． 39%。

天然气( 包括沼气) 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之一，也是国内外
很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清洁能源。中国天然气资源分布相当广泛，
在石油盆地和煤盆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产出。资源量也比较丰
富，专家预测我国天然气资源量约有 70 万亿 m3 ( 煤层气约占一
半) 。截至 1996 年年底，我国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0． 706 万亿
m3，世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143． 95 万亿 m3，中国约居世界第 21
位。

中国是铀矿资源不甚丰富的一个国家。据近年我国向国际原
子能机构陆续提供的一批铀矿田的储量推算，我国铀矿探明储量
居世界第 10 位之后，不能适应发展核电的长远需要。地热资源是
指能够为人类经济地开发利用的地球内部的热资源，也是一种清
洁能源。中国地热资源分布较广，资源也较丰富。

( 2) 金属矿产
中国金属矿产资源品种齐全，储量丰富，分布广泛。已探明储

量的矿产有 54 种。主要有铁矿、锰矿、铬矿、钛矿、钒矿、铜矿、铅
矿、锌矿、铝土矿、镁矿、镍矿、钴矿、钨矿、锡矿、铋矿、钼矿、汞矿、
锑矿、铂族金属、锗矿、镓矿、铟矿、铊矿、铪矿、铼矿、镉矿等。各种
矿产的地质工作程度不一，其资源丰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资源比
较丰富，如钨、钼、锡、锑、汞、钒、钛、稀土、铅、锌、铜、铁等; 有的则
明显不足，如铬矿。

( 3) 非金属矿产
中国非金属矿产品种很多，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已探明储量

的非金属矿产有 88 种，为金刚石、石墨、自然硫、硫铁矿、水晶、刚
玉、蓝晶石、夕线石、红柱石、硅灰石、钠硝石、滑石、石棉、蓝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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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长石、石榴子石、叶蜡石、透辉石、透闪石、蛭石、沸石、明矾
石、芒硝、石膏、重晶石、毒重石、天然碱、方解石、冰洲石、菱镁矿、
萤石、宝石、玉石、玛瑙、颜料矿物、石灰岩、泥灰岩、白垩、白云岩、
石英岩、砂岩、天然石英砂、脉石英、粉石英、天然油石、含钾砂叶
岩、硅藻土、页岩、高岭土、陶瓷土、耐火黏土、凹凸棒石黏土、海泡
石黏土、伊利石黏土、累托石黏土、膨润土、铁矾土、橄榄岩、蛇纹
岩、玄武角闪岩、辉长岩、辉绿岩、安山岩、闪长岩、花岗岩、珍珠岩、
浮石、霞石正长岩、粗面岩、凝灰岩、火山灰、火山渣、大理岩、板岩、
片麻岩、泥炭、盐矿、钾盐、镁盐、碘、溴、砷、硼矿、磷矿等。

3． 我国矿产资源的主要特点
我国矿产资源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劣并存的基本态势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矿产资源总量丰富、品种齐全，但人均占有量少
截至 2005 年年底，我国已发现了 171 种矿产，查明有资源储

量的矿产 159 种，其中: 能源矿产 10 种，金属矿产 54 种，非金属矿
产 92 种，水气矿产 3 种。已发现矿床、矿点 20 多万处，其中有查
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地 2． 5 万余处。煤、稀土、钨、锡、钽、钒、锑、菱
镁矿、钛、萤石、重晶石、石墨、膨润土、滑石、芒硝、石膏等 20 多种
矿产，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有较强的国际竞
争能力。但是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拥有量少，仅为世界人均的
58%，列世界第 53 位。

( 2) 大多矿产资源质量差，国际竞争力弱
与国外主要矿产资源国相比，我国矿产资源的质量很不理想。

考虑矿石品位、矿石类型、矿石的选冶性能等综合因素，我国金矿、
钾盐、石油、铅矿、锌矿的质量为中等; 煤炭、铁矿、锰矿、铜矿、铝土
矿、硫矿、磷矿的质量处于较差地位。从总体上讲，我国大宗矿产，
特别是短缺矿产的质量较差，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较弱，制约了这
些矿产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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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些重要矿产短缺或探明储量不足
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锰矿、铬铁矿、铜矿、铝土矿、钾盐等

重要矿产短缺或探明储量不足，这些重要矿产的消费对国外资源
的依赖程度比较大，2006 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
达到 47． 3%。

( 4) 成分复杂的共( 伴) 生矿多，大大增加了开发利用的技术难度
据统计，我国有 80 多种矿产是共( 伴) 生矿，以有色金属最为

普遍。例如，铅锌矿中共( 伴) 生组分达 50 多种，仅铅锌矿中的银
就占全国银储量的 60%，产量占 70% ;伴生矿达大型、特大型的铜
矿床就有 10 余座，全国伴生金的 76%和伴生银的 32． 5%均来自
铜矿等等。虽然共( 伴) 生矿的潜在价值较大，甚至超过主要组分
的价值，但其开发利用的技术难度亦大，选冶复杂，成本高。因而
竞争力低。

( 5) 中、小型矿和坑采矿多，大型、超大型矿和露采矿少，严重
制约着矿产开发的规模效益

我国矿产资源总体上是矿产地多，但单个矿床规模大多偏
小。拥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多为钨、锑、铅锌、镍、稀土、菱铁
矿、石墨等矿产; 一些重要支柱矿产如铁、铜、铝、金及石油天然
气等矿产，以中小型为主，不利于规模开发，单个矿床难以形成
较大的产量，影响资源开发的总体效益。我国至今尚未发现特
大型的富铁矿( 5 亿 t级) 和富铜矿( 500 万 t 级) ，而国外探明金
属量超过 1000 万 t 的超大型铜矿有 60 余座，其中有一半超过
1500 万 t。目前我国已开采的 329 个铜矿，全年产量仅 33． 4 万
t。世界超 200t的超大型金矿有 48 个，而我国超过 60t的金矿也
仅有 7 处。可露采的矿产地少。如煤矿可露采的储量仅占 7%，
而美国、澳大利亚的露采矿分别占总产量的 60%和 70%，因此
我国矿产的生产效率、成本、回采率等都难以与国外相比。在金
属矿产中，我国 70%以上的铝土矿、80%以上的铜矿、90%以上
的镍矿都需坑采，而硫铁矿全国可露采的仅 15%。此外，由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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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规模偏小，并以坑采为主，不能形成规模开发。这些都是造成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效率和经济效益低的重要原因。

( 6) 矿产资源地理分布不均衡，产区与加工消费区错位
由于地质成矿条件不同，导致我国部分重要矿产分布特别集

中。90%的煤炭查明资源储量集中于华北、西北和西南，这些地区
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不到 30%，而东北、华东和中南
地区的煤炭资源仅占全国 10%左右，其工业产值却占全国的 70%
以上; 70%的磷矿查明资源储量集中于云、贵、川、鄂四省; 铁矿主
要集中在辽、冀、川、晋等省，其开发利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北煤南调、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和南磷北调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此外，近年来在西部边远地区发现了一批大型、特大型矿区，
开发难度亦大。基于矿产分布的不平衡态势，今后我国矿业发展
战略重心西移已成必然之势。

( 7)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
2005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8． 7%，石油占

21． 2%，天然气占 2． 8%，水电占 7． 3%。煤炭消费所占比例过大，
能源效率低，煤炭燃烧还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非能源矿产
资源品种齐全，但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短缺，铁、锰、铜、铝等大宗
矿产可采资源后备储量不足，铬、钾盐严重短缺;钨、锑、锡、稀土等
优势矿产富矿多，质量好，储量丰富，但存在生产及出口过量、不少
矿产品出口价格偏低、储量消耗速度过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
题，资源优势正在下降。

( 8) 贫矿多，富矿、易选的矿少，致使商品矿的成本大大增加
我国支柱性矿产大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铁矿平均品位仅

33%，比世界铁矿平均品位低 10%，而国外主要铁矿生产国如澳
大利亚、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其铁矿石不经选矿品位就可达
62%的商品矿石品位。我国锰矿平均品位仅 22%，不到世界锰商
品矿石工业标准 48%的一半，且多属难选的碳酸锰。我国铜矿平
均品位仅 0． 87%，而智利、赞比亚分别为 1． 5%和 2%。我国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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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几乎全是一水硬铝石，生产成本远高于美、加、澳等国的三水或
一水软铝石。磷矿全国平均品位仅 17%，富矿储量仅占 6． 6%，且
胶磷矿多，选矿难度大。我国硫矿以硫铁矿为主，贫矿多、富矿少，
一级品富矿储量仅占 4． 3%，而国外大多以自然硫和回收油气副
产硫为主。我国钾盐严重短缺，现在利用的盐湖钾镁盐，根本无法
与国外固态氯化钾开发的成本效益相比。

(三)矿产资源分布
1． 能源矿产
能源矿产，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石煤、铀、钍以及地

热等，属于可直接或通过转换而获得光、热以及动力能量的载能体
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的不可
缺少的生产要素和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现代社会，在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仍然离不开能源矿产的开发和利用。

( 1) 煤炭
资源评价结果显示，预测我国煤炭总资源量为 5． 06 万亿 t。

浅于 1 800m资源量为 4． 4 万亿 t，其中埋深浅于 1000m 的资源量
为 2． 104 万亿 t。以此数与世界产煤大国相同深度的资源量对比，
低于独联体( 6． 8 万亿 t) ，高于美国( 3． 6 万亿 t) ，居世界第 2 位。
以中国保有精查储量 2299 亿 t与世界各国可采储量相比，则位于
独联体、美国之后，居世界第 3 位。

截至 2000 年年底，煤炭探明储量 10273 亿 t，为资源总量的
20． 3%。其中，精查储量 2 510 亿 t，占 24． 4% ;详查储量 1 815 亿
t，占 17． 7% ;普查与找煤储量 5 948 亿 t，占 57． 9%。历年已累计
采煤 248 亿 t，现保有储量 10 025 亿 t，其中已占用储量 2 556 亿 t，
占 25． 5% ;未动用储量 7 469 亿 t，占 74． 5%，其中精查储量 893 亿
t，仅占未动用储量的 12%，对扩大规模、持续发展有相当大的
影响。

煤炭资源分布地域广，但不均衡，具有东少西多、南贫北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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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中的特点。绝大多数省( 市、区) 分布着质量不同、数量不等
的资源。以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为界，以西资源量达
4． 5 万亿 t，占 89% ; 以东资源量 0． 56 万亿 t，仅占 11%。以昆仑
山—秦岭—大别山一线为界，以北地区资源量达 4． 74 万亿 t，占
93． 6% ;以南地区仅 0． 32 万亿 t，占 6． 4%。整个煤炭资源量相对
集中在超过万亿吨的新( 16 210 亿 t) 、蒙( 1 205 万亿 t) 以及超过
千亿吨的晋、陕、甘、宁、黔、冀、鲁、豫、皖 9 省( 区) ，其资源量共计
48 113 亿 t，占总量的 95． 10%。

与资源量分布相类似并以上述相同的区划进行比较，已知储
量中，西部( 8 715 亿 t) 占 87%，东部( 1 310 亿 t) 占 13% ; 或者说
北部( 9 070 亿 t) 占 90． 5%，南部( 955 亿 t) 占 9． 5%。现保有煤炭
储量，相对集中在超过千亿吨的晋( 2 578 亿 t) 、蒙( 2 247 亿 t) 、陕
( 1 619 亿 t) 以及新、甘、宁、皖、黑、冀、鲁、豫、黔、滇等 13 个省
( 区) ，累计储量 9 637 亿 t，占总储量的 96． 1%。

资源量与储量的相对集中反映了与大型含煤盆地的密切关
系，也决定了中国煤炭“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发展格局。

煤炭具多时代分布，煤类分带性明显。晚古生代以中变质煤
为主;中生代以低、中变质煤为主;第三纪主要形成低变质褐煤，反
映了地质时代新、变质程度低的特点。煤类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天
山—阴山以北、以褐煤与低变质煤为主; 天山—阴山以南、昆仑
山—秦岭—大别山以北，则分布有各级变质程度的烟煤和无烟煤
及少量褐煤;秦岭—大别山以南，以高变质煤为主，中变质煤有分
布，低变质煤很少。煤类品种全，但以优质动力煤为最丰，占保有
储量的 72． 9% ;优质炼焦煤、无烟煤比例偏小，占 25． 4%。煤田区
伴生矿种类多，可综合利用产生新效益。

煤层埋深偏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埋深大于 1000m 的储量
占 53． 2%，适于露天开采的煤储量仅占 4． 1%，且高变质煤量少。

( 2) 石油、天然气
我国已系统地进行过两次石油、天然气资源评价。资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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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随着研究深度也有所变化。据对全国统计的 319 个沉积盆地
中所选择的 145 个盆地的系统评价结果，石油常规总资源量为
930 亿 t，最终可采资源量 140 亿 t; 常规天然气总资源量
38 万亿 m3，最终可采资源量 10． 5 万亿 m3。另外，又据其他方面
研究结果，属于非常规天然气类型的煤层气，埋深小于 2000m 的
资源量为 32． 64 万亿 m3 ;以含油率为 6%的油页岩储量折算，页岩
油远景地质储量近 290 亿 t。连同南海南部海域初步预测的资源
量在内，表明了中国油气资源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以人均占有
量计，资源并不富裕。

石油、天然气储量探明程度不高。截至 1996 年年底，累计探
明石油可采储量 52． 6 亿 t，占迄今计算最终可采资源量的 37． 6%，
历年已累计采原油 30． 36 亿 t，剩余可采石油储量 22． 24 亿 t，居世
界第 11 位;累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近 1 万亿 m3，占预测最终可
采资源量的 9． 5%，累计采出天然气约 3000 亿 m3，剩余可采储量
7000 亿 m3，居世界第 21 位。

石油、天然气资源量分布不均衡，相对集中在一批大型盆地
内。地区上，东部( 东北、华北、江淮) 石油资源量 363． 4 亿 t，占总
资源量的 39% ;中西部( 247． 89 亿 t) 和大陆架海域( 246． 75 亿 t)
大体相当，分别占 26． 7%和 26． 5% ;南方区( 长江以南) 所占比例
极小。天然气资源量主要分布在中部 ( 11． 36 万亿 m3 ) ，占
29． 95%，其次是西部( 10． 78 万亿 m3 ) ，占 28． 4%。中西部天然气
资源量占 58． 4% ; 近海大陆架( 8． 39 万亿 m3 ) ，占 22． 1%，构成了
天然气分布的基本格局。西藏、南海南部海域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再经继续深入、系统评价后，将会使中国总资源量预测发生新的变
化。资源量集中于大型盆地具有普遍的规律。统计的渤海湾、松
辽、塔里木、准噶尔、珠江口、东海、渤海、琼东南、鄂尔多斯、北部
湾、吐哈、柴达木、四川等 13 个盆地，占进行评价盆地数的 8． 66%，
而其资源量: 石油 750． 4 亿 t，占总资源量的 80． 7% ; 天然气 30． 7
万亿 m3，占总资源量的 8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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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储量的分布特点与资源量相类似。储量集中于大型油田
( ＞ 1 亿 t) 和大型气田( ＞ 300 亿 m3 ) 内。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东部
地区占 79%，中西部地区占 15． 6%，海域占 4． 7%，其他地区比重
极小。天然气储量中，中西部占 67． 2%，海域占 16． 74%，东部占
15． 64%。迄今占油田总数 7． 2%的大油田，其储量占石油总探明
储量的58． 6% ; 占气田总数 6． 2% 的大型气田，占探明储量的
43． 9%。反映我国多为中小型油气田，而储量又主要聚集于大型
油气田中的特点。

石油形成以陆相沉积为主，产出时代相对较新，中、新生代地
层中聚集了总资源量的 86． 3% ; 现今探明储量也主要分布于这套
层序之中。天然气资源量中新生界占 49． 2%，古生界占50． 8%，
资源比例各占一半，反映了天然气形成环境除陆相外，海相所占比
重相当大。

地质条件的复杂，确定了资源品质的多样性。在石油资源量
中，常规资源占 87． 1%，低渗油资源占 6． 1%，稠油占 2． 0%，低成
熟油占 4． 8%。地理环境的复杂，给勘查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石
油资源量的 43． 3%、天然气资源量的 66． 7%分布在海滩、沼泽、沙
漠、山区、黄土塬、高原等地理、地形条件复杂区。石油资源的
23． 3%埋深于 3500 ～ 4500m 范围; 还有相当比例的资源超过
4500m( 如塔里木盆地) 。

( 3) 铀矿
至今已探明大小铀矿 200 多个，证实了相当数量的铀储量。
铀矿资源分布不均衡，全国已有 23 个省( 区) 发现铀矿床，但

主要集中分布在赣、粤、黔、湘、桂、新、辽、滇、冀、蒙、浙、甘等省
( 区) ，尤以赣、湘、粤、桂四省( 区) 资源为富，占探明工业储量的
74%。

已探明的铀矿床，以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砂岩型、碳硅泥岩型
为主。矿石以中低品位为主，0． 05% ～ 0． 30%品位的矿石量占总
资源量的绝大部分。矿石组分相对简单，主要为单铀型矿石，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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