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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甘肃省非金属矿的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并结合国家产业现状及甘肃资源

特征, 提出了甘肃非金属矿业发展方向和对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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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金属矿是世界三大矿产资源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世界非金属的开发利用极快, 非金属

矿及其加工产品应用已辐射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

域, 世界人均年消费量已达 5 t, 约占世界开采总量

的 70% , 是世界消费量最大的一类物质资源, 现在

世界非金属矿原料总产值已达 2 000 亿美元, 远超

过金属矿产值 2～ 3 倍, 矿产品的贸易额超过 300 亿

美元, 并以每年 3% 的速度增长[ 1 ]1 随着人类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 对非金属矿产品的品种和需求将继

续增长, 国外提出人类已开始第二个“石器时代”[ 2 ] ,

因此发展非金属矿产业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战略计

划, 非金属矿的开发利用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

济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甘肃为非金属资源大

省, 又是我国贫困省份之一,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和我国加入W TO , 将对我国资源型企业带来

很好发展机遇[ 3 ] , 如何抓住这些有利时机, 加快我省

非金属矿应用研究和开发利用, 以下将在这方面作

一些初步探讨 1

1　甘肃省非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截至 2000 年底, 甘肃发现和探明的非金属矿产

资源达 89 余种, 占国内已发现矿种的 63. 4% , 产地

约 630 余处, 其中大型 16 处, 中型 36 处, 小型 83

处 1其中熔剂灰岩、水泥灰岩、制碱灰岩、石膏、白云

岩、重晶石、铸造粘土、自然硫、硫铁矿、膨润土、凹凸

棒石、钾长石、钠长石、芒硝、千枚岩、萤石、化肥蛇纹

石、石棉、硅灰石、蓝晶石、矽线石、红柱石、砷矿、石

榴石、滑石、菱镁矿; 软玉 (蚀变蛇纹石)、石英砂岩、

泥碳、砂岩、岩棉原料 (玄武岩、辉绿岩)、石英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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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粘土、建材花岗岩、建材大理岩、透辉石、观赏石

(黄河石、洮河石、庞公石、化石等)、透闪石、煤矸石、

水泥用土、建筑砂石料、制砚石、石墨等 43 种非金属

矿为人均占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优势矿种; 磷

矿、钾盐、钠盐、铝土矿、高岭土、硅石、云母、耐火粘

土、水晶、冰洲石、沸石、麦饭石、海泡石、绢云母、浮

石、板石、硅藻土、普通绿宝石、天河石、碧玺、叶腊

石、霞石、矾矿、黄玉、硬玉、粗面岩、白垩等 30 种为

我省非优势矿种或普查勘查程度较低的矿种; 天然

碱、硼砂、水镁石、珍珠岩、天然油石、高档绿宝石 (金

刚石、红宝石、蓝宝石)、伊利石、含锂粘土、天青石、

累托石、锂皂石、金云母、地开石、碘、响石、白粒岩、

蓝石棉、溴、天蓝石等为我省没有发现或发现线索

没有评价的非金属矿 1
甘肃省非金属矿产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矿种多、

探明储量丰富、人均占有量高, 在已发现的 89 种矿

种中石英岩、菱镁矿、蛇纹岩、白云岩、重晶石等 24

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居全国前 5 位; 个别矿种贫矿多、

富矿少, 如磷矿资源存在品位低, 需要进行选矿工艺

才能够利用; 急需矿种资源不足, 如优质铝土矿等;

地质工作程度低, 一些矿种无后备资源作保障, 有些

矿山由于地质工作程度低, 使矿山得不到合理的

规划 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甘肃的非金属矿开发利

用发展迅速,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00 余处非金属矿产地, 开采过或正在开采的 300

余处, 我省的非金属矿年开采总量约为 2 500 万 t,

开采量较大的矿种依次为普通粘土、石灰岩、石棉、

石膏、芒硝、石英岩、石英砂、白云岩、玄武岩、萤石、

膨润土、菱镁矿、重晶石、滑石、蛇纹石、花岗岩等 1
未开发或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矿种为菱镁矿、矽线

石、硫铁矿、磷、制碱灰岩、化肥蛇纹岩、重晶石、红柱

石、岩棉玄武岩、泥炭、沸石、石墨、饰面大理岩等 1
因地质工作程度低或矿床点规模小、质量较差, 目前

无法利用的矿种有蛭石、石榴石、白云母、水晶、冰洲

石、盐岩等 1 但从总体来看, 我省非金属矿产资源的

开发利用起步晚, 采选、加工利用落后于国内同行业

水平, 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开采规模小, 乱采滥

挖致使资源破坏严重; 产品初级单一, 深加工程度

低, 经济效益差; 缺乏统筹规划, 管理粗放, 经营方式

落后; 缺乏自己的品牌等 1 甘肃省非金属的资源优

势没有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许多非金属矿山企业

和非金属加工企业处于亏损和停产状况 1

2　非金属矿应用研究和开发利用前景

当前国外非金属矿物材料发展重点是节能材

料、电子工程材料、环保材料、密封材料、摩擦材料、

耐火保温材料、生物工程材料及填料和涂料等[ 4～ 6 ];

非金属应用基础理论和深加工技术的研究是当前国

外非金属矿物开发利用竞争的关键和制高点, 深加

工技术上, 都努力向粒度超细化、质量高纯化、性能

改性化、加工工艺复合化、表面活性化方向发展[ 7 ]1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非金属矿开发利用发展的最

主要动力, 近年来国内在超细粉碎技术、精细化工

业、新型复合材料、低温快烧技术、表面改性技术等

的研究和推广应用方面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 8～ 9 ]1
非金属矿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原料和

配套产品服务的现代原材料工业, 甘肃非金属矿业

及其加工业的发展必须与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际市场

的需求相适应, 同时要发挥甘肃省的优势非金属资

源的特色 1
“九五”和跨世纪期间, 我国确立以建筑业、汽车

工业、机电工业、石化工业为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产

业, 而非金属矿与四大支柱产业关系极为密切 1 建

筑业的发展将带动水泥、玻璃、陶瓷等建筑材料和花

岗石、大理石石膏板、涂料等装饰材料以及轻质墙体

材料、保温材料、防火材料等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

这就为石材、石膏、蛭石、岩棉、石棉、膨润土、长石、

透辉石、水泥灰岩等非金属矿产品的发展提供了更

广阔的市场; 汽车工业的发展将带动摩擦材料、复合

材料、涂料和填料等汽车配套材料的发展[ 10 ] , 这就

促进了石棉、凹凸棒石、海泡石、膨润土、硅灰石、高

岭土等非金属产品及其新品种的发展; 机电工业的

发展将带动绝缘材料、密封材料、超细材料, 磁性材

料、复合材料、工业陶瓷材料、光导材料和导电材料

等特种材料的发展, 这就促进了云母、绢云母、石墨、

石棉、石英、重晶石等非金属矿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的发展; 石化工业的发展将带动吸附材料、净化材

料、精炼材料、催化剂载体材料、密封材料和耐腐材

料、无机化工原料的发展, 这就促进了岩盐、芒硝、膨

润土、凹凸棒石、海泡石、安山岩、玄武岩、石英岩等

非金属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 1 因此, 围绕国

家支柱产业发展非金属矿产品, 特别结合甘肃省资

源特色, 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使甘肃省非金属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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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新兴的现代原材料工业

基地 1
农业的现代化和环保工业的发展是保证国民经

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非金属矿与农业和环保工

业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11～ 14 ], 现代农业的发展将带动

肥料、农药、饲料和土壤改良以及绿色农产品的发展

和技术开发, 这就为沸石、蛭石、硅灰石、膨润土、高

岭土、凹凸棒石、海泡石、泥炭等非金属矿产的发展

和技术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环保工业的发展将

带动吸附材料、絮凝材料的发展和技术研究, 这就促

进了沸石、膨润土、高岭土、凹凸棒石、海泡石、石灰

石、石膏等非金属矿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 1 我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 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家对农业和

环保工业的发展十分重视 1 因此, 围绕农业和环保

工业发展, 非金属矿产品的开发利用将具十分广阔

的前景 1
我国人口众多, 消费潜力巨大, 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 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精细化工

业将得到蓬勃发展[ 15 ]1 轻工业和精细工业产品是非

金属矿的一个广阔应用领域, 可以开发的项目和产

品范围很广, 轻工业和精细化工业的发展将带动洗

涤剂、净化剂、清洁剂、助滤剂、澄清剂、干燥剂、保鲜

剂、除臭剂、吸附剂、粘结剂和胶体材料的发展和技

术研究, 这就促进了沸石、膨润土、高岭土、硅藻土、

凹凸棒石、石墨、滑石、石灰石、方解石等非金属矿产

品和新技术的发展, 为众多的和更新期较短的轻工

业和精细化工产品提供各种非金属矿原料和产品,

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原料工业 1

3　非金属矿开发利用对策

当前, 非金属矿业的增长将由原来的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 提高资源

的综合利用率, 发展非金属矿物材料深加工, 拓展非

金属矿物材料应用领域是非金属矿工业发展的主要

方向 1 甘肃地域狭长, 铁路交通横贯东西, 公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都得到高速发展,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 在财力上将会加大对矿产资源调查、勘

查的投入,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基础资源; 随着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的加大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 带动了

一批新兴产业的兴旺, 以建材非金属为主的矿产品

业市场前景诱人, 非金属矿产品的市场需求将在今

后一段时期内仍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这为甘肃非

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的腾飞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为此,

结合甘肃非金属资源的特点和开发现状, 提出以下

具体建议和对策:

(1) 加强资源勘查, 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需求 1 根据甘肃地质条件的可能和建设需要, 有计

划地开展非金属矿产地质勘查工作, 增加矿产资源

储量储备 1 特别要重视新类型、新地区、新矿种的资

源勘查工作, 合理调整我省矿产资源结构 1 围绕新

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战略目标, 有计划地查清我

省非金属矿产资源潜力是当前地质工作的首要任

务, 同时加强老矿区外围地区的勘查工作, 延长矿山

服务年限; 建立集约型和科技型的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体系, 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 提高资源勘查和开发

利用中的综合勘查、综合开采、综合利用, 提高矿产

品的高新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减少资源开发中对资

源的技术性浪费和破坏现象, 做到优质资源优质利

用, 同时要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非金属矿工业可持续

发展 1
(2) 以甘肃优势矿种如凹凸棒石、水泥灰岩、钠

长石、萤石、硅灰石、岩棉原料、石英岩、陶瓷粘土、建

材花岗岩、建材大理岩、透辉石等矿物资源储量大、

质量好的优势为基础, 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

力, 逐步发展形成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

和企业集团, 以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为主体利用新科

技革命, 多层次、高起点、有重点地开展非金属矿产

资源应用研究, 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 以纳米材

料技术及应用、高性能陶瓷材料、新型材料、生态环

境材料和生物功能材料为重点的新材料革命, 对于

我省发掘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各种理化性能, 提升非

金属矿产的开发利用程度, 延长产业链, 改善产业组

织结构, 加快非金属矿物深加工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步伐, 扩大非金属矿物制品的深加工和出口 1
(3) 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提高矿产资源的开

发利用效率, 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利用方面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进行集中攻关, 通过多方努力, 提高探、采、

选、冶技术科学水平,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对落

后的开发方式和加工技术加以限制并实行强制改

造;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对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 鼓励对国家紧缺矿产成矿理论和找矿方法的

研究, 鼓励矿产综合开发、综合利用 1 通过加强管理

体制创新, 引导其科学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生

产与科研的结合, 促进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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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甘肃省非金属矿业发展的一种

原动力,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实现矿产资源高效

利用 1
(4) 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引导和扶持行

业健康发展 1 政府相关部门要整顿和规范非金属矿

产资源管理秩序, 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市场加强非金

属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 要根据甘肃的资源特点和

市场需求统筹规划, 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要树立资源

的忧患意识, 加强法制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实现矿

业开发方式由劳动密集的粗放型向技术密集和生态

保护相结合的科学开发型转变, 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

非金属矿产勘查和开发过程中要注意矿山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建设; 积极培养和建立一支符合甘肃实际

的非金属矿业开发的科研中坚队伍; 制定优惠政策

积极引进我国东部及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利用好“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 使甘肃的非金属资源优势尽快

转化为经济优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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