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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铀矿山独立矿区Ó #
矿体采矿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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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铀矿山现采区铀资源的开发已接近尾声, 开采该矿山独立矿区的 III
#
铀矿

体已是当务之急.本文根据该矿体的赋存条件, 采用经验类比法, 对适合于开采该矿

体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采矿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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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M iningM ethod forNo. 3Uranium Ore Body in the

IndependentM ining Area at a Uranium M ine

DING Fu-long, DING De-xin
*
, YE Yong-jun

( Schoo l o fNuclear Resources andNuclear Fue lEngineering, Un 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H unan 421001, China)

Abstract: M in ing operation in the ex istedm ining area at a uran ium m ine is near comp le-

t 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 ine the No. 3 uranium ore body in ano therm ining area at the

m in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geo log ica l condict ions, used ana log ica lmethod for analyzing

the feasib lemethods and the low cost and high effic iencym iningm ethod w as suggested for

theN o. 3 o re body in the independentm in ing area at the uranium m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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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矿山开采设计中, 采矿方法的选择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采矿方法选择得合理与否,直接

关系到矿山开采投资、生产效率和矿石回收率等

的高低, 决定着矿山能否安全、经济、高效和可靠

的生产.传统上, 采矿方法是通过经验类比法来选

定的. 虽然经验类比法与选择者的经验密切相关,

但是这种方法简便、易行、有效
[ 1- 3]

. 本文采用经

验类比法为某铀矿山独立矿区的 Ó#
矿体优选采

矿方法.

1 地质概况

某铀矿山独立矿区的 Ó#
矿体赋存于连山关



混合杂岩体与浪子山组底部混合接触带内侧, 矿

岩均为白色混合岩, 致密、坚硬, 稳定性良好, f =

12~ 15, 区内构造发育程度一般, 以北东向断裂组

为主, 矿化控制作用也较明显, 围岩蚀变有绢云母

化等, 发育不良. 该矿区矿体规模小, 形态简单,主

要位于 26~ 30勘探线之间, 赋存标高为 267. 2 ~

288. 0 m, 走向长 10 ~ 20 m, 矿体厚度 1. 0 ~

5. 0m,倾向南东, 倾角陡 (约为 71b) , 矿石储量

2 611 ,t平均品位 0. 271%,金属量 7. 1 .t

2 采矿方法的选择

在该独立矿区共赋存有 6个矿体. 相对其它

5个矿体而言, Ó#
矿体规模较大,品位较高, 金属

量占总储量的 72. 6%,矿体倾角陡, 厚度小,地表

允许陷落.

该铀矿使用的采矿方法为干式充填法和分层

崩落法.根据该独立矿区的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

确定可行方案集为:浅孔留矿法 (A )、分层矿房法

( B )、削壁充填法 ( C )和分层崩落法 ( D ). 根据采

矿方法的主要技术指标、工艺复杂程度、采矿成本

和安全程度等因素确定采矿方案的技术指标
[ 4]
,

方案集中的每一个方案参照国内外矿山实例选取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 4- 5]

, 见表 1.

表 1 各可行方案的开采技术条件和主要技术指标

Table 1 The m in ing technology cond itions and them ain index of each feasib le program

序号 项目
采矿方法

A B C D

1 采矿贫化率 /% 20 8~ 12 10~ 15 10

2 采矿损失率 /% 10 4~ 5 4~ 6 3~ 5

3 采准工程量 ( m ) \ 40 17 \ 35 \ 20

4 采矿工班工效 ( t/工班 ) 5~ 6 2. 6 3. 0 2. 0

5 对矿体形态要求

要求形态简单, 矿

体较大

可适应复杂形态

矿体,矿体大小任

意

矿体厚度不大,否

则充填量大,适应

大小矿体

可适应复杂形态

的矿体,适应大小

矿体

7 采矿工艺复杂程度

需要均衡放矿 切采、上采、落矿

等工序

包括切采、上采、

清理、架设顺路

井、充填、平场、浇

灌等工序

包括回采、铺底、

房顶等工序

8
采矿直接

成本 /(元# t- 1 )

100 ~ 150采准费

用较高,总成本并

不低.

100~ 200 200~ 300 总成本 300~ 500

9 对探矿的要求

要求准确,以便布

置人行井、联络道

等工程

要求低,可边采边

探

基本探清,以便布

置顺路井等工程

要求一般,一般布

置才准天井

10 采场安全评价

放矿必须注意悬顶

现象; 采场内大量

留矿会放射防护和

通风要求较高

落顶后,出矿时人

员严禁进入空区

实行一采一充,及

时处理顶帮浮石

安全性较好;通风

不好

  对每种方案的每个评价指标按 /好 0、/较

好 0、/一般0和 /差 0的标准赋给 / 10、/ 20、/ 30和

/ 40分, 将所有评价指标的分值进行累加,得到每

一个可行方案的总分,分值最小者为最优方案.根

据经验类比法,对备选方案的 V1 ~ V10这 10个评

价指标进行评分,评分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知,方案 B,即分层矿房法的总分最

小.因此最合适的采矿方法为分层矿房法.

对可行方案集的采矿方法论述如下:

浅孔留矿法:要求矿体形态规则,同时要求勘

探程度较高,矿体空间位置清楚,以便于布置人行

天井和联络道, 而该矿新矿区矿体不能满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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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为此, 留矿法的人行天井一般布置在脉外,

采准工程量较大,若布置在脉内,对于该独立矿区

的小矿体来讲,损失率太大.

削壁充填法
[ 4]
:由于该矿体相对来讲规模较

大,削壁量较大,势必要增加采矿成本, 且要求进

行平场、浇灌混凝土隔离层或其它隔离层、架设顺

路井等,工序较复杂, 效率较低.

表 2 各可行方案相应评价指标评分结果 [ 3]

Tab le 2 The score of the corresponding assessm en t

index of each feasib le program

指标
A B C D

备注

V1 4 1 3 2

V2 4 2 3 1

V3 4 1 3 2

V4 1 3 2 4

V
5 4 1 3 2

V6 4 2 3 1

V7 3 1 4 2

V8 3 1 2 4

V9 3 1 4 2

V10 2 4 3 1

合计 32 17 30 21

分层崩落法:该矿新矿区矿体及围岩较稳固,

须采用强制崩落法崩落围岩.如不崩落,则顶板越

来越高,暴露面积越来越大,回采的安全性会越来

越低, 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和铺底放顶材料,

采矿成本会大幅度增加.

分层矿房法:该采矿方法的主要优点是采准

工程量少,采准比低; 上采过程可以边采边探, 对

矿体探矿程度要求不高; 浅眼落矿, 分层回采, 容

易控制损失率和贫化率,采矿工艺简单易行.

终上所述,选用分层矿房法是可行的.

3 回采工艺及设备选型

3. 1 回采工艺
在每个中段沿矿体下盘布置沿脉平巷, 然后

向上掘进小天井, 倾角一般 60b~ 90b, 达到上一

中段. 接着进行第一分层切割, 分层高度 2. 2 ~

2. 5m,分层间留 2. 5~ 2. 8m厚度的矿柱,层间掘

进专用出矿溜井和人行井, 溜矿井须上下对齐以

便出矿, 溜矿井间距为 10 m,最后落矿前要增加

出矿溜井,以便大部分矿石落下;人行井可按需要

任意布置.见图 1和图 2.

出矿方式为人工耙矿, 在各分层进路中可使

用手推车或风动绞车将矿石转运到出矿溜井. 后

期集中落矿的方案见图 3.

H 分层高; B分层宽; h矿柱高; A矿体倾角; Ó矿体号; 2406井巷工程编号

图 1 28号勘探线剖面图

F ig. 1 The No. 28 exp lora tory gr id cros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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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60 m中段平面图

F ig. 2 The 260m etersm iddle p iece ichnography

图 3 集中落矿方案图

3. 2 设备选型
根据优先使用该矿原有设备的原则,在分层进

行凿岩作业时,采用气腿式凿岩机 YT29, 共计两

台,一用一备;上掘天井及落矿作业时,采用上向式

凿岩机 YSP45, 一台即可; 运输设备选用侧卸式

0. 7m
3
矿车;采场采用局扇加强通风, 选择 5. 5 kW

局扇风机;出矿设备可选两种,分层出矿设备选择

风动绞车,最后落矿阶段采用电爬, 15 kW即可.该

矿山现没有 15 kW电爬,需要新购;其余设备均利

用现有设备即可,详见设备选型表 3.

4 结论

某铀矿五道沟 Ó#
矿体的采矿方法是该矿能

否尽早回采该部分矿体的关键, 根据该矿矿岩的

赋存条件和稳定性特点及开采技术条件, 从技术

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安全上可靠的原则出发, 经

过分析、探讨,提出了一种可行、合理、可靠的分层

矿房法,供有关部门参考.

分层矿房法具有采准工程量少,采准比低;上

采过程可以边采边探,对矿体探矿程度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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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眼落矿, 分层回采, 容易控制损失率和贫化率,

采矿工艺简单易行等优点. 缺点是采矿效率并不

高,工人劳动强度大, 难以实现机械化.

表 3 设备选型表

Tab le 3 Type se lec tion ofm in ing equ ipm en t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用途 备注

1 气腿式凿岩机 YT29 2 进路回采

2 上向式凿岩机 YSP45 1 掘天井、落矿

3 风动绞车 1 出矿

4 电爬 15 kW 1 出矿 新购

5 矿车 侧卸式 0. 7 m3 8 运输

6 局扇风机 5. 5 kW 1 通风

  另外该铀矿没有从事该采矿方法的实际回采

经验, 对一线工人在技术的掌握上还需要采矿技

术人员进行业务指导, 以及在操作规程上对其进

行的必要培训,方可确保安全上的可靠.

分层矿房法的提出, 不仅有利于某铀矿五道

沟 Ó#
矿体的尽早回采,而且也为其它零星小矿体

的采矿方法,提供了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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