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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D法的资源量估算 

核资源勘查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固体矿产资源资源量估算综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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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SD法基础理论的讲解和SD储量通软件详细

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对某矿区（铜多金属矿区）进

行计算，使学生掌握基于SD法计算固体矿产资源资

源量的方法和对储量通软件的使用。 

实 验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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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D法理论基础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实 验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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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D法理论基础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实 验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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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法的全称是最佳结构曲线断面积分储量计算及储量审定计算法。“SD”代表三
种含意。 

其一：最佳结构曲线是由Spline函数(三次样条函数)拟合的，取Spline的第一个
字母S，取断面积分一词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D，亦即“SD”； 

其二：SD法计算过程，主要采用搜索递进法，取“搜索”一词的汉语拼音的第一
个字母S，取“递进”一词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D，亦即“SD”； 

其三：SD法具有从定量角度审定储量的功能。取“审定”一词汉语拼音声母的第
一个字母，亦即“SD”。 

由此，“SD”具有原理、方法、功能几方面的含义，SD储量计算法也由此而命名。 

SD法是以方法简便灵活为准则，以储量精确可靠为目的，以最佳结构地质变量为
基础，以断面构形为核心，以Spline函数及分维几何学为主要数学工具的储量计
算方法。它有别于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法，是一种比传统储量计算法更深入、更
可靠的自动化储量计算方法。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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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类型 

SD法将计算类型划分为“标准型”和“综合型”两类。 

“标准型”是指直接采用原始样品数据计算，它是按工业指
标对每个样品自动进行取舍（即圈矿），计算出单工程的平
均品位和厚度。它的品位和厚度是随着工业指标的变动而变
动。一旦工业指标被确定，它的品位、厚度也就被确定。因
此，标准型计算可以实现动态圈矿，动态地合理确定工业指
标。 

“综合型”指直接采用单工程的综合数据计算，就是说，已
经按工业指标要求对工程的各个样品进行了取舍，构成单工
程的平均品位和厚度。SD法可直接利用这种综合数据进行计
算，不需要圈矿。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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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类型 

SD法主要根据矿体规模、产状、勘探工程类型主次、工程对
矿体的揭露情况不同，将数据类型划分为四种：A型、B型、
C型和D型。 

1）A型—矿体厚大、产状平缓，利用铅直厚度进行水平投影
计算，且欲分台阶（中段）计算者。必须是标准型计算。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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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类型（续） 

2）B型—产状陡直，或以水平坑道探矿为主，利用水平厚度
进行纵投影计算者。选择B型数据时所利用的工程必须要求
揭穿矿体（矿带）的顶底板。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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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类型（续） 

2）C型—矿体较薄产状平缓，利用铅直厚度或真厚度计算者.
选择C型数据时，所利用的工程，必须是揭穿矿体（矿带）
顶底板的工程。 

C型数据计算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铅直厚度作水平投
影计算 (示意图同A型计算) 。另一种情况是利用真厚度作
斜面投影计算。这种情况常见于石英脉型金矿床。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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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类型（续） 

2）D型—坑探结合施工，或工程无大致同方向状况，不满足
A、B、C型数据计算的条件（不能进行齐底形变用于SD样条
函数拟合），仅依据断面周长、面积进行计算。如：采矿过
程中呈网格状布置的坑道或呈放射状施工的钻孔及坑道，主
要用于揭露矿体的边界等。选择D型数据，对工程揭露矿体
顶底情况没有特别要求。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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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质方案 

地质形质方案分为：框块、任意分块、A台阶、A框块、A分
块。 

A台阶特指A型数据；任意分块、框块A、B、C型均可。 

 

 

 

一、SD法理论基础 



第 12 页，共30页 

4.SD法计算方案 

由计算类型、数据类型、形质方案、定位系统四个基本应用参数构成了SD计算方
案，四者缺一不可。 

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地质情况和计算要求，常用的SD计算方案有： 

1）标准型A型地理坐标台阶 
2）标准型A型地理坐标框块 
3）标准型B型地理坐标框块 
4）标准型C型地理坐标框块 
5）综合型B型地理坐标框块 
6）综合型B型相对坐标框块 
7）综合型C型地理坐标框块 
8）综合型C型相对坐标框块 
9）综合型D型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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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算公式 

1）主导公式 

矿石量： 

金属量： 

平均品位： 

其中： 代表体积， 代表体重，   代表品位与体积乘积的
积分值。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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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算公式（续） 

2）精度计算公式 

                                                     

式中： 为SD精度， 为原始精度， 为框架指数。 

3）风暴品位 

风暴品位的识别与处理，是用计算单元的平均品位与风暴品
位倍数限之积，风暴品位倍数限  的计算公式为： 

                                                

  是高出计算单元平均品位的倍数, 是矿体地质变量的复杂
度， 是截距常数2.933 ， 是斜率常数17.067。 

 

 

一、SD法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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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D法理论基础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实 验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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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D储量通软件系统功能简介  

   1)可以准确可靠的进行储量计算、审定、评估、预测、评价 

   2)能够实现矿床勘查、设计、开采、各阶段储量计算的系列化 

   3)能够实现大多数矿种的多种矿床类型，各种复杂程度的矿床资源储量的计算评
价系列化  

   4)能够实现动态确定工业指标  

   5)SD能给出可靠的储量精度 

   6)实现了自动分矿体、分矿石类型、分选冶性的多功能计算  

   7)建立了功能强大的Excel数据转换接口 

   8)完善了资源储量分类的定量划分 

   9)能够对单组分和多组分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准确的计算 

   10)具有共伴生矿产的图件综合绘制功能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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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量估算实现过程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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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D矿产资源绘图系统简介 

  SD法系列软件绘图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绘制符合规范要求和生
产需要的储量计算图件。图件包括：工程分布图、矿域投影
图、框块储量投影图、框块储量品位品级分划图、储量级别
分划图、储量精度分划图、储量可靠程度图、生产矿量图件
绘制及资源量统计、任意分块图件绘制等等。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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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分布图、剖面图、储量分类图的实现 

    1）工程分布图 

     打开［地质图件绘制］菜单，选择［工程分布图］。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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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分布图、剖面图、储量分类图的实现 

    2）剖面图 

     打开［地质图件绘制］菜单，选择［剖面图］。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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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分布图、剖面图、储量分类图的实现 

    3）储量分类图 

  将指针移至［储量图件自动绘制］处单击鼠标左键，打开［
框块储量分类图］子菜单，如果有台阶，选择所要成图的台
阶数，最后选择是否带数据表绘图，如果选带数据表，在绘
制的过程中，会在图的右边附上数据表。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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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D法理论基础 

二、SD储量通软件简介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实 验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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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区简介 

甲玛矿区位于“一江两河”开发区中部，属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

玛乡和斯布乡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91°43′06″－91°50′00″；

北纬29°37′49″－29°43′53″。东西长约8－11km，南北宽约6

－11km。从甲玛矿区东段沿简易公路北行21km到川藏公路，

西行23km至墨竹工卡县城，西行68km到拉萨市。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数学地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第 24 页，共30页 

1.矿区简介（续）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3292216.486 16376655.34 

2 3292122.086 16385523.92 

3 3281959.791 16385419.93 

4 3282027.618 16378964.204 

5 3286646.885 16379014.098 

6 3286673.302 16376594.178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3287800.00 16378778.00 10 3286820.00 16381390.00 

2 3287800.00 16379000.00 11 3286150.00 16381000.00 

3 3287718.00 16379200.00 12 3286540.00 16379670.00 

4 3287690.00 16379184.00 13 3286600.00 16379700.00 

5 3287580.00 16379580.00 14 3286910.00 16379190.00 

6 3287280.00 16380100.00 15 3286840.00 16379150.00 

7 3287090.00 16380000.00 16 3286939.00 16378738.00 

8 3286850.00 16380700.00 17 3286820.00 16378668.00 

9 3287000.00 16380780.00 18 3286960.00 16378296.00 

表1-1    甲玛矿区探矿区拐点坐标 

 

表1-2    甲玛矿区采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数学地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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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体简介 

矿体在平面上呈北西西走向，倾向北北东，整个矿体走向方向长3400m，沿倾向方向延伸大
于2000m，呈层状、厚板状、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赋存空间海拔标高一般在3700－4500m之间。 

矿体埋藏深度变化大，多数在266.35－687.4m之间。最大埋深为在48线ZK4804至32线
ZK3209一带，埋藏深度为722－525.18m，最小埋藏深度在47线ZK4702处，为74.85m。 

甲玛铜多金属矿所控制矿体的只有一个主矿体。矿体主要分布于矽卡岩中，矿体呈层状。
由西向东，47线至56线，矿体连续稳定，构成主矿体，以浸染状金属硫化物矿石为主。主
矿体受构造影响相对较弱，较稳定，东段56－88线则矿体相对较复杂，受构造控制影响大，
矿体连续性差，多呈透镜状。矿体总体上主要由原生硫化物矿体构成。 

本次估算工作所用的206个钻孔中，矿体最小厚度为2.2m，最厚252.2m（ZK1616），整个矿
体47线至88线之间，平均厚度33.24m。 

总的看来矿体分布较稳定，剖面上各钻孔控制的矿体厚度变化系数大多小于50％，部分厚
度变化系数较大。矿体稳定程度属较稳定偏复杂。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数学地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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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体简介（续） 

按产出形态、产状、规模等，本次
估算在矿区内共划分出矽卡岩型矿
体9个，角岩型矿体5个，其中矽卡
岩型矿体分别标为I－1~I－9， I－
1矿体沿平面、垂直方向上均连续为
一体，在深部形态上为层状、厚板
状矿体。其他矿体在矿区东端，分
布于56－88线之间的各个小矿体受
构造作用影响较大，故矿体多呈透
镜体。角岩型矿体分别标为Ⅱ-1~5，
分布于0线到16线到32线，呈透镜体。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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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可靠程度确定 

SD精度从定量角度探索矿产勘查预测，评价工程控制程度和
储量精度。它的大小取决于矿体的性质、矿体的复杂程度、
勘查手段和工程控制程度。它的作用有：确定矿产资源储量
的准确程度、定量确定地质可靠程度、确定工程间距，预测
工程数、度量矿产资源探采风险。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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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指标 
甲玛铜多金属矿成矿元素多，伴生组分丰富矿区属于多金属成矿区域，铜、钼、铅、锌均
可单独圈定矿体。因此，在甲玛矿区范围内分别圈定出铜钼矿体和铅锌矿体两种。根据
《铜、铅、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4—2002），并结合矿区矿体的矿
石类型和矿石成矿元素组合特征，本次该矿区资源储量估算的工业指标分别确定如下： 

1）铜钼矿体（混合指标） 

①边界品位：Cu≥0.3% 或 Mo≥0.03% 

最低工业品位：Cu≥0.5% 或 Mo≥0.06% 

最小可采厚度：2米 

夹石剔除厚度：4米 

②矿块中铜够矿而钼不够矿时，钼为伴生组分，伴生指标为Mo≥0.01%； 

钼够矿而铜不够矿时，铜为伴生组分，伴生指标为Cu≥0.1%。 

③其它伴生组份要求指标： 

Pb≥0.2%，Zn≥0.4%，Au≥0.1g/t，Ag≥1g/t。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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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指标（续） 

2）铅锌矿体（混合指标） 

①边界品位：Pb≥0.3% 或 Zn≥0.5% 

最低工业品位：Pb≥0.7% 或 Zn≥1% 

最小可采厚度：2米 

夹石剔除厚度：4米 

②矿块中铅够矿，锌不够矿时，锌作伴生，伴生指标为Pb≥0.2%； 

锌够矿，铅不够矿时，铅作伴生，伴生指标为Zn≥0.4%。 

③其它伴生组分要求指标： 

Cu≥0.06%，Mo≥0.02%，Au≥0.1g/t，Ag≥2g/t。 

圈定前提条件：铜钼矿体范围外才按以上指标圈定铅锌矿体。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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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方案 

在矿体划分的基础上，
根据工业指标和矿石分
布情况最终指定计算方
案如右表 

三、实验案例分析及估算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