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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对原材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采矿业乘着科技

腾飞的羽翼，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化学、物理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采矿业的前进密切相关，通过对矿物内部组成部分的制

样与分析，能够进一步精确采矿作业，为采矿工作质量提供更有效的保障。文章结合采矿业发展现状及矿物本身特性展开对

矿物制样与化验的简要分析，以期更好促进矿物开采质量，提升矿物开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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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level puts 

forward more requirements for raw materials. Under this premise, the mining industry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ings of the 

technological take-off and is glowing with new vitality.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emistry, phys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the min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pre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of minerals, the mining 

operation can be further precise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of mining work.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sample preparation and test of mineral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quality of mineral mining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ineral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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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正式开展矿物开采工作之前，首先要进行对当前采

矿区域矿物的样本采集，通过对矿物进行制样与化验分析，

进一步检验采矿点矿产资源的含量和种类，为后续开采工

作的安全性加双重保险。除此之外，在矿产资源开发的过

程中，制样与化验分析也是合理利用资源的有效手段，在

采矿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明确矿物质量与化验分析的方式方法，提升工

作效用与工作质量，为采矿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 矿物的基本性质分析 

在地质化验科学的发展研究中，将矿物根据性质的不

同简要分为了光学、力学、热学和电学四类。矿物的光学

性质主要可以表现为透明度和反射力两种形式，透明度可

以简要理解为矿物的可透性，而反射力主要指的是矿物对

垂直入射光线的反射能力。由于矿物本身会在自然或人工

的作用下于晶体表面呈现出一定的粗糙度，这个表面对于

光线的反射能力就是矿物的反射力。一般而言，矿物的反

射力与矿物品质密切相关，因为矿物的折射率、吸收率等

性质均由反射率衍生而出。因此，矿物的性质是否优越常

常由其表面反射力进行衡量，如若在经过一系列打磨抛光

后，矿物的反射力仍未达到预期效果，则该类矿物的开采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开采优先度也会低于其余反射力相对

较高的矿物种类。 

在一般条件下，矿物的力学性质是指矿物在外力干扰

下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的基本物理性质。在当前对于矿物的

制样与化验分析工艺中，主要考察的是矿物的硬度、解理

和裂开、韧性等项目。而另外两种性质——热学和电学则

会由于矿物种类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某些矿

物在高温状况下会呈现脱水状况，而某些矿物在高温状况

下会产生外部形状的变化，同时出现体积的膨胀。电学性

质的差异则更加凸显，在自然界的常温状态下，只有极少

数的矿物具备导电这一性能，大部分的矿物都是绝缘体或

是不良导体。除了这四项基本性质之外，矿物还具备有可

溶性、亲水性、疏水性等性质，需要根据实际的采矿需求

有针对性地选择是否进行分析。 

2 矿物采样与制样 

2.1 矿物采样方法分析 

采样点就是对矿物制样标本进行提取的位置，要想有

效展开矿物的制样与化验分析，首先应提取出可供使用的

矿物样本。因此，采样点的选择作为整项分析任务中的基

础，其战略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提高对采样点选取

的重视程度，在确定采样点之前，采样人员应充分了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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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采样区域的地质条件，实地考察采样点的周围环境，并

综合考虑以上两点对采样区域展开全面细致分析。除此之外，

还应考虑到包括样本的重量与数量在内的采样需求和采样

团队当前能力，考虑团队是否能够在采样点准确无误完成采

样任务，统筹规划多个影响要素，最终制定出实施方案。 

2.1.1 采样点不应该过度集中 

采样点所提取的矿物样本应在当前区域内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最好采样范围能够实现对整体采矿区域的全覆

盖。如果只针对采矿区域中的某一部分矿物进行采样的话，

最终得出的测量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后续进行开采的

过程中很容易因为突发情况打乱采样节奏，从而影响到采

样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在选取采样点时，应该将采样点有

选择性地分布于整个矿区，通过平均点的分散得出能够大

致代表整个矿区内矿物情况的矿物样本。一般在进行采样

点的选取时，类似矿山岩体走向的端点和中间位置，矿山

倾斜方向的浅部和深部等关键采样位置，都应首先设立下

相应采样点，确保在各个关键地段都能够有一定样本进行

状况的反馈。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应综合考虑山势的走

向和采样区域的地质状况进行采样点的选取，不一定要使

得采样点完全平均，只要能够正确反映出整个采矿区域的

地质特征，保证各个区块都能够有所代表即可。在进行采

样点的布置时，也要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对于主要采矿

区域和重点采样方向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实现重点采

样，加大采样密度，确保万无一失。 

2.1.2 根据不同矿石类型和工业要求选择采样点 

在进行采样点的选取时，还应综合考虑最终的采样需

求，展开对采样点的科学选择。如果所采的矿石是要投入

工业用途的话，对于显然不符合开采标准且矿物性质与预

期大相迳庭的采矿区域，则可以有选择性的放弃采样，避

免这部分采样样本流入到整体样本中，影响到最后对于该

片采样区域的价值评估。除此之外，还应综合考虑到该片

采矿区域矿物种类的含量和矿物含量的多少，根据各项指

标的不同决定采样点的取舍，实现采样的科学性、合理性、

有效性、准确性。 

2.1.3 保证在不增加施工工程量的前提下尽量多采样 

最终形成的采样质量与采样点的多少并不构成直接

关系，采样点多并不意味着采样质量高、采样点少也并不

意味着采样质量就差。但是，在不增加施工工程量的前提

下，尽可能增加采样样本会大大提升采样成果的全面性与

准确性，对于当前采矿区域的地质状况也会有更加精准的

反馈。因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有选择性的增加

采样密度，加大采矿力度，做到有备无患。对于地质状况

较为复杂的采矿区域，备用采矿点的制定能够为采样工作

多加一份保险，一旦出现突发状况便可以立即给出应急方

案，确保采样工作能够顺利推进，为后续的制样与化验分

析奠定良好基础。 

2.2 矿物采样与制样施工 

2.2.1 按照设计计划施工 

严格按照预期制定的设计计划展开施工，确保所获样

本与前期制定标准契合，能够有效完成制样与化验分析工

作。除此之外，在采样矿物流入制样工程的过程中，应保

证样本矿物的纯度，避免杂质的无意间混入影响到最终的

制样效果。管理好采样工作的各个流程，分门别类放置开

采样本，确保后续制样工作能够不出纰漏。 

2.2.2 做好制样加工和分离工作 

在对开采矿物进行制样的过程中，为了体现出矿物样

本的代表性，应严格按照流程对采集的样本进行处理，不

得根据个人意愿随意更换步骤顺序，先破碎，再筛分，后

混匀，最后缩分，保证最后获得的矿物质量能够大于等于

设计重量，符合前期工作规划中设定下的重量要求，能够

顺利推动后续工作的开展。 

2.2.3 样本的调整和运输 

对最后获得的样品进行验证，确保其能够与预期设定

的设计要求相契合。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误差，则重

复样本处理工序，重新进行缩分和称重。如果依旧存在较

大的差距，则应考虑重新进行采样点选取，确保采样工作

万无一失，不会影响到后续工作的开展。在对矿矿物样本

进行包装时，根据矿物性质的不同选取合适的包装，除了

要做到外包装牢固可靠之外，还应做好矿物样本的防潮、

防漏工作。在矿矿物样本的外包装上应标记清楚内部矿物

的各类基本信息内容，字迹要求清晰可辨。除此之外，还

应对每包矿物样品进行数据编号，方便样本的整理。在运

输完成后，及时清点运输样本，防止出现遗漏，为可能出

现的错误预留下充足的解决时间。 

2.3 矿物制样情况分析 

由于加工要求的不同，对于性质较为特殊的矿物样本

而言，选取的制样方法往往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自然

状态下存在的金矿，其内部因子的分布情况大致上相同，

它的制样工序就相对而言较为复杂。在进行制样时，为了

方便后续化验分析的开展，应将其分解为颗粒状，使其缩

分粒度大于等于 0.84mm，方便矿物质获得 0.8～1.0 间的

合适 K 值。除此之外，像岩矿石类的矿物质，由于其本身

性质的特殊性，其内部成分很容易在制样过程中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使最后的制样结果能够清楚展现采矿区域实际

状况，应避免破坏岩矿石成分，为后续化验分析做好铺垫。 

3 矿物分析化验中的质量控制要点 

3.1 矿物分析化验前期准备 

矿物分析化验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了对矿物实验样品

的验收、标识和储存等，对矿物的质量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

能够直接影响矿物分析化验结果。因此，在进行矿物分析化

验时，应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控制好矿物分析化验中的质

量。首先需要按照相关要求对矿物样品进行合理的编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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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矿物样品的数量、质量、性质、包装等展开严谨处理。

其次，加强对矿物样品标识的管理，确保矿物标识在实验过

程中不会产生混淆，并且保证矿物样品分析化验之后标识还

能够完整的保留。最后，在进行矿物样品备置时，应该根据

矿物样品的实际性质，结合矿物样品的相关测试要求进行备

置，确保样品检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3.2 控制矿物的分析数据 

在对矿物的分析化验过程中，涉及到了较多的数据控制

环节，包括对于数据的采集、判断、分析、处理、核查、修

正和传输等等。因此，相关人员应加强对矿物数据的控制，

通过对数据的有效管理，确保最后所获得的矿物化验分析结

果能够准确有效地反映实际的采矿区域情况。对于矿物数据

的收集，主要可以划分为手工和自动两种采集方法。这两类

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矿物采样与制样的样品，根据分析化验

所需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展开数据采集工作。而数据判断则需

要运用到相关的分析技术，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合理判断，辨

别采集数据是否可用。因此，为了提升数据的有效性，数据

判断算法必须不断优化，以进一步提升判断实效。数据分析

是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判断数据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

否能够准确反馈相关区域情况。而数据核查是通过智能的算

法校正相关数据，排除其中可能影响的误差因素，提升数据

的准确性。数据修正则是挑选出数据中因误差等因素出现明

显错误的地方，标注出需修正的数据并给明修正原因，要求

相关人员检查异常出现原因并及时展开数据修正与优化工

作。数据传输则是在数据控制的所有环节完成之后，实现对

数据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对数据内容的保护，确

保数据不会被篡改，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到下一环节。 

3.3 确保矿物仪器设备质量 

矿物分析化验中的质量，不仅会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影

响，而且还和矿物分析化验所选择的设备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矿物分析化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利用仪器设备对矿物成

分进行分析，而且还需要通过仪器设备把矿物分析的所有数

据记录下来，因此矿物仪器设备的质量对矿物分析化验的精

准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矿物在进行分析化验

之前都需要对相关的仪器设备进行检验，使仪器设备能够充

分的发挥出自身的性能，保证矿物的仪器设备能够处于稳定

的运行状态。此外，在进行矿物仪器设备选择时，相关工作

人员应尽量选择带有管理标识的仪器设备，确保仪器设备能

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当中，保证矿物分析化验的准确性。 

4 矿物化验分析方法 

4.1 定量分析法 

定量分析法建立在原矿光谱半定量分析技术之上，该

技术主要是通过光谱线强度展开对矿物样本的照射，通过

光谱出现情况分析判断矿物内部所含元素，实现对矿物样

本中所含成分的大致分析。该技术的优点在于测试所耗费

时间短，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测验效率，有效解决矿物

样本化验分析中盲目性的问题。但是该方法也有一个显而

易见的弊端，其在精确性上有所不足，只能给出大致的矿

物样本内部成分，帮助相关人员缩小检验范围，但并不能

给出直接的结果和确切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原矿光谱

半定量分析技术给出的结果只能作为一定的实验参考，并

不能作为最终的分析成果使用。 

4.2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主要是展开对于化学元素的分析，在定量

分析法的基础上，相关人员对于矿物样本内部的化学成分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展开对于矿物样本内部成

分的进一步细化分析，明确其最终的内部成分及各元素含

量。不同于光谱分析结构，定性分析法对于化学元素的分

析能够得到更为精准的元素含量，可以作为矿物样本最终

的分析结果出具分析报告，并作为客观的事实依据应用于

开采使用之中。 

5 结语 

总之，矿物采样、制样和化验分析不仅关系到矿山开

采的计划，而且还会影响到对地质条件和矿物形态的评价，

其分析结果对相关矿山勘察和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在工作中需要我们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并利用先进的化验

分析技术提高分析质量，落实各个环节，为后续采矿工作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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