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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桩成果反分析灌注桩的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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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钻孔灌注桩试桩报告中的静载荷试验原始数据和地层资料，结合规范，利用反分析的方法确定各地层
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ｐｋ和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ｓiｋ。 可将试桩成果推广应用到场地附近任意桩长和桩径的桩型设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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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常试桩工程最终提交的报告为某一种或者某

几种特定桩长桩径桩型的承载力，正式工程中很可
能根据建筑物和地层的特点，采用与试桩时不一样
桩长和桩径，如此就不能直接套用试桩成果数据。
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将试桩成果推广应用到任意桩长

桩径桩型的问题。 如果能通过试桩确定各个地层的
桩基设计参数 qｓiｋ和 qｐｋ，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通过工程实例在这方面做了分析研究。

1　工程概述
首钢京唐钢铁厂在曹妃甸地区的钻孔灌注桩进

行了大型的压桩试验，分 ４ 个试验区进行。 试验桩
设计承载力特征值 ３５ ｍ 饱８００ ｍｍ桩为 １７００ ｋＮ，４５
ｍ 饱８００ ｍｍ桩为２５００ ｋＮ，３５ ｍ饱１０００ ｍｍ桩为２１００
ｋＮ，４５ ｍ 饱１０００ ｍｍ 桩为 ３２００ ｋＮ，４５ ｍ 饱１２００ ｍｍ
桩为 ４１００ ｋＮ。
共完成泥浆护壁钻孔灌注桩静载试验 ５１组，试

验终止条件和单桩竖向抗压极限承载力的确定均按

枟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枠（ＪＧＪ １０６ －２００３）执行，静
载试验成果汇总如表 １。

表 １　静载试验成果汇总表

桩号
桩长

／ｍ
桩径

／ｍｍ
承载力特

征值／ｋＮ 桩号
桩长

／ｍ
桩径

／ｍｍ
承载力特

征值／ｋＮ
Ａ１ －１
Ａ１ －２
Ａ１ －１１ 怂

３０ XX畅８
３５ X畅７
３１

８００ �２４６５ 梃
Ａ３ －４
Ａ３ －５
Ａ３ －６ \

４２  ８００ g３７５０ 寣

Ａ１ －５
Ａ１ －６
Ａ１ －１０ 怂

４３ XX畅８ ８００ �３７５０ 梃
Ａ３ －７
Ａ３ －８
Ａ３ －９ \

３０  １０００ g２９４０ 寣

Ａ１ －３
Ａ１ －８
Ａ１ －１２ 怂

３０ XX畅７５
３５ X畅７
３０ X畅９６

１０００ �３１５０ 梃
Ａ３ －１０
Ａ３ －１１
Ａ３ －１２ 剟

４２  １０００ g４６５０ 寣

Ａ１ －４
Ａ１ －７ ４３ XX畅５ １０００ �４５００ 梃

Ａ３ －１３
Ａ３ －１４
Ａ３ －１５ 剟

４２  １２００ g５７５０ 寣

Ａ２ －１
Ａ２ －２
Ａ２ －１１ 怂

３５ XX畅７５
３７
３５ X畅８

８００ �２５５０ 梃
Ａ４ －１
Ａ４ －２
Ａ４ －３ \

２０  ８００ g２５５０ 寣

Ａ２ －５
Ａ２ －６
Ａ２ －１０ 怂

４６ XX畅６
４５ X畅７
４７ X畅９

８００ �３６００ 梃
Ａ４ －４
Ａ４ －５
Ａ４ －６ \

４０   畅５ ８００ g３７５０ 寣

Ａ２ －３
Ａ２ －８
Ａ２ －１２ 怂

３６ X１０００ �３１５０ 梃
Ａ４ －７
Ａ４ －８
Ａ４ －９ \

２０  １０００ g３０４５ 寣

Ａ２ －４
Ａ２ －７
Ａ２ －９ ＃

４６ X１０００ �４６５０ 梃
Ａ４ －１０
Ａ４ －１１
Ａ４ －１２ 剟

４０   畅５ １０００ g４３１７ 寣

Ａ３ －１
Ａ３ －２
Ａ３ －３ ＃

３０ X８００ �２５５０ 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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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工程及水文地质条件
2．1　地形地貌

厂区地貌上属于滨海浅滩。 曹妃甸一带为滦河
三角洲平原海岸，具有双重岸线特征，其中内侧大陆
岸线为沿滦河古三角洲前沿发育的冲积海积平原。
吹填后地面标高 ３ ～３畅５ ｍ。
2．2　地层岩性特征

根据勘察报告，在深度 ８０ ｍ 范围内，地基土主
要由第四系全新世海相沉积和第四系上更新世海陆

交互沉积的粘性土、粉土和砂类土所组成，其地层岩
性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场地地层物理力学指标

层
号

岩土名称 参数平均值 评价
qｓiａ
／ｋＰａ

qｐａ
／ｋＰａ

① 吹填砂（夯前） N ＝８ ��畅７ 松散 ～中密
① 吹填砂（夯后） N ＝２１ 7中密 ～密实
③ 细砂 N ＝１２   畅８ 松散 ～稍密 １０ 　
④ 细砂 N ＝２７   畅４ 中密 ～密实 ２０ 　３５０ 枛
⑤１ 粉质粘土 IＬ ＝１ 儋儋畅１４，

a１ －２ ＝０ 槝畅４６ ＭＰａ －１
流塑、中 ～
高压缩性

１０

⑤２ 粉质粘土 IＬ ＝０ 儋儋畅７５，

a１ －２ ＝０ 槝畅３１ ＭＰａ －１
软塑、中压
缩性土

１５

⑥ 粉质粘土 IＬ ＝０ 眄眄畅５，

a１ －２ ＝０ 槝畅３０ ＭＰａ －１
可塑、中压
缩性土

２０

⑥３ 粉土 e ＝０ 吵吵畅６７５，
a１ －２ ＝０ 槝畅２２ ＭＰａ －１

中密 ～密实 ２５

⑦ 细砂 N ＝４２   畅１ 密实 ２５ 　５５０ 枛

2．3　地层岩性特征
根据勘察报告，各试验分区的地层分布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各试验区地层厚度及深度汇总表

地
层

Ａ１ 区
层厚
／ｍ

底深
／ｍ

Ａ２ 区
层厚
／ｍ

底深
／ｍ

Ａ３ 区
层厚
／ｍ

底深
／ｍ

Ａ４ 区
层厚
／ｍ

底深
／ｍ

① ４ 贩贩畅５ ４ 侣侣畅５ ５ 适适畅８ ５ 腚腚畅８ ５　 ５　 ５ 44畅４ ５ GG畅４
③ ５ 贩贩畅５ １０　 ５ 适适畅２ １１　 ４　 ９　 ８ 44畅６ １４　
④ ５　 １５　 ７ 适适畅３ １８ 腚腚畅３ １１   畅５ ２０   畅５ １２ 44畅４ ２６ GG畅４
⑤１  １０　 ２５　 ８　 ２６ 腚腚畅３ ６　 ２６   畅５
⑤２  ８　 ３３　 ６ 适适畅７ ３３　 ７　 ３３   畅５ ７　 ３３ GG畅４
⑥ ５　 ３８　
⑥３  ８ 贩贩畅５ ４１ 侣侣畅５ ６　 ４４　 ５　 ３８   畅５ ５　 ３８ GG畅４
⑦ ８ 贩贩畅５ ５０　 ６　 ５０　 １１   畅５ ５０　 １０ 44畅４ ４８ GG畅８

3　试验成果数据的选取
为了便于计算，有代表性地从表 １ 中成对地选

取桩长相同但桩径不同的 ８ 对 １６ 根桩的数据进行
计算，４个试验区每个区各选了 ２ 对，一对长桩一对
短桩。 选取的桩参数如表 ４。

表 ４　选取的 １６ 根桩参数

桩号
桩长
／ｍ

桩径
／ｍｍ

极限承载
力 Qｕｋ ／ｋＮ 桩号

桩长
／ｍ

桩径
／ｍｍ

极限承载
力 Qｕｋ ／ｋＮ

Ａ１ －５ ＃４３ oo畅８ ８００ �７５００ 梃Ａ３ －１ \３０  ８００ g５１００ 寣
Ａ１ －４ ＃４３ oo畅５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梃Ａ３ －９ \３０  １０００ g６３００ 寣
Ａ１ －１１ 怂３１ o８００ �５１００ 梃Ａ３ －４ \４２  ８００ g７５００ 寣
Ａ１ －１２ 怂３１ o１０００ �６３００ 梃Ａ３ －１０ 剟４２  １０００ g９３００ 寣
Ａ２ －１１ 怂３５ oo畅８ ８００ �５１００ 梃Ａ４ －１ \２０  ８００ g５１００ 寣
Ａ２ －１２ 怂３５ oo畅７ １０００ �６３００ 梃Ａ４ －７ \２０  １０００ g６３００ 寣
Ａ２ －６ ＃４５ oo畅７ ８００ �７２００ 梃Ａ４ －４ \４０   畅５ ８００ g７５００ 寣
Ａ２ －４ ＃４５ oo畅８ １０００ �９３００ 梃Ａ４ －１１ 剟４０   畅５ １０００ g８６３３ 寣

4　计算公式及分析方法
灌注桩的竖向抗压承载力公式为：［１］

Qｕｋ ＝Qｓｋ ＋Qｐｋ ＝u∑ψｓi qｓiｋ li ＋ψｐqｐｋAｐ （１）

式中：Qｓｋ、Qｐｋ———分别为单桩总极限侧阻力和总极
限端阻力标准值；u———桩身周长；li———桩穿越第 i
层土的厚度；Aｐ———桩端面积；qｓiｋ———桩侧第 i层土
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qｐｋ———桩径为 ８００ ｍｍ 的极
限端阻力标准值；ψｓi、ψｐ———大直径桩侧阻、端阻尺
寸效应系数，如表 ５。

表 ５　大直径灌注桩侧阻、端阻尺寸效应系数 ψｓi、ψｐ
土类别 粘性土、粉土 砂土、碎石土

ψｓi （０ ee畅８／D） １／５ （０ 亮亮畅８／D）１／３

ψｐ （０ ee畅８／D） １／４ （０ 亮亮畅８／D）１／３

为了分析的方便，引入 ２个物理量 qｓｋ和 qｓｘｋ：令
qｓｋ ＝（∑qｓiｋ li）／l，即桩的全长平均极限侧阻力标准

值；令 qｓｘｋ ＝（∑ψｓi qｓiｋ li）／l，即考虑尺寸效应系数的
全桩长平均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所以公式（１）也可
以表示为：

Qｕｋ ＝uqｓｘｋ l ＋ψｐqｐｋAｐ （２）
承载力极限值 Qｕｋ、桩长 l、桩周长 u、桩截面积

Aｐ为已知条件，ψｐ可通过规范中的公式计算得到，这
样公式（２）中有 ２个未知数 qｓｘｋ和 qｐｋ。
理论上是可以建立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的，但

是必须要认识到试桩得出的数据并不是达到破坏的

极限值，且因为每根桩都是分 １０ 级加荷载的，所以
真正的极限值很难测得，用方程组求解出来的 qｓｘｋ
和 qｐｋ值不可能精确。
因为首钢曹妃甸厂区的灌注桩均为长度超过

３０ ｍ的长桩，侧阻力在总承载力中占绝对优势，qｓｋ
对结果的影响大于 ８５％。 所以不妨先根据规范和
经验确认影响较小的端阻力 qｐｋ的值，代入公式（２）
中，即可求出比较合理的 qｓｘ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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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端阻力的确定
依据规范，根据经验和本次试验的抗压承载力

测试值，先确定本次试验区各地层的极限端阻力标
准值，如表 ６。

表 ６　估算的各地层的端阻力 qｐｋ
桩端持

力层

qｐｋ
／ｋＰａ

直径

／ｍｍ
ψｐ
／

桩端持

力层

qｐｋ
／ｋＰａ

直径

／ｍｍ
ψｐ
／

④ １４００ 吵０ mm畅８
１

１
０ ww畅９２８

⑥３ 0９５０ 剟０ ;;畅８
１

１
０   畅９４６

⑤２ b８００ 吵０ mm畅８
１

１
０ ww畅９４６

⑦ １６００ 剟０ ;;畅８
１

１
０   畅９２８

⑥ ９００ 吵０ mm畅８
１

１
０ ww畅９４６

6　反算全长平均侧阻力
将ψｐ 及表 ６中的 qｐｋ和表 ４中的桩长和桩径代

入公式（２），求得 １６ 根试验桩的考虑尺寸效应的全
长平均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ｓｘｋ值，如表 ７。

表 ７　考虑尺寸效应的全长平均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ｓｘｋ值

桩号
qｓｘｋ
／ｋＰａ 桩号

qｓｘｋ
／ｋＰａ 桩号

qｓｘｋ
／ｋＰａ 桩号

qｓｘｋ
／ｋＰａ

Ａ１ －５ 儍６１ HH畅７４ Ａ２ －６ 苘５１ 　　畅３８ Ａ３ －１ 5６２ ��畅３１ Ａ４ －１ 帋８７ EE畅４６
Ａ１ －４ 儍５８ HH畅３９ Ａ２ －４ 苘４９ 　　畅８８ Ａ３ －９ 5６０ ��畅５４ Ａ４ －７ 帋８４ EE畅０２
Ａ１ －１１ ǐ５９ HH畅６５ Ａ２ －１１  ５５ 　　畅６８ Ａ３ －４ 5６３ ��畅４３ Ａ４ －４ 帋６５ EE畅７８
Ａ１ －１２ ǐ５７ HH畅８２ Ａ２ －１２  ５６ 　　畅５３ Ａ３ －１０ ]６１ ��畅６４ Ａ４ －１１ 抖５８ EE畅６８

由 qｓｋ －qｓｘｋ ＝∑qｓiｋ li
l －∑ψｓi qｓik li

l ，所以得出：

qｓｋ ＝qｓｘｋ ＋∑（１ －ψｓi）qｓiｋ li
l （３）

求出 qｓｋ的条件是必须要有各地层的 qｓiｋ。 考虑
到 １ －ψｓi的值当桩径为 ８００ ｍｍ 时为 ０，桩径 １０００
ｍｍ是砂层为 ０畅０７２，土层为 ０畅０４４，数值比较小，即
使 qｓiｋ值存在一定的误差，最终对 qｓｋ的影响也非常
有限。 所以根据规范假定一组 qｓiｋ值，如表 ８ 所示，
将其与表 ７中的 qｓｘｋ值代入公式（３）中，可以求得比
较准确的 qｓｋ。 将同一个试验区相同桩长的 qｓｋ值求
取平均数，计算结果见表 ９。

7　反算各地层的侧阻力
7．1　采用试算的方法

桩的全长平均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公式：

qｓｋ ＝（∑qｓiｋ li）／l （４）

由于绝大部分的桩长都大于 ３０ ｍ，穿过 ５ 个土
层，所以有 ５个未知数 qｓiｋ，最多的是穿过 ８个土层。
因此无法用解方程的方法确定各层 qｓiｋ。

表 ８　为了求 qｓｋ而假定的 qｓiｋ值

地层 状态 规范值／ｋＰａ 取值／ｋＰａ
①夯前 松散 ＜２２ ⅱ２２ Z
①夯后 中密 ４６ ～６４ 适６０ Z
③ 松 ～稍 ２２ ～４６ 适４０ Z
④ 中 ～密 ４６ ～８６ 适８０ Z
⑤１ 倐IＬ ＝１ __畅１４ ＜３８ ⅱ３５ Z
⑤２ 倐IＬ ＝０ __畅７５ ５３ y５５ Z
⑥３ 倐e ＝０ 99畅６７５ ６２ ～８２ 适７５ Z
⑥ IＬ ＝０ ss畅５ ６８ y７０ Z
⑦ 密实 ６４ ～８６ 适８５ Z

表 ９　各试验区 qｓｋ试桩值

试验区 桩长／ｍｍ qｓｋ ／ｋＰａ 试验区 桩长／ｍｍ qｓｋ ／ｋＰａ
Ａ１ �４３ 亮亮畅５

３１　
６０ GG畅５０
５９ G畅２０

Ａ３ $４２　
３０　

６２   畅９０
６２  畅０４

Ａ２ �４５ 亮亮畅８
３５ 亮畅８

５６ GG畅６５
５１ G畅１６

Ａ４ $４０ 弿弿畅５
２０　

６２   畅８８
８６  畅２４

这里采用试算的方法，参考规范的推荐值，拟定
一组比较合理的 qｓiｋ，代入公式（３），看试算得出的
qｓｋ值与表 ９的 qｓｋ的吻合情况。 然后以第一组 qｓiｋ值
为基准进行调整得到多组 qｓiｋ值，均代入公式（４），
试算得出的 qｓｋ值与表 ９ 的 qｓｋ的吻合情况最好的一
组即为最符合要求的一组。
7．2　试算的 qｓiｋ值

以枟建筑桩基技术规范枠 （ ＪＧＪ ９４ －２００８）为主
要参考依据，先取一组 qｓiｋ值，如表 １０ 第 １ 组，代入
公式（３），试算结果见表 １１ 第 １ 组，从试算结果可
以看出，这组 qｓiｋ数据比较保守，所以 qｓｋ的试算值均
比试桩值要小。
以这组数据为基础进行调整，又试算了 ４组 qｓiｋ

值，如表 １０，试算结果见表 １１。
第 １组和第 ４组的试算结果与表 ９ 的数据相差

较大，第 ２、３、５ 组则较接近，综合考虑规范建议值，
取第 ２组试算值作为这次逆向分析的成果参数。

表 １０　试算的 ５ 组 qｓiｋ值

地层 状态
规范值
／ｋＰａ

qｓiｋ ／ｋＰａ
第 １ 组 第 ２ 组 第 ３ 组 第 ４ 组 第 ５ 组

①夯前 松散 ＜２２ 篌２２  ２２ 1２２ P２２ o２２ 崓
①夯后 中密 ４６ ～６４  ６０  ６５ 1６５ P５０ o６５ 崓
③ 松 ～稍 ２２ ～４６  ３０  ４５ 1５０ P４５ o４５ 崓
④ 中 ～密 ４６ ～８６  ７０  ８０ 1８０ P７０ o８０ 崓
⑤１ 0IＬ ＝１ ii畅１４ ＜３８ 篌３５  ４０ 1４５ P３８ o４８ 崓
⑤２ 0IＬ ＝０ ii畅７５ ５３ 适５０  ５０ 1５０ P５３ o４８ 崓
⑥３ 0e ＝０ ::畅６７５ ６２ ～８２  ７０  ７２ 1７２ P８０ o６５ 崓
⑥ IＬ ＝０ }}畅５ ６８ 适６８  ７０ 1６５ P６５ o６０ 崓
⑦ 密实 ６４ ～８６  ８０  ８５ 1８０ P９０ o８５ 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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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各试验区 qｓｋ试桩法及参数试算法确定的 qｓｋ值

试验区 桩长
试算 qｓｋ值／ｋＰａ

第 １ 组 第 ２ 组 第 ３ 组 第 ４ 组 第 ５ 组

Ａ１ 区 ４３ xx畅５
３１　

５３ 抖抖畅１７
４７ 抖畅２６

５７   畅５９
５２  畅９０

５８ oo畅１６
５５ o畅４０

５４ 怂怂畅２３
４９ 怂畅０５

５７   畅１０
５５  畅１０

Ａ２ 区 ４５ xx畅８
３５ x畅８

５１ 抖抖畅２０
４５ 抖畅７８

５５   畅３２
５０  畅３４

５５ oo畅９１
５２ o畅１８

５４ 怂怂畅２３
４９ 怂畅０４

５４   畅３５
５１  畅２１

Ａ３ 区 ４２　
３０　

５８ 抖抖畅１０
５４ 抖畅２５

６３   畅３９
６１  畅３３

６３ oo畅５７
６３ o畅００

５８ 怂怂畅９０
５４ 怂畅９５

６２   畅４２
６１  畅８７

Ａ４ 区 ４０ xx畅５
２０　

５７ 抖抖畅８５
５１ 抖畅５０

６４   畅９３
６１  畅１５

６５ oo畅０４
６３ o畅１５

５９ 怂怂畅８８
５３ 怂畅９０

６４   畅６５
６３  畅８０

8　结论
（１）本次灌注桩试验区地层的极限端阻力标准

值 qｐｋ和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ｓｉｋ如表 １２所示。

表 １２　灌注桩试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ｐｋ和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ｓiｋ
地层 qｐｋ ／ｋＰａ qｓiｋ ／ｋＰａ 地层 qｐｋ ／ｋＰａ qｓiｋ ／ｋＰａ
①夯后 ６５ 寣⑤２ 0８００ 亮５０ 0
①夯前 ２２ 寣⑥３ 0９５０ 亮７２ 0
③ ４５ 寣⑥ ９００ 亮７０ 0
④ １４００ 耨８０ 寣⑦ １６００ 亮８５ 0
⑤１ 9４０ 寣

（２）根据表 １２ 的参数对本次试验的桩型进行
计算，桩长超过 ３０ ｍ 时，桩端阻力在承载力中的比

例不超过 １４％，影响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是桩侧摩擦
阻力。 在⑦层砂缺失或不稳定的情况下，灌注桩的
桩端持力层可以选择⑥层土和⑦层的土层。

（３）以表 １２中的参数为基础，根据土工试验和
原位测试数据，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曹妃甸地区其
它地层的灌注桩设计参数。

（４）本文反算的参数对后期的正式工程中的桩
基设计能起到较好的参考作用，使试桩成果得出的
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桩型的承载力，根据表 １２，可
将试桩成果推广应用到任意桩长桩径的灌注桩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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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树林召地热深井成功出水
　　本刊讯　从内蒙古地矿局获悉，由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
管理中心出资，水勘二院实施的达拉特旗树林召地热深井成
功出水。 该项目 ２０１０年 ３月立项，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８日下达
任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开钻，并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终孔成
井，终孔孔深 ２６０１．８８ ｍ。

经估算，这一孔深 ２６０１畅８８ ｍ 的地热井，每年出水量释
放的热能相当于 ４万余吨标准煤释放的热能。
根据物探检测和抽水试验，该地热井热储层在 １８８０ ～

２６００ ｍ之间的第三系砂岩、砂质泥岩中，累计厚度 ４４０ ｍ，形
成时间距今约 ６７００万年。
该井承压自流，静水头＋５５ ｍ，自流量 ２４７２ ｍ３ ／天，水温

６１ ℃；下入地热泵抽水，降深 ５０ ｍ（自地面起算）时出水量达
５０００ ｍ３ ／天，水温 ６７ ℃。 有关地热专家研究表示，该地热井
具有“三最两高一低”的特点，即该井是目前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已施工地热井中水头最高、水量最大和温度最高（三最）、
偏硅酸和氟含量高（两高）、矿化度低（一低）的地热温泉井。

根据水质分析，该地热水矿化度 ２畅８１ ｇ／Ｌ，是目前内蒙
古地区已施工地热井矿化度最低的 １ 眼。 水中偏硅酸和氟
含量高，分别为 ４９畅４０和 ２畅６０ ｍｇ／Ｌ，均达了理疗热矿水命名
指标；另外微量元素锶、溴、碘含量也较高，这些元素的天然
组合，使该温泉水具有很好的理疗、保健之功效。

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提出突出重点矿种重点区域勘查开发
　　枟中国国土资源报枠消息（２０１２ －０８ －２０）　８ 月 １６ 日，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科技厅、安徽
省财政厅召开全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 副省长倪发科出席会议并提出，要突出重点矿种和重点
区域的勘查开发，深入开展找矿工作，力争实现“３５８”目标。
倪发科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

导，明确工作职责，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工作环境，加强工作
督查，切实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突出
重点矿种和重点区域的勘查开发，加大对煤、铁、钼、钨、铜等

优势矿产资源和浅层地温能、页岩气等新兴资源的勘查开发
力度，围绕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钦杭成矿带和桐柏大别山成
矿带以及 ７个整装勘查区、４２ 个重点勘查区，深入开展地质
找矿工作，力争实现“３５８”目标；加强对矿产资源的宏观调
控，尽快建立重要矿产资源的政府储备制度，合理规划省内
矿山总数和重要矿种年度开采总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市场为主导，与矿业权人生产能力、资
信相匹配的资源配置新机制，促进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方式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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