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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面、扉页要求

（一）封面样式

××省××县（区、市）××矿

××××年储量年度报告

（宋体，二号，粗体，居中）

采矿权人名称：（仿宋 GB2312，三号，粗体，居中）

报告编写单位：（仿宋 GB2312，三号，粗体，居中）

年 月 日

（仿宋 GB2312，小二号，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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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扉页样式

××省××县（区、市）××矿

××××年储量年度报告

（仿宋 GB2312，二号，居中）

报 告 提 交 单 位 ： （仿宋 GB2312，四号）

单 位 负 责 人 ： （仿宋 GB2312，四号）

单 位 技 术 负 责 人 ： （仿宋 GB2312，四号）

报 告 编 写 单 位 ： （仿宋 GB2312，四号）

单 位 负 责 人 ： （仿宋 GB2312，四号）

报 告 编 写 人 ： （仿宋 GB2312，四号）

报 告 审 查 人 ： （仿宋 GB2312，四号）

报 告 提 交 日 期 ： （仿宋 GB2312，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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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真实性承诺书样式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宋体，二号，粗体，居中）

我公司（单位）向贵厅（局）提交了《××省××县（区、

市）××矿××××年储量年度报告》（报告及相关附图、附表、

附件）。

现郑重承诺：报告中所涉及的矿山开发利用现状、资源

储量估算结果等内容和所附资料及有关附件均真实、合法、

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

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正文：仿宋 GB2312，三号）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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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宋体，二号，粗体，居中）

受××公司委托，××单位对××省××县（区、市）××矿开

展了本年度矿山储量动态地质测量工作。对本年度施工工程

和开采动用资源储量范围进行了实测圈定，核实资源储量变

动的数量及原因，落实资源储量变动的具体地段和部位；编

制《××省××县（区、市）××矿××××年储量年度报告》（报

告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现郑重承诺：对勘查施工、矿山测量及报告编制的真实

性负责，勘查单位提供的相关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

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正文：仿宋 GB2312，三号）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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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编写说明

年度报告要严格按照《矿山储量动态管理要求》（国土资发〔2008〕

16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的通

知》（自然资办发〔2020〕54号）要求编写，力争简明扼要，重点

突出。以开采动用资源储量估算和三率指标估算为重点。

（一）标题格式

1）一级标题采用黑体、三号；

2）二级标题采用仿宋 GB2312 、小三号、加粗；

3）三级标题采用仿宋 GB2312 、四号、加粗；

4）标题编号分别为：

1、1.1、1.1.1

以下标题编号和正文字体同上。

（二）正文格式

正文文字采用仿宋 GB2312、四号、首行缩进 2字符；西文及数

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正文中插图、插表名称采用仿宋 GB2312、小四，加粗、居中；

表格中文字采用仿宋 GB2312、五号；

（三）正文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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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目的任务

简述编制目的和任务。矿山委托编写单位编写年报的，简要叙述

委托情况。简要说明编制单位技术力量情况，如测量资质、技术人员

职称情况。

1.2工作依据

列出编制工作依据的政策性法规文件、地质规范、以往地质报告

等。

2 矿山概况

2.1采矿权概况

2.1.1位置与交通

简述矿区距所在县（区）的方向、距离，矿区所在乡镇、村；简

述矿区距最近铁路火车站、集运站的方向、距离，距最近县、省、国

道的方向距离及连接方式等。附交通位置图。

2.1.2采矿权设置

简述矿业权的设立、沿革、整合、兼并重组及变更情况；现采矿

权人、矿山企业名称、经济类型、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面积、生产

规模、开采方式、批准开采的矿种，开采深度，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及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等。附×××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对照表（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对照表 表 1

点号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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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效采矿许可证证载坐标填写。原坐标为 1980西安坐标系坐

标必须转换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原坐标为 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坐标可不填写 1980西安坐标系坐标。

2.1.3相邻矿山（勘查区）

说明相邻矿山（勘查区）、矿井四邻关系，附相关图件。

2.2地质概况

2.2.1矿区地质

简述矿区（井田）出露的地层、构造、煤层、煤质等基本情况。

2.2.2水、工、环地质

简述矿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开采技术条件特征。

2.2.3地质勘查工作程度

简述地质勘查工作情况，提交的报告名称，评审备案文号，评审

通过的资源储量。

2.3开发利用概况

2.3.1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情况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开拓、开采方式、设计生产能力、主要

设计的生产技术指标（采区回采率、原煤入选率、综合利用率/共伴

生矿产利用指标等）、设计服务年限等。

2.3.2实际开采情况

实际开采情况，包括实际开拓、开采方式、实际生产能力、实际

生产指标，并估算剩余服务年限。评述实际生产情况、开采顺序是否

与开发利用方案一致，与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是否一致，如不一

致应说明原因。因水工环地质条件、安全条件、生产布局等原因造成

资源储量非正常损失的，须说明情况。

2.4矿山地质测量与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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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矿山地质测量

简述本次测量工作时间，矿山地质、测量方法，投入工作量（列

表说明）。

2.4.2矿山地质测量质量评述

评述地质工作量是否达到有关要求，如地质编录、煤样分析测试

是否符合要求。评述测量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如采用仪器、方法等。

使用前人资料应说明资料来源。附××××年度动用空间测量情况一览

表（表 2）。

××××年度动用空间测量情况一览表 表 2

工作面名称

工作内容

一、地质工作：

1.井巷、采帮地质素描的编录，物探、钻探、地质探巷等；

2.地质预报、“三书”、生产地质报告等编制。

二、测量工作：

1.地形测量、地面控制测量、井上下联系测量等；

2.井下控制、开采范围测量。

测量单位及

人员
测量单位（盖章）： 测量负责人（签字）：

动用空间测

量范围坐标

动用块

段 1名

称

拐点坐标 D1 D2 D3 D4 D5 D6

Y

X

Z

动用块

段 2名

称

拐点坐标 D1 D2 D3 D4 D5 D6

Y

X

Z

测量设备、方

法及精度

年 度

检 测

工 作

及 质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量 完成人 验收人 质量评述

1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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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评

述 2 地面测量

3 井下测量

2.4.3年度生产计划及完成情况

简述本年度生产计划和完成情况，主要包括采矿、洗选煤等情

况，生产、销售台账统计。

2.4.4下一年度生产计划

简述下一年度计划开采量，洗选煤量，计划开采块段，在采掘

现状图中标注。

3 探采对比

3.1探采对比的基础

说明探采对比的基础是本次地质测量工作与最近一次勘查（探

矿），并经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进行对比。说明报告的编制

单位及储量估算的截止时间。

3.2探采对比

简述动用块段所在煤层编号，水平、采区，走向长、倾斜长、

标高、面积等，动用范围内原地质报告块段编号，并与最近一次矿产

资源储量报告进行对比。

3.2.1煤层对比

应对煤层的厚度、结构，煤质与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进

行对比。

3.2.2地质构造对比

应对煤岩层产状、褶皱、断层情况进行对比。

3.2.3开采技术条件变化对比

应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瓦斯、煤尘爆炸性、煤层

自燃倾向性、地温和地压等开采技术条件进行对比。



12

附探采情况对比表（表 3）。

探采情况对比表 表 3

对比基础

对比内容

最近一次储量核实报告/
地质勘查报告

本次检测
备

注

煤层

编号

1

工作面

名称 1

块段编号

面积（km2）

平均厚度（m）

煤厚可采性指数

煤厚变异系数

厚度稳定性

发热量（MJ/Kg）

灰分（%）

视密度(t/m³)

煤层

编号

2

工作面

名称 2

块段编号

面积（km2）

平均厚度（m）

煤厚可采性指数

煤厚变异系数

厚度稳定性

发热量（MJ/Kg）

灰分（%）

视密度(t/m³)

4 资源储量估算

4.1资源储量估算依据

4.1.1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明确编制单位、编制时间、评

审机构及评审时间及评审文号，备案单位、时间及文号等；资源储量

估算的基准日，累计查明、动用、保有资源储量（储量、资源量）。

附本年度矿山动用范围所对应的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块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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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储量估算表。

4.1.2依据的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最近一次矿山储量年度报告，明确编制单位、编制时间、评审机

构及评审时间及评审文号，确认单位、时间及文号等。

4.2动用资源储量估算

4.2.1本年度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及参数确定

简述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估算参数、煤层

圈定原则、块段划分及资源储量分类原则，资源储量级别变化。

未动用采区（块段），沿用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有关方法、

参数。资源储量类别转换为新资源储量类别。

4.2.2本年度动用资源量估算

根据实测煤层厚度、煤质指标及动用范围估算本年度动用资源量，

要有估算过程并附有关图、表。动用资源储量包括采出量与损失量两

部分。

一、动用量（工作面、采区、矿井）

二、损失量（工作面、采区、矿井）及损失率

简述工作面、采区损失构成，矿井永久煤柱的摊销位置，摊销方

法、损失量及剩余情况。永久煤柱损失量摊销台帐（表 4）

三、采出量（工作面、采区、矿井）及回采率

采出量=动用量-损失量

回采率=1-损失率

附本年度矿山动用资源储量计算表（表 5）。

4.2.3损失率

应分别计算工作面、采区、矿井实际损失率。

4.2.4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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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计算工作面、采区、矿井实际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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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煤柱损失量摊销台帐 表 4

煤柱名

称

所在

水平
所在煤层

资源

量类
型

煤柱

煤量

摊销

系数

逐年摊销量
备注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

煤 1

探明

控制

推断

小计

煤 2

探明

控制

推断

小计

……

探明

控制

推断

小计

1、2……煤层

探明

控制

推断

合计

注：摊销煤量，分子为当年的，分母为累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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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矿山动用资源储量估算表 表 5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原组织机

构代码

本次采用工业指标 （列出本次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及其来源）

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及选择依据
简要说明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估算参数、可采煤层厚度圈

定或外推原则、块段划分及资源储量分类原则，储量级别变化。

估算面积（km2） 估算标高（m）

资源储量估算对象 动用块段编号 估算方法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及确定方法
参数：动用块段平面积、煤厚、容重和倾角；确定方法：绘图软件面积拾取，煤

厚实测，容重采用原报告，倾角量取。

截至××年××月××日××煤矿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资源储量类型 资源量 备注

煤

n

层

动用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保有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累计

查明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合

计

动用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保有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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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累计

查明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小计

截至××年××月××日资源储量估算增减结果（单位：万吨）

矿种

资源储量类

型

（最近一次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占用

评审备案资源储量
本次估算资源储量

资源储量

增（+）、减（-）

保有

资源储

量

累计查

明量

保有

资源储量
动用量

审批压覆

量

累计查

明量

保有

资源

储量

累计查明

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资源量小计

填表说明：对于开采的块段，需要进行动用空间测量，估算资源储量动用情况；已动用的块段资源储量按原报告进

行核销，其中重算增减或勘查增减的资源储量，应纳入累计查明资源量，未动用的块段不需要重新核算。累计查

明仅涉及本年度动用煤层。

4.3重算增减

当地质勘查报告矿块划分与开发利用方案不一致时，应按照开发

利用方案划分的矿块重新估算资源储量。因重算引起的资源储量变化，

记入重算增减。

4.4勘查增减

本年度动用范围因生产探矿、掘进、回采揭露等投入工程产生的

资源储量差异，记入勘查增减，本年度动用范围外勘查增减，不计入

本年度勘查增减。本年度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也应随勘查增减、资源储

量级别变化进行调整。

4.5证实储量与可信储量

当年开采量可直接转换为证实储量。估算年末保有的证实储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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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储量，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依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

济评价等，以设计利用的探明资源量和（或）控制资源量为基础，结

合推荐的或实际的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扣除设计损失、

采矿损失后得到的可经济采出部分。

2.设计资料不全，无法按照上述原则估算“保有储量”的，可通

过保有资源量转换计算，转换公式为：保有可信/证实储量=保有控制

/探明资源量×回采率；推断资源量可根据矿山生产实际确定转换参数，

转换后纳入可信储量统计。

4.6历年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简述本年末累计查明的资源储量、累计动用资源储量、保有资源

储量。

统计包括本年度在内的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历年动用的资源储量

和保有资源储量。附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备案以来历年度

资源储量变化情况表（表 6）。

4.7有关资源储量问题的说明

4.7.1上年度审查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4.7.2核实报告备案以来补充地质勘探情况

说明补充勘探钻孔数量、施工单位、进尺、资源量估算变化等情

况，本年度是否动用补充勘探区域。

4.7.3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1）地方煤矿破坏影响

简述在生产过程揭露或探测到地方煤矿开采情况，包括：揭露或

探测时间、地点、采掘范围、水害气体等有害情况，影响资源量等以

及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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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批压覆量

简述公路、铁路干线、重要建筑物等建设项目经压覆批准的矿产

资源储量。

（3）非正常损失

经上级批准后，应在资源储量估算图注明非正常损失批准文号、

日期、报销范围及数字，并将其批准文件和原始资料一并妥善保存，

在矿井闭坑时上交上级公司档案室。报批后计入重算增减。

（4）…

5“三率”指标对比

5.1设计“三率”指标

简述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三率”指标。说明所依据的开发利用方

案及编制单位、编制时间，审批情况。

5.2实际“三率”指标

简述实际“三率”指标，应有计算方法、计算过程和相关参数确

定依据。

5.3 “三率”指标对比

对比设计和实际“三率”指标，未完成指标的需说明原因。

6 结论与建议

6.1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简述本年度及历年累计查明、勘查增减、重算增减、保有资源量。

附截止至 XX年 XX月 XX日 XX煤矿资源储量平衡表（表 7）。

6.2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简要说明矿山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评价开采技术条件，提出

防治措施和开采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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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备案以来历年资源储量变化情况表 表 6

阶段 资源量类型 开采量 损失量 勘查增减 重算增减 保有量 累计查明 批文

最近一次矿

产资源储量

报告

1层煤

探明
截止基准日累计

动用资源储量

/ /
…
合计

2层煤

探明
截止基准日累计

动用资源储量
…
合计

20XX年度

1层煤

探明

…
合计

2层煤

探明

…
合计

20XX年度

1层煤

探明

…
合计

2层煤

探明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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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XX年 XX月 XX日 XX矿资源储量平衡表 表 7
矿产名称

（矿产组

合）

统计对象

及单位

矿石工

业类型

及品级

矿石主

要组分

及质量

指标

截至年底矿产资源储量及年度变化情况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
上年度

年末保有
开采量 损失量

勘查增减

(±)
重算增减

(±)
审批压覆

量

本年度

年末保有
累计查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煤 1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资源量合计

煤 2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资源量合计

全矿

井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资源量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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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图目录

1.各煤层采掘现状图（1:2000或 1:5000）

2.井上下对照图（1:2000或 1:5000）

3.各煤层资源储量估算图（1:2000或 1:5000）

4.地质勘探线剖面图（与本年度工作面有关）（1:2000）

5.工作面采帮、巷道地质素描（当年回采）（1:500或 1:1000）

6.其他反映资源储量变化的图件

说明：资源储量估算图必须是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附图，

煤层底板等高线、煤厚、构造不能更改，采掘现状图应反映实际煤层

底板等高线、煤厚、构造变化。

五、附表目录

1.本年度测量成果表

2.矿山资源储量台帐（表）：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台帐、保有资源

储量台帐、重算增减资源量台帐、压覆资源量台帐、动用资源储量台

帐

3.矿山储量年度报告审查结果表

4.其它表格

六、附件目录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采矿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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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单位测绘资质证书或测绘人员职称证书复印件（盖公章）

3.最近一次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备案证明、上年度储量年报审

查意见及结果

4.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复印件

5.工作项目委托书或合同书复印件

6.测绘仪器校验证明

7.煤质化验（内检、外检）分析成果表（盖公章）

8.矿山逐月生产、销售台账或统计表

9.非正常损失的批复（复印件）

10.XXXX年生产接续计划

11.其它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