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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重点专项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专项的总体目标围绕国家

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瞄准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

重大科学问题与技术难题，在矿产资源精细勘查、绿色开发、高

值化利用等方面取得理论突破，攻克一批重大核心共性关键技术

与装备，形成若干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为构建高

质量资源保障体系提供科技支撑，培养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

队伍。

2023 年，本重点专项主要对照实施方案中设计的任务开展

查缺补漏工作，同时兼顾当前国际形势下国家对战略性矿产资源

的新需求，拟优先支持 22 个研究方向，同一指南方向下，原则

上只支持 1 项（青年科学家项目除外），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

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 项，并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

任务 1. 战略性矿产资源分布与成矿规律研究

主要指南方向：

1.1 战略性矿产资源大数据综合信息预测与找矿勘查示范

研究内容：我国钴、镍、锂、铌、钽、锆、铍、铼、铟、锗、

镓等小宗战略性矿产元素共伴生机制和禀赋规律；地质大数据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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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信息快速提取与数字矿床模型构建关键技术及预测评价系统；

重要成矿区带战略性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找矿新区预测；重点矿

集区深部隐伏矿三维立体靶区预测及找矿勘查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钴、镍、锂、铌、钽、锆、铍、铼、铟、锗、

镓等小宗战略性矿产预测评价指标体系，形成 1-2 项新理论方法

及 20 个勘查评价模型；研制自主可控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大数据

智能预测评价系统（包括软件平台 1 套），同类产品市场用户超

60%，形成发明专利 5 项以上、软件著作权 10 项；定量评价我

国 10-15 个重点成矿区带战略性矿产资源潜力，圈定 2000 米以

浅最小预测区数量不少于 1000 个（面积不超 50 km2）并估算潜

在资源量；选择重要预测区开展勘查示范，提供至少 10 个可供

勘查的找矿新靶区（面积不超 1 km2），形成 2-3 个找矿勘查示范

基地。

关键词：资源潜力评价，大数据信息融合，数字矿床模型，

综合信息预测系统，成矿远景区划

1.2 重点含盐盆地钾盐成矿规律与勘查技术

研究内容：我国重点海、陆相含盐盆地固体/液体钾盐物质

来源、成矿机制及成矿模式；重要成钾区固体/液体钾盐矿层测

井综合识别技术及地震智能识别反演技术；典型矿集区钾盐识别

勘查技术应用与增储示范。

考核指标：查明我国重点海、陆相含盐盆地钾盐成矿过程及

成钾地质条件，建立 3-4 个钾盐成矿模式；形成 2-3 套固体/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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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盐矿层测井综合识别技术，单层厚度识别分辨率达 0.3m-0.5m；

形成 2-3 套固体/液体钾盐矿层地震智能识别反演技术，单层厚度

反演分辨率达 6m-10m；预测评价重要成钾区的成矿潜力，提供

3-4 个可供勘查的找钾新靶区，形成 1-2 个大型钾盐找矿勘查示

范基地；提交新增氯化钾（KCl）资源量 1-2 亿吨。

关键词：含盐盆地，钾盐矿层，成矿机制，井震识别反演技

术，增储示范

1.3 磷和硼矿床成矿机制与找矿预测

研究内容：关键地质历史时期磷的多圈层循环过程及大规模

爆发成矿的关键控制因素；我国盐湖型和火山-沉积型硼矿的物

质来源和富集机制，盐湖中液体硼矿的经济提取技术；优质磷矿

和硼矿的特殊成矿机制，我国重要成矿区带磷矿（含伴生稀土资

源）和硼矿的资源潜力、找矿预测与勘查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地球关键地质时期磷的圈层循环定量模型；

建立沉积型和沉积-变质型磷矿床及碳酸盐型和硫酸盐型盐湖

（沉积）硼矿的成矿与找矿模型，申请 2 项发明专利；提供 5-6

个磷矿和硼矿可供勘查的找矿新靶区，形成 2-3 个找矿勘查示范

基地。

关键词：磷和硼矿床，循环，物质来源，富集机制，找矿靶

区

任务 2. 战略性矿产勘查技术研究与增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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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南方向：

2.1 中、新生代盆地砂岩铀矿成矿潜力与增储示范

研究内容：我国主要中、新生代盆地内砂岩铀成矿动力学机

制；盆地沉积建造、构造变形对铀成矿的制约；大规模盆地流体

动力学过程与铀矿体定位规律；砂岩型铀矿床三维建模与矿体三

维探测技术；重要成矿区带的找矿模型、成矿预测与增储示范。

考核指标：厘定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盆地内砂岩铀矿的成矿

-勘查模型 3~4 个；形成砂岩型铀矿三维勘查与资源潜力评价的

关键技术 2~3 套；提供 5~6 处可供勘查的找矿新靶区；新增砂岩

型铀矿资源量 1 万吨（品位≥0.01%，平米铀量≥1kg/m2）。

关键词：砂岩铀矿，中、新生代盆地，成矿预测，勘查增储

2.2 锑多金属矿床成矿规律及勘查评价方法

研究内容：区域重大地质事件对锑多金属矿床成矿及金属组

合的控制作用；重要锑多金属成矿区带成矿规律与金属富集机制；

锑多金属矿床高效勘查方法和找矿模型；重点区带锑多金属矿床

成矿潜力评价和找矿勘查示范。

考核指标：揭示（变）沉积岩容矿锑多金属矿床形成机制及

关键控制因素；建立锑矿床、锑金矿床、锑钨矿床、锑钨金矿床

和卡林型矿床的成矿-找矿模型 4~5 个；构建锑多金属矿床高效

勘查方法组合 2~3 套；提供 4~5 个可供勘查的找矿新靶区，形成

2~3 个找矿勘查示范基地；新增锑矿资源量 10 万吨、金矿资源

量 50 吨、钨矿资源量 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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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锑多金属矿床，成矿规律，找矿模型，勘查示范

2.3 滨海地区金矿勘查评价技术与增储示范

研究内容：我国重要滨海金矿省矿床发育规律；滨海地区金

矿资源潜力评价方法及潜力评价；滨海地区金矿有效勘查技术方

法组合；找矿靶区预测与增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滨海地区区域三维地质模型 1 套，比例尺不

小于 1:5 万；形成 1 套 3000m 深度的浅海金矿综合地球物理精细

探测技术，垂向分辨率优于探测深度的 10%，研发 1 套多要素约

束的三维地球物理反演技术，圈定可供进一步勘查靶区 2处；建

设滨海地区金矿勘查示范工程 1 处，新增金资源量 100 吨；申请

发明专利 3 件以上；完成滨海地区金矿勘查评价技术要求 1 套。

关键词：滨海金矿，三维地质模型，综合反演，资源潜力评

价，勘查增储

2.4 航空冷原子绝对重力勘探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冷原子干涉仪与动态载体的解耦技术，动态振动

补偿与干涉条纹精准还原技术，多元数据融合技术及动态绝对重

力数据快速实时提取技术；重力数据信号提取与处理软件；基于

冷原子干涉的航空绝对重力勘探装备与勘查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验证性低速运动载体（实验科考船）重力测量分

辨率不低于 0.5 mGal@3km，低速运动载体交叉点内符合精度优

于 1.0 mGal；机载（固定翼实验飞机）重力测量分辨率不低于

1.0 mGal@6km，机载交叉点内符合精度优于 2.0 mGal；探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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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于等于 0.3m3，重量小于等于 120kg；控制柜体积小于等于

0.4m3、重量小于等于 100kg；总功耗小于等于 1千瓦；形成航空

冷原子绝对重力勘探设备工程样机，航空高精度绝对重力测量空

间分辨率达 8km。

关键词：航空，绝对重力，原子干涉仪，工程样机

2.5 混场源多参数航空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地面电性源、吊舱磁性源大功率发射技术；半航

空磁激发极化探测技术；航空运动噪声深度压制技术；非屏蔽

SERF 原子磁测量技术；融合半航空磁极化、天然与可控源倾子、

航空与半航空瞬变电磁、航空磁场的多参数数据处理技术与反演

软件，基于无人/有人直升机平台的航空电磁勘探装备；找矿勘

查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混场源多参数航空电磁勘探装备工程样机 1套；

地面电性源峰值发射功率达 300kW；磁极化率最低工作频率达

3.125Hz；非屏蔽 SERF 原子磁场测量噪声水平优于 30fT/√Hz；

倾子测量偏差小于 0.5%；吊舱磁性源具有双脉冲发射能力，峰

值磁矩达到 150 万 Am2以上；反演软件可实现混场源联合约束

反演功能，单架次处理时间小于 1.5 小时；直升机航空电磁系统

的最大载荷不超过 700kg，吊舱直径不低于 30m，最大发射电流

不低于 450A，最大滞空时间不低于 2 小时；系统的工作温度范

围-20～+45℃；单次飞行探测 1000 米深度地质体的分辨率达

50-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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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磁，航空混场源，半航空磁极化率，多参数，装

备

任务 3. 战略性矿产智能绿色开采技术及装备

主要指南方向：

3.1 金属矿深部规模化安全高效连续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高应力下金属矿大盘区无矿柱连续化开采技术与

装备，高应力下金属矿规模化智能凿岩爆破技术与装备，高应力

下金属矿规模化低放热高强充填体的成型技术与装备，金属矿规

模化开采诱发强动力灾害智能监测预警与主动控制技术，金属矿

超深规模化智能通风降温技术与装备。

考核指标：形成金属矿深部规模化安全高效连续开采技术，

建立千米以深 500 万 t/a 高效开采典型示范金属矿山；井下连续

运搬设备 1 台套，盘区运搬能力提升 1 倍，吨矿运搬能耗降低

20%；回采巷道爆破振速 20cm/s，炸药单耗降低 10%，大块率

4%；充填装备系统的规模化充填料浆输送能耗降低 30%，充填

成本降低 30%且充填体强度提高 50%；强爆触发型岩爆预警准确

率与发生频次降低均 80%；深地下智能制冷装备 1 台套，制冷量

5kW，智能通风制冷系统能耗降低 25%；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

形成标准规范征求意见稿 2 项。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3

关键词：连续高效开采，充填体成型，主动防控，通风降温，

智能技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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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超大规模露天矿低碳开采技术与连续运输装备

研究内容：高寒高海拔地区大型露天矿山大坡度连续运输技

术及装备；高寒高海拔地区大型露天矿移动破碎连续运输工艺及

配套装置系统；大型露天矿集约化块段式高强度低碳开采理论与

技术；大坡度连续运输与采剥作业链高效协同智能管控技术；大

规模清洁爆破技术。

考核指标：开发出倾角不低于 40度的大倾角连续化运输装

备样机及配套装置，运输能力每小时 500-3000吨；回采率 97%

以上，贫化率小于 3%，平均剥采比降低 20%以上；矿山穿孔、

铲装设备作业效率提高 30%以上，采矿能耗降低 50%以上；尘毒

降低 70%以上，爆破大块率降低 50%；示范矿山露天开采产量增

产 20%以上，建成亿吨级露天矿智能连续采剥示范工程 1-2项；

申请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形成标准及规范征求意见稿 1 项。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3

关键词：高寒高海拔，大坡度运输，高强度开采，智能调控，

亿吨级

3.3 地下金属矿破碎矿体安全高效开采技术与智能装备

研究内容：针对地下金属矿破碎矿体开采产能效率低、安全

性差难题，研发金属矿破碎矿体大跨度中深孔高效采矿技术；研

发破碎矿体中深孔爆破边界与块度精准控制技术；研发破碎矿体

采场顶板围岩破裂变形光热波一体化智能监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多次强爆破破碎矿体采场顶板围岩破裂主动控制技术；研发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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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切割、凿岩、大型铲运智能技术和装备。

考核指标：建立地下金属矿破碎矿体安全高效开采技术与示

范矿山 2座，采场生产能力提高 2倍，采场高度 15m、跨度 10m；

采场边界超欠挖率降低 60%；光热波一体化智能监测设备采场顶

板围岩表面裂隙分辨率≤5mm和内部破裂定位精度≤1m，控制

采场顶板变形量≤25mm；智能切割井钻机一次成井直径 800mm

和深度 65m，自主作业与纠偏，偏斜率≤1%，中深孔智能凿岩

设备自动布孔定位误差≤50mm；智能接卸钻杆时间≤100s，远

程可视化遥控时延≤60ms； 4m3以上大型新能源地下智能铲运

装备，连续工作时间 5h，装备支持远程遥控、自主行驶、自主

铲装、自动称重等无人作业功能，作业效率较传统柴油及拖曳电

缆式提高 10%以上，自动称重误差≤3%，自主行驶速度 10Km/h；

申请发明专利 10项。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3

关键词：地下金属矿，破碎矿体，安全高效，中深孔开采，

智能装备

3.4 煤矿超高与超长工作面高效综采关键技术及装备

研究内容：开发 10m超大采高和中厚煤层 450m超长工作面

大中心距轻量化快速移动液压支架，大功率高速自主截割采煤机，

大运量超长刮板输送机；研究煤矿超大采高与超长工作面开采覆

岩破断机理、超高煤壁稳定性及时空演化规律；研究超大开采空

间强矿压区域卸压岩层控制理论、技术和装备；研发多重动载作



浙
江

大
学

 kjcg
x

用下大型开采装备群一体化智能协同作业工艺、技术和控制系统；

建成煤矿超高与超长工作面高效综采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 10m超大采高和 450m超长工作面液压支架、

采煤机、刮板输送机综采工作面成套装备各 1套，移架速度≤10s/

架，轻量化替代结构件减重≥20%，采煤机重载截割速度≥15m/min，

刮板输送机链速≥1.8m/s，液压支架试验寿命≥60000次，工作面

成套装备开机率≥80%；研发超高、超长工作面快速推进工艺，

提出超大开采空间围岩控制理论；研发超大开采空间强矿压区域

压裂控压技术，顶板岩层单孔压裂控压、卸压范围≥500m×100m；

研发工作面装备群智能化协同作业系统 1套，工作面直线度测量

误差≤5%，人工干预率≤10%，端头及超前支护减人≥50%；建成

采高不小于 10m综采工作面工程示范 1项，产能≥18Mt；建成工

作面长度不小于 450m超长工作面工程示范 1项，产能≥10Mt；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0项以上。

有关说明：由企业牵头申报，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

不低于 1:3

关键词：煤炭开发，超大采高，超长工作面，岩层控制，工

程示范

3.5 煤矿巷道快速智能掘进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研究煤矿巷道掘进工作面围岩与环境智能感知、

空顶自稳智能判别方法；研究快速智能掘进煤矿巷道围岩时效控

制理论，开发钻锚一体化巷道快速锚固材料及技术；研发掘-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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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运多工序并行协同作业快速智能掘进装备；开发快速智能掘

进矿压实时监测系统及运维大数据平台；建成煤矿巷道快速智能

掘进示范工程。

考核指标：提出煤矿掘进工作面围岩稳定性判别方法及巷道

快速智能掘进时效控制理论；提出 2种巷道快速智能掘进模式，

开发 4项以上巷道快速智能掘进关键技术；研制掘护锚一体化集

中协同、掘护支运分区并行协同的快速智能掘进装备 2套，掘进

工作面自动化使用率超 70%，实现智能多机协同控制，掘进功效

提升 30%以上；开发 3种以上巷道快速锚固新产品，支护施工时

间减少 50%；开发 1套掘支锚运协同作业实时监测管控系统；建

成 2个典型巷道快速智能掘进示范工程，综合成巷速度达到

1000m/月，作业人员减少 30%。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3

关键词：煤矿巷道，智能感知，智能掘进，快速支护

任务 4. 战略性关键矿产绿色选冶技术

主要指南方向：

4.1 炼焦煤精深分选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研究难选炼焦煤煤岩力学特性及选择性解离技术；

开发重选中煤及细粒煤精细旋流分选技术与装备；开发微细粒煤

泥深度浮选分离过程强化技术与装备；研究煤泥水净化与高效循

环利用技术；开发炼焦煤精深分选关键工艺环节精准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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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细尺度炼焦煤精深分选示范工程。

考核指标：形成细尺度炼焦煤精深分选关键技术 4~6 项；研

制细粒煤精细旋流分选装备 1 套，分选不完善度低于 0.2；研制

微细粒煤泥深度浮选分离过程强化装备 1 套，有效浮选回收粒度

下限突破 10 微米；建立循环煤泥水水质平衡调控系统，循环煤

泥水浓度不超过 0.25g/L；建成 20 万 t/a 炼焦煤精深分选示范工

程，从难选炼焦煤中释放精煤产率不低于 20%；申请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炼焦煤，煤岩解离，旋流分选，浮选，煤泥水

4.2 低品位铀金多金属矿高效富集与分离提取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大规模低品位铀金多金属矿资源可经济回收

难度大、资源利用率低、辐射环境影响范围大等问题，研究低品

位铀锆铍稀土等多金属矿高效一体化综合利用技术；短流程铀精

制技术与装备，辐射防护精准调控技术；低品位金资源短流程低

毒绿色提取技术，低品位多金属金精矿高效熔炼与贵金属捕集技

术；构建低品位铀金资源开发利用集成技术体系，支撑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低品位铀金多金属资源高效破解富集与分离

技术4-6项，铀、稀土与铍、锆铌选矿富集比分别达到8倍、25倍

和12倍以上，铀、锆、铍、稀土水冶回收率大于85%，选冶综合

回收率提高10%、达到55%以上；建立天然铀短流程精制技术体

系，UF6产品达到核纯级，硝酸消耗减少1.7t/tU，废水减排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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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降低40%；构建铀多金属回收与辐射环保一体化集成技术体

系，能耗降低20%，成本降低15%，职业照射个人有效剂量降低

30%，固废与废水利用率分别达到50%和90%；形成低品位金资

源协同调控高效提取技术，与现有提金工艺相比金回收率提高

2%；研发低毒提金药剂不少于2种，CN消耗量降低80%，完成万

吨级原位低毒浸金工业试验；研制低品位多金属金精矿高效熔炼

核心技术与装备，铜回收率不低于85%，金回收率不低于98%，

完成工业试验验证，与现有黄金冶炼工艺相比，金直收率提高

10%以上，回收率提高5%以上，能耗降低30%，成本降低15%。

建成10万吨/年铀多金属矿综合利用工程示范和千万吨级金矿石/

年低毒绿色提取示范工程各1座，稳定运行不少于3个月。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1:2

关键词：低品位铀多金属矿，低品位金多金属矿，辐射环保，

低毒药剂，熔炼

4.3 铜冶炼过程稀有稀散金属分离富集与纯化技术

研究内容：铜冶炼过程钼硒碲铼分布规律与定向富集、分离

和提纯调控机制；钼硒碲铼高效选择性富集与短流程分离技术；

高纯钼硒碲产品制备技术；真空还原制备 5N 级高纯铼粒技术；

高温高真空熔炼炉及其核心零部件研制；6N 级硒、7N 级碲和

5N 级金属铼吨级规模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钼硒碲铼高效富集及分离纯化技术 3-5 项；

铜冶炼过程钼回收率≥80%、硒回收率≥97%、碲回收率≥90%、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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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80%；制备 5N 级高纯钼、6N 高纯硒、7N 高纯碲、5N

级高纯铼四种产品；建立吨级以上钼硒碲铼生产线 4条，形成发

明专利 10-15 项。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铜冶炼，稀有稀散，钼硒碲铼，精准分离，高纯化

4.4 超大型及强化冶金特种设备研制及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有色金属冶炼过程沸腾焙烧炉、熔池熔炼炉、

中高频熔炼炉、等离子炉等核心装备，重点攻克：超大型冶炼装

备尺寸放大规律及冷态模拟；单体 180m2以上沸腾焙烧炉及其核

心零部件研制；单系列 30万吨铜/年以上规模熔池熔炼炉及氧枪、

水套核心部件；大功率中高频熔炼炉及单体大功率感应体研制；

超高温等离子炉及其等离子枪研制等。

考核指标：研制出 4-5 种超大型及特种冶金装备，单台沸腾

焙烧炉面积达到 180m2以上，锌产能达到 20 万吨/a，单台铜熔

池熔炼炉处理规模达到 30 万吨铜/a 以上，床能率达到 70t/m2d，

中高频熔炼炉单台处理能力达到万吨级以上，等离子炉熔炼温度

达到 2800oC以上，处理能力达到万吨级；建立 2-3 座工程示范。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超大型冶炼装备，特种冶金装备，尺寸放大规律，

冷态模拟

任务 6. 战略性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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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南方向：

6.1 锆铪高效提取分离与高端产品制备技术及工程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锆英砂强化碱熔反应矿相解离与氧氯化锆结

晶过程调控机制；锆铪高效定向分离体系开发；萃取工艺参数与

装备集成优化；开发高纯锆铪金属、有机锆铪化合物等高值化产

品；废酸安全处置与废硅渣资源化及全过程绿色评价。

考核指标：形成强化碱熔、萃取分离提纯、熔盐萃取精馏等

绿色冶炼分离技术 2-3 项；研制高效连续萃取、电解精炼核心装

备 2-3 台套；锆英砂到氧氯化锆工艺段锆回收率大于 95%，氧氯

化锆产品中 Fe、Si、Na 等主要杂质总量小于 50ppm；锆铪分离

工艺锆中铪含量小于 100ppm，铪中锆小于 0.5%；研制出 4N5

级锆铪金属、4N 有机锆铪等产品 3-5 种；建成 5 万吨级氧氯化

锆生产及配套废硅渣资源化示范线 1 项、10 吨级（氧化铪）锆

铪分离示范线 1 项。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锆铪，强化碱熔，萃取分离，高纯产品

6.2 低品位共伴生铷铯超常富集与高质利用技术

研究内容：铷铯等关键元素赋存状态、嵌布特征、选冶过程

分配规律及分离强化机制；铷铯与钽铌等矿物物理、化学强化分

选机理以及高效富集技术；铷铯强化溶出与杂质深度脱除技术；

铷铯等多元溶液萃取分离体系与反应器研制；高纯铷铯及其化合

物制备关键技术、装备及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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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形成低品位共伴生铷铯矿高效选冶与提纯技术

3-4 项，铷铯选矿回收率达到 80%以上，冶炼回收率达到 90%以

上，与现有工艺相比选冶总回收率提高 10%，生产成本降低 25%；

研制铷铯分离富集、萃取反应器等核心装备 2-3 台套，分离效率

提高 15~20%；研制出适用于压电材料、生物医药用铷铯高纯金

属及其化合物等深加工产品 3-4 种；建成千吨级每天低品位共伴

生铷铯矿石选矿工程示范和百吨级铷铯分离提纯工程示范。

关键词：铷铯，超常富集，分离提纯，高质利用，高纯产品

6.3 钒钛磁铁矿中钒钛高效回收与高值利用技术

研究内容：研制高铁高镁钛铁矿强化分离富集技术与药剂；

开发钛磁铁精矿选择性超细磨矿-铁钛分离技术；研发微细粒钛

铁矿高效矿化及精细分离过程选矿技术与装备；开发钒渣无盐无

氨清洁提钒及高纯氧化钒制备技术；形成低温快速短流程氮化钒

制备技术；建成钛磁铁精矿铁钛分离、微细粒级钛铁矿高效回收、

高纯氧化钒制备等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高铁高镁钛铁矿专属的浮选药剂 3种以上；

开发钛磁铁矿选择性超细磨矿与铁钛分离技术 1-2 项，通过超细

磨矿从钛磁铁矿精矿中释放钛铁矿 10%以上，钛磁铁精矿全

Fe>58%，建成 50 万吨级钛磁铁精矿超细铁钛分离工程示范；研

发超细粒级钛铁矿高效回收技术 1-2项、装备 1-2套，钛精矿 TiO2

品位≥47%，S 品位≤0.2%，浮选作业回收率≥60%，建成 50 万吨

级微细粒级钛铁矿高效回收工程示范；开发钒渣无盐无氨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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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提钒及高纯氧化钒制备技术 1-2 项，钒回收率≥90%，提钒

尾渣中 V2O5≤1.0%、Na2O≤0.5%，高纯氧化钒产品纯度≥99.9%，

建成千吨级高纯氧化钒工程示范；开发低温快速短流程氮化钒制

备技术，制备温度≤1200℃，时间≤2h。申请发明专利 10 件以上。

有关说明：中央财政经费与配套经费比例不低于 1:2

关键词：钒钛磁铁矿，超细磨矿，微细粒钛分选，无氨提钒，

高纯氧化钒

任务 8：前沿探索与集成与示范

主要指南方向：

8.1 战略性矿产勘探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

研究内容：针对铌钽、钒钛、铍、锂、萤石等矿产资源成矿

理论及勘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

形成原创理论和新技术。

考核指标：战略性矿产成矿新理论，战略性矿产勘探新方法

及新设备等。

有关说明：该任务方向为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不超过 5项。

8.2 战略性矿产选冶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

研究内容：针对选冶过程新理论、新方法、新设备，开展战

略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形成原创理

论和新技术。

考核指标：战略性矿产资源选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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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等。

有关说明：该任务方向仅部署青年科学家项目，支持不超过

5 项。


	研究内容：高应力下金属矿大盘区无矿柱连续化开采技术与装备，高应力下金属矿规模化智能凿岩爆破技术与装备
	考核指标：形成金属矿深部规模化安全高效连续开采技术，建立千米以深 500万t/a高效开采典型示范金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