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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石墨资源开发与利用

许世伟*
双鸭山市石墨产业规划发展服务中心，黑龙江� 155100

摘� � 要：石墨被称为“工业味精”，是世界上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高新技术、军事工业等领域具有不可替

代的应用价值。我国是世界上石墨储藏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石墨的产量与开发水平方面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是，本文通过对石墨资源开发与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在石墨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了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促进我国石墨资源开发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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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石墨是碳元素的一种同素异形体，其性状为灰黑色不透明固体，密度为����J�FP�，熔点为����℃，沸点����℃。

石墨的化学性质十分稳定，具有非常好的耐腐蚀性能，在一般条件下不会与酸、碱等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因此，其在

工业和国防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工业制造能力的发展，石墨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

源>��。针对石墨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国进一步提升石墨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水平，而且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有效地避免石墨资源开发不合理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因而，具

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二、我国石墨资源分布特点

（一）储藏量大

我国石墨资源的分布特点之一就是资源的储藏量大。在当下，我国的石墨资源已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以

上，在总储量上仅次于巴西（占比接近��％）。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墨资源储藏国和生产国之一。储量

巨大的石墨资源，对我国科学技术与工业制造能力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详细的石墨矿藏分布情况见表�。

表1� 世界石墨资源分布情况

国家 储量（万吨） 占比

巴西 7115 36.9％

中国 6340 32.9％

墨西哥 1894 9.8％

印度 1007 5.2％

其他 2941 15.2％

合计 19297 100.0％

（二）资源类型齐全

根据石墨资源的结晶程度，可以将其分为晶质石墨与隐晶质石墨。在工业生产和高新技术研发过程中，两种类型

的石墨资源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使用价值，因而其开发与深加工的价值都比较大。在我国已经探明的石墨矿区中，有晶

质矿区���个，隐晶质矿区��个。在上述矿区中，无论是晶质石墨还是隐晶质石墨，其储藏量都非常丰富，具有较大

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在现有储量得到充分开发的情况下，即便我国的工业制造与科技研发水平进一步发展，也无需进

口国外的石墨资源>��。

（三）分布集中

在当下，我国的石墨资源也体现出了分布比较集中的特点。具体来说，在晶质石墨矿藏分布方面，我国的黑龙

江、内蒙古、四川、山西、山东五省区的晶质石墨矿藏储量占全国的��％以上。在隐晶质石墨矿藏分布方面，我国

��％的隐晶质石墨矿藏分布在内蒙古、湖南、广东和吉林四个省区。在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的前提下，我国石墨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难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这种情况也导致石墨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对当地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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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进一步加重。详细的国内石墨资源分布情况见图�与图�。

�
图1� 晶质石墨资源分布图

�
图2� 隐晶质石墨资源分布图

三、我国石墨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势与劣势

（一）优势

���开采难度小

在我国，晶质石墨矿藏大多数为露天矿藏，开采的技术难度非常小，需要的开采设备也比较简单。同时，隐晶质

石墨虽然需要进行井下开采，但其开采难度和开采成本与煤炭开采相比也比较小>��。此外，由于石墨具有非常好的可

浮性，因而采用浮选法进行初步选矿工作就能够将石墨矿石的纯度提升到��％以上。在技术条件较好的矿区，初选的

石墨矿石纯度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在铅笔芯等低端制造领域，甚至可以直接使用未筛选的矿石进行生产。

���应用前景广阔

在科技和工业制造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石墨的应用前景也变得愈发广泛。除了生产铅笔芯之外，石

墨在国防、航空航天、电子科技、高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都具备非常好的应用前景。例如在国防领域，石墨不

仅可以用于制作石墨炸弹，同时，也是核反应堆中的重要材料之一。而在����年石墨烯被发现之后，石墨的应用前

景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在应用前景非常广泛的前提下，石墨的开采与应用价值也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作为石墨

储藏和生产大国，我国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石墨开采与应用获取了更多的利润，同时在各项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加

快速的发展。

（二）劣势

���深加工污染环境

想要将天然石墨应用于生产和科技研发，就需要进行深加工。在当下，主要的石墨提纯方法为高温法和化学法。

同时，在一些领域，也存在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情况。但是，现阶段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来说，

高温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设备生产或采购成本高，而且能源消耗巨大。化学法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其产生的工业废

水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开发新型的石墨提纯与深加工方法，成为当前石墨开采与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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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对石墨资源的利用水平。

���资源利用水平有待提升

在石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另外一个劣势就是石墨资源的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在具体表现

方面：

（�）现阶段我国开采的石墨资源有相当一部分被应用于铅笔制造等低端制造业。这种情况就导致石墨资源开发对

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

（�）在当下，我国的高新技术研发中对石墨资源的应用相对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①�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研发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

②�高新技术研发部门对石墨的作用没有产生系统的认识。

在石墨资源利用水平不高的前提下，我国石墨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对经济的发展也就无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四、当前我国石墨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技术水平落后

在当下，我国的石墨采矿与选矿技术与国外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自从��世纪��年代以来，我国的石墨采

选技术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石墨开采和选矿的技术难度相对较小，同时我国有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石墨储藏大国。因而，即便使用落后的

采矿与选矿技术，石墨的产量也能够满足我国各行业自用和出口的需求。因此，相关企业对于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的

重视程度也就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

���石墨储藏量和产量的增加，也导致石墨价格的下降，因而造成石墨生产企业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和设

备升级。

（二）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充分治理

我国的石墨资源开发史可以追溯到��世纪��年代。在漫长的开发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矿山。这些矿山不

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废弃的矿山在一般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成为耕地或林地，导致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同时，石墨选矿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尾矿。部分石墨生产企业随意丢弃和处置尾矿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土壤和

水体污染。在我国石墨的主要产地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省区，石墨生产导致的污染已经成为当地环境污染的主

要类型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石墨开采过程中对各种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从而达到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

（三）深加工技术落后

在当下，我国石墨的深加工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在我国的石墨深加工企业中，当前的主

要产品仍然是初加工鳞片石墨。在最近几年，虽然柔性石墨、胶体石墨等新型的石墨材料生产在我国得到了比较快速

的发展，但在产品的质量与产量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某些发达国家以低价进口我国的

石墨原材料，并在进行精加工之后返销我国。在这一过程中，某些高技术含量的石墨材料在经过粗加工—出口—精加

工—返销过程后，其价格甚至提高到之前的十倍以上，为发达国家攫取了高额利润，同时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难以估

量的损失>��。

（四）产业发展不合理

在当前，行业发展不合理成为制约我国石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来说，体现在一下两方面：

���行业结构方面

现阶段我国的石墨行业主要包括石墨开采与粗加工企业，石墨精加工和新材料研发企业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

在技术水平与盈利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同行业企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发展与进步空间。

���企业发展水平方面

现阶段我国石墨行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企业的

技术水平提升难度增大，而且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

五、加强我国石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建议

（一）对开采和加工技术进行升级

想要提升我国石墨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水平，首先就必须对石墨开采和加工技术进行升级和创新。在具体措施方

面，表现为：

���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对石墨生产与加工企业进行技术与设备升级的行为予以政策和资金扶持，提升相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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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技术升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这一基础上，石墨开采与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针对部分开采与加工企业设备和技术条件落后导致污染的问题，政府部门需要针对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严格监

督，通过对污染源头企业进行处罚增加其升级设备与技术的主动性。

���石墨开采与加工企业必须对技术升级给予更大程度的重视，并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自主研发等方

式升级自身的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自身的经营收益>��。

（二）合理限制石墨资源开发

为更好的保护环境和石墨资源，我国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对石墨资源的开采规模进行合理的限制。具体来说，

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

���需要针对当前我国石墨资源的总需求量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留出一定的出口余量之后，作为石墨

资源的总计划产量，并以此为基础对石墨企业的生产计划进行指导性调整。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的石墨资源就能够得

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针对石墨生产企业技术水平落后和污染严重等问题，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通过市场调节

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技术落后企业的发展，并取缔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从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三）对深加工技术进行升级创新

为保障石墨资源利用率的提升，需要对石墨深加工技术进行进一步创新和升级。在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参考以下

几点：

���政府部门需要针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给予足够的政策扶持，促进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石墨深加工的技术含

量和产品附加值。

���针对新型石墨材料的研发与生产，需要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进一步加强合作，对相关技术进行更加系统的创

新和升级，提升我国新型石墨材料的产量和质量。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石墨资源的附加值就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对石墨矿山环境进行专项治理

为保障石墨行业的有序发展，需要针对石墨矿山环境进行专项治理。在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政府部门需要针对石墨开采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环境进行严格核查，并严肃查处污染环境的行为，促使石墨

开采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等手段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升资源利用率。

���针对历史上产生的废弃矿山，政府部门需要鼓励相关企业通过创新技术进行污染治理和尾矿再利用。对于相关

企业来说，可以通过研发和引进尾矿制砖等新技术加大尾矿的利用效率，在对矿山环境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提升企

业的盈利能力>��。

六、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虽然在石墨资源的储量与产量方面处于世界前列，但在石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也存

在技术水平落后、资源开发产生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充分治理、深加工技术落后、产业发展不合理等问题。本文在分

析了我国石墨行业整体环境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制定了解决方案。通过本文的研究成果，希

望能够促进我国石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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