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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床发现史·贵州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贵州主要矿产及其重要矿床勘查发现

过程的大型专著。它是《中国矿床发现史》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全书由前言、第一章绪论、

第二至第九章及后记等组成，书中前言说明了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意义，并介绍了本书的

内容、特点与编写方法；绪论是全书的总览，记述了贵州地矿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贵州矿产资

源的总貌及其特点；第二至第九章是全书的主体，具体叙述了贵州除水气矿产以外的八大类

矿产中45种矿产及其147个重要矿床(矿区、产地或煤田)的勘查发现过程、产出分布特征、

开发利用及其经济、社会效益、以及经验教训等诸方面的内容；后记简介了成书的整个过程。

    《中国矿床发现史·贵州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通俗易懂，集资料性、历史性、科学

性、实用性为一体，是了解贵州矿产、尤其是重要矿床勘查发现史实及其产出分布的重要材

料。本书可供地勘行业广大职工阅读、借鉴与利用，也可供科研院校及有关单位或人员进行

研究、教学以及编史、评估贵州矿产时参考，更是广大读者知悉贵州矿产不可多得的实用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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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序

    《中国矿床发现史》的出版，是中国地质矿业界的一件大事。

    《中国矿床发现史》是记载新中国地质找矿伟大业绩的一座丰

碑，《中国矿床发现史》又是积46年来我国矿产发现历史和找矿经验

的宝库。它是第一部系统地反映我国矿产发现过程、巨大成就、经验

教训和勘查规律的文献。它以翔实的史料、深刻的内涵，为读者提供

了一部矿产发现史记，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新石器时代至今，几乎每一种矿产的发现

和利用，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铜矿与

铁矿的发现和冶炼，划开了人类农业文明的两大历史阶段；铀和硅的

利用，又进一步带来了现代核能、电子和尖端科学的突飞猛进。

    新中国的46年，矿产勘查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

前，我国有90％的能源和70％以上的原材料都来源于矿产资源。全

国已发现矿产168种、矿床和矿点20多万个，查明矿产地1．6万多

处。探明储量的152种矿种中，有20多种矿产储量总量居世界前列。

我国已成为世界矿产资源丰富、储量规模可观、矿种比较齐全、配套

程度较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伴随着我国各种矿产资源的发现，一

批批矿产基地兴建，一座座工业城市崛起。没有矿业的发展，就没有

共和国国民经济大厦雄厚的根基。矿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矿产资源勘查是基础产业的基础，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

的增强做出了贡献，为我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矿产发现的46年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凝

聚了创业者的心血，闪烁着探索者的智慧，铭刻着先行者的艰辛。我

国地质矿产大军，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鞭策自己，以现代科

学技术武装自己，无私无畏地开拓，不倦不懈地探索，无怨无悔地奉



献，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为使当代地质勘查工

作者的功绩永垂青史，激励和启迪后来人以史为鉴，让社会更加理解

和重视地质矿产事业，编纂这一部史书，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历史

作用和科学价值。

    昔日的辉煌理应珍惜，未来的征途更须奋进。虽然，我国已经探

明了大量的矿产资源，属世界六大资源国之一，已成为世界第三矿业

大国，但人均拥有的探明矿产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

国矿产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均匀。对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人们要

重新认识。对主要大宗矿产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应引起国家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矿业和地质勘查业要有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正视严峻现实，再创地勘业辉煌，是历史赋予

地质工作者的重任，是时代的呼唤。

    我希望我国广大的地质工作者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加快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艰苦奋斗，为我国地质

矿产事业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一九九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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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前言

    一

    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在旧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能够制造各种石器

作为谋生的工具和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红铜器。商、

周两朝，更形成了鼎盛的青铜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了广泛利用铁器的时代。

《山海经》中已经记述了多种矿产。《管子·地数篇》中，则已记述了先辈们总结的丰富的

找矿经验和知识。汉代云南等地盛采锡、铅、银、金、铁矿；四川已能用天然气煮盐。唐

宋两朝，金、银、铜、铁、锡的采冶更盛极一时。据史料记载，宋元丰元年(1078)，官府

收金10710两、银215385两、铜14605969斤、水银3356斤、朱砂3646斤。到了明、清

时期，金属矿产的产量和规模日趋庞大。明洪武初年，全国铁产量已达1800余万斤，相当

英国17世纪的生产规模。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已将金石划分为金、玉、石、卤

四类，记述了许多药用矿物。清朝时，仅云南年产铜即达1300万斤；产锡则以两广、滇、

湘为盛；铅锌主要产于滇、黔、桂、湘、陕；汞主要产于黔、湘、滇三省。同时黄金、黄

铜、白铜的产制品已远销海外。至于非金属矿物和燃料矿物，如高岭土、萤石、芒硝、硫

磺、石墨、滑石、建筑石材的应用，古书更是有记载。此外，凿井采卤煮盐在四川自贡已

有2000年的历史。煤在汉代即用以冶铁，并作为燃料。陕北和四川的石油、天然气，也早

被人们用作照明和燃料。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我们的祖先对各种矿物原料不断扩大应用和

认识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利用史。古矿又是现代矿业的基础。举凡当今的

大冶铁矿、东川铜矿、个旧锡矿、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锑矿、中条山铜矿、景德镇高岭土、

自贡盐卤等等，无一不是在古人采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我国近代地质学先驱章

鸿钊先生在《古矿录·自叙》中，曾做过最完善的表述：“而今之矿实犹是古之矿也⋯⋯而

古人先已知之得之，仍有待于后人之竟其功者，正复何限。”

    中国近代的矿产勘测和采冶事业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做地质

调查，并考察矿产资源。1910年邝荣光编制了《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与此同时，

在焦作和延长已有外国人兴办的公司在勘探煤矿和石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在临

时政府设置了实业部矿务司，主管地质采矿事宜。其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此为我国

政府中有地质机构之始。1913年北京政府又成立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调查所和以章鸿钊

为首的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地质矿产勘查的骨干。从1916年开始，他们在

中国的国土上进行了开拓性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测。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诞生。嗣

后，会员所完成的大量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测，多以矿床地质论文形式发表于该会主办的两

种全国性会刊之中，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经济地质的发展。1923—1935年，有八个省先后设

立了地质调查所。1928—1932年，又先后成立了李四光负责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此

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42年，国民政府设立了



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正是这些地质机构和它们的地质专家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开展

了几十种矿物原料的勘测工作。应该肯定，他们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

不可磨灭的。

    由于近代矿冶事业的兴起，1908年湖南锑矿的产量已占世界产量的50％。本世纪初，

漠河金矿即年产金数十万两。1937—1942年全国产金达到172万余两。1940年前后，江西

钨精矿产量已达1．4万吨，遥居世界各国之首。锡在本世纪上半叶采出近30万吨。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我国广大地

质和 矿业职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和广大海疆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矿产资源勘查工

作，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众多的地下宝藏。截至1993年，我国已经找到168种矿产，其

中勘 查有储量的152种，共勘查矿 产地2万余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庆油田、神府煤

田，及一大批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能源和原材

料工业的落后面貌，进而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已经建设了国有矿业企业9988个，乡镇集体

和个体经营的矿山企业27．4万个。所有矿山企业年矿业总产值达人民币2913．6亿元，占

当年工业总产值的5．9％，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确实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现在，中国已无愧是世界矿业大国之一。中国主要依靠本国的资源，在1994年生产了

原煤 11．86亿吨，水泥4亿吨，两者均居世界首位，生产的稀土精矿亦居世界之首；产钢

9153万吨，居世界第二位；产标准磷矿石2476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产标准硫铁矿石1679

万吨 和10种有色金属产量370．1万吨，均居世界第四位；原油产量1．46亿吨，居世界第

五位；黄金产量居世界第六位。    三

    今天，矿业在我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开发矿业而新形成的城镇，在我

国已经达300多座。可是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些城市的由来，更想不到一座座城镇的诞生

和形成竟然与地质工作者和矿业工作者鲜为人知的辛勤劳动紧密相联。有多少人知道我们
的许多矿山和城市都曾经深深地印下了地质勘探队员的足迹，在为一个个矿山和城市树立

的丰碑上，也铭刻着地质工作者的业绩，我们深信他(她)们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创业

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歌颂和学习。为此，编纂一部《中国矿床发现史》，以反映数以万计的

地质工作者发现和勘查矿产资源的贡献，再现矿产勘查工作的光辉历程，系统总结矿产勘

查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让人们进一步了解矿产勘查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

作用和价值。藉以告慰先行者，激励后来人，自然这就成了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中国矿床发现史》系列丛书共29卷，约1000万字。第一卷为综合卷，主要叙述我国
矿产资源的全貌，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发展概况，各类矿产发现概况，以及在全国具有典型

意义的重要矿产地发现的历程。第二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分省卷。天津和上海两市固体矿产



较少，台湾省由于地质矿产资料了解不够，故暂未编写，待以后补齐。各分省卷第一章绪

论主要叙述全国或分省矿产资源的特点、概貌和开发利用状况，古代矿业开发史略，近代

地质矿产调查概略，1949年以来的矿产资源勘查经历，以及勘查工作中的重要经验教训。

其余各章包括能源矿产、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产、稀有稀土金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6个大类，涉及到矿种和矿产地若干。

    凡遴选入本书的矿产地，都必须具有典型意义和一定的代表性。所谓典型意义和代表

性是指大型和超大型矿床，或在国内、省内具有特色的重要中小型矿床；具有不同成因类

型的矿床(如沉积型、层控改造型、夕卡岩型、火山热液型、沉积变质型、⋯⋯)和国内

外知名的矿床。各个矿区矿床发现史叙述的重点是1949年以后矿床发现与勘查的经历，以

及对该类矿床发现的总结。

    四

    本书以记叙体形式编纂，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尽管是一部浩繁的集体

创作，但却贯穿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编书采用以时为序，以事叙人，夹叙夹议

的体例，力求脉络清晰，见物见人，准确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要求叙述史实简明

扼要，着意反映地质工作的科学性和探索性，即地质工作者对客观地质体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努力刻划地质工作者百折不挠地战胜自然、认识地球的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的过程。因此，这套丛书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各卷所述矿产发现史的时限，大体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叙述古代矿业史，时

间大约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延续至19世纪；第二阶段叙述近代矿产勘测史，系指19世纪末

至20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矿产勘查发现史，时间从1949

年起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三阶段的矿产发现史乃是全书记述之重点，因此，第三阶

段矿产勘查的历程又依据国家经济形势和大政方针的变化，分别以四个时期予以记述，即：
1949—1957年，1958—1965年，1966—1978年，1979年—90年代初期。此乃有助于读者

准确了解各时期政府对矿产勘查工作的方针政策，对勘查矿种和勘查地区的侧重要求以及

矿种勘查中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所产生的找矿效果等。

    五

    本书编写的第一手材料，绝大部分出自发现和勘查矿产地的地勘单位著述之正式地质

报告。在撰稿过程中，凡情节及过程有疑问者，大多由各省、市、区地矿局编写组或撰稿人亲
自调查、走访当事人，或调阅原始资料，甚或召开知情者调查会辨析，以求事实准确，过程清

晰。绪论部分及各类矿产概况，参考了大量有关矿产资源报告和相关的报刊文章。

    六

    本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组成《中国矿床发现史》编纂委员会负责全书的编



纂和审定。编纂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不同部门地质勘查机构的代表组成。编纂委员会下设编
辑部，具体组织管理全书总体的编纂、审定。分省卷则由各省、市、区地质矿产局(厅)组

织的编辑委员会、编辑部和撰稿人负责编写、审定工作。各省编辑委员会亦多由不同部门

地质机构的代表组成。撰稿者大多系发现和勘查各矿产地的参与者或知情者，有的则是参

与其事的地勘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编辑委员会对全书各卷的编审程序做了统一规定，即由各卷编辑部在撰稿人提供矿产

地发现史初稿的基础上统一编写成书稿，分别印送各编辑委员会、各部门地质机构负责人

(总工程师)和《中国矿床发现史》编辑部征求意见，然后据反馈意见做出必要的修改形成

送审稿，再由分卷编辑委员会组织召开会议进行审查验收。会议邀请了有关部门的专家、领
导参加，力求做到对史实核查无误，力争正确地总结矿产勘查的经验教训，从中寻找规律

性的认识，最后根据审查意见再次修正定稿。

    七

    本书的出版，使人们得以全面了解除石油、天然气以外的中国矿产勘查发现的历史全

貌。有心人或可从本书总结的各种矿床发现过程所采用的勘探方法、认识依据和重要经验
中，找出指导今后矿产勘查工作的客观规律。本书也有助于人们了解矿产地质勘查和发现

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而认识到地质工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

要贡献。促使人们进一步明了地质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丛书的

出版对研究我国矿产勘查工作战略思路以及地质科学史和矿业发展史必将起到借鉴和促进

作用。

    本书可供各级领导、地质勘查工作者、有关的科学研究人员和院校师生，以及关心中
国矿产勘查开发事业的人士阅读。

    《中国矿床发现史》的编辑出版，是各级地矿工作领导者、专家和许许多多平凡的地质

工作者群策群力的结果，也是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收获。地质矿产部宋瑞祥部长热情为

之作序，地质矿产部原部长孙大光欣然为本书题词并题写书名，勉励本书的告成。著名矿
业史专家夏湘蓉先生对编史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编辑部同仁及地矿部高咨中心余鸿

彰，中国地质矿产报记者钮惟恭，地质出版社社长马清阳、总编张义勋，以及责任编辑组

组长牟相欣等为全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地质出版社编审李鄂荣对本丛书的古

代矿业史部分进行了认真校订或补充修改。田廷山、穆丽霞、王蓓、高炳奇、宋伯庆、孟
海涛承担了部分书稿目录的英文翻译工作，陈华彦对部分书稿进行了审核，何永祥负责插

图图例设计，在此仅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地质矿产部地质勘查计划管理司钱大都、张淑伟、王志泰，自始至终组织全书的编纂、

统稿、审定、付印，奉献了极大的精力，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限于编者水平和史料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教。

    《中国矿床发现史》编纂委员会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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