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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林地区矿产志略》一书，从1986年开始筹划，1987年初动

笔，到年末完成初稿，又用近二年半的时问进行修改补充，筹集资

金，出版印刷，到现在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撰写矿产专业志，在历史上早已有过。周树人(鲁迅)和顾琅(芮

石臣)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是其中较早的一部。此书于清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四月在日本东京印刷出版。它是一部搜集中外文献资料

著成的专业志书．嗣后，民国初年和沦陷时期，又有《东北矿产志》、

《吉林矿产志》，《吉林省之矿产》等数十部中外文编著相继出版。其

中，大部分志书对当时的矿产开发、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但为推

行殖民主义政策，掠夺中国资源服务的也不乏其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进入了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困境中走出来，改

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适应国际、国内的大潮流，人们

迫切需要各种先进信息，也包括地下资源信患。省，市有关领导在作经

济发展决策，国、省、市营企业请资源开发，都需作资源估价。乡镇企

业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即热爱家乡教育)，也都需要翔实可靠的地下

资源资料。旧矿产志不论其容量，还是资料的科学性，都满足不了需要。

省地矿局第二地质调查所关显祖，陆丽华二位同志，于编纂《吉

林市志自然地理分志》的同时，搜集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料。这些资料

是我国地质学家，地质工作者几代人前赴后继辛勤劳动的结晶。这些

资科科学、翔实，十分珍贵。看后，使人感到仿佛走进了一座五光十

色的地下宫殿。兴奋之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们，困难再大，

也要把这些资料汇编成书，奉献给正为四化建设的家乡人民。

编纂过程中，陈桂荣副市长给予很大的关注，并作了批语。市地

’方志编委会胡国军主任，王鸿印、孙德福副主任，副研究员林明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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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志都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鼓励．省地厦矿产局，地调二所给予了

指导和帮助．赵禹、孙玉琴二位同志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在这里一并

表示谢意。
’

本书二十万字．八章五十节，资料截止于1988年，采用志略体裁，

内部出版．资料浩繁，时间跨度大，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

肯定难免．如蒙指正，不胜感激．

一2一

编 者

1990年4月5日



目， 录

前言⋯⋯⋯⋯⋯⋯⋯⋯⋯⋯⋯⋯⋯⋯⋯⋯⋯⋯⋯⋯⋯⋯⋯(1)

概述⋯⋯⋯⋯⋯⋯⋯⋯⋯⋯⋯⋯⋯一、⋯⋯⋯⋯⋯⋯⋯⋯⋯(1)

第一章黑色金属矿产⋯⋯⋯⋯⋯⋯⋯⋯⋯⋯⋯⋯⋯⋯⋯．．．(8)

第一节铁⋯⋯⋯⋯⋯⋯⋯⋯⋯⋯⋯⋯⋯⋯⋯⋯⋯⋯小(8)

第二节锰⋯⋯⋯⋯⋯⋯⋯⋯⋯⋯⋯⋯⋯⋯⋯⋯⋯⋯⋯(37)

第三节铬⋯⋯⋯⋯⋯⋯⋯⋯⋯⋯⋯⋯⋯⋯⋯⋯⋯⋯⋯(38。)

第四节钛⋯⋯⋯⋯⋯⋯⋯⋯⋯⋯_⋯⋯⋯⋯⋯⋯⋯⋯(42)

第五节钒⋯⋯⋯⋯⋯⋯⋯⋯⋯⋯⋯⋯⋯⋯⋯⋯⋯⋯⋯(42)

第二章有色金属矿产⋯⋯⋯⋯⋯⋯⋯⋯⋯⋯⋯⋯⋯⋯⋯⋯(43)

第一节铜⋯⋯⋯⋯⋯⋯⋯⋯⋯⋯⋯⋯⋯⋯一“⋯⋯⋯一(43)

第二节铅⋯⋯⋯⋯⋯⋯⋯⋯⋯⋯⋯⋯⋯⋯⋯⋯⋯⋯⋯(75)

第三节锌⋯⋯⋯⋯⋯⋯⋯⋯⋯⋯⋯⋯⋯⋯⋯⋯⋯⋯⋯(83)

第四节 镍⋯““⋯⋯⋯⋯⋯⋯⋯⋯⋯⋯⋯⋯⋯⋯⋯⋯··(85)

第五节钨⋯⋯⋯⋯⋯⋯⋯⋯⋯⋯⋯⋯⋯⋯⋯⋯⋯⋯⋯(97)

第六节锡⋯⋯⋯⋯⋯⋯⋯⋯⋯⋯⋯⋯⋯⋯⋯⋯⋯⋯⋯(99)

第七节钼⋯⋯⋯⋯⋯⋯⋯⋯⋯⋯⋯⋯⋯⋯⋯⋯⋯⋯⋯(100)

第八节锑⋯⋯⋯⋯⋯⋯⋯⋯⋯⋯⋯⋯⋯⋯⋯⋯⋯⋯⋯(106)

第三章贵金属矿产⋯⋯⋯⋯⋯⋯⋯⋯⋯⋯⋯⋯⋯⋯⋯⋯⋯(110)

第一节金⋯⋯⋯⋯⋯⋯⋯⋯⋯⋯⋯⋯⋯⋯⋯⋯⋯⋯⋯(110)

第二节银⋯⋯⋯⋯⋯⋯⋯⋯⋯⋯⋯⋯⋯⋯⋯⋯⋯⋯⋯(／64)

第四章稀有金属、稀土金属及放射性矿产⋯⋯⋯⋯⋯⋯⋯(170)

第一节铌、钽⋯⋯⋯⋯⋯⋯⋯⋯⋯⋯⋯⋯⋯⋯⋯⋯⋯(170)

第二节钇⋯⋯⋯⋯⋯⋯⋯⋯⋯⋯⋯⋯⋯⋯⋯⋯⋯⋯一·(174)

第三节铀、链⋯⋯⋯⋯⋯⋯⋯⋯⋯⋯⋯⋯⋯⋯⋯⋯⋯(175)

C

—l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章冶金辅助原料矿产⋯⋯⋯⋯⋯⋯⋯⋯⋯⋯⋯⋯⋯⋯

第一节耐火粘土⋯⋯⋯⋯⋯⋯⋯⋯⋯⋯⋯⋯⋯⋯⋯⋯

第二节 蓝晶石类矿物(蓝晶石、矽线石、红柱石)⋯

第三节 白云岩⋯⋯⋯⋯⋯⋯⋯⋯⋯⋯⋯⋯⋯⋯⋯⋯⋯

笫四节硅石⋯⋯⋯⋯⋯⋯⋯⋯⋯⋯⋯⋯⋯⋯⋯⋯⋯⋯

第五节 石灰岩(冶金用灰岩、化工用灰岩)⋯⋯⋯⋯

第六节萤石⋯⋯⋯⋯⋯⋯⋯⋯⋯⋯⋯⋯⋯⋯⋯⋯⋯⋯

第七节 铸型祜土⋯⋯⋯．．．⋯⋯⋯⋯⋯⋯⋯⋯⋯⋯⋯⋯·

第六章燃料矿产⋯⋯⋯⋯⋯⋯⋯⋯⋯⋯⋯⋯⋯⋯⋯⋯⋯⋯

第一节 煤⋯⋯⋯⋯⋯⋯⋯⋯⋯⋯⋯⋯⋯⋯⋯⋯⋯⋯⋯

第二节泥炭⋯⋯⋯⋯⋯⋯⋯⋯⋯⋯⋯⋯⋯⋯⋯⋯⋯⋯

第三节 浊页岩⋯⋯⋯⋯⋯⋯⋯⋯⋯⋯⋯⋯⋯⋯⋯⋯⋯

第七摩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

第一≯ 磷⋯⋯⋯⋯⋯⋯⋯⋯⋯⋯⋯⋯⋯⋯⋯⋯⋯⋯⋯

第二节硫⋯⋯⋯⋯⋯⋯⋯⋯⋯⋯⋯⋯⋯⋯⋯⋯⋯⋯⋯

镰三苛 砖⋯：⋯⋯⋯⋯⋯⋯⋯⋯⋯⋯⋯⋯⋯⋯⋯⋯⋯”

第八章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

第一节石棉⋯⋯⋯⋯⋯⋯⋯⋯⋯⋯⋯⋯⋯⋯⋯⋯⋯⋯

第二节石墨⋯⋯⋯⋯⋯⋯⋯⋯⋯⋯⋯⋯⋯一⋯⋯⋯⋯·

第三节石膏⋯⋯⋯⋯⋯⋯⋯⋯⋯⋯⋯⋯⋯⋯⋯⋯⋯⋯

第四节滑石⋯⋯⋯⋯⋯⋯⋯⋯⋯⋯⋯⋯⋯⋯⋯⋯⋯⋯

第五节水泥原料‘(石灰岩、粘土)⋯⋯⋯⋯⋯⋯⋯⋯

笫六节 陶瓷原料(高岭土，瓷土及瓷石、长石)⋯⋯

第七节硅灰石⋯⋯⋯⋯⋯⋯⋯⋯⋯⋯⋯⋯⋯⋯⋯⋯⋯

第八节砖瓦枯土⋯⋯⋯⋯⋯⋯⋯⋯⋯⋯⋯⋯⋯⋯⋯⋯

第九节大理岩⋯⋯⋯⋯⋯⋯⋯⋯⋯⋯⋯⋯⋯⋯⋯⋯⋯

第十节 饰面石材(花岗岩、蛇纹岩)⋯⋯⋯⋯⋯⋯⋯

第十一节 叶腊石⋯⋯⋯⋯⋯⋯⋯⋯⋯⋯⋯⋯⋯⋯⋯⋯

第十二．节膨润土⋯⋯⋯⋯⋯⋯⋯⋯⋯⋯⋯⋯⋯⋯⋯⋯

第十三节硅藻土⋯⋯⋯⋯⋯⋯⋯⋯⋯⋯⋯⋯⋯⋯⋯⋯

一2一

))))))))))))))))))))))))))))))

8

8

8

1

2

7

9

O

3

3

2

8

1

l

6

6

O

0

1

4

4

5

l

5

7

8

9

O

l

2

7

7

7

8

8

8

8

9

9

9

O

l

2

2

2

3

4

4

4

4

4

4

5

5

5

5

5

6

6

6

1

1】】l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第十四节沸石⋯⋯⋯⋯⋯⋯⋯⋯⋯⋯⋯⋯⋯⋯⋯⋯⋯

第十五节 天然油石⋯⋯⋯⋯⋯⋯⋯⋯⋯⋯⋯⋯⋯⋯⋯

第十六节 宝石，玉石(刚玉、尖晶石、荚蓉石、

透闪石)⋯⋯⋯⋯⋯⋯⋯⋯⋯⋯⋯⋯⋯⋯⋯

第十七节水晶⋯⋯⋯⋯⋯⋯⋯⋯⋯⋯⋯⋯⋯⋯⋯⋯⋯

第十八节 冰洲石⋯⋯⋯⋯⋯⋯⋯⋯⋯⋯⋯⋯⋯⋯⋯⋯

第十九节云母⋯⋯⋯⋯⋯⋯⋯⋯⋯⋯⋯⋯⋯⋯⋯⋯⋯

附录一．．⋯⋯⋯⋯⋯⋯⋯⋯⋯⋯⋯⋯⋯⋯⋯⋯⋯⋯⋯⋯⋯⋯。

附表一⋯⋯⋯⋯⋯⋯⋯⋯⋯⋯⋯⋯⋯⋯⋯“⋯⋯⋯“⋯⋯“：”

附表二⋯⋯⋯⋯⋯⋯⋯⋯⋯⋯⋯⋯⋯⋯⋯”一⋯⋯⋯⋯⋯⋯”

附表三⋯⋯⋯⋯⋯⋯⋯⋯⋯⋯⋯⋯⋯⋯⋯⋯⋯⋯⋯⋯⋯⋯⋯

附表四⋯⋯⋯⋯⋯⋯⋯⋯⋯⋯⋯⋯⋯⋯⋯⋯⋯⋯⋯⋯⋯⋯⋯

(264)

(265)

(265)

(266)

(272)

(272)

(275)

(280)

(282)

(283)

(283)

一3一



概 述

山环水绕的北国江城——吉林市，素以化工，电力工业基地著称

于遐迩。辖区内自然条件优越，蕴藏着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丰富的

矿产资源为吉林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下一世纪经济的腾飞，‘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吉林市虽远离沿海，但她位于吉林省的中部，略偏东北。地理座

标为：东经1 25’40，一127。56t，北纬42。3l，一44。40t。幅员面积

27120平方公里。东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至吉林省东部近海城市

图们直线距离2lO公里。铁路278．5公里；西邻长春市，四平市，距离

省城长春市区直线距离99．6公里，铁路128公里；南与浑江市、通化

市毗连，西南至东北最大工业都市沈阳，直线距离376．4公里，铁路

446公里；北与黑龙江省接壤，至哈零滨市直线距离210公里，铁路

275公里。吉林市外辖永吉．舒兰、磐石、皎河、桦甸五个县，内管

船营、昌邑、龙潭，市郊四篷与左家特区。总入口4004811人，农业

人口2202552人(1983年)。

吉林市交通冈发达，境内已经形成以铁路、公路，水路三大运输

系统为经纬的网络。。铁路全长936公里，密度为4．3l公里／百平方公

里。长图、沈吉、拉滨、烟白线贯通全境．与龙舒等线相辅相佐．各

县各区均有铁路相联。国家干线级公路四条，省级干线三条，县以下道

路130余条，通车里程3633．4公里，密度为13．2公里／百平方公里。除

冬季外，松花江．松花湖皆可水运。联系省内外，县际区际的三大运

输系统，为我区矿产资源开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吉林市自然环境优越，地貌类型复杂。她位于长白山区向松辽平

原过渡地带，有“远迎长白，近绕松花，，的形势。由于不同时期的大地

构造运动，以及江河的侵蚀和堆积，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形



成中山山区一一低山丘陵区一一峡谷湖泊区一一河谷平原区，海拔高

度依次递减的地理景观。

中山山区，位于吉林地区中、东部和东南部。南有长白山地龙岗

山脉，东南有龙岗山脉的余脉富尔岭。东北部有呼兰岭．，松花湖东

有老爷岭。湖西有摩天岭、南楼山，肇大鸡山，皆为中山山群。中山

山区中有1000米以上高峰110座。最高山峰南搂山，海拔1404．8米。中

山山区是全市主要林区和特产区域。
’

低山丘陵区，分布在蛟河、桦甸盆地和舒兰，永吉县的中部。山

岭海拔300一400米，少数山峰高迭600一700米。是吉林市开发较早的

区域。森林已经逐渐减退。除占地1213平方公里的吉林市城区外其余

区域是吉林省重要的旱粮、水稻、经济林、畜牧、渔业及工矿区．

峡谷湖泊区．从丰满大坝至白山水库上游金银剔，沿湖，沿江区

域，是丰满，红石、白山三大梯级电站兴建后形成的人为地貌区域。

环境幽美、景色壮丽，是大有前途的能源、特产、渔业、旅游综合性

经济开发区和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经济区。

河谷平原区，分布在松花江中游．永吉县北部、舒兰县中部及松

花江支流的局部地段。一般海拔170～220米。耕地集中，土地肥沃，

适宜水稻、旱粮农事耕作，是我市重要的农业经济区。

吉林市的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少

雨，干燥：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凉爽，多晴天；冬季漫长而寒冷。

辖区内地势多变，小气候复杂。

全区年平均气温3℃一5℃，气温受地形影·响，由西、西北向

东、东南气温逐渐降低。一月平均气温最低，一般在零下18℃一20℃；

七月平均气温最高，一般在2l℃～23℃。极端最高气温36．6℃。市郊

区高，舒兰县低。稳定通过10℃积温一般在2500--2800度。山区无霜

期120天，平原区可达130～140天。

全年降雨量650—750亳米，受地形影响，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

加。全年降水量的62％集中在夏季。连阴雨天多集中在6—8月。

全区盛行西南、西北风．平均风速2—4米／秒。年内大风多出现在

四、五月份。永吉县、市郊区，舒兰县风力较大．八级以上大风日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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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7--15天。

金区日照时数2400--2600小时，其中舒兰、磐石县最多．金年总

辐射量为1150=P卡／平方厘米。比邻近长春市略少，比敦化市略多．

吉林市境内水系发达，由松花江，拉林河、牡丹江三个水系的

部分流段和支流组成。10公里长以上河流277条，20公里以上的73

条。松花江水系在吉林市境内流域面积为22336平方公里，占全市

总面积的84％，拉林河占15％。牡丹江支流威虎河仅占1％．还有小

流域沟溪1327个，多分布在丘陵山区及盆谷地。金区蕴藏350万千瓦

电力资源，水资源异常丰富。

吉林市金区土壤有明显的带状和垂直分布特征。海拔500米以上

地段为灰棕壤及少量的石质土。300一500米地段为白浆土。300米以

下沿江河地段及山问谷地为冲积土、草炭主与少量沼泽土和泥炭土，

以及零星分布的黑土、石灰岩土和水稻土。

吉林市植被属于长自山区植物区系。植被区划属于温带针阔混交

林区域的长白山地红松，杉、冷杉针阔混交林区和小兴安岭，完达山

地红松针阔混交林区(张广才岭．老爷岭以外地区)。由于人为活

动和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掠夺式的采伐，植被开始衰退演替。原生林已

少见，变为以柞树为主的次生林和针闲混杂林。近年来，由于对森林

采取封山育林，营造人工林、合理抚育采伐等措施，使植被逐渐转入

进展演替，形成杉松苔藓林，落叶松水藓林、松阔草类林、柞树胡枝

子林，柞树草类林、阔叶草类林、杨桦林，胡柳洼地林；植物群落有

草甸沼泽植物、湿生草地植物、中生草地植物．千生草地植物，灌木

多年生木本草本植物，胡枝子灌木、田问杂草草本植物。

吉林地区动物资源丰富，野生经济动物有兽、鸟、两栖三纲六日

十三科。东北虎是国家一级特产动物，分布在桦甸县五道溜河一带．

在经济上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有毛皮动物．药用动物、观赏动物和保护

森林的鸟类。

吉林地区经历太古，元古、新地三个巨旋回的地质历史发展阶

段．太古巨旋回造成南端古陆核的形成；元古巨旋回促使古陆核的增

生；新地巨旋回有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使全区除南端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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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陆，长期剥蚀之外，进入吉黑地槽的发生、

段使全区卷入环太平洋构造域的发展历程．

发展的全过程．第二阶

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太古界、元古界、古生界的寒武系、奥陶系、志留

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中生界的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新生

界第三系、第四系。其中太古界，元古界见及境内南部地区。古生界

石炭系、二叠系发育齐全，分布广泛，化石丰富。寒武系，奥陶系次

之。志留系、泥盆系化石虽然丰富，其出露零星，所见比较局限。中

生代地层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分布集中，化石亦较丰富。第三系

多见于伊舒盆地及辉发河盆地等，是区内主要的含煤地层。第四系遍

及全区江河流域及湖泊两岸。

区内岩浆活动十分频繁，从老到新有太古代阜平期、元古代五台

期．早古生代加里东期，晓古生代华力西期、中生代印支期．燕山

期及新生代喜山期。形成的岩浆岩种类繁多，以酸性岩为主，次为

超基性岩、基性岩，中性岩和碱性岩。分布范围广泛，仅花岗岩就占

全区基岩出露面积的二分之一多．其中尤以华力西期和燕山期的岩石

最为发育。

本区地处褶皱区和地台区两个大地构造单元之上。以磐石县黑石

镇——桦甸县桦甸镇——红石砬子青茶馆一一木其河大青沟顶子——
境外敦化县柳树河林场一线为界，北部是地槽区的天山一兴安地槽

褶皱区吉黑褶皱系吉林优地槽褶皱带吉林向辩和教化隆起。南部地台

区属中朝一一塔里木准地台中朝准地台辽东台隆铁岭——靖宇台拱。

区内槽台两区褶皱及断裂构造均甚发育。构造线方向以北东向为主，

北西向、东西向次之。形成时间，槽区主要是寒武纪一二叠纪、三
叠纪——新生代，台区为太古代—一早中元古代，晚古生代——二叠

纪、三叠纪——新生代。

境内地层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构造发育．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

条件。形成了岩浆、热液、沉积，变质等各类型矿床，致使该区矿产

资源丰富，矿种齐全。目前已发现的有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

燃料、化工原辩非金属、冶金辅助原料，建材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稀有及

．稀土金属和放射性矿产，共计58种，占我省已探明储量的71种矿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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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其中矿产地86处，矿点572个，矿亿点412个，转石点21个，总

计1091个。包括大型矿产地15处，占全省大中型矿床总数的62％．

吉林市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金省之首，具

有大规模开发的优势，为开发发展有地方特色的工农业企业，奠定了

物质基础。其中镍是用来制造不锈钢、高镍合金钢和合金结构钢的原

料。被广泛用于军事工业，宇宙飞船、原子反应堆和各种机械制造业

等高，精、尖科技领域。我省镍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全省三个大矿

床，我市就占其中二个。磐石县红旗岭镍矿又名列榜首。

用于生产耐磨，酣腐、耐高温合金钢的钼，也是我市统势资源．

全省钼矿储量占全国的20．9％，居全国第二位，而永吉县大黑山钼矿

占全省储量的99％，而且是有较高品位的矿石，伴生钴、钨、锑等其

他有色金属．

贵金属中的金矿，是我市最早开发的矿种。吉林省的储量占全国

第四位。我市岩金保有储量是全省的9％，砂金是26．8％，尚有很大

开采、价值。

其次铁、铬、钨及非金属矿产的耐火粘土，石灰岩，陶瓷粘土，

硅灰石亦居全省之首。桦甸县老牛沟铁矿为省内主要矿产地之一。

油页岩矿产在省内外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砷．锑．硅石，蓝晶

石、红柱石、方解石等矿产，在省内也是独家所有。

还有化工生产的必需原料硫，建材用石灰岩等矿产绪量丰富。永

吉县头道沟、桦甸县西台子二处的中型硫铁矿及大黑山钼矿俘生硫

的储量，占全省硫储量的95％。我省冶金及化工用石灰岩集中产于磐

石县。明城元宝山，杨木顶子石灰岩矿储量达亿吨以上，是我省、我

市的优势资源。

煤，是我省的短线矿产，全省储量仅占全国的0．27％，也是我区‘

的资源贫乏的矿产。石油、化工生产原料磷，是我市的资源劣势．与

省内其他地区比较，我区没有或储量很小的矿产有：萤石，铸型用

砂，云母，石棉，高岭土，石膏、沸石，玻璃原料，膨胀珍珠窘原

料，膨润土，浮岩、石榴石，冰洲石、硼、稀士金属，锗，铟、镉、

铀等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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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矿产的勘查，要追溯刭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7年，1911

年，俄国人，日本人曾先后对舒兰县和全地区的矿产进行了勘查．这是

本区近代地质工作的开端。也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和清廷丧权辱国

’的例证。我市自已的地质工作始于1928午。当年地质学家王竹权对蛟

河煤田作了详尽的科学考查。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对矿产

资源进行掠夺，编制、出版了l：40万的吉林幅地质图，对区内13种

矿产资源做了较为详细的标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需求，本区地质勘探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建国初期，围绕着恢复老

矿山进行地质工作：1958年后，地矿、冶金，煤田、石油、建材，化

工、核工业等部门和地质院校，科研单位等，除开展了矿产普查勘探

外，还扩大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员等诸方面的调查。区域

内中比例尺的地质调查也全面开展。共完成了44种矿产的普查和勘

探；相继完成了1：20万地质调查，重砂、土壤测量和1：50万水文

地质调查、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及1：10万、 1：5万航空磁

力、放射性测量与局部地区的1：5万地质调查。随着普查勘探工作

的进行，地质矿产勘测技术、探矿技术、物理化学探测工作、岩矿及

遥感技术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地质研究程度也日益提高，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地质战线的全体职工为我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矿产是采矿业的基础。本地区较大规模矿产开发起步于清末。从

清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的百年间，全国各地各种矿产开发的速度甚

快。而在“龙兴之地"的吉林，清廷绝对禁止千陵寝、围场，参场之

内开采矿产。直到1816年，吉林将军才得到朝廷的奏准开采煤窑五处

的许可。采金业一向系被禁止的。1880年和1886年吴大潋两次奉清廷

命令来吉林办理边务，倡导开发吉林矿藏“化私为官，以浚利源"。

吉林的矿产才得到正式开发。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极力倡导兴办实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了契机．在吉林

申请开采的矿业厂家，公司有五十余家，其中还有中外合资企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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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陆续兴办了一些私人企业．三十年代初，全地区煤矿矿工约万余

人。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加紧掠夺矿产资

源的同时，又把吉林采矿业完全纳入了殖民化轨道．但吉林市在解放

前开采的主要矿种仅有金和煤。

新中国成立后，采矿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发展独具吉林特

点的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奠定了基础。

到八十年代末的1988年，全区采矿业得到空前发展。乡级以上企

业89家，工业总产值25385万元。全民所有制职工55583人，集体所有

制职工15333人。约是日伪时期的8倍，私营、个绺工人还没计算在

内。

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吉林市经济全面振兴时期，要以经济体制改

革为动力，调整采矿业结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除开发利用在全

国、金省中有影响大的矿产外，还应积极发展地方采掘业，乡镇企

业，充分利用资源，尽早实现“七五"规划，把我市建设成为以化

工，电力、冶金、轻型汽车．食品、纺织、塑料为重点，大。中、小

型企业布局合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为参加国际

上所预计的面向21世纪，振兴远东经济的国际经济特区图们江经济区

的竞争，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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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黑色金属矿产

黑色金属矿产包括铁、锰，铬。钒、钛。矿产地9处，矿点97

个，矿化点49个，转石点16个。多分布于桦甸县东南部、磐石县．永

吉县等部分地区。其中铁矿储量占主要地位，桦甸县老牛沟铁矿是全

省最大的铁矿矿床．

第一节 铁

一，矿产地

[永吉县胜利铁矿)位于永吉县旺起乡大顶子山西南2．2公里．

矿体赋存于燕山期花岗岩与二叠系下统大河深组大理岩接触部位

的矽卡岩中。长120米，宽1米，呈扁豆体。产状：走向北东，倾向南

东，倾角在浅部较陡，65—75’；深部缓，45～554含铁一般22—40％，

最高可达43．03％．金属矿物有磁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和辉钼矿。

矿床类型属矽卡岩型矿床，其规模为小型．曾露天开采，现已停采。

(磐石县西半截河铁矿)位于磐石县呼兰乡西半截河屯。磐桦公

路西柳树河车站到矿区约2公里，可通汽车。东距烟自线桦旬站18公里。

1958年曾露天开采，1959年2月停采．1953年有人作过l：20万

地质填图．1958年吉林省地质局吉中地质大队进行勘探，1959年该队

进行详查，同时省地质局物探队三队配合进行磁测。1970年由吉林省

地质局吉林地区综合地质大队完成全面勘探工作； ．

该区出露的地层为前震旦系变质岩系．近南北长条状分布。西侧

育华力西期花岗岩侵入及覆盖．接触带附近混合岩化普遍，愈往深部

愈强烈。构造不发育。 ．

矿体产于黑云母片岩及角闪片岩中，片岩走向13。，地表倾向南

东，倾角80。或直立。深部倾向北西，倾角60一70。．矿体呈层状，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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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七|}，产状与围岩一致，倾向340一358。，倾角55—70。。己控制矿体

有7条，一般长约20～50米，厚度0．5—4米，延深40一60米。最大

一矿体长167米，平均厚7．45米，廷深120j括。矿石矿物成分主要为磁

铁矿及其石榴石等。矿石结构呈含砂泥质结构，具有明显层理及块

状构造。品位：全铁32．10—41．75％，五氧化二磷2．4％、3％、

1．9％。围岩矽卡岩化普遍，伴生黄铁矿及金属硫化物矿物。矿床成

园类型为沉积交质为主和热液交代作用为辅的迭生矿床。规模属小

型。

(磐器墨新立铁矿]位于磐石县明城乡七问房村新立。矿区距沈

吉线铁路明城站奇‘套是．且有公路相通。

1973年磐石县钢厂新立群开始建旷，1974年边建设，边探矿，
边开采，1980年停采。

矿床是吉林省冶金局604队于1972年综合找矿中发现，随即转入

评价工作。1977年7月由吉林省地质局吉林地区综合地质大队迸行补

充勘探。

矿区出露地层属石炭系下统鹿圈屯组。岩性主要．布黑色扳岩，砂

质板岩以及石英岩、结晶灰岩，大理岩等。本区听见岩浆岩有花岗

岩，花岗斑岩等，主要分布在西部。构造简单，里一单斜构造。

矿体形态较为复杂，呈不规则状或稀豆状。规模不大，是由一个

主矿体和数个小矿体组成。开采的矿体长l 47米，宽度10—12米，延

深不大，16—20米。箕中小矿体不具规模，变化大形态不规则，无工

业意义。矿体产状主要向西倾，倾角不大，局部也有向东倾的趋势。

矿石类型主要为硫铁矿石。很少石英黄铁矿、磁铁矿及磁黄铁

矿石。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为磁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见

石英，绿泥石、石榴石、透辉石、方髂石等。矿石为它形粒状结

构，致密块校或团块坟构造。围岩蚀变具矽卡岩化、绿泥石化、硅化

及黄铁矿化。品位：全!铁52．57％，可溶铁51．30％。矿床成因类型

为热液充填交代型。规模属小型富矿。

(磐石县吉昌铁矿]位于磐石县吉昌乡南砖庙及汞洞。距沈吉线

铁路明城站14．5公里，有窄轨铁路相通。分为砖庙，汞洞两个采区。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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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区位子砖庙区东南7公里。

砖庙采区在清代即已开采。沦陷时期开采规模较小。1958年开采

规模大．1959年以后由吉林市吉昌铁矿保持小规模开采。

1942年以来陆续进行地质工作，1958年初吉林省地质局吉中地质

大队磐石地质队作过矿点检查，同年9月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进

行地面磁测工作。1965年吉中地质大队重新踏勘，至1966年由详查而

转入地质勘探工作。

汞洞采区民国元年始有人经营，至民国八年竭业。1958年8月～

1959年8月磐石县工业局进行开采。现由吉林市吉昌铁矿开采。

1958年吉林省地质局吉中地质大队与长春地质学院工作3个月。

1959年省地质局物探大队做了磁测工作。1959年9月一11月吉林市冶

金局队动用井、槽工作揭露了地表矿体。1959年12月一1960年及1966

年吉中地质大队由初勘转入详勘工作。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石炭系下统鹿圈屯组，由大理岩，石英岩及角

岩组成。呈小块的捕掳体零星分布在大面积的燕山早期花岗岩内，铁

矿赋存于捕掳体接触带上，与捕掳体层间或岩体的裂隙中。共有矿体

34个，其中砖庙矿区31个，汞洞矿区3个。

矿体一般呈透镜状，少数条带状，有分支复合、膨胀收缩等现

象。顶底板围岩有大理岩、石英岩、角岩及花岗岩。矿体规模较小，

一般长10—50米，宽2一lO米，延深lO一50米．最大者长124—168

米，宽5—20米，延深128—265米。小者长l米，宽不足0．5米。产

状：一般走匀北北东，倾向南东，倾角45—85。。汞洞1坑矿体走向

为北酉酉，倾向南西，倾角较陡。矿石结构为自形、半自形的等粒结

构和交代残余结构。构造以块状和稠密浸染状为主，稀疏浸染状次

之。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其次有赤铁矿、黄铁矿和磁‘黄铁矿、黄

铜矿。脉石矿物以辉石、石榴石为主，次为透辉石、矽线石，绿帘石、石

英等。矿石的化学成分：全铁10．7—70．22％，硫小于或等于0．27％，

磷小于或等于0．07％，氧化钙加氧化镁与二氧化硅加三氧化二铝比值

为0．6—1．2。属自熔性矿石。两采区平均品位：全铁45—52．74％。

图岩蚀变主要为矽卡岩化，角岩化，其次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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