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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矿产繁多，储量丰富，黑色和有色金属资源遍布全县，被誉为攀西裂谷

聚宝盆中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会理区域大地构造属川滇经向构造带，其中段及两侧地区，地质构造复杂，

是我国得天独厚的主要成矿带之一。全县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单是岩浆岩

就有百余种，它们的年龄差别很大，有产于11．77亿年以前的一河口辉长岩体，

也有形成才数千万年的。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过多次的海陆变迁和频繁的岩

浆活动，变质作用，形成和造就了许多稀有金属元素和铜．．镍、铅锌、煤、铁以

及大理石，石膏，耐火粘土等数十种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其开发、利用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时期。十八世纪传人欧洲而震惊世界的“中国银"

(镍白铜)，就是会理所产铜、镍矿石土法冶炼而成的铜镍合金。历史和时代的

局限，把会理丰富的地下宝藏湮没了七个多世纪，直到近百年间，才逐步为中外

地质学界所注视，成为我国在地质勘探工作上开展较早的地区。

民国时期，中国地质科学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为数不多的地质界前辈，为

了民族的利益，艰苦创业，忘我探求，贯通古今，实地勘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

地质资料，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基础成果。从1 9 1 4年开始，先后有丁文

江，常隆庆等地质学家来会理进行考察，虽仅为路线踏勘和矿点初测，亦为以后

进行大规模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会理成为地质勘探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 9 5 4年西地

508地质队到会理开展以铁、铜为主的综合普查找矿工作以来的3 2年中，几

经调整，充实和扩大，先后有川地403地质队、106地质队、111地质队、攀西地

质大队，川冶601地质队，603地质队、川地701物探队等80多个地质单位，对全

县矿产资源进行了普查、详查、勘探，投入的机构和人员，相当于1 9 4 9年前

的上千倍，共找到铜、铁，铅锌，煤、耐火粘土等金属，能源、非金属矿产4 3

种，勘探，详查评价大、中、小型矿床(区)63处，有矿产地151处，有的还是

全省屈指可数的大、中型矿床。单是铁矿矿石工业储量达29亿吨以上；铜金属工

业储量达80多万吨，居全省铜矿资源之首，铅锌金属工业储量超过100万吨。既

为国家提供了可供开发的，丰富的黑色及有色金属矿产资料，也为会理发展小型

矿业采选生产，摆脱贫困，治穷致富，提供了充分可靠的依据。为认识会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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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野外地质员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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