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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地质矿产勘查是开发各种矿产的超前期工作，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产业。

黑龙江地区位于中国最北部。矿产的发现和利用始于旧石器时期。而地质

矿产勘查开始的较晚，始于清朝后期。清朝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地

质矿产勘查，是俄、日帝国主义为达到掠夺目的，先后派人进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发展迅速，到1985年底基本查清了

全省的地质和矿产资源情况，特别是闻名中外的黄金、石油、煤、石墨、黄粘

土、花岗岩类石材储量，起到了先行产业的作用。

(，一、、 ／

黑龙江地区最早发现和利用的矿产是非金属。始于上古时期，即旧石器晚

期至新石器晚期(距今4 ooo——23 000年)。从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半

地穴式房屋建筑遗址看，其所用的非金属矿产有燧石、蛋白石、碧玉、玛瑙、石

英、黑曜岩、玄武岩、砂岩、粘土、砂和建筑石材等10余种。

周：《国语·鲁语下》记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十一年)肃慎氏向武

王贡梏矢石砻。据《黑龙江外记》记载，石磐即木变石。今称硅化木。

汉：据在东宁县大肚川乡团结村发掘出的汉代半地穴式房屋。其中火墙上

部辅一层石板。

后汉、三国、魏：据《后汉书》、《三国志》、《魏书》记载，夫余国出赤玉。

三国：据在东宁县东康发掘出的三国时北沃沮人文化遗址中的半地穴式房

屋，其中有南北向排列的8块柱石。

北魏：《魏书》记载，高句骊岁致黄金200斤、白银400斤，正始中世宗于

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日：黄金出自夫余的珂则涉罗。’涉罗，据《龙城

旧闻》魏毓兰考证，位于齐齐哈尔西南境。又据在鄂温克自治旗阿里河嘎仙洞

发现的北魏石刻，说明北魏时已利用石材刻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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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金上京(阿城白城子)建筑所用石材，大都取材于张广才岭的花岗岩类。

有时还用它来雕琢石棺和墓前石人，石兽、石幢、石供桌等。金蒲峪路(今克

东县金城乡古城)一带建筑用石材，均取材于二克山火山岩。

·。元：《元史·食货志》记载，1276年(至元十三年)于辽东双城，和州等地

采金。

据记载，1283年(至元二十年)遣军6 000人淘金双城。双城即双城子，今

为苏联乌苏里斯克。又据泰来县塔子山出土的元代建筑遗存中，有汉白玉柱础。

明：《清实录》记载，1635年(明崇祯八年)在嫩江畔发现空青石(今水胆

玛瑙)。
’

．．，清：1719——1720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五十九年)五大连池火山群中的

老黑山和火烧山先后喷发。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墨尔根(今嫩江县城)东

南，一日地中忽出火，石块飞腾，声震四野，越数日火熄，其地遂成池沼，此

康熙五十八年事，至今传以为异’’。又据《宁古塔纪略》记载：。⋯⋯卜魁木城

沙地都统镇守，离城东北五十里，有水荡，周围三十里。于康熙五十九年六七

月间，忽烟火冲天，其声如雷，昼夜不绝，声闻五六十里，其飞出者皆黑石硫

黄之类，经年不断，竞成一山，兼有城郭，热气逼人三十余里，只可登远山而

望。⋯⋯’’

f‘又据《黑龙江外记》记载：“黑龙江、嫩江两岸淤泥中，多五色石子，如玛

瑙、如琥珀、如翡翠、珊瑚、试金石，拾置案头，颇供清玩，然坚脆不受琢，故

不成器。’’

_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桦南驼腰子沟砂金矿即已开采。

·4·



概 述

(二)

清朝后期，黑龙江地区才开始地质矿产勘查。但是，这种勘查是俄、日帝

国主义为掠夺黑龙江地区的矿产资源而进行的。俄国到1911年(宣统三年)止，

先后来黑龙江地区的考察者达54人，其中考察过现黑龙江省的有22人。考察

地区主要是中东铁路沿线及松花江、嫩江流域。考察的矿种主要是煤、砂金、建

筑用石材，并考查地下水等。 、．

1859——1862年，俄地质学者斯奇迈德来黑龙江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考察，

首次发现了乌云煤矿。

1860年(咸丰十年)鄂伦春人在漠河发现了砂金矿。此消息传出后，立即

引起俄国商人、流民、逃犯的注意与垂涎。他们从1863年(同治二年)开始

。越界至漠河山一，_盗挖金砂一，直至1888年被驱逐。

1862——1865年(同治元年至同治四年)，美国人彭弼莱曾来中国进行地质

考察。在他所著《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中指出，中国有北东——南

西向区域构造，向北东延长到黑龙江下游。对此构造，名之谓。震旦系隆起。一

1887年(光绪十三年)，李金镛任漠河金矿局督办，到漠河实地调查，曾带

回金样化验。继漠河金矿之后，又开办了呼玛尔河金矿、观音山、都鲁河金矿，

实行边探边采。 +·+：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俄国地质学者阿乜尔特受俄国派遣来黑龙江地区

考察。一直工作到1939年，历40余年。

1902年7月18日，沙俄在哈尔滨开办。满洲矿业公司一，资金100万卢布。

1904年(光绪三十年)阿乜尔特所著《满洲游览》中记述，黑龙江的煤系

是侏罗纪的，但褐煤系是晚于侏罗纪的。也记述了一些花岗岩类、玄武岩和脉
1．U

右。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矿业部地质课，对满蒙

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

(三) ．，

● r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1913年在
。

·5·



部内，把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1916年改组为国立中央地质调

，谭锡畴，王恒升，尹赞勋等地质学家先后来黑龙江地区进行地

质矿产调查。
‘

1914年乡人曹凤阳发现鹤岗煤矿。

1923——1924年谭锡畴调查了鹤岗煤田，在他所著《黑龙江汤原县鹤岗煤

田地质矿产》(《地质汇报》第六号，1924年)中记述，地层划分为：片麻岩系

或笔架山层，煤系或石头河子层，砾岩或南岭层，凝灰岩层或东山层，冲积层。

对片麻岩和侵入于片麻岩的花岗岩巨块的时代定为太古代——早元古代。煤系

根据所采到的植物化石组合时代定为侏罗纪。煤质好，估算煤田储量至少有

1．44亿吨，可开采百余年。

1928年谭锡畴，王恒升调查了嫩江两岸的地质及九峰山煤田、铁镐山煤田、

博根里煤田、克山县政字二十八号井煤田。著有《黑龙江省嫩江两岸之地质》

(《地质汇报》第十三号，1929年)。文中记述，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片麻岩系，

震旦纪萨马街石英岩系，嫩江页岩系，甘河火山岩系，第四纪冲积层。在嫩江

页岩中采集到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时代定为早自垩世。甘河火山岩系，据

在铁镐山将军窝里的该岩系中采集到的植物化石，时代定为晚白垩世。记述地

文为三期：即布西期，相当于维理士的北台期；蒋家屯期，相当于维理士的唐

县期；嫩江期，相当于维理士的汾河期。还记述了嫩江的形成历史。在调查九

峰山、铁镐山、博根里等煤田时，绘制了1：84 000的地质图。

1928年王恒升对穆棱、密山两县的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并著有《吉林省

(现为黑龙江省)穆棱、密山二县地矿产纪要》(《地质汇报》第十三号，1929

年)。纪要中记述，地层划分：石炭二叠纪变质岩系，晚侏罗世穆棱煤系，自垩

纪猴石沟系，长石砂岩系，第三纪红土层，第四纪冲积层。在矿产调查方面，主

要调查了小碱厂沟煤矿、小黄泥河煤矿、亮子河楸皮沟砂金、老达子沟——柳

毛河一带石墨矿、白石砬子铁矿等。．
‘

1928年翁文灏调查了泥鳅河等地砂金。并著有《黑龙江金矿调查记》(《支

那矿业时报》第73号，1929年)。
‘。

1930年尹赞勋考察了哈尔滨顾乡屯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著有《哈尔滨附

近第四纪哺乳类动物化石之发现》(《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1卷2期，1931

年)。之后，又对宁安镜泊湖进行了考察，著有《吉林宁安县地质及镜泊湖与吊

水楼瀑布之成因》(《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2卷第3期，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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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除了上述来过黑龙江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或考察者外，还有一些著作记述了

黑龙江地区的地质矿产情况。林传甲著《黑龙江乡土志》(民国初年)中记述了

黑龙江地区的金、银、铜矿．阎毓善著《论黑龙江金矿》、《论黑龙江煤矿》

(《龙沙鳞爪》，1913年)中论述了黑龙江地区开发利用金矿和煤矿的重要性。徐

曦著鬈东三省纪略》(1914年)的附录中记述了黑龙江地区的砂金有25处，煤

矿18处，银矿4处，铜矿2处、铁矿2处，水晶、翠玉、火硝、硫黄、石膏，

碱矿各1处。黑龙江省财政厅撰写的《库玛尔金矿局采苗事项》(1916年)中记

述了44处砂金矿的探采情况。魏毓兰著《嫩江石考》(《龙城旧闻》，1918年)

中记述了嫩江石(五色石)的发现历史和用途。翁文灏著《中国矿产志略》，

(《地质专报》乙种第一号，1919年)及《中国矿业纪要》(《地质专报》丙种

第一号，1927年)中记述了一些黑龙江地区的金矿、煤矿等情况。李四光1929

年所编的《东亚主要构造特色图》，也表述出黑龙江地区的区域构造。

1914—1915年，俄国人门什葛夫来黑龙江地区进行调查，在他所著《北
满：I吉林省，I黑龙江省》记述了黑龙江地区的通河县、汤原县、安达县、墨

尔根(嫩江县)、漠河县、呼玛县、瑷珲县、萝北县、双城县、五常县、阿城县、

哈尔滨市、同宾县(今延寿尚志一带)、方正县、三姓(依兰)县、桦川县(包．

括佳木斯一带)、富锦县、穆棱县、三岔口(东宁)县、宁古塔(宁安)县等2Q

个县(市)的矿产。记述的矿种有金、煤、银、自然碱、铁、白金(?)、石灰

岩和建筑用石材等。

1915——1916年俄国人连加尔钦(对嘉荫县恐龙骨化石产地)绘制了地质

剖面，1916——1917年斯捷潘诺夫完成了发掘工作。1925年里亚宾宁定名为黑

龙江鸭嘴龙，1930年改定为黑龙江满洲龙。保存于列宁格勒博物馆。

，1918——1920年苏联斯基德尔斯基商会派伊戈罗夫、奇勒布奈科夫、阿斯·

蔡波、加林等4人，对黑龙江地区北部的煤矿进行地质考察，也顺便考察了砂

金矿。

1921年在哈尔滨的白俄私人学术团体合并，成立了东省文物研究会，1922

年在哈尔滨莫斯科商场(今省博物馆)开始工作。会长王景春，1927年改选张

焕相为会长，李绍庚、米舍斯基为副会长。1923年阿乜尔特为该研究会理事及

矿山地质科议长，并进行了野外地质考察。他考察了嫩江一带煤矿、萤石矿、银、

铅、砂金矿；考察了富拉尔基的砂丘，并在其南部的嫩江岸发现了哺乳动物化

石；在讷河——嫩江县间考察了粘土质锰铁矿；在牡丹江盆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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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还考察了渤海古城遗址。1927年在阿城玉泉石灰岩采石场发现了珊瑚和腕足类

化石，经葛利普鉴定，其时代定为石炭纪或二迭纪。

1928年阿乜尔特根据在黑龙江地区长期考察所积累的矿产资料，发表了

《北满矿产志》。该志中记述了现黑龙江省内的矿产18种，产地198处。其中金

矿5．7处(砂金矿55处，岩金矿2处)，煤矿58处，石灰岩23处，石材20处，

铁矿15处，铅、锌、．银矿8处，石墨矿4处，硫黄矿4处，铜矿2处，．沸石矿

2处，锰矿、钼矿、’云母矿、红宝石、食盐和自然碱矿各1处，并附矿产分布图。

--。‘1928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哈尔滨事务所翻译了杜加塞夫著《北满之煤》。

文中估计：现黑龙江省煤田最小储量为1．98亿吨，远景储量为28．3亿吨。杜

加塞夫在1930年发表了《远东矿产工业》文中也记述了现黑龙江省一些金矿和

煤矿： ．．
!、

’

1913年日本人坂仓淳吉、加藤直三调查了阿城县矿洞沟铁矿。1915年松村

四郎调查了密山一带的矿产情况。1917——1918年青地乙治、白男川泰辅调查

了现黑龙江省的砂金及其他矿产：1923年针尾庆次，前山芳一调查了宾县二道

河予铁矿．1924年矢部茂、针尾庆次、藤平田文吉调查了密山煤田，同年逸名

氏调查了太平山煤矿。1926年前田宽五调查了穆棱煤田，同年羽田重吉、针尾

庆次调查了汤原梧桐河砂金。1927年今井澄、青地乙治调查双鸭山煤田；同年

大羽时男调查了洮——昂铁道沿线凿井情况(水文)。1928年新带国太郎调查了

牡丹江，乜河(掖河)、五虎林一带的石油情报地。

’，法国、德国、美国也有个别人来黑龙江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和地理考察。
‘一1 7 7+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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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一事变，出兵占领了中国的辽宁、吉

林和黑龙江。

．‘ 沦陷时期东北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完全操纵于日本人之手，进行掠夺式

的勘查。在黑龙江地区进行过地质矿产勘查的单位有12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部满洲采金事业调查部，满洲采金株式会社，满洲

矿业开发株式会社，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

社，旅顺工科大学，伪满洲国地质调查所，．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伪满洲

国大陆科学院，伪满洲国交通部，这一时期到过黑龙江地区进行地质矿产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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