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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986年4月8日成立《肇庆有色金属工业志》

委会编辑办公室组成并开始志书编写工作．

1986年l 2月完成初稿，并打印成册。初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并综合修改，

补充后，1987年7月完成第二稿。经肇庆有色金属公司党委审核定稿，

于1 987年8月付印。

志书的编纂工作在肇庆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下进行．在编写过程

中，得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或史实不全之处肯定

存在，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肇庆有色金属工业志》编委会

一九八七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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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地理

广东省肇庆地区有高要、广宁、四会、怀集、罗定，云浮，新兴、郁南、德庆、封开等

l o个县和肇庆市。全区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五百多万。区内有西江，绥江横贯其

中，两江在境内东南角与北江汇合为珠江。全区地势自北及东北和西南部渐次向中部和东南

部倾斜，延伸至海拔5至10米左右，形成四会、高要小平原。境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约占

总面积的85％，盆地与河川两岸的平原约占15％。肇庆地区地处亚热带，全区平均气温21．5

℃，无霜期达345天，年降雨量1620毫米。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植物常年生长，肇

庆市的鼎湖山和封开县黑石顶两个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北回归线上罕见的绿洲，是风景秀丽

的旅游胜地。位于肇庆市东北19公里的鼎湖山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全区水陆交通方便，水

运通航里程1115公里，肇庆至香港客轮已于1984年4月通航，肇庆港是广东开放口岸之一。

陆路交通以肇庆市为中心连接各地，区内拥有主要公路干线6条，一般公路干线20条，总长

达5732公里，其中地方公路3419公里。横贯肇庆地区的三水至茂名铁路线正在兴建中，区内

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有硫铁矿，铁矿，煤和有色金属以及稀有金属等。云浮县的硫铁矿

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高要县的河台金矿经探明为大型金矿(经广东省储委审定储量为22吨)。

第二章历史沿革

肇庆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具有矿种多，分布广的特点。且开采历史悠久，早在

西汉年间，便有开采有色金属，《元和郡县治》载：四会县金山——名金冈山，在县北六十

五里，出金砂。
‘

1920年封开县的金装一带有人开采砂金矿。该砂金矿均埋藏于稻田及河滩下三至四米深

的基岩上。农民利用秋收后的耕种空隙，合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在自己稻田里用手锄肩

挑，戽斗排水，挖湖淘金，起初因砂金较为富集(每吨矽‘砂达1．28克)，农民淘金的热情很

高，每到冬季，矿湖遍布，人山人海。经逐年开采后，金砂埋藏变深，排水困难，收获甚

徽。每到春耕季节，转入复田播种，淘金热自行停止。

1



1928年发现怀集县多罗山钨矿区．后相继有矿商在矿区设公司进行开采。
’

1936年11月，一农民发现云浮县大绀山钨矿区。矿脉露出地表且含钨量很高，矿床风化，

极易开采。吸引了云浮，罗定和粤北等地方农民万余人上山采矿．后连续有人开采．

1939年夏，发现云浮县莳田矿区，消息传开，上山采矿农民达四千人之多。后因抗日战

争爆发，矿山变成人烟稀少的荒山．广州沦陷后，日本人运来日产布疋，用以换取矿产品．

当地商人利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矿警强制农民上山采矿．

建冒后，矿山资源得到有计划的开采和有效利用． 。’

1950年7月1日至1957年6月，先后建立起广宁．怀集．罗定，云浮，新兴，郁南、封

开等7个民营矿山管理站。1963年7月四会也成立管理站。各管理站均开展民营矿山地质

调查，生产技术管理、原材料供应及产品收购工作。从事采矿的农民从1951年的4131人逐渐

增多，至1957年底为4248人。1950年lo月以成立云浮“大绀山矿业生产合作组’为起点．开

始了民营矿山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12Y]基本完成，组织起来的矿工已占总数的784．

1958年4月，肇庆有色金属民营矿山除保留计划准备收回国营的多罗山钨矿，云浮大绀

山矿外．其它民营矿山交高要专署矿业处和有关县矿业科管理。各县均以县矿产公司代替了

有色金属管理站。1963年1月24日，中共肇庆地委批转了肇庆有色金属公司党委《关于恢复

发晨有色金属民营矿山生产，成立管理站机构的意见的报告》。同年恢复了云浮．新兴，罗

定、广宁、四会，怀集等6个有色金属管理站．民营矿山又重新归口肇庆有色金属公司管理．
。

1950年至1985年民营矿山生产钨精矿(折65％)7014吨，锡精矿(折100％)2881吨，

铋精矿(折100呖)23吨，钽铌矿(折合50％)96吨，黄金2880公斤．

建国初期，接收云浮县西江炼锡厂为肇庆有色金属系统第一个国营企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莳田矿场(省属企业)．高村矿场(后改新兴矿场)、东冲矿场．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行业改称为冶金系统，其业务范围扩大到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等

矿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冶炼加工等。1958年11月2日四会小坑钨铜矿归口由江门专署冶金局

管理。其后于1959年3月建成多罗山钨矿。 ．

为了整顿好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强调高指标，不适当地将民营矿山过多地收

归国营所造成的混乱生产秩序．1961年至1963年有色金属企业进行了三个方面调整：一是

。并”。1961年3月30日江门专署冶金局所属肇庆矿山机械修配F和专署粮食局下属肇庆粮

油机械修配厂合并。江门专区冶金粮油机械修配厂”．同年6月31日莳田．东冲．金子窝三

个矿场合并为金子窝矿场。二是。关”．1962年xog关闭肇庆矿山机械修配厂(即原肇庆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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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同年11月6日关闭四会小坑矿场．三是。退”．1 9 6 3年10月12日金子矿场所辖东

一冲，葵洞、石垠工区及大绀山矿场退回民营，压缩职工6 2 3X．与此同时，省属牛牯岭锡矿

划归肇庆有色金属公司管理。经过调整，有色金属系统职工由1960年底2587人．减至1964年

1284人。在这个时期出现有色金属全行业亏损．1961年至1963年连续3年共亏损330．14万

一元．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处于。文革”十年动乱时期，肇庆有色金属各矿山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较严重的是多罗山钨矿，1968年6月29日，矿11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无辜被

害。同年9月4日，矿监委书记兼副矿长赵光旭被残酷批斗后失踪。到1969年2月肇庆地区

革委会批准改肇庆有色金属公司为矿山服务站，管理矿山生产，混乱局面才稍有好转。1969

年9月9日，地区革委生产组决定： ”矿山服务站改为肇庆地区矿冶煤公司”，增加了管理

煤炭生产业务(1972年9月成立肇庆地区冶金局，将煤炭生产业务归口到地区燃料化工局)。

1970年6月26日，建立了广宁横山钽铌矿，同年高要，四会，广宁，罗定，德庆等五个县分

别建起小铝厂。1971年郁南大方钽铌矿(即。561”矿)建成投产．1973年云浮铁矿，肇庆

地区钢铁厂．新兴铜矿、怀集冶炼厂等先后建成投产。1974年1月珠江冶炼厂德庆第一分厂改

为德庆稀土冶炼厂，委托肇庆地区冶金局管理。同年3月，广东省冶金工业局通知云浮金子

窝锡矿闭坑。但该矿坚持找矿、探矿、组织生产自救，重新找到资源，使老矿维持下来。后来

得到广东省经委支持，1985年已形成50吨日采选能力的锡，铅，锌综合矿山，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十年动乱的结束，有色金属企业开始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

由于十年动乱给有色金属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出现了第二次全行业亏损。1972年到1980年

+共亏损了287万元。
’

．

1979年9月24日，广东省冶金工业厅通知．停办广宁横山钽铌矿和郁南大方钽铌矿。横

山钽铌矿提出“不能坐着吃闲饭”，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坚持边探边采·

结果当年创建矿以来第一年盈利(7．59万元)。1979年至1985年共盈利87．95万元。

1950年军．1985年肇庆有色金属国营厂矿企业共生产钨精矿(折654)8096．58吨、锡精矿

(折1004)2094．1111屯，精锡锭(折99．54)1791．58吨，铋精矿(折100％)292．47吨-钼

精矿(折45呖)107．12吨、铅精矿(折i00％)1565．52吨，锌精矿(折100呖)105．4吨-钽

铌矿(折合504)61．21吨，氯化稀=I=1145吨磷酸三钠813．05吨、硝酸钍62．07吨、重铀酸

铵(折1000殇)4．18吨，富钇氧化物12．43吨、富钐钆氧化物5．40吨。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和稀

土冶炼工业总产值达131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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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队进行，其主要工

二坑探队．两个队在云

设地测科，科内设地质

广东冶金勘探公司九三

三队合并为九三三地质队．由地质科长徐明银任队长。．1962年调整机构时，撤销九三兰地质

队。1964年肇庆有色金属公司恢复地质普查队。后又于1970年撤销。1971年地区矿山服务靖

撤销了地质科，地测工作归到生产办公室。1976年，经广东省冶金局批准成立肇庆地区冶金

工业局多罗山地质队。1979年肇庆地区冶金局恢复设立地测科。至1985年止，全区已探明的

矿物有钨，锡、铋．钼．铜．铅，锌，钻．金，银，钽，铌、独居石，锆英石，钛铁矿，磷钇

矿等十多种，并伴有镉，铟硒、铯，铷等多种分散元素．在这些矿床中，具有大型规模的4

处，中型规模的7处，小型矿床(点)达两百余处。

第=章地质资源分布

肇庆地区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大中型矿床以单一矿种为主，共生和伴

生元素少见．中小型矿床则常见多矿种；二是矿种较为齐全，矿床类型多样：三：是储摄较集

中于大．中型矿床；四是小型矿点含矿品位一般较高。

矿产资源分布t

钨矿t主要分布在怀集多罗山一带及云浮大绀山，少数分散在封开．四会．广宁．新

兴等县，已知矿床(点)22处，埋藏量19348吨，其中中型矿床1处，小型4处，矿点17处．

锡矿，主要分布在云浮和罗定，其次在高要．郁南、德庆县。矿点较密集的有云浮九哇l|

岭．罗定双德和郁南内翰一带。已知矿区47处，·埋藏量25295吨。其中中型1处，小型7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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