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鹿矿户赘孝}之
一九丸八年十一月

译庄市政垮文克萤缩



枣庄市矿产资源分布图

～ ’

黔 J＼“

～，、3，一
沁， ，

。．h ，?“： 、 ．’*

饕嚣烈蕊
、、、筻 -、。⋯＼＼0 ≮⋯／。，““弋

醚0‘落：乡7囊。
”

I 赁鸶
。_

?3，I墨
盈i叫富j一1：≮≤!≯j ：(
＼，．=．㈢一 、添一|、|．

泌
#

“
Ⅻ。j。． ·：“i。。瓠 一

3彳。蔗
。⋯㈧丫
K冬避
“。；。衍

＼l“＼I，f ＼



枣庄市煤炭资源分布图

圜 枷u

一一一霸异屠积q分布
一一 一币井 口新凌现嘲
——公踢 。筑托《矿

◎ 奇县畦砬地- o 币办Ⅸ幕矿
。 乡锒马主诅l ·幢强加，媒矿

2



3

野外钻探

煤炭焦化

迈河煤港



4

天轮滚滚

洗崃外运

鲁化厂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焦炭

天青石

5



6

钼铁

硫磺

据土

石 膏



铝制岩棉

铝矾土 釉面砖

7

瓤～蜃



喜磷母五

8

石膏饰材

毫一羹，≯。d，u、^r



目 录

卷首语⋯⋯⋯⋯⋯⋯⋯⋯⋯⋯⋯⋯⋯马金忠(1)

第一编枣庄矿产开发史略

第一章煤的发现与开采⋯⋯⋯⋯⋯⋯⋯(1)
第一节煤的发现⋯⋯⋯⋯⋯⋯⋯⋯⋯(1)

第二节早期开采⋯⋯⋯⋯⋯⋯⋯⋯⋯(1)

第三节峄县中兴矿局的建立⋯⋯⋯⋯(3)

第四节中兴煤矿公司的创办⋯⋯⋯⋯(4)

第五节 日寇的掠夺与盗采⋯⋯⋯⋯⋯(5)

第六节老矿焕发了青春⋯⋯Q q-4 8 0 B1．．．．(6)

第二章铁矿、铜矿的开采冶炼⋯⋯⋯⋯一(8)
第一节古代采矿与冶炼⋯⋯⋯⋯⋯⋯(8)

第二节近代铁矿的开采⋯⋯⋯⋯⋯⋯(11)

第三节现代枣庄采矿冶炼状况⋯⋯⋯(11)

第三章陶瓷土的开采与制陶业⋯⋯⋯⋯(13)
第一节古代陶土开采与制陶⋯⋯⋯⋯(13)

第二节高岭土的采用与白青陶器⋯⋯(14)

第三节建国后的陶业发展⋯⋯⋯⋯⋯(15)

第四节民间土陶艺术⋯⋯⋯⋯⋯⋯⋯(16)

第四章石灰岩的开采与利用⋯⋯⋯⋯⋯(18)
第一节石灰岩与石灰⋯⋯⋯⋯⋯⋯⋯(18)



第二节石灰岩与水泥⋯⋯⋯⋯⋯⋯⋯(19)

第五章砺石的开采利用⋯⋯⋯⋯⋯⋯⋯(21)
第六章砚石的发现与加工⋯⋯⋯⋯⋯一(22)
第七章泗滨石的开采与编磬⋯⋯⋯⋯一(23)

第一节古代泗滨石的开采⋯⋯⋯⋯⋯(23)

第二节编磬的制作⋯⋯⋯⋯⋯⋯⋯⋯(23)

第三节泗滨磬的仿制与创新⋯⋯⋯⋯(24)

第八章石膏的发现与开采⋯⋯⋯⋯⋯·(26)
第一节石膏的发现⋯⋯⋯⋯⋯⋯⋯⋯(26)

第二节石膏的开采⋯⋯⋯⋯⋯⋯⋯⋯(27)

第九章矿产勘探回顾⋯⋯⋯⋯⋯⋯⋯一(29)
第一节建国前的矿产勘探⋯⋯⋯⋯⋯(29)

第二节建国后的矿产勘探⋯⋯⋯⋯⋯(30)

第二编枣庄矿产资源特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自然地理特点⋯⋯⋯⋯⋯⋯⋯⋯”(33)
第一节地理与地貌⋯⋯⋯⋯⋯⋯⋯⋯(33)

第二节地层与矿产⋯⋯⋯⋯⋯⋯⋯⋯(34)

矿产分类与特点⋯⋯⋯⋯⋯⋯⋯(35)
第一节矿产分类⋯⋯⋯⋯⋯⋯⋯⋯⋯(35)

第二节矿产特征⋯⋯⋯⋯⋯⋯⋯⋯⋯(35)

非金属矿产发展特点⋯⋯⋯⋯一(38)
第一节非金属种类⋯⋯⋯⋯⋯⋯⋯⋯(38)

第二节非金属开发前景⋯⋯⋯⋯⋯⋯(38)

矿产开发管见⋯⋯⋯⋯⋯⋯⋯一(4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开发与利用⋯⋯⋯⋯⋯⋯⋯⋯(40

第二节存在的问题⋯⋯⋯⋯⋯⋯⋯⋯(40

第三节走节约资源之路⋯⋯⋯⋯⋯⋯(41

第四节发挥地矿部门的作用⋯⋯⋯⋯(41．

第五节重视环保和节能⋯⋯⋯⋯⋯⋯(42

第六节提高综合效益⋯⋯⋯⋯⋯⋯⋯(42I

第七节矿产综合开发利用⋯⋯⋯⋯⋯(43：

第八节煤与建材资源的转化⋯．⋯⋯⋯(43：

第九节学习新科技提高利用率⋯⋯-一(46I

第十节发展创汇矿业⋯⋯⋯⋯⋯⋯⋯(47：

第十一节加强监测预防地质灾害⋯⋯(48：

第三编枣庄矿产资源种类

第一章能源矿产⋯⋯⋯⋯⋯⋯⋯⋯⋯(49：
第一节煤 炭⋯⋯⋯⋯⋯⋯⋯⋯⋯(49：

第二节天然焦⋯⋯⋯⋯⋯⋯⋯⋯⋯(58：

第二章黑色金属矿产⋯⋯⋯⋯⋯⋯⋯⋯(623
第一节铁⋯⋯⋯⋯⋯⋯⋯⋯⋯⋯⋯⋯(62：

第二节锰⋯⋯⋯⋯⋯⋯⋯⋯⋯⋯⋯⋯(66]

第三章有色金属矿产⋯⋯⋯⋯⋯⋯⋯⋯(68)
第一节金⋯⋯⋯⋯⋯⋯⋯⋯⋯⋯⋯⋯(68)

第二节银⋯⋯⋯⋯⋯⋯⋯⋯⋯⋯⋯⋯(69)

第三节铜⋯⋯⋯⋯⋯⋯⋯⋯⋯⋯⋯⋯(70)

第四节铅、锌⋯⋯⋯⋯⋯⋯⋯⋯⋯(72)

第五节铝 土 ⋯⋯⋯⋯⋯⋯⋯⋯(74)



第六节高铝矾土⋯⋯⋯⋯⋯⋯⋯⋯⋯(77)

第四章稀土金属矿产⋯⋯⋯⋯⋯⋯⋯一(79)

第五章冶金辅助原料矿产⋯⋯⋯⋯⋯-(82)
第一节耐火粘土⋯⋯⋯⋯⋯⋯⋯⋯⋯(82)

第二节白云岩⋯⋯⋯⋯⋯⋯⋯⋯⋯(84)

第三节硅 石⋯⋯⋯⋯⋯⋯⋯⋯⋯(85)

第四节冶金(熔剂)灰岩⋯⋯⋯⋯⋯⋯(88)

第五节萤 石⋯⋯⋯⋯⋯⋯⋯⋯⋯(89)

第六节铸型用砂⋯⋯⋯⋯⋯⋯⋯⋯”·(91)

第七节铸型用粘土⋯⋯⋯⋯⋯⋯⋯⋯(92)

第六章化肥、化工原料矿产⋯⋯⋯⋯⋯·(94)
第一节磷⋯⋯⋯⋯⋯⋯⋯⋯⋯⋯⋯⋯(94)

第二节含钾岩石⋯⋯⋯⋯⋯⋯⋯⋯⋯(96)

第三节海绿石⋯⋯⋯⋯⋯⋯⋯⋯⋯(98)

第四节伴生硫铁矿⋯⋯⋯⋯⋯⋯⋯⋯(99)

第五节伴生重晶石⋯⋯⋯⋯⋯⋯⋯(100)

第七章建材及其它非金属矿产⋯⋯⋯⋯(103)
第一节水泥灰岩⋯⋯⋯⋯⋯⋯⋯⋯(103)

第二节石 膏⋯⋯⋯⋯⋯⋯⋯⋯(107)

第三节水泥用粘土⋯⋯⋯⋯⋯⋯⋯(113)

第四节水泥用黄土⋯⋯⋯⋯⋯⋯⋯(114)

第五节滑 石⋯⋯⋯⋯⋯⋯⋯⋯(114)

第六节石英砂⋯⋯⋯⋯⋯⋯⋯⋯(116)

第七节高岭土⋯⋯⋯⋯⋯⋯⋯·一(117)

第八节陶 土⋯⋯⋯⋯⋯⋯⋯⋯(119)



第九节白 垩⋯⋯⋯⋯⋯⋯⋯⋯(120)

第十节伴生透辉石⋯⋯⋯⋯⋯⋯⋯(121)

第十一节建筑饰材⋯⋯⋯⋯⋯⋯⋯(122]

第十二节建筑石材⋯⋯⋯⋯⋯⋯⋯(128：

第十三节砺 石⋯⋯⋯⋯⋯⋯⋯(130：

第十四节煤矸石⋯⋯⋯⋯⋯⋯⋯(131：

第十五节砖瓦粘土⋯⋯⋯⋯⋯⋯⋯(135：

第十六节天青石⋯⋯⋯⋯⋯⋯⋯(136：

第十七节木鱼石⋯⋯⋯⋯⋯⋯⋯(138’

第十八节页 岩⋯⋯⋯⋯⋯⋯⋯(139

第十九节辉绿石⋯⋯⋯⋯⋯⋯⋯(141

第八章工艺美术原料矿石⋯⋯⋯⋯⋯·(143
第一节宝石类⋯⋯⋯⋯⋯⋯⋯⋯(143

第二节玉石类⋯··⋯⋯⋯⋯⋯⋯·(145

第三节砚石类一⋯⋯⋯⋯⋯⋯⋯·(146

第四节雕刻石类⋯⋯⋯⋯⋯⋯⋯⋯(146

第九章农用、饲料及节能矿产⋯⋯⋯⋯
第一节农用矿产

第二节饲料矿产

第三节节能矿产

第十章医药用矿产⋯⋯⋯⋯⋯⋯⋯一
第一节非金属药用矿石⋯⋯⋯⋯⋯

第二节金属药用矿石⋯⋯⋯⋯⋯⋯

第三节化石药物⋯⋯⋯⋯⋯⋯⋯⋯

第十一章矿产勘探展望⋯⋯⋯⋯⋯⋯ ∞卯铉甾卵研＆敏定

t

l

l

1

l

1

1

1

1((，k，L(((((



第四编枣庄市地下水资源

第一章地下水⋯⋯⋯⋯⋯⋯⋯⋯⋯(171)
第一节地下水资源量91 D O O QI Q B OII O OIIII(171)

第二节=水文地质特点⋯⋯⋯⋯⋯⋯(171)

第三节裂隙水⋯⋯⋯⋯⋯⋯⋯⋯(175)

第四节泉 水⋯⋯⋯⋯⋯⋯ll m g Q g(176)

第五节矿泉水··⋯⋯⋯⋯⋯⋯⋯·(177)

第二章地方病地区地下水⋯⋯⋯⋯⋯．(180)
第三章合理利用水资源⋯⋯⋯⋯⋯⋯·(181)

第五编矿产资源国家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8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196)
三、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9)

四、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216)

编后语⋯⋯⋯⋯⋯⋯⋯⋯⋯⋯⋯一编者(225)



卷 首 语

马金忠

枣庄市政协的文史工作，在历届主席和委员的关怀下，取得‘

很大的成绩。六届市政协的文史工作，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尺竿头有所提高。本届政协的文史工作，要继续坚持“广征博采

和“多说并存”的原则，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要积极向海外j

民族方面开拓，坚持政协的文史工作为统一战线服务的原则。j

向建国后转移，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广泛地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同心同德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义。

枣庄市地处苏鲁交界，东邻苍山，西傍微山湖，北有抱犊崮，

区，南有运河大平原，京沪铁路穿南北，京杭古老的大运河横贯．

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由于历史和地质构造的原因，枣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户

特点是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为社会发展，经济腾飞，提供了j

天独厚的物质基础。现在已经发现枣庄市有56种矿藏，主要：

煤，质优量巨，开发历史悠久，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枣庄也因煤·

兴，因煤而闻名于世，历来有“鲁南煤城”之美称。其次还产石蔫

陶土、石灰石等，储量和开采规模，在全国均占重要位置。

为了让市政协各位委员及各界爱国人士了解枣庄市的资源一

藏及开发情况，有针对性地献计出力。在此略数家珍，以便研寅

规：jl}l、开发。让沉睡于地下的矿产转化为经济实力，变为经济效．

和社会福利。为此，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枣庄矿产资料》一辛

敬献给各位政协委员及各界爱国人士参考。



《枣庄矿产资料》一书，分矿产开发史略、矿产资源特点、矿产

资源种类、地下水资源、矿产资源国家法规五编。按编、章、节体例

分述，介绍了56种矿产的成因及分布、性质静开发情况。提出了

矿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介绍了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集

知识性、资料性、信息性、实用性于一体。对工厂、矿山、乡镇企业、

经贸农商均有借鉴的价值。对各级领导制定经济规划、增项投资

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也是可

选的乡土教材。

大自然有其发展的规律，人类认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也

有其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对矿产的开

发和使用，范围会不断扩大。

本辑是五届市政协委员黄笃生同志与有关地质采矿专家们共

同汇集资料，结合我市实际，参照有关书刊，历时多年，三易其稿方

成此书。在编写中，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资料不足，水平所限，编辑出版经济方面的资料，我们还

缺乏经验，讹错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正之。

199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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