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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铅锌矿是我国最早开发的重要铅锌资源基地之一。即使

只从1896年收归官办算起，也已渡过了九十五个春秋。水口山的铅

锌矿实际上是一种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矿体，伴生有贵金属金、银

和稀散金属硒，碲，镉、汞等。此外，在矿床附近的柏坊和车江，

还蕴藏有铀矿和铜矿。经过近百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十多年的开发和发展，已形成为地、采，选，炼，并附有系列冶

金材料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这部科学技术志详细记述了l包括地

质勘探、矿山测量，采矿，选矿的矿山建设，重有色金属与稀贵金

属冶炼，包括检测、分析，机修，运输，供配电，计量控制的公用

设施，环保工程，工业卫生以及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科技机构和科

技队伍等。可以认为，这是一部相当全面的矿冶联合企业发展

史，能从中看到许多令人赞扬值得借鉴的事绩。这个联合企业，在

冶炼方面设有炼铅厂，炼锌厂，炼铜厂，氧化锌厂，硫酸厂，以魔

金、银、稀散、硒、碲、镉，砷，铍和铍合金、锆，铪、铀等试制或生

产车间。其经营项目之多，矿物原料综合利用之广，在我国有色金

属企业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生产技术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经过建国前后六次技术改造革新，在某些领域已跃居国际先进

水平。这在本身人力，物力谈不上雄厚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尤

其值得称赞的是，在70年代出现资源枯竭现象时，并未丧失信心，

终于发现了康家湾的新矿体。与此同时，多项生产技术不断革新。

如由横罐改寿竖罐，再进一步改用自己研制的高温高酸浸出，亚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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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锌还原的湿法炼锌新技术。在炼铅方面，由烧结焙烧鼓风炉熔炼

的古老工艺一跃实验成功可与德国QSL法媲美的炼铅新技术。凡北

说明，水口山和大庆一样，在艰苦创业中也有铁人，也有水口山独

特的创业精神。因此，这部科学技术志所记述的不单纯是生产技禾

问题，而在许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可作为搞活企业的借鉴。我认为

有以下三点值得着重提出，供同业参考。

第一是，有色金属矿山按其本身的成矿特点，含矿地带虽有一

定范围，但并无绝对不变的寿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采储量

往往也是不断增加的。水口山矿务局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奋发自

救，未被“洞老山空秒的一时舆论所吓倒，终于发现了起死回生盼

康家湾。我国现有不少矿山已受到资源枯竭的威胁，知锡矿山铸

矿、万山汞矿、茵旧锡矿等，都有类似情况。问题是需要打破已有盼

认识框框，扩大勘探范围，才可能出现奇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

家在矿业政策上采取了由政府筹措资金帮助私营企业进行探矿工作

的措施，已收到了成效。如果在垂危之际不采取特别支援措施，仍

让企业自力更生，很难有所发展，最终导致生产萎缩，受多l损失的

还是国家本身。

第二是，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领导和工程技术人

员的创新精神。水口山矿务局在这点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在

改造炼铅技术中，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成功地创造了氧气底吹

炼铅法，能够独树一帜，称为水口山炼铅法，为我国冶金技术放一

异彩。若能继续扩大实验规模，由精矿至弃渣，把各个环节搞好，

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都有所提高，硌将得到推广，在有色金属冶金

史上为祖国争光。

第三是，水口山矿务局由铅、锌起家，善搞综合利用，多种经

营，并吸收附近企业开展联合和横向联系，取得了经济效益，获得

了发展。这种由小而大，由近及远的经营方式，既符合现代企业经

营规律，叉特别适于我国有色金属产地分散，不容易单独经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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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认为国家在矿业法内应明文规定，按照矿山储量规定采，

选，冶炼规模，不能依照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老模式无限制地竟

相生产，以免浪费国家资源，污染环境。水口山矿务局的发展体现

了这种方针的正确性，可作为一个参考借鉴的榜样。

综上所述，水口山科学技术志的问世，不仅有助于鼓舞全局职

工，在已有的成就上继续奋勇前进，实现水口山更大的振兴，而且

值得我国同类型企业，尤其是正在企图摆脱资源危机的矿山借鉴和

参考。

中南工业大学教授笔彳应
l 9 9 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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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水口山建矿95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水口山科学枝术

志》问世了，令人十分高兴。

水口山是盛产铅锌的企业，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纵观企业历

史，实际上是一部铅、锌生产的科技发展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次生产技术的进步，挽救和发展了

这一铅、锌生产基地。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收归官办后，仍沿

用土法开采。由于开采渐深，土法难以为继，于是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引进西法，以蒸汽作动力，排水、提升均用机械。这是水

口山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进行的技术改造，这一技

术进步，给全矿带来生机。第二次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光绪三十四

年(1908)黑铅炼厂的筹建，宣统元年(1909)兴建水口山小型重

力选矿厂和民国21年(1932)横罐炼锌技术的成功，使当时的湖南

省从水口山单一的矿业向采、选、冶成龙配套跨进一大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运用科学技术发展

生产的指导思想明确，水t：r山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初，修建了衡阳至矿区的高

压输电线路和衡松公路，在水口山建成关内第一家浮选厂，矿山实

现排水复工，铅厂恢复生产并进行松柏锌厂的筹建，矿务局生产全

面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随着湖南炼锌厂、衡阳锌品厂、松柏铅厂、

松柏锌厂，铅锌矿浮选厂正式命名为水口山矿务局第一，二、三，

四、五厂，更奠定了水口山作为联合企业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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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一次，也是水口山历史上的第三次重大技术进步，较前两次

规模上更大，技术水平上更先进。

6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水口山经历了第四次技术进步，生产技

术水平跨上新的台阶。此期，第六冶炼厂建成投产，柏坊、车江两

铜矿归并矿务局并进行扩建，机电车问扩建成厂并迁到松柏，使生

卢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重要的稀有，稀散金属的冶炼工艺技术难

关被攻克并相继投入生产，使矿务局开始拥有一批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的国防军工产品，综合利用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全局科技工作陆续取得新的成就，生产

工艺不断完善，实现历史上的第五次技术进步，比较突出的有铜矿

粗铜冶炼系统的建成，四厂旋锅炉的建成，铅锌矿七坑八坑的建

成，帷幕注浆堵水工程及鸭公塘矿的开拓，一厂竖罐改造投产，

锌，铜冶炼废气制酸，机修系统装备更新和矿山作业机械化的逐步

推行等等。

第六次大的技术进步始于80年代初，以金硫工程建设和康家湾

的开拓为契机，随着电铜，电铅相继投产和电锌新工艺研究成功并

立项建设，使矿务局在“六五"和“七五"期间实现一个较大的新

飞跃，80年代末，水口山矿务局已跻身于全国500家大型企业之列，

成为有色金属行业中的铅锌生产重点企业。我们相信，在拟定的第

八个五年计划实现时，在建矿100周年的大喜日子，以SKS新工艺

改造铜，铅系统为代表的重大技术进步实现之际，企业将会有更大

的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一部水口山的科

技发展史，也是企业的振兴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水口山的

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十年

改革开放为科技发展既创造了较好的环境，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只有抓好科学技术的进步，企

5



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才更有竞争力，才能面向未来，走向世界。

我希望，《水口山科学技术志》的出版，将有助于统一和提高

全局职工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

头现水口山更大的振兴。

6

水口山矿务局局长

1 9 9 1年6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遵循志

书“横分门类，纵述历史’，、 “事以类从、因事系人"、 “突出特

色、详今略古”等原则，以地，采、选、冶等工程技术为主线，也

注重反映水口山特色的工业卫生、环境保护及相关辅助专业，实事

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口山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参照《湖南省地方志质量标准》和《湖南省地方志编写行

文通则》，采用记，述、志、图、表、录、传等体裁，以志文为主

体，志文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除大事记，概述、人物和

附件外，分7章33节。

三、参照湖南省科委和衡阳市科委拟定的科学技术志编纂规

范，对科技事项采用概述全貌、条(条目)述重点，表(列表)述

一般的方法。除总概述外，章，节一般有无题概述，选择重要科技

事项以条目形式作较详细的记载I其他受局、市以上奖励的科技成

果列表。

四、记述时间一般起自水口山矿收归官办即1896年断自1990

年，个别事项适当上溯或下延。

五、各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一般用简称。地名、机

关、人物职务职称用当时名称，盛要时括注，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的朝代帝号年份用汉字记载，并

将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括注于后，民国年号用阿拉伯字记载并括注

公元年号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公元纪年。所记年代，凡拳

7



世纪均简去“20世纪矽，直书年代数字。

七、计量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公制单位)。

八，所用简化字，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lO

日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中规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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