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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记载过去，启迪后人O 在各级领导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鼎力帮助

下，在汝州市地矿局领导班子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编慕人员的辛勤劳作， { 汝州

市地质矿产志》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市地质矿产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对地矿事

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O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始

终伴随着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的进程。 没有矿产资源，人类就不可能生

存，更谈不上发展。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矿产资源对于促进整

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振兴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O

;女州市位于华北地台南缘与秦岭柑皱系的接触部位，地层出露较齐全，地

质构造复杂，赋存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市目前已发现的矿产种类达 42 种，已开

发利用的 26 种 。 煤炭资源丰富，素有"百里煤海"之称，为全国 100 个重点产煤

县(市)之一 O 其他矿产主要有铝粘土、水泥灰岩、硅石、叶腊石、白云岩、地热、

矿泉水等。 矿业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 全市大部分乡镇都

是靠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发展起来的 O 但是，在整个矿业开发中还存在许多薄

弱环节，目前，全市除煤炭资源得到系统的勘查和开发利用外，其他矿产的勘查

程度普遍偏低，开发利用的水平也不高，不能适应当前我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需要我们现在及今后更多的地矿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O

《 汝州市地质矿产志》是一部专业志 ，是地方志系列丛书之一。 该书以翔实

的资料、简炼的文字、合理的结构较为全面的对以前各个时期地质工作者所作

的工作和矿政管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O 通过此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市的地质

演变过程;了解到矿业开发进程;了 解到矿产资源对我市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

还可以了解到多年来为我市地质矿产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以及他们所做的工

作和取得的成绩。 同时，也将对我市今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地质环境的保护、

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O 这也正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期

望和目的所在。

王续强

二00一年九月



例凡
一、《汝州市地质矿产志》 遵循以汝 :}-' -I 现行辖区为恨，采用分时期、按系统、

纵横结合的编写体例，紧密结合地质矿产 、矿政管理及矿业开发对国民经济发

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本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慕。

二、本志时间段，上限尽量追溯与地矿及矿政管理相关有史可查之端 ，下限

到公元 2000 年底。 个别记事突破下限。

二 、本志所用历史纪年，用公元纪年。 使用国家批准的规范简化字，以现代

汉语体文记述为主，采用记 、 图、表 、照片等形式编录。

四、本志记述中有关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则用简称。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 地质矿产局"简称"地矿局"等。

五 、 1988 年 6 月，临汝县撤县变市，文中在建市前称"临汝县建市后称"汝

州市" 。

六 、本志涉及科学技术部分，记述时使用专业科技用语和国 家统一规定的

专用符号 。

七 、本志设幸 、节 、条、款、 目层次，全书共设八章 、39 节 、 130 条， 37 万字 。

八、本志记述一般不加坪论。

九 、本志资料搜集来源于"j女州市志" 、 "河南省地矿志'\明清《 汝川、l 志~ ，许

昌、洛阳、河南省地质矿产部门档案馆室有关资料，汝州市有关部门的资料，史

籍文献，汝州地矿局历年来实践工作集累的资料及现场调查和有关知情人的证

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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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汝州市地处中原河南省西部，因濒临北汝河而得名 O 地理应标 : 东经 112 0

31'一113 07' ，北纬 33 056'-34 020' 。 东与禹川 、却县接壤，西与汝阳、伊川相连，

南与鲁山 、宝 丰搭界，北与登封毗邻 。'东西长 45km ，南北宽 34km ，总面

积 1572 . 84km2 。 其中山地面积 419km2 ，丘陵 725km2 ，黄土平原 338km2 。 市

域南依外方山脉，北靠高其山脉，北汝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形成两隆一拗的槽

型盆地，地理总趋势为西北高，南东低。 西部最高的叽山海拔 1165.8m ，东南部

的路寨海拔 145m o
全市辖五镇十一个乡 ，448 个村民委员会， 1 635 个自然村，2000 年底总人口

达 93.76 万人。

汝州地理位直适中，交通便利，焦柳铁路自西北至东南贯穿全境。 207 国道

经汝川、'1 56km ，主干与郑州 、洛阳 、平顶山、许昌、漂河、南阳相通。 洛(阳)界(首)

公路经汝州直达安徽界首。 市内 16 个乡镇和较大村庄，公路纵横交错。

j女州属温暖带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O 春季多风少雨，气温回升

较快，夏季湿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昼夜温差较大，冬季干燥多风，气温低，且

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 年平均温度 14 . 20C ，平均降雨量为 650.5mm 。 全年

无霜期 213 天，日照 2243.3 小时 。 1966 年 6 月 22 日，高温曾达 44.6OC 。

漫长的历史岁月，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使汝州大地形成了山峦起伏、沟河

纵横较为壮观的自然地貌。 全市境内共有大小山头 1025 庄，大小河流 26 条，沟

溪l304 条，名泉 6 处，旅游地质区 5 处 。

在众多 的山峰中，海拔千米以上的有:

现山、古称霍阳山，海拔 1165.8m ，位于西南寄料镇和汝阳县的交界处。

大红寨山，古称大熊山，海拔 1150.6m ，位于东北大峪乡和禹州市的交界处。

老婆寨山，海拔 1063. 7m ，位于大峪乡和登封市的交界处。

在众多的河流中，以北汝河(简称汝河)最大，流经汝川、1 45km，河床宽 500m

至 1500m o 源于高县龙池漫山，属淮河水系，经汝阳从临汝镇南王庄进入汝 1'1-1 境

内，自西向东经八个乡镇，到小屯镇路寨出境进入却县，最终注入淮河。 其它流

域面积在 100km2 以上的河流有洗耳河、弃IJ 河、黄涧河、炉沟河、牛涧河、燕子河、

塔川河，均以羽状流入北汝河。 著名的自流泉有地热温泉、大慈泉、妙水寺泉、

宝泉寺黑龙潭泉、龙泉寺泉 、乌龙庙泉。

汝州市地层属华北地层区豫西分区，横跨两个地层小区，即离山宾山地层
-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小区和;电池一确 山小 区 ， I毕奥陶、志留 、 泥盆 、体罗、白圭系外，其它地层均有出

露，其构造处于中期准地台与秦岭相皱系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衔接地带 ， 经

历长期复杂多旋回不均衡演化过程 ， 构造极为复杂 。 按照地学划分，自晚太古

代以来划分为高 阳期、中条、王屋山、晋宁、加里 东 、华力西、印支、燕山、喜马拉

雅这九期构造运动 。 大的构造旋回给汝州大地造成复杂的相皱、断裂和拗陷盆

地' 0

汝州的岩浆岩 ， 岩类齐全 ，从超基性一酸性各类岩石均有分布 ， 岩浆岩分布

面积达 50 多 krT12 ， 其中侵入岩面积 3 1 km2 ，计 1 9 个岩(体)火山岩出露 ， 面积达

20 多 krr12 ，主要分布在北部及西南部山区，朝川地区和临汝镇亦有分布。 火山

岩按形成时代分为中元古代熊耳群火山岩和新生代火山岩 ， 在汝川西部、西南

部有分布O

在地层出露比较齐全，地质构造复杂的汝州 ， 历来吸引了许多地学界名人

进行考察研究 ， 对有特殊意义的地质现象，就以汝州某地命名载入史册。 近代

德国人李希霍芬 ，瑞典的新常富在测制河南省地质略图时，曾在汝州进行观察;

五十年代我国著名地学家冯景兰、张伯声、马杏垣、王曰伦等教授到汝州调查研

究 ，把汝州北部岩层称为"登封群"， 1 976- 1 979 年地质部宜昌矿产研究所将登

封群又细划分为于窑组、黄虎堆组、老袋沟组 ， 1 984- 1 985 年河南区调队，测制

了石梯沟一风穴寺剖面图 ，将登封群又分为石牌河组 、 郭家窑组 、常窑纽……这

些都是以汝州大峪一带的地名而命名的，特别是汝州啡川乡的罗圈村东有一海

拔 535m 的 山 头，地层岩 ，性特殊 ， 六十年代初地学界将此命名为"震旦系罗图冰

喷地层"罗圈作为一个著名地层单元的代表而享誉海内外。 另外对汝州寒武

系、老第二系 hl虎狼爬岭地层等都有专门的论述与研究 。

古老汝州，地灵人杰。 地层发育比较齐全，并有岩浆活动，地貌景观壮丽 ，

成矿条件优越，自古迄今 ，人们对矿产资源有所不断发现 ， 并进行开采利用 O 为

经济发展 ， 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 。 据有关史料记载，新石器时代晚

期开始用石灰岩烧制石灰应用于建筑 ， 西周出现用粘土烧1ftl] 瓦 ， 战国时期已有

空心砖秦汉时砖瓦已成为重要建筑材料 ， 从汝州市区北部张庄的汉墓群中.挖掘

发现大量的空心砖和小青瓦足己证明粘土矿产资源很早就被人们利用 O 西汉

初年，现温泉镇的地热泉水已被发现利用，当时称此地为"温汤历代帝王 、后

妃、名人、雅士趋之若莺 ， 曾有十帝 2 1 次 ，后妃三人 ， 来此观光沐浴。 唐代采用陶

瓷原料烧制陶瓷、宋代汝窑兴盛 ， 成为当时";女、官、定、哥 、 钧" 五大名窑之一 。

此期已有建炉冶铁生产 。 明代中期，汝州已有打窑采煤的记载"三宝"之一的

汝石 ， 即是产 于汝州的稀世珍宝 。 在 j女少1'1 寄料的霍家沟一带发现 200 多个开挖



铅辞矿的老洞，曾有"寄料到炉沟四十八盘1f'] 宝炉"的传说，说明古代己对铅辞

进行开采冶炼 O

历史进入近代，汝州这块宝地，更引起众多地学家的关注。 三十年代至解

放前夕，先后有河南省地质调查所崔步赢、王献、沈和、曹世禄、韩影山、孟昭彝、

闰廉泉等多次到临汝调查煤炭矿产资源，认定汝州煤炭资源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朝川一带早期生产的原煤，称之为" )1] 煤享誉豫西 。

解放后，汝州矿产资源的勘查利用，得到很大的发展，自 1950 年开始，曾有

地质学家冯景兰、张伯声 、地矿部宜昌地质研究所 、地矿部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

究所、核工业部 308 地质队、中国建材工业部地质勘查中心河南总队、西北大学

张国伟教授、 中南地质局朝川地质队、物探队、456 队、426 队、秦岭区测队、煤炭

部 129 队 、 河南省有色金属研究所 、河南省地质局区坝，]队 、地调一队、二队 、三队、

河南省地矿厅环境水文地质总站、地质一队、二队、三队、北京地质学院、中南矿

冶学院 、 长春地校 、 平顶山有色冶金地调二队 、 临 j女县工业局地质队、汝州地矿

局地质矿产研究所等近 30 个单位数百名地矿工作者上百次来汝州，进行地质调

查 、勘查 、作了大量的钻探 、物探工程，提交数十份文字报告，止目前在汝州共发

现煤、铝土 、钢 、铅 、特 、金、水泥灰岩 、 水泥粘土、铁、大理石 、 白云岩、高岭土、何

纳长石、叶腊石、长石沙岩、地热、矿泉水、玄武岩 、梅花玉、硫铁矿、重晶石、磷矿

等 42 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资源尤为丰富，临汝煤田东西长 63km ，南北宽

34km ，素有"百里煤海"之称，整个大煤田划分为庇山 、暴雨山 、朝川、任村、寄料、

大峪六大煤区及炉沟 、 梁窑两个矿区，风穴寺煤点和大刺湾 、 王庄 、庇山西部 、 朝

川外固 、寄料外固 、煤窑湾(风穴寺南)煤炭资源六个预测区 。 勘探储量 63866.8

万吨，保有储量 60742.6 万吨。 铝土矿、水泥灰岩、地热水在河南占有一定地位。

叶腊石 、硅石、何纳长石、高岭土 、耐火粘土可望成为大型矿床，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丰富的矿产资源 ，在汝州市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解放后至七十

年代， 1)各汝县利用矿产资源先后开办国营集体煤矿山庄，二个磷肥厂 、二个瓷

厂 、三个建材厂、三个温泉医疗机构、三个钢铁厂共 26 个厂矿企业。 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市采矿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国营、集体、

个体矿山企业得以迅猛的发展，矿产资源的深加工也应运而生，各种经营体制

的煤矿、炼焦厂、机砖、水泥、采石、铝土矿、铁矿、铅特矿、 叶腊石矿、高岭土 、长

石砂岩、金矿、铜矿 、地热、矿泉水、瓷厂等厂矿相继建立， 1998 年底全市各类矿

山企业已达 S73 个，其中煤矿企业 360 个，非煤企业 213 个 。 年创矿业产

值达 6.5 亿元 。 1999 年按照上级部署，开始对煤矿进行整顿，2000 年底煤矿企



业保留 159 个，非煤企业保留 100 个，现各种体制的矿山企业共有 259 个，为汝

州的经济发展起到支柱作用 。

近代广大地矿工作者，对地质地层的研究，不羊是应用到找矿发展工业生

产上，同时应用和服务于水文和工程建设以及农田基本建设方面 O 对于不同岩

性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开发利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作物生长的土壤种类、分

布、成土母质条件、性状、肥力等方面，提供7 大量可靠的地质科学依据。

汝州，在漫长的地质发展历史中，历经沧桑巨变，地层发育齐全，太古、元

古、古生、中生、新生代地层都有分布，可谓"五世同堂"力口上各期构造运动及海

相 、 陆相、海滨相、湖相等类型的古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岩浆活动、火山喷发，给

汝州大地留下丰富多彩的地质遗迹，和多处旅游胜地。 而今随着科技进步，观

念的转变对汝川旅游地质景观有所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划分为风穴寺旅游

区、温泉旅游区、紫云山旅游区 、五朵山旅游区和现山旅游区 。 这些旅游地质资

源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研究地质现象和旅游的好去处。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地矿事业高度重视， 1)各汝县首先成立工商科，后

建立工业局下设地质科，组建地质队，三中全会后，县改市，市政府建立矿产资

源管理委员会， 1992 年建立矿产资源管理局， 1996 年更为地质矿产局，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赋予的职权，对全市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保

护实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使汝州的地矿工作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向前发展。

j女少1-' ，这块滋育万物的版土，在广大地矿工作者和 90 万勤劳智慧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将不断的勘查发现资源，开发、利 用、保护和节约资源，为汝州经济腾

飞造福子孙后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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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秦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 1 年)于今汝州地区置梁县，属三川郡。

汉.永初元年(107 年)二月，汉安帝下诏，把广成游猎地(即广成泽，今温泉涧山口水库一

带)借给贫民垦种度荒。

汉

元初二年(1 15 年)大文学家马融献《广成颂》与汉安帝，文中"神泉侧出"的神泉即今温

泉。

唐

太宗李世民于贞官 11 年( 637 年) 、 15 年( 641 年)两次幸临汝州温泉洗浴，并建"清署
信f"
汇1 。

仪风元年(676 年)高宗赴汝州校猎、洗浴，设立温泉顿。

久视元年(700 年) 二月二十二日大周皇帝武则天，率群臣苏味道、杜审言、李昕等至温泉

洗浴并仿效王载之兰亭修模曲水流筋，命群臣围泉而座，置酒杯于池水中，杯漂至面前赋诗饮

酒，以庆升平。三月 三 日回洛阳。

开元十四年(726 年)冬十月，玄宗到汝州温泉游乐 10 日 。

北宋

大观年间(1 107 - 1 109 年) ，徽宗因定窑资器有"芒" (即未上袖的地方 ) ， 不便在宫中使

用，遂在汝州设立官窑 ，专门烧制宫廷用瓷器，汝资名声大振，成为当时五大名资之一。

金

兴定三年( 1 219 年)八月，京西行三司李复亨上奏折给宣宗，极力称赞在汝州炼铁的利益。

~ 

延佑元年( 1314 年)汝州地震。

明

嘉靖三十四年 ( 1555 年)十二月，地大震人不敢进屋。

-1 . -



t兰三
I 曰

康熙七年( 1 668 年)六月十七日西时，地微动，八月初五戌时 天上出现流虹，块大如日，照

耀如同白昼。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四月六日地震。

康熙五十五年 ( 1 7 1 6 年}冬十月戊时，高空隆隆作响，群众称之为"天鼓有流星大如车

轮，光芒四射，夜间亮如白昼，很快落于东南方。

光绪初年，有谭老总，郎老总(均南阳人用阿z:(汝州人)先后在寄料、炉沟行窑开煤矿。

中华民国

二年( 1913 年 )3 月 l 日，将汝州(直隶州)改为临汝县，属河洛州 。

五年( 1916 年)全县共开办煤窑 28 处，有小屯山王的李银矿朝川的戴民权矿，杨国荣矿 ，

杨民跃矿，跻川枣园范三岗矿 ，寄料王景元矿，炉沟朱建贤矿，骑岭庇山郭允恭矿， 11臼汝镇闰老

三矿，大山谷的高万风矿等。

十九年( 1 930 年) 冬 ，地震，人站不稳，门搭链摇动，房瓦松动乱掉。

十九年 ( 1 930 年)国民党师长戴民权(鳞川半扎人)在朝川开办煤矿，用汽绞车提升 ，每次

两筐 1 20 公斤，是全县第一个应用汽绞车提升的煤矿。

二十一年( 1 932 年)河南地质调查所技士崔步赢、王献、沈和等调查1/伍汝、鲁山、南召地质

矿产 。

二十二年 ( 1 933 年) 王景元在炉沟开办煤矿，日 产原煤 20 吨，年产量 4400 吨。

二十三年( 1 934 年)河南地调所曹世禄在临汝寄料西南和伊阳(今汝阳)调查地质矿产 ，

并测制 1 : 50 万地质图 。

二十五年( 1 936 年)曹世禄调查临汝煤田 ，将南部分为寄料街、唐沟、朝川三个区 ，将北部

分为梁窑、大山谷、庇山 、熬头四个区。 南部为烟煤，北部为无烟煤。 估算储量二亿三千万吨，在

北部测制 1: 40 万地质图 。

二十六年(1 937 年)郭允恭领照在庇山开办复兴煤矿，矿工 600 人，日 产煤 20 余吨。

二十六年( 1937 年)曹世禄、韩影山、孟昭彝等调查临汝、宝丰、鲁山等县地质矿产。

二十八年 ( 1 939 年)资本家李绍初从上年在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 ，试仿烧制汝瓷未成功c

三十五年( 1 946 年)曹世禄、康廉泉等在豫西一带调查地质矿产 ，测制 1: 40 万地质图，其

范围含1/伍汝大部面积。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950 年

5 月 7 月，冯景兰、张伯声两教授同河南地调所韩影山 、曹世禄、闰~'R泉、谢恩泽到豫西调

查地质矿产，对平顶山、朝川煤田远景作出评价。 井由曹世禄、闰廉泉分别编写了朝) 11 、寄料街

煤区调查报告。

1953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 ，恢复汝窑生产" 。



1 954 年

是年 ，中南地质局 426 队对临汝煤田开展普查 ，并围绕朝川 、梁窑、马道、梨园等动用浅钻

和轻型山地工作，确认该区具有经济价值，测制了 1: 5 万地质图 。

9 月 4 日，临汝县由许昌专区划给洛阳专区管辖。

1 955 年

元月 ， 40 1 地质队对朝川煤田开始进行勘探。

1 956 年

l 月，40 1 队朝川煤矿勘探分队单独建队，队号为 426 队。

4 月，中南地质局秦岭区域测量大队，开展包括临汝南部在内的鲁山幅 1 : 20 万区域地质

调查。

1 957 年

3 月，河南省地质局朝川地质队提交了临汝煤田第一份勘查报告一《朝川 、张村地勘报

告} ，同年 3 月中南地质局 426 队提交朝川 、三里寨矿区地质勘查报告 ， 提交煤炭工业储量

7334 万吨。

1 958 年

8 月 14 日 -26 日，临汝县先后成立 14 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 。

8 月 ， 临汝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河南省委钢铁会议精神 ，

提出"以钢为纲" "全民动员 ，大办钢铁要求 10 万大军 t山找矿大炼钢铁 ，全县掀起群众性

的找铁矿建炉炼铁高潮，深秋在校学生到汝河淘取铁沙。

9 月， 11面汝县工业局设置地质科，地质科组建临汝县第一支地质队。 北京地质学院、长春

地质学校、中南矿业学院、长沙地校近百名师生来临汝县帮助找铁矿和其它矿产。 12 月 20

日，提交了 { II伍汝县地质调查报告~ ，第一次较全面的论述了临汝县的地质情况。

是年，河南省地质局杨志坚到临汝鳞川罗圈村一带，对泥砂砾岩层提出了"冰磺"成因的

看法。

1 959 年

元月 2 1 日 ，iI自汝县委工业部公布跻川钢铁厂、寄料钢铁厂、朝川钢铁厂为县办国营钢铁

厂。 6 月 6 日 工业部下文将临汝县城关炼铁厂改为地方国营城关钢铁厂。

是年 ，河南省地质局区测队测制临汝幅区域地质图，9 月，河南煤田地质队 103 队提交临

汝煤田赵庄勘探区地勘最终报告。

是年 ， 11自汝煤田由中南煤田地质局所属地质队和物探队继续工作， 60 年代相继提交了《梨

园矿区赵庄精查报告》和大营、朝川 、庇山等地的电法报告。

是年 ，中国科学院地科研究院叶连俊对临汝跻川罗圈冰愤层进行调查研究 ， 确认为"冰磺

层 ' 。

1 960 年

元月 1 8 日，临汝县工业局地质队李继现到海池参加洛专地质处召开的地质工作现场会并

作了发言。

2 月 1 8 日，临汝县工业局地质科付科长杨南方出席河南省地质局召开的全省地质战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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