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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筚路蓝缕，春华秋实，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成立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在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长李四光加强区测(区调)工作的指

令下，广西区域地质测量队(即后来的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诞生了，

一批带着献身地质事业理想，胸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

八桂大地，汇聚到区调院这面战旗下，开始了艰苦奋斗和默默奉献的峥嵘岁

月。五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区调人情满青山，汗洒八桂，从漓江源头到北部

湾畔，从十万大山到云贵高原边缘，留下了区调入矫健的身影和坚实的足

迹；从座座矿山崛起到工业城镇的兴盛，从累累找矿及科研成果到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的辉煌，无不浸润着区调人的智慧和汗水。

五十年来，我们踏遍广西的山山水水，我们下海南、上新疆，进西藏，

为国家的基础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先后开展了1：20万、1：5万

和1：25万三种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用18年时间完成广西1：20万区调

任务，出版区域地质志，奠定了广西基础地质的基础；我们在区域地质调查

中，运用地质科学理论和技术，苦苦探索，不断地有所发现，正是这许许多

多的发现和首次发现，改写了历史，填补了许多空白；我们独立或合作完成

的桂林南边村泥盆——石炭系界线研究，l：25万数字化填图方法研究，达到

世界水平；我们开展了40多项专题研究，经过几代广西区调人的努力，总体

查清了广西的地质构造、岩浆岩、变质岩的分布特征及与矿产的关系，基本

上查明了广西各个时代地层的岩性、古生物、沉积相、矿产及变化特征，给

广西的地层与国内外对比研究及普查找矿、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地质资料。

五十年来，我们有风雨，更有阳光和彩虹，有困难，更有信心和毅力，有

挑战，更有机遇和对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区调院曾经陷入困境，为



了生存，我们曾陆续办印刷厂、砖厂、工艺品厂，但都没有取得好的经济效

益。面对挑战，我们作出发挥地质技术优势参与矿产勘查开发和社会服务，

又好又快发展地质经济的决策，随之我们对组织机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整合优势资源，加大矿产勘查和开发力度，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提高，实力不

断增强，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五十年来，先后有11 50多位区调人在祖国南疆为地质事业做出了无私的

奉献，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更培养了区调精神，这种精神概括来说就是，坚

定信念跟党走的精神，领导严于律已、以人为本的精神，艰苦奋斗、虽苦犹

荣的精神，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攀地质科技高峰的精神，热

爱地质、乐于奉献的精神。

广西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成立五十年的历史，是区调人团结奋斗、开拓

进取的历史，相信读者在阅读《院志》分享区调人取得成功与喜悦的同时，

更会感受到区调人所经受的曲折与磨练，感受到区调精神。但成功和曲折连

同区调精神，都将成为今人和后人在新的创业中发扬和借鉴的财富。

五十年的历史已经翻过，美好的未来正待我们开创。目前，区调院的

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让我们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不断开拓进取，做精区调、做强矿产勘查、做实矿产开发、构建和谐平安基

地，再铸新的辉煌。

院长： 17例物
二O 0／＼年十一月十七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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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创 建昂一甲 ’巳U 娃

一、区域地质调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区域地质调查(简称区调)是地质工作中一项公益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综合性基础

地质工作，是地质工作的先行步骤，其工作内容几乎涉及地学的各个领域，服务于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区域地质调查是运用地质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一定区域内的地层、岩石、构造、矿

产、地貌、水文等各种地质体和地质现象进行比较系统地观察研究，阐明区域内各地质

体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和地质发展史。按照区域地质调查详细程度可分为1：100万、

1：20万(1：25万)、1：5万三种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与此同时，对区域内的重矿物

分布以及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场进行调查，并对矿点、矿化点和各类主要异常进行检查，

圈出成矿远景区、带和普查找矿有利地段。编写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和区域矿产调查报告，

编制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

区域地质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和成果，不仅为地质科学研究和进一步的地质矿产勘查

工作提供基础地质资料，而且也广泛地为国防、冶金、煤炭、石油、化工、轻工、建材、

水电、交通、铁道、海洋、农林、地震、工程、环保、旅游等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所利

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区调工作仍然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区调成果，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地质研究水平。新中国首任地质部长李四光教授曾说

过：加强区测(区调)工作，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是地质工作中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问

题。

二、我院的创建过程

地质部1955年决定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同年秋首先在新疆组成中苏合作

队开展工作。1956年又相继组成3个中苏合作队分别在南岭、秦岭和大兴安岭地区进行1：

20万区调。中苏合作南岭地质普查大队即中南地质局436队，1956年6月将新组建的第九分

队首先派往广西境内的贺县、富川、钟山等地区开展1：20万贺县幅(每幅面积7000km2左

右，下同)区调。分队进驻贺县八步镇，分队长赵世荣，党支部书记张法舜、技术领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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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贵。1958年赵世荣调往广东，张法舜兼任分队长。分队成立时共有职工39人，其中技术

干部10人，当时党、团支部均已成立，直属贺县县委领导。基层工会委员会亦同时成立。

1958年7月，南岭队第十七分队成立，进入广西区内开展l：20万区调图幅梧州幅，分

队部设在梧州市角咀路桂江与西江交汇处。分队长黄时安，技术负责吴正吴，管理员李文

球，共有职工24人(含7名临时工)其中技术干部8人。

为加快1：20万区调工作步伐，地质部党组1958年1 1月17日下发(58)党发李字第76

号《地质部党组关于新疆、秦岭、南岭区测大队外调问题，四川、青海石油大队外调问题

及华北、湖北石油大队分队问题的决议》，其中关于南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外调问题的决

议：决定从南岭大队中调给广西二个分队，福建二个分队，湖南一个分队，安徽一个分

队，浙江一个分队。

根据地质部的上述决议，南岭队将其第九、第十七两个分队同时划归广西地质局领

导。这样，1958年1 1月17日，以原南岭队两个分队为基础创建了广西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

测量队。

张泰贵、罗璋等 南岭队队部，前右二彭锦华，中右三裴万樵

阳卓照、吴正昊、专家、李明声、李志 李志才在野外

才、张法舜、李自南、余恢治、罗璋、张泰
贵、王禹铸、颜北海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曲折发展时期

(1 958—1 976年)

一、1958—1965年“大跃进”一经济调整恢复期
1 958年1 1月1 7日我队正式成立，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为叙述准确

起见，以下在我队1993年9月9日改称院之前一律称队)。全队当时共有正式职工39人，

黄时安、李志才、冯世春、张法
舜、商维矿、吴正昊、张泰贵在贺县八
步队部合影

其中行政人员6人(张法舜、彭成池、李琼峰、

李文球、黄时安、商维矿)，技术人员21人(张

泰贵、李志才、吴正吴、李白南、张培焕、荣

谱清、颜北海、曾光明、李明声、余恢治、王禹

铸、阳卓照、李玉宽、罗璋、黄家骏、徐一仁、

张新文、彭锦华、刘正裕、裴万樵、孙志宏)，

地矿工程师仅张泰贵1人，工人1 2人(黄正华、

李泽芬、龙世君、赖木先、莫月先、莫任运、李

广林、刘菊关、黄月标、潘德祯、李安保、杨兴

民)，另有合同工10人，队部驻地仍设在贺县八

步镇(今贺州市穗丰酒店背后)。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张法舜，技术领队张泰贵，秘书彭

成池，会计李琼峰，无科、无股，下设两个分队，继续进行1：20万贺县幅(张法舜兼分

队长，张泰贵兼技术负责)和梧州幅(分队长黄时安，技术负责吴正吴)区调工作，原苏

联专家苏哈列维奇指导全队业务技术工作。

1959年初，大队部迁往平乐县城半边街桂剧院。元月冯世春到队任党支部书记。经

半年多筹建过程的补充完善，到1959年7月队部设立了“两室两组”的组织机构，即队部

办公室、行政人事办公室、财会供应组、重砂鉴定组。1960年增设绘图组、地质组，1962

年又增设岩矿鉴定组、化石鉴定组、水样分析组等。此时大队部有书记冯世春，队长张法

舜，技术负责张泰贵和秘书彭成池，会计李琼璋、梁沃民，物资管理唐际兴等13人。

7月，大队工会成立。

10月25日平乐县团委批准成立团总支，委员为彭成池、刘正裕、王禹铸、吴正吴、陈

秀英，彭成池任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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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2日，经平乐县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总支委员

会。委员为冯世春、张法舜、黄时安、商维矿、彭成池5人，冯世春任总支书记。

此时，仍为两个分队，一分队分队长商维矿，技术负责李志才，共有正式职工19人

(地质人员9人)；二分队分队长黄时安，技术负责吴正吴，共有正式职工20人(地质人

员7人)。全队正式职工为52人。到1959年末全队人员增到123人，队伍得到初步发展。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盲目求快，我队也于1960年5月20日决定，在原来两

个分队的基础上扩编为两个中队，下辖7个分队，全队职工也扩增到192人。为解决技术工

人不足的问题，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组织12人任临时教师，从1960年2月24日至4月26日，

在队内自办了为时两个月的“红专学校”，共128人参加重砂鉴定、财会和管理等基础知

识的学习。扩编7个分队后，每个分队仅4名地质人员，荔浦幅仅用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它图幅也仅用了一年时问便完成了1：20万图幅的野外工作。由于时间短、人员不足，

没有按相关的程序和质量要求开展工作，后经检查工作质量达不到要求，便于1961年8月

下旬，又重新将7个分队归并成两个分队，集中力量去继续完成兴安、桂平两图幅工作。

1960年5月13日，我队根据广西地质局(60)桂地办字0027号文通知，改名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普查大队。

12月24日，经区党委计划工业办公室(60)工干审字第26号文通知批准：张法舜任广

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普查大队队长(正科级)

冯世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普查大队党总支书记(正科级)

1960年5月一1961年8月分队编制

表1

中队 驻地 中队长 技术负责 分队 分队长 技术负责 1：20万图幅

一分队 商维矿(兼) 李志才 兴安

由 兴安 商维矿 李志才 三分队 李自南 三江
队

五分队 颜北海 王禹涛 融安

二分队 黄时安(兼) 吴正吴 容县

四分队 余恢治 余恢治 玉林

由 容县 黄时安 吴正昊
六分队 李文球 张培焕 桂平

队
三八

柳引琼 彭锦华 贵县
女子分队

1959年一1961年三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在我队工作的苏联专家苏哈列维奇于1959

年回国，当时我队同样面临许多问题须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加以解决。当时采取如下几项措施：首先，按照地质部和广西地质局精简队伍的要求，缩

减了在编职工和临时工56人，至1962年7月我队尚有132人，其中含调整时地质局为加强地

质普查工作，从兄弟队调人的1 1名水文地质干部等30人；其次，为解决副食品供应不足，

我队1960年10月，在宾阳县黎塘公社司马大队开垦荒地，兴办了广西区域地质普查大队农

场；第三，认真贯彻了1962年4月地质部在广州召开的区测普查会议精神，纠正了片面追

求速度、忽视图幅质量的偏向。1963年1 1月，由广西地质局主持，由地质部地质科学院、

中南地质研究所及五省区调队七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按规范要求X寸1958年至1962年2月

期问完成的1：20万图幅进行质量清理。其中验收通过了广西第一批批准出版的3个图幅，

兴安幅评为良好，贺县幅和桂平幅评为中等；第四，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工作规章制度，学

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野外小组建立了五大员(宣传、资料、财务、

统计、生活管理员)，严格按岗位责任制要求开展工作；第五，进一步加强了业务学习和

培训，在职地质干部有多人参加了地质院校函授等多种方式的学习，充实了专业知识，促

进了工作水平的提高。

1962年秋，根据中央指示，对以往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斗争的人进行了甄别，由

党政领导出面向被错批、错斗的人道歉，同时摘掉了“右派分子”、 “右倾分子”等帽

子。至1965年上半年数年问，党总支组织职工开展学毛主席著作、《共产党宣言》等马列

著作和学雷锋、王杰、焦裕禄及学大庆等活动，其问虽然也进行了“面上四清”和其它政

治运动，但主要是针对队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目的在于提高思想认识：此

阶段，我队相继进行了l：20万三江、容县幅及荔浦、融安、梧州、靖西等图幅的区调工

作。大队、分队领导和派出的工作组深入野外小组指导小组工作和建设，涌现了不少好人

好事，职工的政治热情、思想觉悟、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都得到了增强，工作质量也得到

了提高。

12月，党总支书记冯世春调离我队。

1963年元月，召开了队第三次党代会，选举党总

支委员会，卢丛义任书记，张法舜为副书记，委员有韩

杰、罗一光、董凤鸣。

当年，一、六两分队已完成了兴安、桂平两图幅验

收，贺县、荔浦、梧州、玉林、融安5图幅在检查整理

报告和图件。

二、三分队分别在容县、三江两幅进行野外补测工 一分队职工在兴安大会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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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3年在夏南宁大队部编写兴安幅报告人员合
影。前排：曾光明、左静先、商维矿、李志才、颜北
海、王化云、苏巧秀；后排：刘远福、汪盛辉、何桂

英、吴廷猗、李镇梁、白宝山、廖庆康、奚启杰。

作。

1964年继续开展上述贺县等5幅

整理、补课和l：100万凭祥幅野外检

查工作。三江、容县幅野外工作年底

结束。此时，兴安、桂平两幅已先后

送厂出版印刷，贺县幅也在进行送厂

前的验收。当年6月，广西第一幅1：

20万区调兴安幅(评为“良好”级图

幅)地质图及说明书正式出版。贺县

幅区调工作虽然完成较早，但因补做

工作时间较长，地质图出版较晚。

4月，书记卢丛义调第四地质队

工作，4至8月由队长张法舜兼任书记

工作。同年9月，张元林从桂东南地

质队调至我队接任党总支书记。

1965年3月，1：100万凭祥幅验收，4F]荔浦、梧州两幅验收。

4月2 5日，根据地质部指

示，为支援四JiI省“大三线”建

设，广西地质局令我队抽调一个

分队编制共33人赴川，分队长唐

成辉，技术负责张培焕。

5月，广西“四清”工作总

团地质分团进驻我队，全队集中

南宁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

进队后，立即宣布队领导停止工

作“靠边站”，把分队副技术负

责以上的干部也都列为“当权
1962年2月二分队合影

派”，要逐一进行检查，过关者才能“下楼”。工作队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揭发问题，顿

时搞成相互揭发批判，人人自危的群众斗群众的运动。运动中对我队少数从旧社会过来

的知识分子或所谓“有问题”的人更是揪住不放，上纲上线。最后，将3人定性为敌我矛



盾，2人留队管制，1人遣送原籍管制。受冲击的老干部原工会主席董凤鸣被罢官贬为分队

长。

二、1966—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

1966年2月21日，我队根据广西地质局桂地办字(66)第0027号文通知，改名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

5月，中央“五·一六”通知过后，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当时“四清”运动

虽然尚未结束，工作队因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草草收兵。在其撤离之前，宣布了我队新

的领导班子：党总支书记张元林、大队长张法舜、副大队长吴美发，政治处主任罗一光，

工会主席袁愈阶，团委书记李性崇(李明)，大队技术负责张泰贵。

1966年下半年，社会上便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队，亦首先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接着便把队级领导都当做“走资派”来批斗。

8月1日凌晨，副队长韩杰独自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我队广大群众逐渐介入社会“文革”后便分成了两派，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掀起

后，受其影响我队一时也呈无政府状态。后来社会上武斗愈演愈烈，我队1968年4月，在

解放军“支左”人员的协调下，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并于1968年4月28日由自治区革筹

小组发文批准，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9人

组成：主任张元林，副主任吴美发、李孝全，委员刘正裕、袁愈阶、胡锦松、廖济理、罗

章枢、李镇梁。1968年4月30日在南宁冯家坡开会成立队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成立六分队，驻宜山峡口。负责在罗城县宝坛红岗山地区开展1：5万区调

找矿试点工作。分队长刘润生，技术负责李明声。

1968年4月2日，队名改为：地质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革命委员
尘、
Zi 0

1969年4月1日大队部从南宁迁至宜山县峡口村。

1970年，开展“二五”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抄家、关押、下放

劳动，冬季全队党员集中宜山大队部整党，河池地委派工作组领导这一工作。

1971年1月召开第五次党代会，经河池地委批准成立党委。党委书记张元林、副书记

吴美发。

当年先后提交了1：20万宜山、柳州、上林、田林、东兰、灵山幅区调报告以及1：5

万红岗山地区试点区调报告，发现了罗城一垌铜镍矿床。

一、二、三、四、五分队继续开展1：20万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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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组建七分队，驻宁明县海渊，后迁至宁明县驮龙，开展1：20万崇左、凭祥、东

兴幅区调。分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彭成池，1972年彭调离后，6月由亢学武接任。技术负

责李志才，1972年李调大队后由张忠伟接任。

8月29 H，队名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测量队革命委员会。

10月至1972年4月，我队主办了广西地质局第一期地质技术培训班，学员1 19人。

1972年6月开始，大队各机构逐步建立。当年提交了1：20万西林、南宁、来宾、乐业

幅区调报告。

1973年2月六分队从宜山迁往龙胜县勒黄桥头，开展1：5万三门、同烈幅以及永福县

寿城地区区调，并进行铁矿普查，1979年9月工作结束撤销。

1 o月，经河池地委批准成立工会委员会，主任龙世君。

10月，张元林带领李孝全、李志才、郑春业、亢学武、荣谱清、梁建功等人到河北、

陕西区调队和国家地质总局等单位，学习研讨1：5万区调工作方法，为我队即将结束1：

20万区调后开展1：5万区调做准备工作。

1974年4月至9月，我队主办了广西地质局第二期地质技术培训班，学员90人。

6月，先后结束了1：20万小董、钦州、崇左、凭祥、东兴、田东、百色、德隆八个

图幅野外验收工作，经必要的补课工作后于8、9月问先后转入室内综合整理及编写最终报

告。至此，全区1：20万区调野外工作全部结束，只保留四、六分队。

6月6日，大队撤四个组，恢复科室编制。局任命李志才、颜北海、麦广田三人分别为

大队第一、二、三技术负责。

为了配合全区开展的“煤、铁、磷矿大会战”，四分队到陆川、博白县开展1：5万大

桥幅区调，分队长李泽芬，技术负责郑春业。

9月建立实验室，主任罗一光、技术负责梁建功。

9月成立磷矿分队，驻三江县斗江镇，开展1：5万三江幅、和平幅区调和磷矿普查，

分队长郑华安、副分队长郭树荫，技术负责李玉宽。

1975年1月，我队编制的第二代1：50万《广西地质图》送审获得好评。《广西地质》

初稿完成。

2月，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张元林等12人调至罗城广西地质学校，由吴美发代理

书记工作。

3月13至14日，队召开第六次党代会，选举吴美发为副书记、胡学元为副书记。

9月，组建航空地质分队，开展1：5万玉林、隆盛、沙田、米场4幅区调工作，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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