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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德兴铜矿是一座古老的矿山，唐、宋、元，明，清

历代祖先，曾在这里开采，并留下“铜厂打，“铜

埠"的美名。德兴铜矿又是一座年青的矿山，已开采

的铜金属量不过只是已掌握储量的5％。德兴铜矿作

为江西铜业公司的骨干矿山，她正在为公司的发展以

及我国铜工业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纵观德兴铜矿区一千多年生产力从小到大的巨大

变化，体现了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先

进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而从昔日的"ill山麓胆泉

浸铁．刮其屑炼铜”，到今日的汽车，挖掘机、球磨

机、微型计算机，也充分显示出科学技术的深刻影

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兴铜矿的发展，同

样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建设的发展加快，又是同

改革开放后打破闭关自守，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密

切相关。

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有色金属，铜是目前



有色金属中缺1：3最大的品种。人们对德兴铜

拭目以待。当然，我们对促其成长的重要因

学技术的发展更寄予极大的关切。

一九九O年七月二十三日

．彗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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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经过全矿科技工作者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尤其是

老科技工作者们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中付

出的辛勤劳动，《德兴铜矿科学技术志》终于同大家

见面了。我真诚地为之欣慰，并表示谢意。 ．

《德兴铜矿科学技术志》是一部系统地反映德兴

铜矿技术进步和发展的专业志书。她记载着德兴铜矿

从小到大，从坑下到露天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装备的

大型露天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力更生、奋力拚

搏、推动矿山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科技与管理推动

矿山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德兴铜矿开发之初，就采用

了坑下高效率的采矿方法，大大降低了采矿成本，结

束了“大而贫，要亏损”的争论，选矿“两提高”

(提高精矿品位和回收率)的突破，不仅大幅度提高

了产品质量，而且给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矿

山“旋回破碎一溜井一窄轨铁路”的配套使用，不仅

解决了汽车运输“卡脖子”的问题，而且大大降低了

原矿运输成本，大型采，选设备的使用，使德兴铜矿

人均年产铜含量翻了两番⋯w a eO．上述这些事实充分证



进科学技术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振兴中华，

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企业发展所依靠

与管理两个巨轮，科技是先导，是第一位的。

须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相信科学，尊重知

定不移地依靠科学技术，做出积极的贡献。

部志书展示了德兴铜矿三十二年来科学技术的

就，这些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

取得的，既有本矿工程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和

心血和汗水，也有全国参与矿山生产建设的科

计，大专院校、施工等单位的科技人员的智慧

还有外国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这也告诉我

术要进步，科学要发展，既要汲取国内科技与

先进经验，也要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既要依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广大职工群众，又要搞好与

以至国外技术专家的合作。只有面向全国，面

，走向世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自成特色，

势，才能使德兴铜矿跻身于世界先进矿山的行

志的目的，不仅是回顾昨天，更主要的是把握

启迪未来，编纂成一部能保存史料、资治当代、

世的重要文献。值得庆幸的是，这部科技志问

，正是德兴铜矿跨过而立之年，走向大发展的

三期工程投产后，德兴铜矿的年产铜精矿含铜



量将为全国矿产铜的一半，这是每个“铜矿人”都为

之感到光荣和自豪的。

愿这部志书能给从事矿山生产建设的人们以启

示，让科学技术这朵光彩夺目的花朵在矿山大发展的

进程中，开放得更加鲜艳，灿烂1
1

詹森昌

一九九O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一致。本志书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迄1990年底，

是一部记述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沿革和现状，、反映矿

山科技发展的起伏兴衰、成长壮大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书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七

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分门别类，横向记载，纵叙原

委。

三、本志书结构按篇、章，节、目四级次序编

写，目以下分层依次为(一)、1，(1)。全书共

9篇46章，篇，章设有无题引言，分别冠于篇，章之

首。
、

‘

四、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概述中古代开

采史一段仍沿用所记述的文体。志书力求文风朴实，

结构严谨。 ．

．’五、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

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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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书中所用计量单位，除古代开采史一段

外，均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书中的科学技术和各类专业名词，均采

用国家规定的标准名称，尚未统一的专业术语，名词，

仍取习惯用法。 ．

八、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单位、官职等，均

沿用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叫法。

九、除标题及习惯用法外，全志书的数字均采用

阿拉伯数字。 i

十，本志书附有反映矿山建设、生产成就、科技

发展方面的照片45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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