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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山铜矿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外部建设环境

较好，开发技术条件复杂，潜在经济效益高的大型铜

硫矿山。．r 。 一。

一 ‘。

在1961年至1985年期间，江西省赣西北地质大队

先后两次进行详勘，室内外工作花去二十余年心血，

基本上查清了该矿的矿体赋存状态及生存环境，提供

了较为详尽的储量报告及水文工程地质报告，为该矿

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近十年来，科研、设计、高等院校，还有不少国

外的广大科技人员，通过科技攻关、试验研究、设计

论证，为该矿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提供了一幅幅

建设蓝图。

还有上自国家计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下至城门山铜矿留守处、筹建处，许多领导和广大干

部，工人以及地方的同志们，为了促进城门山铜硫矿

早日投入建设，在各自岗位上都曾作了很多无私的奉

献。
。

作为城门山铜矿第一历史性志书——《城门山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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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科学技术志》，客观的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所取得

成果载入了史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这本志

书的真正作者，这本志书之所以能够出版，首先应该

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

城门山铜矿正待开发，在今后生产建设中，必将

还会遇到各种技术上的困难和问题，愿一切参与，关

心、支持城门山矿的老朋友，新朋友们，一如既往，

共同努力，为城门山铜硫矿的建设和兴旺发达，’为这

本志书的续篇，创作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

孚诧t曦
，气’z．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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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门山铜矿科学技术志》的编纂，是在城

门山铜矿党，政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如实记

载城门山铜矿的科学技术史实。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体裁，以序、

述，记，志，图，表，录等综合结构编写。以“序”

开篇，带起全书，以“概述”接续，展现全貌。“大事

记"为全书之经，综记大事；“专志"为主体，分类详

述；“传’’不单立篇章，以事系人入志l“图"、“表"辅

配文稿，随文穿插其中；“附录修为殿后，收载史料。

三、本志篇目设计，突出前期准备特点，从实从

简。按照各个阶段事物的逻辑关系，志体分资源、采

矿、选矿，环境保护等四章。各章显示专业性，相关

专业前后照应。遵循“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不作详

论矽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使首尾相映，时类相兼，纵横交织，文图并茂，’浑然

．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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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书的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年代断

限，上溯宋朝年间，下限为公元1990年。

五，本志文体，一概采用语体文记叙体，按国家

规定使用简化字。对名称、名词、公式，’数字、符

号、度量衡均按国家规定办法书写。对国内外单位名

、称，重复出现用简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矿档案室，。1部分来自九江

县县志、江西省冶金厅、’南昌钢铁厂档案资料以及当

事人和知情人所提供，文稿不注释，读者可查本志存

档中的资料卡及长篇稿。、 -| _ 一

，七、本志记载的会议’：．：政策、法令，条例等，限

于矿级以上党政机关公布的为准。有关涉及人物的记

载，本着以事系人的原则。 。

l|

．，一

八、志书中矿山名称，属于机构和管理现状方面

称城门山铜矿，属于规划建设方面称城门山铜硫矿。_
‘。 ‘

●



目 录

城门山铜矿交通位置图

城门山铜矿矿区平面图
。

照片， ．

序言 ．

凡例 。

概述⋯⋯⋯⋯⋯⋯⋯⋯⋯⋯⋯⋯⋯⋯⋯⋯⋯⋯⋯⋯⋯(I>

大事记⋯⋯⋯⋯⋯⋯⋯⋯⋯⋯⋯⋯⋯⋯⋯⋯⋯⋯⋯⋯(9>

第一章 资 源

第一节地质⋯⋯⋯⋯⋯⋯⋯⋯⋯⋯⋯⋯⋯⋯⋯⋯⋯(2l>

第二节勘探⋯⋯⋯⋯⋯⋯⋯⋯⋯⋯⋯⋯⋯⋯⋯⋯⋯(23>

第三节科研⋯⋯⋯⋯⋯⋯⋯⋯⋯⋯⋯⋯⋯⋯⋯⋯⋯(27>

第二章采 矿

第一节 铁矿时期⋯⋯⋯⋯⋯⋯⋯⋯⋯⋯⋯⋯⋯⋯··(31)
第二节铜矿筹建⋯⋯⋯⋯⋯⋯⋯⋯⋯⋯⋯⋯⋯⋯⋯(32)

第三章选 矿

第一节三种主要类型矿石试验研究⋯⋯⋯⋯⋯⋯⋯(38>

第二节五号矿体铜硫矿石试验研究I@o o@@@ooi@@o@@o o o@o@(43)

第三节铁帽型金矿提金工艺研究⋯⋯⋯：⋯⋯⋯m··(44>



第四章环境保护

第一节矿区本底值调查⋯⋯⋯⋯⋯⋯⋯⋯⋯⋯⋯一(47)

第二节综合性半工业试验厂环境评价⋯⋯⋯⋯⋯⋯(49)

第三节环境影响评价⋯⋯⋯⋯⋯⋯⋯⋯⋯⋯⋯⋯⋯(50)

第四节矿山开发环境对策研究⋯⋯⋯⋯⋯⋯⋯⋯⋯(51)

附录一获奖科技成果表⋯⋯⋯⋯⋯⋯·：⋯⋯⋯⋯⋯·：(53)

附录二高级科技人员名录⋯⋯⋯⋯⋯⋯⋯⋯⋯⋯”(53)

编后记 ⋯⋯⋯⋯⋯⋯⋯⋯⋯⋯⋯⋯⋯⋯⋯⋯⋯⋯⋯(55)

《江西铜业公司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一(57)

《江西铜业公司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

专业评审委员⋯⋯⋯⋯⋯⋯⋯⋯．．．⋯⋯⋯⋯⋯⋯”(57)

《城门山铜矿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58)

f

舶
，。

j

札

}．

，

●

’自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城门山铜矿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西南的赛湖

南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50487，北纬29。427。矿区

三面环湖，’现有公路距九江县城18公里、九江市36公

里、南昌市130公里，九江马回岭飞机场34公里，矿

区距长江南岸6．5公里，水、陆、空交通均很方便。

． 矿区气候属亚热带湿热区，湿润多雨，四季分

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年平均气温17℃，最

高气温41．2℃，最低气温一9．7℃，全年无霜期266天

以上。年平均降雨量1409．4毫米，年平均降雨天数

142天，年最大降雨量(1954年)2165．7毫米，月最

大降雨量248．6毫米。一次最大降雨量474．8毫米。年

平均相对湿度76～80％。主导风向东北，6—8月为

西南风。 一

国家地质储量委员会予1985年批准城门山矿区地

质储量，矿石总量2．2亿吨，其中含铜165万吨，平均

品位0．78％，硫3768万吨，平均品位16．5％I金67．74

吨，平均品位0．24克／吨，银为2769吨，平均品位

9．69克／吨。是国内已探明的18座大型铜矿之一，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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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少有的特大型硫和稀散元素矿床。

据史志记载，早在宋代，我们的先人就在城门山

矿区进行过铁矿开采。’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中外人

士如翁文灏、谢家荣、’王竹泉以及丁格兰、夏井一

郎、金钟远等人先后到此进行过矿物调查。

4’、1956年，华东地勘局八。六地质队对矿区进行过

初步普查。1958年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地质大队进行

矿区铁矿普查评价，首先在铁帽下部发现了铜硫矿

体。从此，赣西北地质大队两次大规模勘探，历经二

十余年，共施工钻孑L476个，总进尺12．87万米，完成

了《城门山矿区铜矿详细勘探地质报告》，经国家储

委1984年评审，．1985年批准确定矿石储量。。’

∥城门山矿区自1958年发现至铁矿开发，曾经“两

上两下，，，．即1958年至1962年九江地区组织群众性大

炼钢铁为第一次铁矿开发，1970年至1973年由江西省

冶金厅组织成立南昌钢铁厂城门山铁矿，进行第二次

大规模开采。由于城门山铁矿矿石未达到质量要求，。

于1973年5月转入留守，成立南昌钢铁厂城门山铁矿

，留守处，直至1977年由江西省冶金厅主持，将城门山

铁矿留守处的人员、固定资产、设备，材料移交给武

山铜矿代理管理。 ：

城门山矿区经二十多年的科学地质勘探评价，在

前人发现和开发铁帽矿石的基础上，探明了以铜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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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大型有色金属和稀散元素矿床。国家为了积极

而稳妥地开发城门山矿区，不间断地进行了铜硫矿建

设的筹备工作，特别是1979年江西铜基地成立之后，

至1990年止，国家共投资670余万元，开展了一系列

科技攻关及予可行性研究、工程建设立项等各项前规

准备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果。

“六五"科技攻关1982年，‘城门山铜矿被国家

列为“六五’’计划279个重点前期准备项目之一。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科

技部于1983年10月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城门山铜矿建

设前期科技攻关落实论证会》，组织包括联邦德国鲁

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德鲁奇")、日本住友金

属矿山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住友’：’)在内的国

内外十多家科研、设计，高等院校等单位进行同步科

研攻关。经专家论证，影响城门山铜矿开发的主要攻．

关课题有：矿区地表水和地下水综合治理、湖泥瓤

离、最佳选矿工艺流程方案、铜锌分离。 ．

江西铜基地总指挥部为了加强科技攻关的组织管

理工作，1983年12月成立“江西铜业公司城门山铜矿

筹建组’’，在编职3247人，行政关系隶属武山铜矿代管。

经三年科技攻关，湖泥剥离已完成工业试验，其成果

获有色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最佳选矿工艺试验研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矿区地表水和地下水综合治理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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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由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南昌设

计院，，)在予可行性研究中提出治理方案，一并正在进

行疏干孔施工，’预计1991年进行大型疏干试验；铜锌

分离由于工作研究程度差，采样较少，代表性不够，

加之硫化锌品位很低，回收利用尚未解决，国家储委

批复铜矿石中伴生锌为表外储量。

有色总公司《关于批发“江西城门山铜矿建设前

期科技攻关工作评议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 “城

门山铜矿现已基本完成了这些攻关课题，并取得重大

的突破性进展。其研究成果能满足可行性研究要求，

其中有的还可以满足初步设计的需要。" ．

选矿半工业试验及采样工程城门山铜矿矿床大

部分赋存于湖水面以下，矿石类型多，采选技术条件

复杂。按大矿建设技术要求，需在科研攻关的基础

上，扩大试验研究规模，通过建立小型试验矿山，取

得更深更可靠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为城门山大矿建设

提供更加有理有据的设计参数。4

1987年2月，有色总公司批准建设城门山铜矿半

工业试验厂。1987年9月，南昌设计院正式提交了“城门

山铜矿半工业试验厂初步设计丹。有色总公司委托江西

铜基地总指挥部组织预审并批复同意预审意见，要求

抓紧组织建设。江西铜基地总指挥部1987年11月12日

决定：撤销城门山铜矿筹建组，成立筹建处(县团级)，、



概 述

以适应半工业试验厂的筹建。筹建处在编职：E65人。t

由于半工业试验厂资金筹措、土地征购以及采矿

许可证等建设条件一直得不到落实，从而使这项工程

一拖再拖无法开工。为了避免地方纠纷，将原400吨／

日设计规模减小到100吨／日能力，后因上述同样原

因，未能实施。为了加快前期准备和满足《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需要，将日处理100吨试验厂改为开拓斜

井采集矿样进行选矿半工业试验。
‘

斜井采样工程由浙江苍南井巷工程公司承包，

1990年3月1日正式施工。当斜井开拓至79米处时，

因涌水量由原设计20立方米／小时，增大到100立方

米／小时，围岩破碎严重，泥石流不断堵塞掌子面，

施工队伍无力进行施工，被迫中止合同，撤离现场。

江西省冶金矿山建设公司1990年10月2日接替施工，

计划1991年底完成采样工程。 ．

．

‘

予可行性研究及项目建议书 1986年城门山铜矿

被列为国家“七五矽计划中19个有色重点前期项目之

一，同年3月，有色总公司对南昌设计院下达该项目

予可行性研究计划。 ：．

，。江西铜业公司(87)江铜指设字第060号文《上

报“江西铜业公司城门山铜硫矿予可行性研究报告"

预审会议纪要》指出：予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开采顺

序、建设规模、厂址，工程布局，采选工艺、装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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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及分期围堤治水等关系到矿山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上，所制定的技术方案较为切合城门山铜矿的实际，

而且有新的突破。其经济效果也较好、可信。开发城

门山铜矿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结论是正确

的。
’

，

南昌设计院根据预审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和国家

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予可行性研究又进行了补充、修

改和完善等深化工作，为后来的项目建议书的编制提

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
一

1989年，有色总公司要求南昌设计院编制项目建

议书。同年7月南昌设计院完成项目建议书并上报有

色总公司，经有色总公司审查通过并上报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1990年12月进行了审查，12月14日以(90>。

计工(1909)号文正式批准立项。’ ．

江西铜业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铜基地，城门山铜硫

矿为其第二大矿山，也是江西铜基地形成国家计委要

求的年产铜20万吨规模的第二大主干矿山。

根据项目建议书规划，城门山铜硫矿采用露天开

采方式，按先富后贫，先南后北的开采顺序进行。采

用汽车——钢芯胶带机开拓运输方式，陡帮剥岩，缓

帮采矿，湖泥水力冲采，管道输送。 ，‘；
’

选矿采用半自磨加球磨碎矿工艺，选厂设三个系’

列，采用硫化钠沉淀水溶铜，优先选铜，粗精矿再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