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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坪铅锌矿矿区，开采历史悠久。据记载，宋、明和前清乾嘉年间，手工

开采甚盛，停采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建设的需要，1952年，湖

南工业厅小厂矿管理处探矿队等单位，先后来矿区勘探。通过勘探——设计——基

建，到1966年建成为一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中型掘采选联合矿山。

为了系统记述矿山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工

作。根据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的指示及矿党委关于编写矿志的决定，由党委

副书记、矿长李月秋组成编纂矿志领导小组，下设矿志编写办公室。1981年8月

开始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1 985年初完稿。

矿志共分七篇：第一篇，矿山概述；第二篇，机构设置；第三篇，生产建

设；第四篇，经营管理；第五篇，生活福利；第六篇，党群工作；第七篇，大事

记。

矿志编写工作，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统一。在

矿属各基层单位、科室的支持下，完成了编写任务。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省委档案馆、省图书馆、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地质

4 0 8队、湖南冶金2 3 8队、水口山矿务局、桂阳县档案馆、桂阳县气象站等

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致谢。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之原始资料欠缺，在

编写内容上，难免不出现遗漏和差错，敬请阅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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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矿山概遘

第一章矿山地理位置

黄沙坪铅锌矿(简称坪矿)，位于湖南省桂阳县西南9公里处，行政区划，

辖属桂阳县方园公社。地理坐标东径112。40 742∥，北纬25。39
7

31∥。矿区东北至

桂阳县城9公里，至郴州市45公里；矿区以西至加禾县城37公里，至兰山县城78

公里，至香花岭锡矿4 0公里。有郴加、郴兰、郴香公路相通。到郴州市后有京

广铁路相接，往北290公里至株洲冶炼厂。交通比较方便。矿区地势平坦、开阔，

属丘陵地带。山脉走向近于北北东，地形属于构造剥蚀地带，山列之间形成大沟

谷，山峰高度，大都在海拔300公尺左右。矿区主峰宝岭，海拔标高564．55米

(408勘探队提供资料为564．08米)，次峰观音打座，海拔标高505．83米。山坡

一般平缓，地势南高于北。水系沿山谷而入溪间，向北东汇入菱河(春水)，注

入湘江。

矿区总面积4．5平方公里，平面布置，有采掘、选矿工业场地、炸药库、机

械、汽车修理场地及工人村等。采矿工业场地设在宝岭、观音打座山脉东部；选

矿工业场地设在距主平窿2．6公里的周台下村后面的山坡上；炸药库设在距主平

窿1350米的高地冲山谷中(工人五村)；机械、汽车修理场地分别设在周台下村

前面的公路两旁。工人村分一、二、三、四、五村，分别距生产场地均一公里左

右。

矿区农民以种稻谷为主，薯类、小麦、大豆等杂粮次之。

矿区气候近南温地带，春夏多雨，秋冬干燥。据桂阳县气象站建国以来所掌

握的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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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日照平均17 57．94,时，最高2263．7小时，最低1 459．7小时；历年太阳幅

射平均I 14．9千卡cm，最多1 32．3千卡／cm，最少1 04．9千卡／c瑚。

历年平均气温17．3℃，最高年平均18．1℃，最低年平均16．8℃；历年日平均

温度>30℃10天，最多日平均温度>30℃20天。每年七、八月份最热，一般在

37——38℃之间，最高气温38．5℃。元、二月份最冷，一般在5——6℃之间，

历史上最冷为零下9℃。每年在0℃以下约20天。

历年雨水总蒸发量平均201 3ram，蒸发势，水田为1277．64ram，植被为

943．67ram。

历年总云量75％，最高总云量80％，最低总云量6．9％。

历年平均湿度1．68％，历年平均相对湿度79％，最高相对湿度83@，最小相

对湿度9％。历年平均绝对湿度17．5毫巴，最大绝对湿度34．3毫巴(1967年)，

最小绝对湿度1．6毫巴(1963年元月1 4日)。

历年平均雨日1 8 1天，最多雨日2 2 4天，最少雨日1 4 2天，连续最多

降雨日2 2天，连续无雨日3 3天。历年平均暴雨日3天，最多暴雨日7天。

历年平均雨季天数80天／年。历年平均降雨量1437．3ram，最多年份降雨量

1992．7ram，最少年份降雨量1075．7ram。一日最大降雨量179．7ram。

历年平均降雪6．1天，最多降雪l 6天；历年平均积雪5．9天，最多积雪l 7

天，最大积雪深度2 2 cm。历年平均冰冻天数9天，最长冰冻天数3 2天，连

续冰冻天数1 4天。冰雹次数平均4年出现一次，1 9 7 8年初出现二次。每年

霜日1 4天左右；阴雾天4 5天左右。

矿区以南风、北风为最多。最多风向北北东：24％，风速一般在o．7—2．9，

米／秒，历年平均风速2．7米／秒。最大年份2．94{／秒，最小年份2．4米／秒；历年平

均大风(6级以上17米／秒)日数7．6天，8级以上大风，历年平均为6天左右，

最多大风日数1 6天，最大风速(1 0分钟平均值)2 0米／秒。

矿区至今未发现自然地震源。

矿区水文，地表水不发育．仅有东、西两条溪流，西溪距工业矿体4 5 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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