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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日鹏

《山东省地质矿产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件可贺的事!在局编

委会组织领导下，有数十名领导和地质、经济等专家学者参加的修

志工作，历时8载有余，广集各种资料数千万字，经过披砂拣金、辛

勤耕耘，在近200万字的长篇基础上，又1 0修篇目，4易志稿，编纂

出我省第一部地质矿产综合部门志。

以地矿事业立志，纂修地矿志，在山东尚属首次。《山东省地质

矿产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纵贯古今，

横陈百科的记述方法，遵循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按照“三新”的要求，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山东地

质事业的发展历史。志书首设概述，通揽全书，以下设区域地质调查

篇、专业地质勘察篇、矿产普查与勘探篇和地质矿产事业管理篇。全

志共分六部分，4篇、l 9章，约48万字，20余幅主要附图，1l张化石

版图。志书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

一部向人们展示山东自然地质条件、矿产资源状况及地质矿产事业

管理概况，从而成为了解和研究山东一个侧面、又兼具存史和资政

的资料性综合著述。

修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自古盛世修志。新中国成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地质事业像其他各项事业一样，生机勃勃，

迅速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地矿工作步入了新的

发展历史时期，广大地质职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扬“三光

荣”精神，奋发进取，无私奉献，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山东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同时，兴旺发达的山东地质事业也

造就和涌现出了许多英雄群体和先进人物，荣获“全国功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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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黄金勘查功勋队”称号的第六地质队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

表。志书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真实雄辩的材料，为在山东地质事业发

展进程中创造了突出业绩的人们树碑立传。因此，本志又是一部激

励今人；教育后人，催人奋进，鼓舞广大职工献身地质事业的乡土教

材。

鉴古而知今。山东矿产资源丰富，探采历史悠久，采矿业历代不

衰。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主权沧丧，在齐鲁大地上到处是外国

调查者的足迹，矿产资源任人掠采。正如鲁迅先生所慨叹：“吾所白

有之家产，乃必询之客而始能转语我同人也，悲夫。’’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地矿志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只有了解过去，才会珍

惜今天，满怀信心地追求美好的明天。

改革开放，为山东地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

为有志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希望地矿志能给大家以有益的启

迪，以史为鉴，借鉴过去，开拓未来，为山东地质事业的发展，为实现

山东经济的腾飞，再创业绩，载入史册。



凡 例

1．指导思想《山东省地质矿产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统一，真实、全面地反映山东地质事业发展历史和全省地质矿产概貌。

2．时间断限原则上，本志记述上限为1868年，下限至1988年，并根据内容需要适

当上溯或下延。

3．资料来源主要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馆藏图书、杂志、报刊、科技资料档案以及

山东省工矿企业、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有关史料和统计数据，并依据实地调查、口碑资料予

以补充。对于入志史料，均进行了认真而慎重地核实，努力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求

真实再现历史面貌。

4．表达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志书基本上划分为篇、章、节和目等

屡次，并按横排纵写的原则进行编纂。其中，图分为综合图和小插图，前者不编号，置于有

关部分(章或节)的前面；后者以篇、章为单元进行编号，由“篇、章及序号”组成，如“图I～

2—3”表示该图为第一篇第二章第三幅插图。表、照片的编号方法与之相同。

5。内容编排本志首设概述，统领全志，提纲挈领地综述山东省地质事业的发展历史

与现状。以下分为区域地质调查、专业地质勘察、矿产普查与勘探和地质矿产事业管理四

篇。最后为编后记，简述志书编纂过程。

6．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需要时用括号标注历史纪年。如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必须用历史纪年时，则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7．称谓政权均用统称，不加褒贬词语。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在

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酌情用简称。

8．地名、人名 地名一律用今名(以山东省地图册 1988年12月版为准)，需用旧地

名而又与今地名不同时，在括号内注明“今××”。直接引用古文献时，则按原文，必要时在

括号内注今名。人物直书姓名，不加称谓职称。古生物化石用括号注明中文译名，外国人

名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其外文名。

9．计量单位按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

10．文献因文献资料太多，志书后不附文献目录，志书中一般也不注明出处。



概 述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古为齐鲁之邦，它不但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

而且成矿地质条件良好，矿产资源丰富，历代史料中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

千乘郡(今高青东北)，济南郡东平陵、历城，泰山郡赢(今莱芜西北)、齐郡临淄，北海郡都

昌(今昌邑西)、寿光(今寿光东北)，东莱郡曲成(今莱州东北)、东牟(今牟平)、巾玄(今黄县

西南)、当利(今莱州西南)，琅邪郡(今诸城)、海曲(今日照西)、计斤(今胶州西南)、长广

(今莱阳东)等地或产铁、或产盐；《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齐州(今历城)产铁、滑石、云母，

淄川产铁、理石，登州(今蓬莱)产石器，莱州产石器、盐，昌阳(今莱阳)产银、铁、兖州产云

母、紫石英，莱芜产铁、铜、锡、沂州(今临沂市)产紫石英、钟乳石、沂水产铜；《宋史·地理

志》中记载济南府(今历城)产阳起石，沂州产紫石英、钟乳石，登州产金、石器，莱州产石器

(滑石)，淄川I产长理石，莱芜产铁；《元史·食货志》记载益都、登州、栖霞、莱州产金，般阳

(今淄川)、济南、宁海(今牟平)产银，益都临朐七宝山产铜，济南产铁；《明史·地理志》记

载莱芜县西南冠山、西北韶山、东北原山产铜、铁、锡、蓬莱县南龙山产铁，栖霞县东北炬鹕

山(又名金山)产金，又东北百涧山、西北北曲山产铁；《明一统志》记载历城药山产阳起石，

莱芜县阴凉山产铜、铁、峄县夹儿山产锡，沂州大利冶山出紫石英、钟乳石，滋阳(今兖州)

出云母，沂水县北雹山(又名大固山)出紫石英，益都县出白矾、黄丹，高苑县出朴硝，登州

府南龙山产铁、滑石，栖霞县眶埚山产金、北曲山产铁；莱阳县仓山产铁，林寺山、福阜山产

金，招远县产金、，砣矾岛产砚石，名罗文金星砚，高密县砺阜山产砺石，掖县出五色石，胶州

产金、锡，即墨产铁；《清一统志》记载掖县黄山产白石、斧山出温石，胶州蜈蚣山产砺石，沂

州府兰山县(今临沂市)宝山产金、银，莒州(今莒县)七宝山产金、银、铜、铁；铅、锡土等，蒙

阴县两县山产银，泰安县产元石、石钟乳，平阴县峻玉山产白石英。

山东不仅矿产蕴藏丰富。而且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开始

于公元前4500年或稍晚)、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遗址中，就有用闪长岩、辉

长岩、玄武岩、片麻岩及各种硬矿物、宝玉石为材料制做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出土。在《禹

贡》中，有关于青州贡盐、铅松怪石的记载。

铁、金、陶瓷土、盐等是山东人民很早就开采利用的重要矿产资源。春秋时期，冶铁业

已开始发展；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20年)，全国设铁官49处，山东境内就有12处。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邢、磁、徐和兖为四大产铁地；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兖州监年

产铁24．2万斤。官府在铁矿产地设置冶官，监管矿冶。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在济

南等处者，中统四年(1263年)，拘漏籍户三千煽冶，到元五年(1268年)立硐冶总管府，七

年罢；至大元年(1308年)立济南提举司，所隶之监五，日宝成、通和、昆吾、元国、富国。”到

了清代，铁冶为民间经营。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山东铁矿产地为莱芜、益都、临朐等

处。纵观历史记载，历史上山东重要的铁冶处所多集中于莱芜、济南、淄博等地，恰与今天

探明的富铁矿产地完全吻合。

《山海经》记载，山东泰山产金。说明春秋以前，山东已有采金活动。据考古资料，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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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境内发现许多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黄金文物，表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7世纪山

东人民就已开采利用黄金，用来制做各种器物。至汉代，山东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黄金产地

之一；至宋景裙年间，采金最盛时达数万人，登、莱两州产金近万两，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

的产金地。考证史料记载，历史上山东黄金重要产地与今天探明的重要金矿区基本一致。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发展矿业的物资基础。随着矿业的兴起与发展，人们逐渐积累了一

些矿产知识和采矿经验。“周礼”中记载“铄金以为刃”，“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

剑，迁乎其地而费能尹电，地气然也。”就记述了周朝时期，人们不仅懂得采矿，冶炼金属，

用以制造刀枪；而且还知道地区不同，产出的金属性质各异，因此制造出来的东西也不同。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开始掌握了许多关于矿床分布以及如何寻找矿藏

的知识和经验。如在《管子·地数篇》中记载：“上有丹砂(辰砂)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磁

铁矿)者下有铜金，⋯⋯上有赭(褐铁矿)者下有铁，⋯⋯上有铅者下有银。”而且，人们对地

壳升降运动也开始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如元代《齐乘》记载：“云门山府城(今青州)大云

顶有大如门，崖壁上衔蚌壳结石，相传海田所变。”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打开了山东封闭的沿海门户，外国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

在芝罘、登州等地相继设立贸易公司、领事代办和传教机构，拉开了对山东经济、文化侵略

的序幕。这时一位名叫威廉姆松(Rev·A1·Williamson)的传教士在山东内地传教的同

时，了解和收集一些地方的情况，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篇著作《山东之产品记录、主

要矿产报告》；两年后，在美国领事约翰·马克西姆(John·Markham)陪同下，，又进行了第

二次旅行。1870年，在伦敦出版了《华北之报导》一书；后来在1873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在

书中年附的《山东省地图灶，标注了铁、金、煤炭等内容，实际上成了一幅矿产分布图。德
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V·Richthofen)赞誉他是“探索山东的先驱者”，并在《中国》一

书中写到：“1868年在我到达中国前不久，他的第一篇关于山东的著作出版了，这引起了

我不久启程去这一地区的行动。”于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李氏才有山东三次地质旅行之举。

李希霍芬是在山东正式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第一个外国人。他首次发现并描述了重

要的潍河断裂(即沂沭断裂)，他的调查工作及其巨著《中国》，对后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同

时也促成了德国对山东胶州湾的占领。他直言不讳地说：“支那大陆广蕴煤炭，而山西尤

多；然矿业盛衰首视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矿业之死命。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

一着。”所以，李氏到山东调查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

终于借口所谓曹州教案事件派兵强占胶州湾，并迫使清廷签订了胶州湾租借条约，允许在

山东境内筑路、自由开采胶济铁路附近30里以内的矿产。

山东蕴藏的丰富的矿产吸引来许多外国“冒险家”，“一些神秘的考察队派往这个享有

盛名的地区，⋯⋯偷偷摸摸地进行实验采掘。”冀望在这里发现山东的“缪雷克金谷

(Eurekagulches)或者切诺开浅滩(Cherokee flats)”继李希霍芬之后，欧美及日本的许多调

查者接踵而至。如H·M·布切(H·M·Becher)、梭尔格(F·Solgar)、维里士(Bailey

Willis)、布莱克韦尔德(E·Blackwelder)、洛伦兹(Lorenz·Th)、春本笃夫．小川琢治、富田

达、浅田龟吉、西和田久学、木户忠太郎、安特生(J·G·Anderson)等人相继到山东进行调

查。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至中华民国初期，和全国一样许多外国调查者在山东从事矿

产资源勘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部分。此时，许多爱国志士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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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主权，主张自主发展矿业，并为此而大声疾呼，哀叹“吾所自有之家产，乃必询之客

而始能转语我同人也，悲夫。”于是著文呼吁当局兴办地质、重视矿业，并翻译地质书籍，撰

写地质文章，传播地质知识。

山东近代地质工作始于中华民国初年。山东矿政初由省公署实业科管辖，后改由省财

政厅兼理。至1917年，山东成立省实业厅，全省矿务由其负责。以后，隶属关系几经变更。

民国时期，山东地质工作主要为矿山建设与开发服务，此外每年还组织开展一些全省性的

矿产调查。这些工作均由省综合管理部门设置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和组织进行；同时，还

依法负责对全省矿产勘察与开采进行登记、征收矿税等。中华民国时期，省级管理机构中

的主要地质技术人员有王道昌、俞物恒、郑万言、张会若等。

1915年，省财政厅矿务科王道昌调查了全省六大煤田。在调查报告中对山东东西部

矿产分布特点作了论述，并对全省31类矿产、306处产地的擦采情况进行了统计。20一30

年代，俞物恒、郑万言、张会若等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矿产地质调查，调查成果基本按年

度辑录在《山东矿业报告》中。据第四、五次《山东矿业报告》，全省矿区有200余处，面积之

广，居全国首位。除煤、铁外，还发现了分布广泛的金矿、储量丰富的铝矿，其它如火粘土、

重晶石、滑石、沸石、长石、笔铅、云母、苦土、大理石等非金属矿产也有很多发现。

民国时期，山东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十分薄弱，调查工作主要由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及北

平地质调查所派员进行。1915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在泰安、张夏、峄县一带的实习

调查，成为中国人首次在山东进行地区域地质调查。章鸿钊、翁文灏集三年师生在全国各

地实地考察所得，撰写出国内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_《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书中简

要系统地记述了山东地质以及泰安磁窑、峄县枣庄煤田。19i 7，～1924年，谭锡畴受北平地

质调查所委派，多次到山东调查。他主要调查了鲁中地区诸煤田，研究和划分了淄博地区

煤系地层、鲁中及胶东等地中生代地层；并于1924年主编了国内第一幅1：100万《北京

济南幅地质图》及说明书。

民国以来，到山东进行地质调查的还有丁文江、孙云铸、李四光、赵亚曾、王竹泉、杨钟

德、陈国达、刘国昌等许多国内地质学家。他们的调查工作对推动山东地质事业的兴起和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仅改写了山东地质工作完全依赖外国人的历史，而且调查、研究工

作成绩卓著。如孙云铸在对山东等省寒武纪地层及古生物系统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撰写

出《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一书，成为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古生物学专著。谭锡畴

在鲁中蒙阴系中发现了许多恐龙、鱼类、昆虫类等化石，证明了白垩纪地层在山东的存在

与发育，并纠正了“从前外国学者曾说中国毫无白垩纪地层”的错误结论。(杨钟健《中国地

史上之爬行动物))1935年)另外，还在新泰县发现了属于始新统之官庄系，“于是中国始知

有第三纪初期之产物矣。”(章鸿钊《十五年来中国之地质研究))1931年)。谭锡畴多次在蒙

阴、莱阳等地采掘到的大量恐龙化石，充实和补充了麦尔登神甫(Pater R·Merten)于1913

年在蒙阴宁家沟的发现，使山东成为当时中国恐龙化石最重要的发现地之一。以后，杨钟

健、卞美年又进一步作了考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在古脊推动物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

Et本窥伺齐鲁富饶的矿产资源已久，早在19世纪末，就屡派人到山东进行调查。欧战

爆发后，日本急不可待的出兵占领了青岛、济南，并迅速控制了胶济沿线，淄川、坊子、金岭

镇等矿山落入Ft本侵略者手中，从此，FI本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至日军全部侵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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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期间，。便对山东矿产资源开始了大规模地调查和掠采，Et本人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重

点调查的矿种是煤、铁、耐火粘土、金、铝土矿、铜和菱镁矿等战略矿产资源，也不放过对一

般矿产资源的调查。这个时期，山东的地质工作和矿业开发遭到严重摧残。

内战爆发后，山东地质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少数地质学家，

如杨钟健、刘俨然、王锟、马子骥、徐牧生、丁辅等到山东作过一些零星的地质调查。在胶东

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行署成立了采金委员会，以及北海、西海专署矿务局，组织群

众开采招远、掖县、莱阳、牟平等地的硫金矿；并且举办地质训练班，组建地质队，在胶东地

区开展找矿工作，有效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华东全境解放后，为查明全省矿产资源，发展山东经济，华东区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应

山东省工矿部邀请，于1949年派出7支勘测队对鲁中和胶东地区进行调查。这是山东首

次有计划组织进行的规模较大、范围广泛、比较系统的矿产地质勘测工作。调查工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山东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地质资料，也为以后地质找矿工作提供了可资参

考的科学预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地质工作，采取了大力发展的方针，在全国地质工作计

划指导委员会的统筹指导下，山东地质事业开始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发展，这时全省

地质职工仅200余人。1952年起，地质部在山东先后组建了9支地质队；另外还有省煤

炭、冶金等工业部门组建的地质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下同)，全省已组

建起20余支地质队，地质职工总数达3000余人。这个时期，国家仅对省地质部门投资就

达720．82万元，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全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了煤、铝土矿、铁及

冶金辅助原料、菱镁矿、金刚石、有色金属矿等矿种的普查与勘探。1950—1956年提交地

质矿产报告约212份，相当于解放前数十年的总和。仅1956年，在全国探明储量的12种

矿种中，山东就有铁、煤和铝土矿3种。经过“一五”时期的大力发展，山东地质事业完全摆

脱了民国时期仅靠少数地质学家开展工作的冷清局面，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

“二五”时期是山东地质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1958年，山东省地质局成立，地质

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地质队(厂、室)发展至20余个，到年底，全局地质职工达6522人。

国家对山东地质事业投资达6217．40万元(仅限地质部门，下同)，约为“一五”时期的9

倍，完成钻探工作量515895米。在“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推动下，全省掀起了

“全党全民办地质”和群众性找矿高潮，地质工作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到1959年，济

南、昌潍、临沂等各市、地成立了地质局，有的县、乡也纷纷组建地质队，地质队伍迅速发展

到170多支，达3000余人；此外，还有地质部直属队，省冶金、煤炭、化工、石油以及省水利

勘测设计院、省工业厅等部门的地质队。至1960年底，仅地质部门的地质职工就达9221

人。是年，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迅速发展地质工作的指示，地质局党委提出高速度发展

地质事业，二三年内查清全省矿产资源的奋斗目标，并制订了1960一1967年地质工作发

展远景规划。

1961年，党中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控制重

工业发展速度。是年底，省地质厅党委根据地质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地质工作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意见对本省地质工作进行了研究，于翌年对组织机构和地质队规

模作了精简、调整的具体部署，全省地质工作过快的发展速度开始得到遏制。经过调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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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地质队伍划分为四个综合地质大队，即第一综合地质大队由原济南市地质局及所属

队、808队(四分队除外)、淄博市地质队、昌潍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合并组成；第二综合地

质天队由昌潍地质局第二地质队、青岛市地质队、812队的二、三分队合并组成；第三综合

地质大队由烟台专署地质队、806队合并组成；第四综合地质大队由临沂专署地质局、济

南专署地质局及所属队、813队和808队四分队合并组成。此外，还保留了801队、803队、

804队、805队、807队、809队和812队(后并入第三综合地质大队)7个专业队，管理体制

调整后，党的领导实行以地质厅党委为主，地质厅党委与当地党委双重领导。到年底，地质

部门的地质职工已减少到4506人。

“二五”期间，在全省范围首次组织开展了1：20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第一次全面系

统地调查和研究了全省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地层划分、岩浆期次划分和活动特点，初步总

结了区域地质成矿规律，为以后开展区域地质研究、矿产地质普查与勘探、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地质资料。

与此同时，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尤其是对石油的需要，石油部、地质部在

华北平原(包括鲁西北平原)加快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的步伐。至1960年，石油部在惠民

凹陷发现了含油地层；翌年，在东营打出了华北平原上第一口油井；这时，地质部也在义和

庄发现了石油。至1962年，东营营2井获得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成为当时全国日产量

最高的一口油井。鲁北平原石油的发现，是“二五”期间山东地质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

山东钢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全省钢产量仅0．36万吨。为大力发展钢铁工

业，“二五”期间，地质、冶金部门加强了铁矿地质工作，这个时期普查工作几乎遍及全省，

采取地质、物探等综合探矿手段，在莱芜、济南、淄博、益都、临沂以及胶东等广大地区开展

了普查评价工作，探明了一大批铁矿床，并对苍峄大型贫铁矿床进行了勘探。“二五”期间，

铁矿地质工作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山东冶金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63—1965年，是山东地质工作调整时期，国家对地勘费投资减少至2471．29万元，

完成钻探工作量仅80244米，1965年末地质职工比“二五”末稍有增加，为5279人。这个

时期，山东地质工作的重要成绩之一就是在金、金刚石找矿工作中取得的突破。1957年以

后，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黄金生产的指示，山东地质部门始终把金矿列为矿产地质工

作的重点矿种优先安排，组织实力比较强的807地质队(1971年改称第六地质队)专门从

事金矿地质工作。该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艰苦探索，终于在1965年，在石英脉型

金矿外围相继发现了三山岛、焦家等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一“焦家式”金矿。新类型金
矿的发现开辟了山东金矿地质工作的新领域，使金矿储量大幅度增长。山东地质局第六地

质队也因在黄金地质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于1980年被地质部授于“功勋地质队”。

60年代以前，山东金刚石找矿工作长期局限在对砂矿的普查与评价上，所以一直没

有取得突破性进展。1962年以后，山东地质局承担了地质部下达的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的

任务。1964年全国第一次金刚石会议之后，直接承担找矿任务的809地质队学习和掌握

了国外经验与工作方法之后，以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大胆探索，细心寻找，于

1965年8月24 Et在被认为片麻岩破碎带的地方找到了国内第一条含金刚石原生矿脉。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地质工作受到了冲击，从局机关到地勘单位各级党政领导班

子相继被夺权，全局一度陷于无政府状态，地质事业受到一定损失。但是，地质工作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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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散和工作区多远离城镇的特点，又使地质工作避免了过多的损失。这期间．大多数地

质职工凭着对地质‘l#业的执著追求，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消除社会上带来的消极影响。自

觉地坚持野外生产．尤其是各普查分队基本上一直维持正常生产．因此地质工作仍取得较

大进展。“三五”时期．国家对地勘费投资为4949．33万元．完成钻探工作量41 7732米．钻

探生产有明显提高。1 970年末地质职工达6673人；至“四五”时期，国家投资增加到7096．

72万元．完成钻探工作量10j 805t米，钻探生产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地质队伍也出现

较大发展，1 975年末，地质职工总数达9707人。省地质部I'd与省冶金、煤炭、石油等系统

在石油、煤炭、金属矿产普查与勘探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各部门集中力量分别对蒙阴金

刚石原生矿，三山岛、焦家特大型金矿。莱芜张家洼．淄河等重要铁矿以及兖州、黄河北、济

东、黄县等诸煤田进行了勘探。新增探明储量的矿种I 2种，探明储量的矿产地达437处

(石油除外)．提交地质矿产报告635份，使全省地质资料处库存地质报告增加到2722份。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地质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山东地矿局坚

持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山东经济建设超前服务的宗旨，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

地质工作实现了战略转移，扭转了地质工作只重数量、规模。轻效益的倾向，大力加强了

金、金刚石、非金属矿产普查与勘探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根据党中央“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方针．制定了《地质工作三年调整实施方案》．切实把地质工作转移到注重地

质找矿效果和提高经济、社会效益上来。

十年改革，国家对山东地勘部门的拨款逐年增加，地质队伍稳步发展。“五五”期间，中

央财政对山东地勘费拨款为1 2607．60万元(仅限地矿部门，下同)，完成钻探工作量

1 06】309米．1980年末．地矿部门的地质职工】l 663人；至“六五”时期，地勘费达1 8931．20

万元(包括地质市场)．完成钻探工作量81 5808米，l985年末，地质职工总数达1 2622人；

“七五”前三年，地勘费增加到20I 43．50万元，(包括地质市场)，完成钻探工作量572297

米，I 988年末地质职工总数为1231 9人。

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工作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项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70年『弋中期开始，山东地矿局重视和加强了区调工作，通过调整和充实力量，并在各地勘

单位普遍组建区调分队，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六五”时期，完成1：5万

区调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七五”时期，围绕重大地质问题和成矿远景区，进一步加强了

l：5万区调．于I 987、1 988年完成测图面积约7000平方公里；至1 988年累计完成1：20

万区调约2．6万平方公里。

这期间，山东矿产地质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发现并探明一+大批矿产地，提交了地质

勘查报告。“五五”时期，提交固体矿产报告l 01份；“六五”时期，提交大中型固体矿产报告

23份，其中提交开采利用的J 6份，报告利用率达70％。这个时期。黄金地质工作取得的进

展尤为突出。党和国家领导一直十分重视黄金地质工作的发展。l 975年，王震副总理两次

到山东视察。使山东黄金地质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与加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五五”

时期以来，山东地质工作者运用“焦家式”金矿成矿理论，陆续找到并勘探了新城、马塘、望

儿山、河东、河西、台上等一大批“焦家式”金矿床，为山东黄金工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资源保证。

“六五”时期，仅山东地矿局新发现并评价的金矿床就有30多处。探明黄金储量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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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划的1 58．4％．占全国黄金探明储量的30％多。“七五”时期．国家进一步制定了积极

发展黄金找矿的政策，设立黄金找矿专项资金，增加对黄金地质工作的投入；地矿部也实

行5％重点突破补贴投资。因此，山东黄金地质找矿成果实现了连年的重大突破，至j 988

年，新增金矿储量比“六五”期间有了大幅度增长。

这期间，既加快了胶东重点金矿远景区的地质普查．又集中力量加速重点金矿区的勘

探。其中对大尹格庄特大型金矿床的勘探评价是继三山岛、焦家、新城三个持大型金矿以

后又一次重大突破。1988年。山东地矿局提交的黄金储量在连续多年名列全国之首的基

础上又位居前茅。此外，金矿普查工作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不仅胶东西北部和东部的普

查远景区不断扩大。而且在栖霞、鲐东南和鲁中一带新的远景普查区也获得了重要找矿信

息。为“八五”金矿地质工作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远景区。

十年改革开放促进了山东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也给非金属矿产地质工作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地矿部门根据成矿地质条件，适时调整了部署。加强了对非金属矿产的勘查与

开发利用研究。“六五”时期，山东地质局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就有20余种；“七五”第一

年，新发现非金属矿产地33处，提交2l份大中型固体矿产地质报告。新发现的蓝宝石、红

柱石、透辉石、明砜石等矿产填补了省内矿产空白；储量居全国之首的石膏、自然硫等矿产

几乎都是这期间探明的。进入80年代，山东基本建设大规模地铺开，极大地刺激了石材业

的发展，全省大理石、花岗石探采点达上千处之多。截止1 988年，已探明储量的石攫、滑石

等菲金属矿产达40余种，大部分是十年间发现或评价的，有的已经开采，并发挥了较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在社会发展和山东经济建设中日显重要。十年

来，通过调整工作部署．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普查与勘探和广义环境地质工作三者比

例渐趋协调，长期比较薄弱的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得到加强。十年来．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和环境地质工作得到较快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山东经济建设提供了具有多方面

社会功能的地质成果。如完成了对全省地下水资源的计笄与评价，初步查明其空间分布与

赋存条件，新探明大中型水源地2l处；为济南、青岛、淄博、烟台、察安等45个市、县进行

了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使许多城镇地下水源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为邹县电厂、辛店电厂、寿

光碱厂、齐鲁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青岛前湾新港等大中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提交r德州、惠民、聊城和菏泽四地区】：1 0万农田供水水文地质

勘察报告等。

山东地质眷业的发展与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七五”期间．国家财政除

对能源、交通、教育科学文化的拨款有所增加外，对其他|}j=业单位的拨款一般都减少1 0一

15％，但是对地矿事业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物价上

涨、人头费上升等因素增长又过快．所以对地勘部门的投资增幅不大，仅3—8％，满足不

了地质工作发展的需要。实际上．在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中地勘费从“六五”时期就开始逐年

下降．建国至1 985年平均为1．65％．1 986年下降至1．35％，至1 988年还不到1．2％。“七

五’’以来，由于地勘资金严重不足，给地矿*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为了摆脱困境．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山东地矿部门积极推进改革，从1 985年开始。

逐步在全局推行地质项目管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且贯彻执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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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队伍结构。随着商品经济意识的不断增强，创造条件进入社会，

走上市场，不断扩大对外服务领域，努力开拓地质市场，积极兴办多种经营，广开财路，多

渠道吸收社会资金，不仅增强了自身发展的能力，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地勘费的使用效

果。截止1988年底，山东地矿局从事地质市场的职工已达1096人，完成1454个项目，实

现毛收入4434余万元；从事多种经营的人数达1439人，其中全民职工1043人，1988年

经营总收入为1121万元。全局初步形成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山东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全

省地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止1988年，在山东从事地质工作的地质队伍除了本省以外，

还有来自河北、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地质队，分别隶属于地矿、冶金、煤炭、石油、

黄金、化工、建材、武警、核工业、地震、海洋等十几个部门，地质职工约7万余人。经过四十

年发展，在山东形成了一支能够承担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地质勘查、石油勘探开采、海洋地

质调查、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探矿、航空摄影测量、地质实验澜

试、地质科学研究及专用机械制造等多学科、综合地质工作任务的、实力比较雄厚的地质

队伍。

截止1987年底，全省累计发现矿产126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68种(包括亚矿种

共78种)，列入矿产储量表的64种，矿产地(或矿区)723处，可供生产建设、规划利用的

产地568处。在64种矿产中，有27种矿产储量在全国居前五位；23种矿产储量占全国储

量的5—10％(其中8种矿产占10％以上)；按单位国土面积占有储量计算，有35种矿产

是全国平均值的1—2倍以上；按人均占有储量计算，16种矿产为全国平均值1—1．5倍

以上；按平均每平方公里面积所拥有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计算，山东是全国平均值的3

倍。

探明的丰富矿产资源带动和促进了山东矿业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建设和新兴城镇的

崛起，一些城镇也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矿业的基地或工业中心。如东营市成为崛起在黄河三

角洲盐碱荒滩上的新兴现代化石油城，莱芜市发展成为全省钢铁工业的中心，枣庄、肥城、

兖州、济宁、滕州、龙口等成为全省煤、电能源基地，莱州、招远成为闻名全国的黄金生产基

地，淄博、临沂、明水等成为全省陶瓷、建材、耐火材料生产基地，泰安、淄博、潍坊等成为制

盐、制碱和盐化工基地。矿业发展不仅改变了齐鲁大地面貌，促进和提高城市化、工业化水

平，而且容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农民致

富，发展乡镇企业开辟了途径。

山东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就绝对数量衡量是丰富的，但是按人均占有矿产资源潜在价

值计算，还不到全国人均值的70％，大约是世界的1／3；有些矿种，如铜、铅、锌等有色金属

矿产一直是山东的短线矿种，长期依靠调入；急缺的钾盐、富磷、富硫等找矿工作始终未能

突破。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到2000年，山东有

70％．以上的矿产资源将面临紧张；至2020年，87％以上的矿产资源将出现供求危急。所

以，山东矿产资源的形势是严峻的。同时，山东又是北方缺水省份之一。由于水资源分布

不均，开采不合理，一些城镇和重要经济区严重缺水，水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山东经

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扭转矿产资源形势的严重局面，保证山东经济建设第二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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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增加对地质工作的投入，加快地矿事业的发展步伐。地矿部

门也要根据“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的山东半岛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地质工作超前服务

的宗旨，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优化地质找矿部署，突出为黄金、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

料工业发展服务的找矿方向，努力实现新的找矿突破，扭转后备基地紧张局面，为实施山

东半岛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准备可供选择的矿产基地和提供准确可靠的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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