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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籍中记载有地质与矿产内容的，以《尚书·禹贡》、《山
’

’

海经》等为最早。以后历代修志都很重视地质矿产的记载。而程

地方志书中设地质分志，则始于1930年吴宗慈主修《庐：且志>)，曾
’一 特约李四光编撰《庐山志·地质志略》。其后，1938年黎锦熙主修。

‘‘c城固县志》时，约请张通骏(伯声)编撰了“城固地质志》。1948年-
。

湖j匕省通志馆据1929年政府颁发的《修志事例概要》(中华民国十‘，

： 八年十二月内政部呈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准通行)中有关编。
r 入地质图表的要求，出版了由姚瑞开编制的《湖北省地质图》

(1：100万)。
’

地质矿产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自然因素，是我们必须了解和
· 掌握的基本省情之一。而地质矿产事业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组成部分．翔实的地质资料和丰富的矿产资源能为本省社会主义
’

建设提供必要的依据。因此，《湖北省志·地质矿产》以反映本省

地质矿产的基本情况为目的，以系统地记载本省地质矿产调查研。

究和普查勘探的历史及取得的最新成果为基本内容。

《湖北省志·地质矿产》全书分设五篇，其记述的特点和主要

内容分别为：一，地质勘查。记述全省地质调查研究和矿产普查

勘探的史实、史料，反映本省地质事业的发展史。二，基础地 、

， 质。包括地层、火成岩，地质构造等自然地质现象，着重记述地 ．

质现象及其特征的认识过程。地层：记述地层系统，仅详界、系，

统三级，对以本省地名命名的地层名称及化石产地，均在有关盼

’地层单位中加以记述。火成岩：简记主要岩体种类、分布及侵入



对代。地质构造：简记本省主要褶皱、断裂的特征。三、矿产资

源。记述全省的矿产种类，特征以及矿产资源的优势，并按行政

区划列表详记矿产地的分布。矿床的记载以大中型为主，偏重于

矿床发现史，其他矿床斟酌列表记载，不作文荆￡明。四，地质
环境。以记述本省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分区为主，并列

表详记全省温泉分布和全省环境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五、胜迹

地质。根据本省计划开发的旅游点，选择具有地质意义的武汉、

三峡、武当山、神农架等四个地区，分别记述其地质特征。

本书配合文字内容，插入各种地质剖面图及图版，还附有小

比例尺的全省地质图、主要金属矿产图、主要非金属矿产图以及

全省和分区的区域地层表与矿产地表。

新编地方志中地质矿产分志的编纂，是一项新的工作，有许

多问题是值得探讨研究的。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中不可避

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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