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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铜陵地质矿产简志》，是一本介绍铜陵地区地质调查，矿产勘探的综合性、资

料性的志书。该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想想性、资

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简志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重点放在1949年建国后，着重反映铜陵

境内地质、矿产资源的特征，并附述由铜陵市有色金属公司所辖的南陵县沙滩角，怀宁县西

马鞍山、庐江县井边、贵池县铜山、．繁昌县顺风山等矿产资源及地质简况。

(三)时间断限：上自1869年德人李希霍芬到铜陵进行地质调查开始，下止1985年，共

述116年，少数内容适当上翔。

(四)本简志除序言及附录，分三章，详细叙述地质矿产调查、区域地质、资源勘探及

金属、非金属矿产。

(五)本简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记年、数字，除习惯用语外，均用

阿拉伯字母书写。除规格、型号使用规定的外文字母或汉语拼音字母、古生物名称用拉丁字

母外，均用中文书写。

(六)所用计量单位：一律采用1981年8B 7日《人民日报》公布的规定。如：3．65吨、

I l 2万、32公里，百分数用％。

(七)本简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在附录中列有主要参考资料目

录．

(八)本筒志中各种统计数据，均按各队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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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铜陵产矽卡岩铜矿名闻中外，《铜陵地质矿产简志》汇集了1 869年

至1 985年共1 1 6年铜陵地质调查、矿产勘探的主要成果．

简志分三章近20：b-宇。全面阐述了铜陵的地质、矿产调查史及地

层、岩石、构造、地壳演变过程、水文、工程、旅游、环境’『矿产等，

并附铜陵及铜官山、狮子山、凤凰山三个主要铜矿区的地质图和铜陵矿

产分布图。记述了铜陵现实矿产资源优势和潜在矿产资源优势．

，对建设铜陵，合理地计划开发、利用铜陵的矿产资源，对从事地质

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地质院校、地质科研单位的地质专业人员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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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铜陵自古以五金矿产著称，尤以铜矿开采历史悠久，县以矿名，可

见其一斑。但大规模的勘查和开发工作，实自解放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全面展开。三十余年来，地质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铜

矿勘查方面，探明了十多个大中型矿床以及若干个小矿，同时还查明了

大、中、小型金、硫、铁、煤、水泥石灰岩以及铅、锌、锰等矿床二十

余处，提交了大批储量。在此基础上建成了我国一个重要的铜冶炼基

地，并在古炼渣和废矿堆上涌现出一座以有色、化工、建材等企业为骨

干的新兴工业城市，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地质勘查一

矿产开发_工业基地_中心城市”这一发展模式中，铜陵的地质工作确

实起到了先行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铜陵地区的基础地质和矿产地质研究也

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进展。铜官山是我国研究最早的矿床之一，在相当

一段时间内， “铜官山式铜矿，，一词即作为我国矽卡岩型铜矿的典型代

表乃至同义语而广泛见于地质文献中。随着勘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

示了这类矿床以岩浆——热液作用为主导富集因素的多源复成性质，从

而提出了层控式矽卡岩型(层控矽卡岩型)或层控——矽卡岩型的矿床

分类方案，这是立足于本区实际并融合了国内外成矿新理论的一个发展

产物，在我国东部板内变形阶段构造～岩浆活动区内具有一定的代表

意义。基于找矿实践经验和成矿规律研究，该区确立了“铜官山式"

(通称“一圈一面”)及“狮子山式”(通称“多层楼”)等两个成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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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包括物探、化探在内的综合找矿模式，并都见实效。

在基础地质方面，该区又是我国第一批开展1：5万区调的地区之

一，并且是超前于l：20万区调进行的，对提高区域研究程度，扩大

找矿远景，起了较好的作用。关于主要容矿层位之一的早中三叠世青龙

群的分层建组研究，在安徽沿江地区具有开拓性意义。关于区域(隐

蔽)基底构造的确定、岩浆成矿专属性的研究及硫化矿床氧化带的研

究，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在勘查方法方面，铜陵是我国某些

物化探方法的发祥地，也是综合方法应用的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

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经验，在贯彻“区域展开，重点突破”

方针和“五统』"的部署原则中有其特色。由于有这些技术储备作基

础，该区找矿成效一直能保持一定的势头，不时有所发现，历久不衰，

和一些著名的矿产集中区相比，亦未必多逊。

参加铜陵地区地质勘查和科研工作的有地矿、冶金、有色、煤炭、

建材、化工、中科院、。高教和核工业等系统的生产、教学和科研队伍，

前后估计可达数千人，他们之中有包括我国矿床学的两位奠基人谢家荣

和孟宪民在内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其中郭文魁在勘查和科研两方面的成

果，奠定了本区地质工作发展的基础。以滕野翔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

老同志则是这支地勘大军的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三二一地质队是我

国目前仅存的组建于’建国初期的老队，冶勘八O三、八一二两个地质队

也在该区奋战了三十年之久，他们共同为铜陵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一‘
。 ·_，3

、

由三二一队主笔，八一二队、有色地质队等地质单位共同编纂的这

份材料，内容是丰富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上述成果，有积极的意义及

参考价值。但正如作者所说明的，本篇原为地方志而编写，因而其内容

及体裁等方面不免受到志书性质的局限。作为曾在该区工作过的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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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望三二一队以及冶勘各队，继续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版一部更

加全面深入、商零本馋用够售峥。冬钢；陵搀厦矿声毒》’哒飧读考‘

常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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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陵，位于安徽南部，地处长江下游东南岸东经117。42700”——

118。i0
7

6Ⅳ，北纬30。45
7

12”—-_31。07 756”之间(本座标，系根据1980年

安徽省测绘局编制1：50万安徽省地图铜陵范围估算)。西距安庆

市、东距芜湖市均在105公里左右。东和繁昌、南陵县交界，南与青

阳、贵池县毗邻，西与枞阳县，北和无为县隔江相望。

铜陵市辖1个县：铜陵县；3个镇：城关、大通、顺安；4个区：

铜官山区、狮子山区、铜山区、郊区；16个乡：老洲、安平、胥坝、太

平、钟仓、钟鸣、和平、永手、流潭、西湖、金榔、城郊、新桥、董

店、新建、朱村，总面积1 1 i 3平方公里。

铜陵水陆交通十分便利，铁路有芜(湖)——铜(陵)线，由铜陵

途经芜湖，直达南京、上海，并与全目主要铁路相通。．，境内有钟鸣、顺

安、狮子山、铜陵西、铜陵站等五个车站及横港南、横港北两个车场。

公路：有铜(．陵)——繁(昌)、铜(陵)——青(阳)两条主干

线，可与省内及全国公路连接。境内有公路l 90多公里，其中柏，油路面

102公里，已开辟客运路线42条。通往省外的直达班车有铜沪(上

海)、铜杭(杭州)；省内有直达班车通往合肥。．芜湖、安庆、黄山、

九华山、石台、屯溪、青阳、贵池．南陵等地。

水路以长江航道为主，主航道水深30米，可停靠2 ooo一3 000吨级

船舶，现有客、货运及工作性码头13座。内河水运(季节性的)有青通

河、黄浒河、顺安河，现有内河港口4个(含县2个，)，码头36座(含

县24座)。



铜陵属沿江丘陵平原。北部为临江冲积平原，南部及东南部为被剥

蚀的低山区，中部以剥蚀丘陵为主，低山及丘陵主要呈北东走向；山脉

以天门山为最高，海拔577米；丘陵海拔高度一般均在200一300米。

境内水系，除长江外，尚有青通河，为铜陵与贵池县的天然分界

线；黄浒河(又名荻港河)，是铜陵与繁昌县分界的天然界河，另有众

多的支流，如顺安河，钟鸣河、朱村河，。新桥河和羊河，组成一个个树

枝状的河网。除这些水系外，还有天井湖、东湖、西湖和桂家湖等天然

湖泊。

本区气候温和湿润，春夏多雨，盛夏炎热，秋季干旱，冬季温和，

无霜期长，平均为230天，四季分明，春秋较短，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年平均气温16．2℃，极端最高气温为41℃(一般在7月份)，

极端最低气温零下l 1．9℃(一般在2月份)。年平均降水量为1 370毫

米。

铜陵的矿产资源丰富，是有其独特的最佳成矿地质条件所决定的，

铜陵地区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三大岩类都有分布。出露的沉积岩从

奥陶系上统至第四系，加上钻孔揭露出来的奥陶系中、下统，总厚度大

于4 262，米划分为28个组或大致相当于组的地层单位；岩浆岩又可分为

侵入岩和火山岩，侵入岩共有49个岩体，地表总面积59平方公里，单个

岩体地表出露范围从小于0．O 1一大于1 0平方公里；火山岩从基性一酸性

都有；变质岩分布于岩体周围，宽度多在几米至百余米之间，少数近一

公里。铜陵所处构造位置为黄汲清所称的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或李

四光所称的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境内褶皱、断裂发育，有8个主

要构造单元，147条断层，6条推测隐伏深断裂。中酸性侵入岩与灰岩接

触形成铜官山、狮子山、凤凰山、新桥等矽卡岩型铜矿。铜陵有矽卡岩

型矿产、火山成因矿产和沉积矿产等近三十种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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