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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汞矿志》共分为七篇、二十九章、八十五节，约38万

字。

编写新晃汞矿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如实反映历史和现状；实打实，不夸张，不加评论或

少加评论；经验和教训，论断和观点，都尽量用史实体现出来。

编写新晃汞矿志，如同编写地方志一样，有着一定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国工作着重点

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各行各业都务必搞清自己的情况，

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新晃汞矿志的编写

将为现在或今后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资料，从矿志

中去发现本矿各方面事物发展的规律，鉴往知来，使汞矿的生产

建设更能较好地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

编写新晃汞矿志的目的，除了给省冶金局编写全省冶釜捷供

资料外，主要是为本矿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提供发展建设本矿

的历史资料，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按照客观规律组织生产、管理企业、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

矿志的编写过程是：一九八。年九月分部门着手收集资料，

一九八一年二月以后开始分部门试写，一九八二年三月起着手汇



编，同年六月底完成初稿，分送有关领导和干部、技术人员征求

意见。经过几次修改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送交本矿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审查并获批准定稿。

在编写新晃汞矿志时，我们考虑今后读编的需要，比较注意

了控制篇幅，并力求文字简明扼要，在尽量保时完整性和可靠性

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志的重复，对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均未作专篇编入本志。同时，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建国前历史资

料的文字记载很少，缺乏具体考证，加之解放后恢复生产近三十

年来的资料，因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已不够齐全，编

进矿志中的有些情况实难准确，数据口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

是引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以档案史料为证和以年报为依据，然而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思想水平有限，表述又不够完整，甚至有些提

法可能不妥，遗漏或失误的地方都在所难免，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省、地、县有关部门_以及本矿各单位的许多

干部、工人(包括退休干部、退休工人)曾给予了大力支持，并

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史料。在此，一并致以感谢。



矿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刘仕铁

副组长臧国政周乐勋

矿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 编刘乙然

编写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彭友成李树农

鲁淑元(女)

劳志辉(女)

曾秋莲(女)

梁树荣

工作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禹明华(女)

周乐勋杨为治 吴旦如

孙业芳 陈植凡魏湘柳

姚茂周 谢遵荣李莫芬

赵漱姣(女) 姚茂恒

戴求江

王光烈

刘合林

胡泽金

唐德辉 向开凡王玉兰(女)

吴旦如王举金邵敏华(女)

李晓山戴梅芝(女)

矿志审稿定稿人员

喻振林 (党委书记)

刘仕铁 (矿 长)

肖 聪 (副总工程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矿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刘仕铁

副组长臧国政周乐勋

矿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 编刘乙然

编写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彭友成李树农

鲁淑元(女)

劳志辉(女)

曾秋莲(女)

梁树荣

工作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禹明华(女)

周乐勋杨为治 吴旦如

孙业芳 陈植凡魏湘柳

姚茂周 谢遵荣李莫芬

赵漱姣(女) 姚茂恒

戴求江

王光烈

刘合林

胡泽金

唐德辉 向开凡王玉兰(女)

吴旦如王举金邵敏华(女)

李晓山戴梅芝(女)

矿志审稿定稿人员

喻振林 (党委书记)

刘仕铁 (矿 长)

肖 聪 (副总工程师)



矿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刘仕铁

副组长臧国政周乐勋

矿志编纂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 编刘乙然

编写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彭友成李树农

鲁淑元(女)

劳志辉(女)

曾秋莲(女)

梁树荣

工作人员 刘乙然 戴湘武

禹明华(女)

周乐勋杨为治 吴旦如

孙业芳 陈植凡魏湘柳

姚茂周 谢遵荣李莫芬

赵漱姣(女) 姚茂恒

戴求江

王光烈

刘合林

胡泽金

唐德辉 向开凡王玉兰(女)

吴旦如王举金邵敏华(女)

李晓山戴梅芝(女)

矿志审稿定稿人员

喻振林 (党委书记)

刘仕铁 (矿 长)

肖 聪 (副总工程师)



至花＼＼

湖甬省．
、、。懈

新晃汞矿地理位置娟图 厂
l：200000 雾c3c．．_，—∥

湖I蠢＼ t，j 分猴孑坪

)利乜 ＼ ／7

父

{ |

贵 ’津／
悫苏瓷杈∥

j， 、

餐多彳 甬
k≮／ ／

刿，I
㈧ ／／ 图 例

纂团 e石广．产地 一乡柯!≥路0村镇～圄蝴＼／7、
◎县城 ／铁路至遵义 ＼ ‘，j 堰 @地匿蜃年i芏地庐；；百流／ H

甘 。 父矿山 ～省界

警|
／ 父 ．．／

塞挲一，I ／

，

|
／

|

1／景i 薯∞一等今万山

<j。
／ l牺庄jj】

蓥案
．彭劳 专皂



聋粗*石广商_}占莳蹲
冈博。每雹蛉盛



▲淘沙溪家属区

卜新晃酒店塘矿区一角

▲新晃酒店塘矿区机关大院一角

●茶田基建中的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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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况

湖南省新晃汞矿，简称晃汞，俗称晃县水银矿，是一个具有采、选、冶作业的

中小型联合企业，主要产品有汞和朱砂。经营性质：国营。隶属湖南省冶金工业局

领导。

晃汞包括新晃酒店塘和风凰茶田两个矿区。矿部设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酒

店塘。

矿山地址：新晃酒店塘矿区地处湘黔边境的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酒店塘，地

理座标东径109。057 38Ⅳ-一109。087 45∥，北纬27。207 25∥^v27。257 30”。矿区南起酒

店塘，北至三雀湾，东起马坡，西至上寨，矿区南北长三点二公里，东西宽约二点

二公里，面积约七平方公里。

矿区地形比较平坦，海拔标高最低三百一十一米(沸水河)，最高为四百七十

三米，相对高差数为十米至一百余米。山头圆滑，沟谷平坦，山坡十至三十度，属

丘陵地带。

矿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8----20℃，最热为七、八月，温度达35----37℃，最

冷为元月份，温度为0一一5℃，年降雨量一千二百毫升左右。

矿区南缘有漭水河，为沅江支流之一，从西向东流经矿区，上游源于贵州省镇
远县，下游由新晃县流经芷江、怀化至黔阳汇入沅江。河宽70～140公尺，流速0．8

公尺／秒，流量514^v1580米3／秒。洪水期间，水位可增高六米。矿区内有一季节

性小溪——白水溪，溪宽5—10米，发源于贵州玉屏长岑公社，自北而南流经矿

区，汇入}舞水。

矿区交通方便，距新晃县城七公里。西部与贵州省毗邻，西至贵州省玉屏县十

九公里。北至贵州省铜仁地区镇约六十公里。由酒店塘南渡}舞水河即为湘黔铁路，

距矿部三公里处设有酒店塘站，东距矿部约九公里处设有新晃车站。东行径怀化地

区怀化市。西行径贵州省贵阳市。湘黔公路与湘黔铁路平行经过矿区南面，距矿部

仅一公里。东行至湖南省长沙市六百二十七公里。西行至贵州省贵阳市三百六十七公

里。贵阳至铜仁的公路通过矿区西北部，距矿部约六公里。矿区内有南北向简易公

路，南渡湃水接湘黔公路，北行接玉屏、铜仁公路，可通往凤凰茶田矿区。水路

为矿区南缘}舞水河，可通行载重十余吨的木船，但由于沿流建设小水电站筑坝多

段，航运有所不便。

矿区附近居民主要为侗族，杂居部分汉族，常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以产大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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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兼有小麦、玉米、豆类等，经济作物有花生、烤烟、茶油、桐油，养殖业以牲

猪为主，山羊、鸡、鸭等为辅。

新晃酒店塘矿区平面位置见图2。

茶田矿区位于湘西自治州凤凰县茶田公社境内，距地理座标东径109。207 00Ⅳ’

109。21，52，，。北纬27。46，30”一27。497 55”。矿区范围南起牛豆坪，北至亭子关，东

起李家坡，西至白崖壁，头坡脑、亭子关等矿段，矿区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

矿区地形南高北低，海拔标高最高六百八十七米， (打马脑)，最低标高四百

二十米(龙洞河)，一般标高五百至六百米，相对高差数十米至二百米。

矿区气候尚好，夏季最高温度30℃，冬季最低温度一6℃，年降雨量一千一百

至一千五百毫升。

矿区交通均为公路，往西行(经贵州铜仁)九十六公里至新晃酒店塘矿区，往

东北行三十九公里达凤凰县城，往南约九公里为贵州省地方国营铜仁汞矿(即大洞

喇汞矿)。

枝柳铁路距矿区最近为新凤凰站(木江平站)，距离矿区六十九公里。

矿区附近居住苗族、土家族，杂居少数汉族。农作物与新晃酒店塘矿区相同。

凤凰茶田矿区平面位置见图8。

新晃汞矿酒店塘矿区开采于明朝末年，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个矿区在

建国前的开采情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民办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

新晃酒店塘矿区于明朝即已发现，并进行开发。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主要是

本地矿头与贵州省务川游商开采的多。开采方法为古老的手工火爆，就矿撵矿，就

矿采矿，专取朱砂。大部份是开采零星分散的露头矿，也有极少数凿洞入山开采

的，其洞道狭小，径仅尺余，只容一人上下，深度不过数米，至今尚留有当时火法

开采的遗迹数处。

清朝中期，朱砂开始提炼水银(汞)，流程简单，采下的岩石经过锤选，弃去

废石，将矿石进行冶炼。冶炼方法与农村酿酒法相似，即将锤碎之矿石放置予大锅

中，盖上士坛，灶内加火，锅内矿石之汞即蒸发，去火后汞蒸汽冷凝成汞液，冷却

后揭盖去渣，即可取汞。

一九O二年，英法在距晃汞三十公里之贵州万山场(当时的省溪县西部)成立

英法水银公司，修了洋灶，掠夺富矿，并收购民窿矿石冶炼。贵州铜仁杨易太来晃

汞酒店塘矿区向家洞开矿，湘军黄统领结伙夺去民窿，开采吊井洞一带矿体。一九

三一年以后，相继有洪江张平顺开大兴洞矿体，还有张文英、姚大帮、楚涤湘等私

办矿业。

凤凰茶田矿区的猴子坪矿床，开办于一九一二年。当时主要是当地人士开采自

炼，英商亦有在此经营汞业，年产数不详。但据调查一九---j＼年运销常德，长沙的

汞，年约十六吨，分装铁桶，每桶百斤，售价约一百二十元，全年价值达三万多

元。后因地处苗族，治安问题颇多，难于解决，开采很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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