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蟹鹱∥
≥≤暑孝孓猡a

亨=≥
：￡二，二I、

、冀翌∑誊蠹二2，孽筵

潮圈lo毒上．～囊零

巷一一曩。一

零



零陵地区志

煤炭工业志

零陵地区煤炭工业局编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朱泽民

副主任：刘桂阳

‘顾问：王民兴

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

朱厚光 全裕果冷德清 李运富

李国贤 李宣元 李少雄 张中胜

杨正国 杨美兆 陈有国、吴凌宇

林祥胜 周道烈 周忠信 胡建瑞

· 夏友贵 陶祖芳 曾 斌 曾石林

．谢承年．程华章 蒋良金 谭明顺

颜若义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李运富

副主任：黄昊德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
⋯

●

‘

组长：蒋先应(1993年6：月以前)

何永佳(1993年7月以后)

成员：魏文华、梁大炫、吴连和

高新民：邓绍月、伍林
： 一?

编纂人员：

主笔、总纂：梁大炫
‘

资料收集：杨昌亨、李大善

摄 影：刘利平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李运富

副主任：黄昊德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
⋯

●

‘

组长：蒋先应(1993年6：月以前)

何永佳(1993年7月以后)

成员：魏文华、梁大炫、吴连和

高新民：邓绍月、伍林
： 一?

编纂人员：

主笔、总纂：梁大炫
‘

资料收集：杨昌亨、李大善

摄 影：刘利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李运富

副主任：黄昊德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

‘编纂领导小组
⋯

●

‘

组长：蒋先应(1993年6：月以前)

何永佳(1993年7月以后)

成员：魏文华、梁大炫、吴连和

高新民：邓绍月、伍林
： 一?

编纂人员：

主笔、总纂：梁大炫
‘

资料收集：杨昌亨、李大善

摄 影：刘利平



1

序’ 言

1991年6月，地区修志工作会议确定调整《零陵地区志》编

纂方案，安排地区煤炭工业局编修《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

为了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地区煤炭工业局成立了煤炭志编纂领导

小组，由局长蒋先应任组长，抽出了两名干部专门从事这_工作，

经费和交通工具予以优先保证，从而使修志工作进展顺利。

零陵地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南加里东_印支褶皱带祁阳弧

形构造带南翼和湘南加里东印支穿插褶皱带的西部。构造比较复

杂，从加里东期至燕山期均有岩浆活动。本区出露最老地层为震

旦系，主要分布在江华的东部，下古生界分布于本区中部及南部

的紫荆山、阳明山、九嶷山及五岭之一的萌渚岭等地，上古生界

地层出露最广．遍及南北。中生界零星分布于北部及南缘。上三

迭及上三迭下侏罗统为本区主要含煤地层。主要分布于永州市及

祁阳县境内。 ，‘

零陵地区最早开采利用煤炭是祁阳县，始于明万历年间。民

国以前区内煤炭开采规模较小，而且都是土法开采。民国期间，煤

炭开采规模逐渐扩大，机械设备也开始引入煤矿，首先使用的是

锅炉，蒸汽水泵等，年产煤炭十余万吨，主要供应铁路机车和常

宁、衡阳、长沙、武汉等地的工业企业。新中国建立后，煤炭作

为主要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国家

一直把能源工业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倾

斜。由于国家的重视，煤炭工业发展迅速，区内煤炭产量由1949

年的6．1万吨，上升到1978年的IlO．09万吨，增长l7-倍。生产

主要环节提升，通风、排水等都实现了机械化。一些民国时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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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停产的矿井如易家桥井，杨柏冲井等均先后恢复生产．而且

将所剩资源全部采出。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旧社会被人瞧

不起的“煤黑子”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区内煤矿在七十年代有多

人上北京参加“五一”观礼。1991年煤矿职工平均年收入达到2361

元。地属煤矿井下工人的家属在国家的关怀下分批迁入矿山，解

除了井下工人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他们以矿为家的积极性。

零陵地区煤炭资源贫乏，到1991年末，已探明的保有储量只

有1834．7万吨，占全省总保有储量的0．6％．按现有的生产水平

只能开采二十余年。因此，必须珍惜有限的煤炭资源做到合理开

发利用。区内煤炭资源分布零散，大多不宜建正规矿井开采，适

合乡镇小矿开采。应有计划地扶植乡镇小矿开采这些小块煤田．使

这些零散资源也能得到充分利用。区内地方国营煤矿因受资源的

制约，并型都比较小，一般3～6万吨／年。部份矿井在2万吨／年

以下．矿井服务年限20"-,30年，有的还只有10多年，绝大部分

矿井无接替基地，需要转产。因此，煤矿发展多种经营迫在眉睫。

国家能源部1985年将煤矿发展多种经营与基建、生产并列为煤矿

三大支柱。煤矿发展多种经营不仅是转产的需要，同时也是安排

富余人员和待业的青年的需要。更是搞活煤矿的需要。几年来有

益的探索，证明这将是区内煤炭系统继续发展的一条广阔的道路。一

零陵地区煤炭工业志以专志形式出版是史无前例的。编修地

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旧志中还没有一部煤’

炭工业方面的专志，就连煤炭工业的篇章也未见有。这主要是煤

炭工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还未占重要地位j一直到近百年煤炭

工业才发展起来，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明显，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现代地方

志把煤炭工业的发展用专志的形式记述下来，以供后人阅读和借

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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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是在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

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得到地区煤炭系统备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

有关入志资料；省煤炭厅修志办给予了具体指导。提出了不少中

肯的意见，为本志脱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我代表地区煤

炭局修志领导小组谨致谢意。
‘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的编纂工作是在没有范本借鉴的

情况下，摸索进行的，加上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疏陋粗糙之处，在

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

零陵地区煤炭局局长

何永佳’

199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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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新编《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是在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统一安排和布置下进行的。1990年6月才正式起步．地

区煤炭局成立了修志领导小组。．确定了修志人员，并召开了全区

煤炭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地区煤炭工业志编纂工作会议，传

达了地区修志工作会议精神，安排布署了煤炭工业志修编任务和

各单位上报有关资料提纲。由于当时配备的修志人员仅两人．其

中一人尚未专起来。故工作进展较慢，仅收集了一部分资料。直

到1991年6月．地区召开地区志编纂工作会议，对地区志编纂方

案进行了调整，要求各专业主管部门要完成一部单独出版的专业

志。即地区煤炭局要完成《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并要求

1993年底出书。局领导这才下决心组织专人从事这一工作．从而

加快了修志工作进度。

编写零陵地区煤炭工业专志是史无前例的，旧志不仅没有煤

炭方面的专志，就连煤炭工业的篇章也没有。故对煤炭工业的记

述都比较简略，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煤炭还占不到

地位。新中国建立后，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喻为。工业的粮食”。因此以专志的形式进

行记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零陵地区地·煤炭工业志》，本着专志贵专的原则，着重记

述零陵地区煤炭工业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生产手段的进步及对

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等。全志共七章二十八节，约十一万余

字。首先记述零陵地区煤炭资源的分布情况、地田地质、煤田勘

探、煤炭储量、煤炭品种及质量．和开采利用状况。重点记述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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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开采的全过程(矿井基建、改造、生产、销售和管理)和生产

的主要环节(开拓掘进、采区布置、回采方法、支护方式、提升

运输、通风、排水、供电照明、通讯及安全生产等)。而对煤矿的

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党、团、工会、妇女等活动以及医疗卫生、

职工教育等均未予记述．对煤矿的科技进步未专门安排章节，而

分述于有关章节之中。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主要取材于各个时期的历史档案

和地区煤炭局的现存档案，同时利用了各基层单位提供的入志资

料，加上主笔从事地区煤炭工业技术管理工作三十多年的实践。主

要数据取材于地区统计年鉴和地区煤炭局的统计报表。

地区观音滩煤矿、祁阳煤矿、祁阳县煤炭局、冷水滩市煤炭

局、。东安县煤炭公司、宁远县煤炭公司等单位所编写的矿史资料

和煤炭资料汇编，为地区煤炭专业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

他各煤炭生产和经营企业随时提供的入志资料，同样宝贵，是对

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特向所有为完成地区煤炭专业志的编纂而

出力的单位和个人致谢。

‘零陵地区志·煤炭工业志》编纂由于时间短，资料收集还不

够广泛，加之编纂人员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仁

和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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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零陵境内煤炭资源贫乏。除祁阳县和冷水滩市有可采煤层分

布之外，其他八县一市可采煤层极为少见。到1991年末累计境内

探明煤炭储量2753．8万吨，其中保有储量1834．7万吨，占湖南

省保有总储量的0．6％。煤炭品种单一，96％的储量为烟煤，无烟

煤极少。煤质也较差，烟煤多属中～高灰．中～高硫低磷煤，一

般多作动力用煤；无烟煤含硫多在6％以上，烧之有硫磺味，不能

作生活用煤，多用于烧砖瓦、石灰和水泥。

境内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早在明万历年闻(1573,--1620年)．

祁阳县就有人挖煤烧石灰。到清代，小煤窑开采渐盛。光绪十五

年(1890)．祁阳县观音滩一带煤炭开采盛行。祁阳县旧志记载：t

。然而近今煤矿最盛，自乐山至观音滩，上至滴水岩，数十里百矿

林立。”宣统年间．经官府批准开办的私营煤矿公司逐步增多。

民国时期，县以上设有矿山管理机构，负责办理呈文、指导

．开采等事宜。民国元年(1912)以后，开采煤炭的企业群起，土．

采极盛。

民国8年(1919)，外地人陈中兴在祁阳县沙井东瓜坞一带开

办华阜煤矿公司，民国14年因水大而停办．民国35年(1946)由

李子馨续办，备有锅炉2台，工人约600人、矿警30余人，日产

煤80余吨，于民国37年停办。 ．

民国19年(1930)。黄美轩、唐润入、贺成先等人合股在祁

阳县观音滩的凤凰滩办。人和煤矿公司”，日产原煤100余吨。销

售给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冶炼厂及衡阳、长沙等地。民国26年，因

负债将该矿产权卖给湖南省建设厅所属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改名

为湖南省祁阳观音滩煤矿工程处，有职工2000余入，使用蒸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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