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牒
剐摊
l秘
}；}
l篓

醭■群j。孙n一番wi

蒸薹
糕薹
鬻萋
韪孤§孵鎏
綦瓣需罂

翡嚣鍪

薹戮≈嚣；嚣§
篓嚣翼嚣嚣饕i
搿舞=；菇翻搿；

赣鍪嚣蓥醺骛i嚣；錾瓣蕈嚣瓣薯赣
嚣麟臻女赫舞女鬻；襄臻$辩§糍磊瓣
酩鼎黪蒯秣烈誊赫峨§捌m-黼jg氍

蒜菇g爨l羹§麓
蔫il罄鬻羹l鬟

$l鬣§i誉
篓窝蒜孽鞠
曼酋趟灌甜

鬻錾纛羹《霪萋
赫瓣蓦：醣i越※器：勰

群鼙嚣。雕誊瓢l强雕嬲尊
壤§醛!{糍瓤垂噩壹；骓强嚣
裂；甜￡#翻滢§举j藩糍赫嚣i}5自Ⅻ⋯g一；㈣*女rlw；E§lgHBm戮}端辫m

鬻蒜赣耨甄旃l霸；鼙翟器
搿黼嚣辩§精镕裂{鞴稚鞲
矧爱誊獬撩《蠲：掰镕簿菇
鳓擞聋％穗彗藁*舞：桀蕊美
黼jj超；；嬲焉。；囊i，癌i誉舞
H}舞，i}{￡1{l研*鲫}=收Ⅻ一⋯_Ⅲ_⋯_“-_r ’¨-t—f●
’脊二；‘m：*为≯g：{‘；#⋯耜7Ⅷ自*：瓣㈣##鞘≈；$i*；№崩t∞

麓甏蠡§跫嚣l器臻麓蔫
m÷旒群姑鞴黼m*M。1《E!；i·

羹

；#嚣
骑焉
嚣舅

I蒜器《舞基镒

鋈蔫l黧；攀鍪
繁蓬疆
囊婺濑嘲
麓嚣{孙i魏趟

l{：；T瓣蠹《*∞日蕈I蚤耐擗毽稚

瓣掇瓣獬瓣瓣黼囊一

粼鲫m粼删麟麟溅
mmll．；=飘孵瓣避慰煎凄嬲瓣精熟镬嚣躲撩制躺蒜|}穗斟甍意～藉飘耥避摄嚣群



包．钢志

勘探志

▲

★

包头钢铁稀土公司档案馆编



出 版 说 明

·出版说明· 1

1992年以来，包钢档案馆开始分编内部印行《包钢志》送审

稿，呈请包钢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包钢志主编、方志界专家、学者

和同仁以及包钢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审阅。

按照《包钢志》篇目设计(--次修订稿)的规定，《勘探志》为其

‘第四编，本编共5章，20节，37．4万字。本编记述的内容，上限起

于1927年3月，下限迄于1990年12月。

包钢的建立仰赖于白云鄂博矿床的发现，嗣后，又在内蒙古

西部及相邻的山西雁北地区发现了冶金辅助原料矿产资源。在半

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既有日本侵略者妄图掠夺我宝贵资源的

劣迹，又有我国地质人员为国探宝的壮举。正是由于国家对包钢

矿产基地的勘探多年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为包钢当今的建

设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本编编写过程中，包

钢勘察院宋桂茹工程师给编辑人员报送了一部万余字的初稿，因

其过于简略，责任编辑又重新搜集、补充资料，另撰新稿。其中，张

宗耀撰写了第一章综述，第二章第二节东西矿体的发现，第二章

第三节建国前其它历次资源调查，第三章第三节中苏科学院地质

队的勘探，第三章第六节西矿地质会战和第四章第二节公益明铁

矿勘探；李志双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主矿体的发现，第三章第一

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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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二四一地质队的勘探，第三章第四节一零五地质队的勘探，第

三章第五节补充勘探，第三章第七节生产勘探和第五章包钢勘探

队伍；陆莹撰写了第三章第二节五四一地质队的勘探，第四章第

一节黑脑包铁矿勘探，第四章第三节卡布其石灰石矿勘探，第四

章第四节固阳白云石矿勘探，第四章第五节杂怀沟硬质粘土矿勘

探，第四章第六节峙峪软质粘土矿勘探以及第四章第七节停采、

未采矿山勘探。全书由副主编张宗耀进行审订。档案馆馆长徐晓

明全面组织、领导了编纂与出版工作。

在本志编修过程中，包钢勘察院的赵长有总工程师和吕智豪

工程师，包钢矿山办公室的黄声光和张仁科长曾提供帮助，大部

分日文资料由原初轧厂工程师曹绍荣翻译，仅此并致谢忱。编撰

人员还参阅了徐炳昶所著《西游日记》、斯文赫定所著《长征记》、

袁复礼所著《蒙新五年纪行》，塔及严坤元《白云鄂博矿区1950年

至1955年地质普查勘探工作的回顾》、内蒙古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二队队史编写组《内蒙古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第二队简史》和吕智

豪《包钢冶金勘察大队志》(草稿)等专著和史料，获益匪浅。虽然

编辑人员多方捃摭裒辑，罗致文献，但因年深日久，仍难免挂一漏

万。特别是因编辑水平所限，疏漏舛错亦在所难免，请敬审阅者不

惮劳烦，贡献宝贵意见，以便志书在定稿时予以修订。

本编出版前未经公司保密机关审查，史实与数据均待进一步
、

订正、核实，特别是涉及稀土及稀有金属储量系保密数据，志稿中

的资料不得公开引用，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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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综 述 。．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蒙古高原南侧，东北部为呈北东走向的大

兴安岭，南部为呈东西走向的阴山山系，多与区域地质构造线方

向一致。草原地带占内蒙古总面积的60％，表现为准平原地形。区

内前寒武纪古生代、新生代地层比较发育。前寒武纪变质岩系是

区内出露最广的地层，它们构成了内蒙古地质体的骨架。区内构

造线主要呈东西走向，沿此线方向发生深大断裂作用，伴随了花

岗岩类、基性岩类以及其它岩浆岩的侵入。随着上述不同地质作

用的发展，在内蒙古地区形成了冶金工业所需要的比较丰富的黑

色、有色、贵重金属、稀有、稀土金属和辅助原料等矿产资源。

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地处阴山山脉北麓。这里是中朝

断块区在吕梁期褶皱固结为大陆地壳之后，于晋宁期沿中朝断块

北缘断裂拉开的。拉张的结果首先生成裂陷，接受了陆源磨拉石

的沉积，即白云鄂博群与渣尔泰群的底部砾岩及碎屑岩。断裂继

续拉张，由裂陷发展为过渡型地壳带(冒地槽带)。西面于狼山地

区向西开口，东面延至赤峰以东，可能与吉林省浑江大栗子相通，

长达数干公里，宽不足百公里，形成东浅西深、东窄西宽的沉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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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西部拉张最深，有上万米的沉积物，于晋宁期末挤压褶皱，

成为中朝断块区北缘的一条镶边。因此，把位于阴山地区的晋宁

期的褶皱带称为阴山断褶带。

阴山断褶带的变质基底为白云鄂博群和渣尔太群，其中夹有

变质的酸性火山岩(即富钾板岩)和变质的少量中基性火山岩。该

套地层属类复理石建造，后变质为绿色片岩相。经多次构造运动

后，变质基底地层同斜倒转褶皱普遍发育。白云鄂博群及其相当

地层是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的含矿和成矿岩系。白云鄂博矿

床矿物种类繁多、成矿条件复杂，以元古界下部的硅质、泥质和碳

酸岩质地层为基础，遭受海西期岩浆活动和随之而来的钠氟热液

的强烈交代，而形成举世无双的多种奇特矿物和矿物组合。据地

质专家测定，阴山断褶带拉张的时间约在距今17亿年前。

民国十五年(1926年)末，瑞典探测家斯文赫定(Sven Afiders

Hedin)博士率领一支包括8名德国航空人员在内的远征队i第四

次来到中国，准备由绥远开始，行经宁夏、甘肃、青海而达新疆的

科学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古生物、考古、动物和气象诸学科；

并要开辟航线。斯文赫定与当时把持北洋军阀政府的奉系军阀所

控制的农商部订立了“契约”。契约十分苛刻的规定：“只容中国2

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随队)，限期1年即须东返；关于将

来(沿途)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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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还。”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行径!妄图将我国的科学

资料巧取豪夺，潜运境外!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北伐战争。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

知识界愤起与之斗争。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5日，中华图书

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北京大

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京师图

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图书馆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北平学

术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北平学术团

体联席会(后改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3月9日，北平学术团体

联席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斯文赫定这一无视我国主权，希图掠

夺我国文物及科学资料的不道德行为。

斯文赫定闻讯，立即四处奔走，疏道关系，并重新拟定考察办

法。他拜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转交致中国学术

团体协会的信件“希求妥协’’。3月13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召开
●

第三次联席会议，会上“议决赫定所拟办法不能容纳。除去函谢绝

外，更谋进一步之反对方法"。翌日，斯文赫定设宴招待中国各学

术团体代表，但遭到代表们的婉拒。后经斯文赫定多次托人从中

斡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方派出刘半农教授为代表与其晤谈。经

过双方反复磋商，于是年4月26日达成协议，，中国学术团体协

会与斯文赫定签署了协议办法19条，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该团成员有35人组成，其中：中方11人，外方24人(出发时团员

27人，其中：中方10人，外方17人)。此行的经费，绝大部分为斯

文赫定资助，少量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募集。考察中所获

得的文物和科学资料由双方共享。

善■■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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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平出

发，28日，抵绥远明安札萨克的阿穆塞尔河上游的阿穆塞尔河脑

包。当时，因为骆驼尚未买够，就在此宿营近两个月。西北科学考

察团中，中方团长由北京大学西洋哲学史教授徐炳昶(字旭生)担

任；团员为：袁复礼(字希渊)，研究地质、考古及画图；黄文弼(字
●

仲良)，研究考古学；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质及古生物；詹蕃

勋、(字省耕)，研究地图学；龚元忠(字狮醒)j为考察团摄影员。考

察团中有4名气象学生：崔鹤峰(字皋九)；马叶谦(-7益占)；李宪

之(字达三)和刘衍淮(字春舫)。外方团长由探险家、地理学家斯
●

文赫定担任；瑞典籍团员4人：兰理训(Larson)(又作拉尔生，兰

理训为本人自取汉名)，为队长，负责指挥旅行中的事务；郝默尔

(Hummel)，考察团医生，兼作人类测量工作；那林(Norin)，研究·

地质兼作绘图；贝格满(Bergmen)，研究考古学。丹麦籍团员1人：

哈士纶(Haslund)，为副队长。德国籍团员11人：郝德(Haude)博

士，担任考察团气象部主任；米纶威(Mulenweg)，考察团会计；李

伯冷(I．ieberenz)，考察团摄影兼放映员；钱默满(Zimmerman)；海

德(Heyder)；韩普尔(Hempel)；马学尔(Marschall)；华志(Walz)；

狄德满(Dettman)；马森伯(Massenbach)；冯考尔．(Won kaull)。此

外，还有瑞典人生瑞恒(Soderbom)，此人兼通汉语和蒙语，随团料

理事务兼作翻译工作。考察团还雇用了一些勤杂人员、厨师、向导
I

和采集员等。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阿穆塞尔河脑包驻地逗留期间，考察团员

们曾在其附近作了一些地质、考古和民俗方面的考察。至7月中

旬，考察团购齐了292峰骆驼，具备了进行长途旅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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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工作的方便，西北科学考察团分作三队行进。北队由那

林任队长，队员有；贝格满、马森伯、海德、丁道衡，以及翻译生瑞

恒、采集员靳士贵和4个佚役(其中有两名蒙古人)、1个厨师。他

们乘用27峰骆驼，携带3顶帐篷和6个星期的粮食。南队由袁复

礼任队长、队员有：詹蕃勋、龚元忠，以及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和
●●

4个佚役(其中有两名蒙古人)，乘用15峰骆驼，并携带帐篷及4

个星期的粮食。其余人员皆随大队居中。南北二分队在大路南北

三五十里内工作，与大队随时保持联系。

同年7月1日，担负在考察途中测绘地图任务的北队先行启

程。7月2日，抵白音布拉克，此地尽为花岗岩之露头，地势甚为平

坦，略有丘陵起伏。此时，丁道衡发现北部有座山岭东西蜿蜒，颇

为壮观，查阅军用地图得知此山叫白云鄂博，又名白云博格都，还

称哈喇托落海。

7月3日晨，丁道衡背负地质袋前往白云鄂博，刚到山下，就

见沿山沟散布着铁矿矿砂甚多，愈接近矿体则矿砂愈富。他在山

脚仰视山巅巍然屹立，全山矿石出露处黑斑闪亮，从而确知是一

． 个大型铁矿床。当他走到山腰处，则见矿石层累迭出，愈到上部则

矿质愈纯，登上山顶俯视，则此山南半坡都是矿区。

． 7月5日，丁道衡在致队长徐炳昶的信中报告了发现白云博
'

格都为巨大铁矿的消息，信中说：“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

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此矿为交换作用所

成，前为石灰岩

出，其它杂质者

八九十分以上。

。▲ltf‘。蠢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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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此地将来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或将成为中国北部之
●

汉冶萍。”他将这一发现高兴地告诉了斯文赫定，并派詹蕃勋前往

北队，绘制了一张1／20000’比例尺的地形图。丁道衡据此图对白

云鄂博的地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并且在矿石和围岩中采集了

标本。7月中旬，丁道衡结束了对白云鄂博的地质工作，随西北科

学考察团北队前往额济纳河会合，继续前往天山的行程。西北科

学考察团的科学考察历时六年，至1933年5月才结束，比原定计

划延长了四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2月，实业部地质研究所和北平研

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合办的《地质汇报》第23卷发表了丁道衡编著

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报告分为绪言、位置及交通、地层、

地形及构造、矿产和结论等6个部分。。报告中著者对白云鄂博主

矿体的特征及发现经过作了详尽的描述，并且认为：该矿的矿物

以赤铁矿和辉铁矿为主，矿石品位在50""60％之间，估计铁矿储

量约为3400万吨，萤石矿3万吨。报告的结论说：“本区铁矿矿量

之富，成分之高，已如前述。矿床因断层关系，大部露出于外，便于

露天开采；且矿床甚厚，矿区集中，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他在

分析了该地的资源和交通条件之后说：，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

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
●

方面而已。"

丁道衡的这一巨大发现，为我国华北地区发展钢铁工业准备

了条件。丁道衡的远见卓识，也为后来包钢的建立所证实。

可惜，这一重大科学成果当时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就在丁

道衡发表的这篇著名的报告之后，当时与丁文江、李四光齐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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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中国地质界三大权威之二的翁文灏(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主

任、兼任国立北平地质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

长)加了一段附跋，跋语称：“右报告承著者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

丁道衡先生雅允，刊于本报，至为感谢。此矿因地近边疆有此富

源，一时颇引入注意。所论矿床成因，研究颇详，似与皖鄂二省沿

江各矿颇为近似。果尔则矿体形状往往不甚规则，未可就表面面

积_一概而论，故此矿矿量如何，实尚待于较详研究，方可依为根据

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翁氏对这一成果是持怀疑态度的。

民国十九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民国

二十六年(1937年)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绥远地区大部沦

陷。同年10月．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头子的伪蒙古联

盟自治政府(次年9月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日本侵略者

为了支持长期的侵略战争，加紧了对我国自然资源的掠夺，他们

把“蒙疆作为对苏、蒙，对西北发展跃进发挥机能作用的基地’’“确

立蒙疆的国防国家或军事国家等国防特殊地区的体制”，“以有助

于树立完成将来的百年国策"(日本冈部部队参谋长田中语)。
’

白云鄂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掠夺的重点。据目前已经

掌握的资料，日本商工省、兴亚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鞍山)昭
●

和制钢所、东京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等

部门共进行了下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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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质论评》第十一号。

另外，在昭和十九年(1944年)日本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

矿山班森田行雄制订了《绥远白云鄂博矿床开发计划方案》。同年

6月，本间不二男制订了《乌兰察布盟白云博格都铁矿床紧急开发

并调查方针》。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促使“国策’’

与资本、法西斯主义和财团势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华北开发株

式会社、兴亚院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部门纷纷把魔爪伸向白

云鄂博，妄图掠夺El本战时经济急需的“国防资源"，只是由于国

际形势瞬息万变和战时经济矛盾日深，加之慑于我抗日武装的存

在，仅仅炮制了几个流产的“开发计戈Ij’’，并采集了一些矿样，而终

究未能实现其掠夺的野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

下，首先忙于抢夺胜利果实，然后就发动了全面内战。他们根本无

暇顾及对白云鄂博资源的进一步勘探和开发。

民国五十八年(1947年)夏，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中央地质

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高平，与王嘉荫、杨杰和宋鸿年等4位地质

工作者前往白云鄂博踏勘，途中曾遇到土匪袭扰，后在当地驻军

协助下匆匆作了一日踏查，采集了一些矿石标本，即返回北平。他

们对标本化验后，初步认为矿床规模巨大，储量可观，矿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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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很有远景的钢铁资源基地。他们的意见并未引起当局应有

的重视。 ．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中共中

央和政务院提出从1950年至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此

期间，国家除集中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并继续在各边远

地区进行剿匪和巩固政权外，还积极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行

规划和准备，特别是把摸清重工业建设的矿产资源情况作为当务

之急。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

计划处召集北京、南京的地质人员安排全国地质工作。当时，留任

北京地质研究所所长的高平向财经委员会计划处建议，白云鄂博

矿床远景大，地位好，是一个最具远景的钢铁资源基地，可大举勘

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选定

对大冶、庞家堡和白云鄂博3处铁矿，白银厂、铜官山2处铜矿，

以及渭北的煤矿迅速开展地质工作。

1950年3月，北京地质调查所责成严坤元工程师组建白云鄂

博地质队，并调集当时华北各地仅有而能用的7台钻机。是时，作

为地质队先遣人员的严坤元、张之屏和乔文星首先到绥远省(今

内蒙古西部地区)与地方各级政府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任务情
●

况，请求支持。先遣人员分别受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

主席奎壁、杨植霖，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带、副司令员孙兰峰，中共

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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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韩是今，包头市市长郑天翔、副市长王金泉

等人的亲切接待，并表示将给予大力支持。

同年4月10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白云鄂博铁矿调查队首批

担任测量、地质、报务和医务等职务的技术人员约20人从北京出

发，·12日抵包头，与先期到达包头的汽车司机、助手6人会合(与

司机等同时由北京运抵包头3辆卡车及油料)。由于匪警阻滞，原

定4月18日前往百灵庙不得不后延至5月‘8日。5月10日，调查

队到达百灵庙，队领导人向达茂联合旗政府和驻在当地的内蒙古

骑兵四师领导人汇报了此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请求旗政府向

蒙古族同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旗政府领导人亦表示将给予全力

协助，并提醒他们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好民族团结

工作。5月16日，内蒙古骑兵四师副政委(后来曾任包钢副经理)

乌力吉那仁和骑兵某连张连长陪同调查队严坤元等人前往白云

鄂博，察看矿山周围地形，选择队部设置地点。5月18日，调查队

全体人员分批前往白云鄂博，架设帐幕，但遇到狂风骤起，飞砂走

石，继尔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在几位蒙古族牧民的帮助下，当天勉

强支起5顶帐篷。次日，他们掏刑日水井、挖坑砌灶，平整场地，支

起其余13顶帐篷；并通过电台与包头工作站取得联系，同时，与
●

军区联系以了解治安状况。为了保卫调查队的安全，当地驻军曾

派出一连骑兵和一排步兵担任警戒工作。7月初，因当地土匪大部

被剿灭，步兵奉命调离。

当白云鄂博铁矿调查队组建时，为北京地质调查所的派出

队。1950年10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白云鄂博

铁矿调查队隶属关系未变。1951年5月，全国地质勘探局成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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