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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修志的悠久历史。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

的优良传统，使修志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遵照中共湖

南省委编修省志和湖南省冶金局编纂省冶金志的部署，编写了《桃林铅

锌矿志》(第一卷)。。
’

桃林铅锌矿和株洲冶炼厂、广西泗顶铅锌矿三家，同属于国家的一

个重点项目，系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马的156个大项目之一。桃矿作

为我国的一座大型有色金属矿山，至今已有25年的生产建设历史。建矿

以来，广大职工在矿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为开发。有色金属之乡一——湖南的铅锌宝藏，发展祖国铅锌工

业作出了一定贡献。在生产建设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

经验。编写《桃林铅锌矿志》，全面记述桃矿建矿以来的历史事实，如实

反映桃矿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业迹，对指导当

前工作和教育鼓舞后人，承前启后，鉴往知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

《桃林铅锌矿志》的编写工作，起步较晚。矿志编写领导小组于二．

九八一年五月才正式成立，下设办公室。矿志编写办公室成立后，以

膏学先进，往前赶一自勉，通过四个多月从矿内外收集资料，于一九八
‘

一年九月开始试写，一九八二年一季度相继写出各篇第一稿。第一稿打

印后，即送矿领导和知情人审阅，分篇召开审稿会议，征求各方面的修改

—-I=r}‘‘l‘【roo‘II‘‘o-lIIl-r--Ik



意见，于一九八二年下半年陆续产生各篇第二稿。在改写第二稿时，还

听取和吸收了省冶金志编写办公室的指导性意见。在矿党委和矿志编写

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桃林铅锌矿志》于一九八二年底正式定稿，一九

八三年元月与岳阳地区印刷厂联系，送稿印刷。全部编写工作，历时一

年零七个月。

： 硪们编写矿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人民创造

+历史的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强调查研究，依靠广大

群众，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辩证统一。

．《桃林铅锌矿志》的编写原则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尊重事实，

概述全貌，突出重点，详近略远，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大事不漏，小

：事简略。在编写方法上，实行专责人员和群众相结合，查阅历史资料和

‘座谈访问相结合。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由矿志编写办公室集中编

写。编写以记叙为主，议论为辅，把立场、观点和经验教训寓于史事之

中；文体为记叙文。《桃林铅锌矿志》共分七篇，即，《概况》、《机构

设置》，《地质测量》，《生产建设》、‘《党群工作》，《职工物质文

化生活》和《历年大事记》。各篇并附有必要的图表资料和照片。‘全

书共三十余万字。 ，

．．

’

桃林铅锌矿是一座采选联合企业。本志书的结构是以简述桃矿历史

全貌的《概况》为引子，以重点反映采、选，机、运基建生产发展过程

的《生产建设》为中心，以记录桃矿重大事件的《历年大事记》为经，

以各专业篇为纬，由经及纬，纵横交织，力求体现桃矿建矿以来的全过

程，使读者对桃矿的今昔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由于编写人员不足，加之

资料不全， “经营管理琼仅在各篇中作了一些零散的记叙，但很不系

统，。末单独成篇。这是本志书的一个缺陷。，"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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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林铅锌矿志》(第一卷)的断限，上断自一九五六年六月，即

藻矿正式筹建时开始(但《概况》篇在介绍矿前史时，追溯到了发现本

矿区的清朝末年)；下限至一九八O年底，即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冶金

局布置开展厂矿志编写工作时止。以后根据需要，再行修订或续编。

桃矿党委对矿志编写工作是重视的。党委书记蒋佩湖亲自担任矿志。

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党委还召开了有直属单位和科室负责人参加的中层

干部会议，布置矿志编写工作。本志书初稿产生后，矿党政领导一一-

分头审阅，并根据领导分工情况，分篇组织审稿会议。对涉及全局的

《概况》和《历年大事记》两篇，党委还召开全体会议作了审查。在本

志书编写过程中，矿属各基层单位和有些职能科室部门积极提供情况

和文字，图表、照片等资料，选矿厂、铁道运输科等单位还写了基层

志，为矿志编写提供了可贵的基础资料，有利于矿志编写工作顺利进行；

矿档案室主动配合矿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湖南省冶金局对《桃林铅锌矿志》的编写工作，多次给予指示。省

冶金志编写办公室在审阅志书初稿后，还派人来矿进行指导。在本志书

试写阶段，涟源钢铁厂等兄弟单位还陆续寄来该厂志书初稿，给我们传

经送宝。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于编写矿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史料收集不够齐全，编志工作

人员水平有限，本志书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多加批评指

导。

'
‘

《桃林铅锌矿志》编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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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_
，

桃林铅锌矿(简称桃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57年由国家投资新建盼

_个大型有色金属采选企业，为株洲冶炼厂的主要原料产地之一· ．

桃矿的厂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地区临湘县忠防公社及桃林公社境内。矿区地理座标为 -

东经113度18分，北纬29度24分。全矿分汀家畈和渔潭两个自然片，两片相距5．6公里。采

矿场位于汀家畈。矿部以及选矿厂和机修，运输等单位设在渔潭。矿部所在地隶属于临湘
’

县桃矿镇。 ．
·．．

，

矿区位子幕阜山脉之西部支脉上，东部，南部地势较高，其中药姑山最高海拔标高为 +

1，100米，一般在400米以上，北部，西部较低，海拔标高一般在200-,,,300米之间，中豁

地势平坦，为第三纪红色砂砾岩之丘陵地带，海拔标高在100米左右，形成了东北西南向。 ·

的狭长盆地。矿区位于盆地南翼，采矿场的主，吾8井布置在汀家畈的平原上，井口的海拔
·

标高为73．5米。 ．
．，

．这里矿藏资源比较丰富，矿区东起邱坪坳，杜家冲，经银孔山、上塘冲，西至官山，

断山，共六个矿体，东西总长达13公里。银孔山、上塘冲位子汀家畈的东西两侧，是桃矿．

首期开采对象。其工业储量约2，000万吨，：占六个矿体总储量的三分之二，平均品位铅为
．

1．06％，锌为1．97％，萤石为15．7r7r％，折合金属储量铅为20．8万吨，锌为39．8万吨，萤

石为320万吨。邱坪坳、杜家冲的开采价值低于银孔山、上塘冲，官山、断山则是矿山今

后持续生产的后备基地。 ‘、’ ．“，

，。桃矿的厂址位置适中，矿中心区渔潭与首期开发的汀家畈矿区(银孔山、上塘冲)，： -

以及后备生产基地刘家坪矿区(官山，断山)，三者恰似鼎足之势，采，选之间有铁路、·

公路相通，交通运输条件较好。 ，
． 、

‘矿山有自建轨距为1，435公厘的标准轨永久性铁路。同铁路干线——京广线接轨地点

为临湘火车站。由临湘火车站至渔潭选矿工业场地为16．902公里，由渔潭至汀家畈采矿工 ·

业场地(包括站线和联络线)为13．382公里，总长共计30．284公里。渔潭至汀家畈为专用

铁路内线段，主要担负矿石运输任务，并接送上下班职工和兼办客运，渔潭至临湘五里脖

为专用铁路外线段，主要担负产品外运和客货运输任务。自备有机车四台、专用车辆4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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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客车10辆)，大、小型轨道车各一台、履带式吊车一台、桥式起重机一台、轨道超

重机一台、轨道衡一处。 ·

还有自建矿区公路1．3．42公里。矿区公路同矿山专用铁路线基本上平行，以汀家畈采

矿工业场地为起点，经渔潭至大岭口，与临湘县公路干线汇合I矿山并自建了野猪冲(汀

家畈)和老虎冲(炸药库)两条联络线，同县公路干线贯通，从而使矿内环形公路四通八

达。矿区公路经临湘县公路干线分别同省内外公路网连接l从桃矿经临湘向西南行，至岳

阳与省内公路网贯通，经临湘向东北行，至蒲圻与湖北省公路网贯通，经糯湘向东南行，

至通城或平江等县与江西省公路网贯通。桃矿至临湘县城15公里，至岳阳市66公里、至长

抄市185公里，至湖北武昌191公里。自备有各种汽车30台(其中包括大，中，小型客车七

台)·

矿山用电系由湘中北电网供电。现有降压变电所两个，l号变电所在渔潭选矿工业场

地，2号变电所在汀家畈采矿区。l号变电所由11万伏岳桃线(岳阳——桃矿)与湘中北

皂网岳阳电厂相联，．再由1号变电所通过渔汀线(渔潭——一汀家畈)将1l万伏高压电送往

2号变电所。1，2号变电所受电变压器容量分别为10，000千伏安和7，500千伏安。1，’

2号变电所之问有6千伏线路相联· ．

， 矿山并建有自备电站和电厂．自备电站设渔潭，发电机组两套，单机容量为l，500旺

和750配汽轮发电机组各一套，lo吨／时和5．5吨／时蒸汽锅炉各一台，经常开动的是l，600

觅发电机组，其任务是弥补外部供电的不足和为冬季萤石浮选提供热水。自备电厂设汀家

畈，两套柴油发电机组，单机容量为440配，不常开动：作井下保安备用电源及平衡短暂

高蜂负荷用．
’

‘
’

本企业全年电力需要量为4，847万珏小对，其中工业用电为l，688万跹小时，有效功率

力9，534珏。全矿动力供应仰赖企业外部的湘中北电网，企业自建的电站、电厂只能提供有

限的补充电源，因此，企业用电情况以外部供电情况为转移。
’

矿区位于新墙河的中上游．新墙河发源于矿区东北部的药姑山，下游子岳阳县荣家湾

往入洞庭湖。新墙河流域面积为161．5平方公里，是矿区附近最大的河流，其支流有板桥

河，小港河，沙坪河等，各文流至挑林镇附近汇合后，水量开始较大。这些河流在矿区附

近的流域，多属细流和浅滩，雨季易发出洪．水流湍急，持续时间短，旱季多于涸见底。

在一般情况下。河水较浅，无航运之利．每逢雨季河水上涨时，由桃林起可行驶载重一，

两吨的平底木船至洞庭湖。根据矿区河流情况，企业生产及生活用水的水源地选定在新墙

河和板桥河两处．矿区各供水水源，基本上是良好的。新墙河最小流量为O．1立方米／秒，

每昼夜可达30吨以上，足够矿区供水之最大需要置。加之流经矿体上盘的新墙河在矿山基

建时期已经改道，于忠防杜家冲修建了一座库容为2，900万立方米的贮水库，以调节水量。

经水库调节后，新墙河滑石滩水源地在最桔季节可取得0．37立方米／秒的水量，完全可以

满足企业生产及生活用水．板桥河是新墙河的主要支流，其最小流量为0．068立方米／秒，

可供给选矿工业场地辅助车间及工人村生活用水．矿审心区渔潭至板桥河及新墙河分别为

0．8公里及两公里，扬程约50米及57米，供水条件较好。 。；．

矿山根据水源地分布的特点，需水单位的位置和需水要求，采用三个供水系统I’+．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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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家畈采矿区供水系统，采矿工业场地生产及生活用水，开始由新墙河泥湾骆家水源

地供给，后来改变了水源地，直接从忠防水库溢洪道吸取。水泵站装机容量535融，输水

管路3，000米(管径300毫米)· 、 ·
。 ，

菇趸选矿厂生产供水系统。选矿厂生产及消防用水，由新墙河滑石滩水源地供给，用水泵

将原水吸入选厂贮水池，再由该池送至选厂各用水点。水泵站装机容量700珏，输水管路

3，400米(系双线总长度，管径400毫米)。

渔潭片生活供水系统t渔潭工人村生活用水取自板桥河水源地，水泵站装机容量150

珏，输水管路1，150米(管径200毫米)。 ，

．

矿区位子北回归线偏北温带之最南部。春夏季，昼长夜短，秋冬季，昼短夜长，属温

带湿润气候区。又因本区在中国大陆之南部，东南近海岸受海洋气候影响，亦属大陆性海

岸气候。根据历史记录资料，矿区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左右，最高平均气温为摄氏21度左

右，最低平均气温为摄氏13．5度左右，绝对最高气温为摄氏39度，绝对最低气温为摄氏零

下13度。一年内高气温月在五至九月，低气温月在十二至三月。年平均雨量为1，340毫米

左右，降水最大年为2，336．5毫米(1954年)及2，284．8毫米(1935年)，最小年为80 7
，

毫米(1927年)。一天内最大降雨量为246．1毫米(1954年)。雨季在四至六月份，即西

伯利亚冷锋与东南海岸暖锋交接时，杨子江区气旋活动频繁。其特点是降雨连续不断，强

度大。建矿以来最大一次降雨，如1967年5月29日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止，六个钟头雨最达

236．5毫米，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河水猛涨，忠防水库水位这天上午十点十分上升到90．6

米，超过警戒水位o．2米。当时由于电源中断，溢洪道的三个泄洪闸直到十二点才通过人·

工陆续打开，水库水位随着泄洪闸逐个开通，从十点半开始逐渐下降。这次暴雨成灾，造

成矿井被淹没两个中段，铁路冲毁，交通和通讯联络中断，全矿被迫停产。经突击抗洪抢

险，至6月20日始恢复生产。矿区系落雷区域。夏秋季节，本区对流性雷雨很发育，此种雨

之特征是区域小，变化大，强度大。但时间不长。旱季在十至一月。降雪期在十二至二月 ，

底，一般降雪都不厚。 ，
- ：

本区风向多为北东及南西，风速南西向最高达九级，北东向次之，一般多为二至三

级。南西风夏秋季盛旺，当吹南西风时空气干燥，相对湿度大大降低，蒸发量增大。冬春

季北东向季节风特别盛旺，当吹北东风时相对湿度大，大气中水汽饱和。年平均气压为

757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82％，蒸发量平均约为1，160毫米，无长期冻结现象。
‘

矿区地质构造简单，矿床成因类型为中低温热液充填矿床，1957年经国家储委批准的

。储量总和为3，244万吨。矿石含二氧化矽达86．9％，系高矽尘矿体。据1954年重工业部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中南分局在本矿区附近调查，以及地质构造历史记载，桃矿区域在第

四纪以后，未发生过大的破坏性地震。按地震烈度分级和目前所得资料分析，本区应属第

四级烈度。 ．

t

’

桃矿，是根据前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的指示，在1956年6月正式成立直属部

局领导的筹建单位(即盔桃林铅锌矿筹建处一)，与广西泗顶铅锌矿及株洲冶炼厂同时上 、

马，分头进行基本建设的。桃矿渔潭工人村等非生产性建设--T1957年10月开工，采矿和选

矿工程于1958年4月和5月相继开工。露天采场和选广第一系统在1959年12月即开始投入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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