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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几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随

着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着社会向前迈进。我国的改

革开放给科学事业带来了第二个春天，而科学技术的

深入研究，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又极大地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正值南方风来、满眼春光之际，邓小平同

志的南巡讲话不仅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劲的活

力，也给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蓬勃生机，《德兴县

科学技术志》的编纂成功，其实又可谓深而远矣。

德兴县具有悠久的科学技术经验，早在唐宋之际

就有冶铜炼银之术，而元代天文学家关于对天象观察

所得的科学论断已是独步于当时世界科技领域，至于

近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更是举不

胜举。《科技志》则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德兴科学技

’术发展的历史，再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科技成

果在实际中的应用。内容详实丰富，选材由远到近，

由略渐详，安排得合理得当，体现了较为严谨的科学

。态度。《科技志》的编纂付梓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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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科技发展的状况，而且对当前我县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建设的

科技含量都具有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然， 《科技志》的编写毕竟是德兴科技史上的

第一次，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专家、学者和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齐金火

一九九二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史实，在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为社会

主义的科学技术工作服务。

二、记述时限，上起隋，下止1991年5月1日。

三、书中出现的“解放前"、 “解放后”系以

1949年5月2日德兴县解放为界。解放前以当时朝代

纪年，同时括注公元。

四、全书以记、述、志、录等体裁记述史实，并

以图表作为补充，志体各篇分章、节记述。

五、机构、职务、区划等名称，概按不同时期的

实际称谓记述。地名和机构名称，除首次出现时使用

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如： “德兴县科学技术委员

会"简称为“县科委”。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科委和各有关工、矿、

厂、场等单位编辑史志资料，引用时，除重大问题
外，概不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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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兴自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年)建县以来已

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县内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人文

荟萃。唐宋时期，教育发达，书院众多，人才辈出。

据《江西近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记载： “本省进

士自唐贞观德兴张文冠、董申始’’。唐代全省进士65

名，县内有9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15％，宋代县内

的进士是唐代的38倍。

自宋以来，县内有著作流传后世的人物148人，

著作计248部。据《四库全书》记载，收入经史子集

四库的有25部。南宋文学家汪藻，今小浮溪人，除修

撰政事录665卷外，著有《浮溪集》、《浮溪文粹》

等；南宋端明殿学士徐俯，今天门村人，有诗集6卷

传世；进士董熠，今海口村人，撰《救荒活民书》3

卷，被宁宗誉为南宋第一书；胆水浸铜专家张潜，今

新营乡吴园村人，编著《浸铜要略》一书，这是中国

有名的水法浸铜专著。此书，元代后散伏，目前可在

危素的《(浸铜要略)序》中窥见一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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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水浸铜，就是把铁放在胆矾(即天然硫酸铜)

溶液中，使胆矾中的铜离子被金属铁取代，而还原为

单质铜沉淀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

德兴铜厂产铜，始于唐，大盛于宋。清代顾祖禹著

《读史方舆纪要》中称： “铜山(即今铜厂)在德兴

县东北三十里，唐置铜场处，山麓有胆泉，亦日铜泉，

土人汲以浸铁，数日，辄类朽木，刮其屑锻炼成铜。”

宋元裙年间(1086--1093年)设兴利场(饶州府

办铜场)于德兴铜厂，生产胆铜，年产铜达51000余

斤。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置德兴县场(属县办铜场)，

嘉裙七年(1062年)罢。县办铜场，前后存在52年。

胆水浸铜需要铁，用铁2．4斤得铜1斤。南宋淳

熙五年(1178年)后，因铁供应不上，胆铜生产每况

愈下，至淳祜后渐废。

元代，曾试图恢复水法浸铜生产，清顾祖禹《读

史方舆纪要》卷35记载：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

中书省臣张理(张潜后裔，今新营乡吴园村人)言德

兴三处胆水，浸铁可以成铜，宜即其地名立铜冶场。

从之，因以理为场官。试之，其言不验，于是复废"。

明代初年，据《读文献通考、征榷》及《明实录：

明宣实录》载：当时曾成功地恢复了德兴、铅山两地

水法浸铜生产，两地的胆铜产量达50余万斤，比宋时

两地的最高产量43万斤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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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铜厂祝氏(祝氏祖先曾为监铜之官，后定居于

铜厂)家谱载：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采

铜颇盛，直接开采矿石。从事火冶，其后渐衰，遂废

置之"。铜厂矿山，历代留下的老窿很多，最大的采

区长22米，宽17米，高4米。

(二)

银是装饰和铸造货币的重要金属。据史载，我国

在汉代开始以银为货币。

本县银矿在隋代大业年间由郡都尉张蒙发现，但

未开采，唐总章二年(669年)郡守窦俨奏立银冶。

上元二年(676年)正式开采。大中三年(849年)开

采特盛，每岁出银10万余两，天裙年间(904—907

年)因工亡事故停产。

宋太宗建隆元年(960年)提倡矿业，大兴采银，

景裙年间(1034m1037年)山穴倾摧，银竭而银课未

除。饶州太守范仲淹奏罢银场获准，为德兴百姓免去

了一项沉重负担。据元丰三年(1080年)成书的《元

丰九域志》载：德兴下设“银市院——银场”。由此

可知银矿停采时间并不长，银山的银矿开采，几度兴

衰、断断续续，从唐至宋开采达三百余年之久。

德兴先民采银炼银工艺水平，至今不见任何文字

记载，但先民们却留下了大量的纵横于地下的废旧坑

道(俗称老窿)和地面上的开采沟以及大量的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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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古炉渣堆。从这些遗迹看，古代的地质探矿和冶

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据1958年409地质队探矿的在案正式记录，发现

的老窿大约总计2436米，300余处，老窿在地表有开

采沟(条形)和洞口(圆、方形)两种形态。窿口有

的是探矿口，也有的本身就是矿藏出露口。坑道，其

形状有直井、斜井、平巷等。沿矿脉走向展布的开采

沟，最宽可达10—15米，最长有100多米。

凡是出露地表的矿脉，几乎都已采尽，从纵剖面

上看，近地表的矿脉顶端，30一50米深度以内的矿

体，大都被古人采尽，它们多呈漏斗状、葫芦状或不

规则形状，深部的老窿向地下延伸，最深可达200多

米(侵蚀基准面以下100米)。老窿内除局部充填砾

石、黄土外大部分是无充填物空洞巷道，其走向和倾

向与矿体基本吻合，异常陡峻，采幅普遍较窄，一般

1—1．5米，个别数米至30多米，多数为脉内开拓、

脉内开采，必要时也留下不回采的矿柱。支护简单，

坑道类型有“沿脉”， “穿脉"，也有“天井”等，

很有规律。

如上所述，古代采矿有以下几个特点：

采矿经验丰富：从老窿分布情况看，矿都找得很

准，矿体越大越富的地区，老窿越多，开采规模也越

大。这说明古人已有较高的找矿技术水平。



概 述

开采选择性强：多选择大型富矿脉和易采矿脉。

的规模与导向都有最经济的筹划，采幅随矿脉的

变化而变化，一般都比较狭窄，作为探矿用的“穿

脉刀尤其狭窄，仅够一个人的肩宽，少数也有比较宽

的。 ，

工程布置比较合理：绝大多数坑道工程直接布置

在矿体上或大而厚的富矿体内。坑道既是探矿坑道，

也是采矿坑道，我们现代人常用的边探边采、探采结

合的采矿方法，古人早已采用了。

手工开采，劳动强度大·0在一二百米深的坑洞里

用原始的手工劳动进行通风、照明，提升运输矿石、

材料和人员，其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见。尤其是采到

潜水面以下，遇到地下涌水，渗水汇集于坑井，可见

古人治理地下水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由于生产力的

低下，古人坑采深度是有限的，更深处的矿脉只好放

弃。

安全系数低：古人采矿有明显的缺陷，开采时普

遍是采富弃贫，采易留难，重挖掘，轻保护，常发生

山崩穴塌、矿毁人亡的悲剧，这又造成浪费资源和破

坏资源的完整性，为后人采矿留下困难与隐患。

在德兴县城东边铁屎山谷中，满山遍野堆积着数

十万吨的古炉渣。据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上饶地

质大队101队，赣东北有色金属公司生产处等单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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