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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矿山地质学是地质科学一个应用分支，是地质学与采矿工程学交叉结合的产物。
它运用地质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矿山开发勘探、生产建设直至开采结束矿山关闭全过程的各种地质问题
。
矿山地质工作是国家地质事业、矿业生产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一书第12章“矿山地质工作”中所述：1949年前中国矿山地质几乎处于
空白，仅有个别矿山企业（如云南锡业公司）有少数地质人员负责生产技术工作兼做些零星的矿山地
质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矿山地质工作随着大规模矿山企业的建设而创建，又随着国家地质事
业和矿山的现代化而迅速发展。
60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矿山地质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
第一，提高了矿山资源保障能力。
经过矿山成矿与找矿研究及实践，在矿区深部、外围发现大量新矿体（床），延长了矿山生产服务年
限。
如我国最大的广东凡口铅锌矿，自20世纪60年代投产至今40多年来一直稳产高产，累计消耗矿石储
量2600万吨，相当于1965年探明保有储量的85％以上。
由于矿山企业重视矿山地质和深部、外围找矿工作，与地勘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相结合共同开
展成矿与找矿科研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增储量2000多万吨，受到全国危机矿山找矿办公室等主
管部门好评。
第二，各矿山企业加强了废石、尾矿资源化及再开发利用。
全国现存尾矿总量达100亿吨以上。
如首钢冀东铁矿、广西大厂矿区和江西赣南各钨矿在尾矿再选和生产建材、筑路以及采空区填充材料
等方面成效显著；江西德兴铜矿与中科院合作，在矿区复垦造地、植被绿化等方面取得实际成效，治
理了地质灾害，极大地改善了环境。
第三，计算机及新技术的应用。
许多生产矿山都应用计算机提高矿山地质工作质量和效率，有的正由单机使用向建立数字化矿山系统
发展，包括矿山地质、矿山测量信息系统，采矿、掘进（剥离）优化设计（计划）编制系统，采矿、
出矿生产监控和优化配矿系统等。
第四，全国性学术组织诞生，矿山地质学术繁荣。
1979年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矿山地质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这对我国矿山地质理论与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实用矿山地质学（上）>>

内容概要

本书展现了新中国60年矿山地质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主要成就。
本书出版为地质科学及矿业工程学增添新的学术活力。
书中矿山实例多、实用性强、应用特色突出，对广大矿山地质工作者有着鲜明的示范意义及带动作用
，可供地质找矿勘探人员、相关高校师生、科研设计和国土资源等人员学习参考。
同时又是向各级矿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领导宣传普及矿山地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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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贻水
　　68岁，研究员。
1958年8月考入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学习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找矿与勘探专业。

    1963年9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工作。
20余年，先后完成包头、金川、攀枝花、凡口、大冶、小秦岭等10余个生产矿山的资源利用重大科研
任务，提出科研报告10余份并用于生产。
1982年12月调到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任处长、副司长、副总工程师等职，先后到美、俄等数十个国
家进行考察及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组织完成国家地质科技攻关的”六五”、”七五”、“八五”、“
九五”等9个人项目中的有关任务。
同时组织完成有色金属地质找矿、海洋采矿、选矿、冶炼及加工等300余个项目中的有关任务，荣获国
家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四等奖多项。
1998年9月退休，10月到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任理事、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工作，被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评为”先进工作者”。
40多年来．发表论文120多篇，编著、出版25部专著。
参与创建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工作，30余年来历任学会秘书长、副主任及主任等职务。
现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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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产矿山土地复垦新局面　尾矿库复垦与污染防治　狮子山铜矿尾矿库无土复垦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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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建议　自主创新地拓宽矿山固体废弃物利用的新领域　尾矿废石资源化开发利用新阶段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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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资源危机加强矿山地质工作任务紧迫　2020年冶金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加强有色
系统黄金地质工作　我国陶瓷原料的历史沿革和开发趋向　我国黏土资源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地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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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工作的几点经验　我国化学矿山地质工作的主要成就　我国矿山地质工作现状差距及2000年
展望　我国矿山地质工作在矿业开发中前进——纪念中国地质学会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25周年　
世界铜业资源及利用　钢铁工业矿产资源及供需形势附录  矿山地质测量　附录1 矿山测量学简介　附
录2 谈矿山地测机构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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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949～1965年为创建和顺利发展时期。
1949～1952年，党和政府接管了各主要矿山，并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矿区地质调查和收集矿产资料
，为迅速恢复生产提供了条件。
1953～1965年，矿山生产建设大规模展开。
这期间，矿山地质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学习推广苏联经验；二是组织机构及业务建设；三是建
立健全规章制度。
冶金矿山地质工作开展较早，1953年初，苏联专家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矿山开采中的地
质工作》报告，随后在重工业部的苏联专家编写了《矿山地质暂行操作规程》。
1955年重工业部干部学校举办训练班，由苏联专家系统讲授矿山地质理论和方法，轮训矿山地质技术
干部。
1956年长沙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开始设置矿山地质专业，为我国正规矿山地质教育的开端。
与此前后，白银有色公司、云南锡业公司和鞍钢等一些厂矿企业选派地质技术干部赴苏参观学习，同
时还参照苏联的经验从部局到矿山企业先后建立了矿山地质机构，编制了冶金矿山地质工作条例及相
应的细则，认真贯彻执行了保证生产、指导生产、监督生产的方针。
非金属矿山地质工作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1963年在四川石棉矿进行了生产地质和矿山测量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总结了一套基本适合我国非金属
矿山特点的耕作方法并编写了相应的规范。
1966年5月召开了矿山生产地测工作会议，在重点非金属矿山推广了试点经验。
苏州瓷土公司、丹巴云母矿、南墅石墨矿、应城石膏矿、金州、朝阳石棉矿等重点矿山首次建立了地
测科和生产勘探队伍，并涌现了朝阳石棉矿等生产地质工作优秀典型。
铀矿山地质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由无到有得到全面迅速发展。
1960年第一次全国矿山地质会议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矿山地质工作机构；1962年制定了《铀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试行）；各铀矿矿山企业也相应地制订了实施细则，为铀矿矿山地质工作的统一和标
准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化工矿山地质工作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和指导化工矿山的开采工作，在化学矿产地质研究院设立了矿山地质研究室，在大型化学矿
山设置了地测科（组），重点化学矿山成立了矿山地质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化工矿山地质体系
。
1963年6月在江苏锦屏磷矿首次召开了化工矿山地质测量工作会议，系统总结和部署了化工矿山地测工
作，促进了化工地测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964年在总结我国矿山地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联合颁发了《矿山生产地质和测
量工作暂行规定》。
1965年12月国务院批准颁发了《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对推动全国矿山地质工作和资源保护工作
起了重要作用。
（2）1966～1976年为矿山地质工作遭受挫折的十年。
在此期问，大部分矿山地质机构被撤销合并，大批技术干部被迫改行，甚至下放劳动。
合理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
矿山地质工作处于削弱和停滞状态。
（3）1978年及其以后，为矿山地质工作振兴和繁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矿山地质事业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978年各生产矿山恢复了矿山地质机构，大量矿山技术人员返回原工作
单位，矿山地质工作得到恢复。
2）1979年、1982年及1987年冶金工业部和1982年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矿山地
质工作会议；1984年化学工业部召开了重点化学矿山生产地质测量及贫化损失管理工作会议；与此同
时核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等工业主管部门均召开了类似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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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交流了经验，明确了矿山地质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发展方向，为促进矿山地质工作的繁荣、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
3）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和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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