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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银 铅 锌矿开发史料与找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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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是银铅锌矿开发较早的省份之一 史料丰富 ∀本文从史料的角度 阐述了与云南古代有关银

铅 锌矿的开发概况 !基本特点以及如何保护 !继承这份丰富的历史遗产 进而对目前有关史料的研究和古代采矿

遗址清理情况进行分析 提出今后找矿的一些想法 ∀

关键词  古代采矿地  史料  银铅锌  云南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云南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同时也是矿业开发

比较早的省分 ∀据史书记载 早在东汉年间人们就

开始从事找矿与采矿活动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

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重温云南有关矿产寻找

与矿业开发的史料 一方面可追溯云南矿业发展的

里程 凸现其矿产寻找与开发的辉煌创业史 另一方

面还可以加深对云南成矿的认识 为今后工作提供

新的找矿思路 ∀

 古代矿产寻找与矿业开发的概况

云南省有悠久的矿产寻找与矿业开发的历史

夏湘蓉等 ∀据5续汉书#郡国志6记载/ 律高

今陆良县东 石室山 出锡0 / 贲古 今建水县东南

个旧 采山出锡0 / 律高盛町山 贲古羊山产铅0 ∀可

见在 年前 人们在滇东地区就已开始寻找矿

产 并认识到个旧同时产有银 !铅 !锡 ∀

唐 !宋期间 云南的矿业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了

云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并实行了官方管

理 ∀据5国史两朝志6记载 唐朝时银矿曾设立了/ 二

十三州 !三军 !一监 !治八十四0进行系统管理 显然

当时矿业已具规模 ∀元代 公元 ) 年 云

南矿业开发已占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5新元史#食货

志6记载 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 公元 年 / 尚书

省遣人行视云南银硐 现个旧老厂西南 获银

两 约 奏立银官场0 此可谓云南最早由官

方承办的矿山 ∀当时云南银矿开采场地分布较广

有临安府 现通海 !元江 !威楚 现楚雄 !大理 !金

齿 现保山 等地 采银业十分兴盛 至元朝天历元

年 公元 年 云南年课银达 两 已占全

国年总课银量 两的 ∀云南当时银产量剧

增及采银业兴盛之原因是广泛采用了/ 吹灰法炼银

术0 即从含银的方铅矿中提取银 使大量多金属矿

或铅锌矿得以利用 扩大了银矿石的来源 提高了银

回收率与银的产量 一冰 ∀

明朝 公元 ) 年 随着矿业开发 人

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 ∀公元 年出

版的5天工开物6五金篇中始见/ 倭铅0一词描述 将

金属锌叫作倭铅 而把菱锌矿俗称为/ 炉甘石0 还写

到/ 凡产铅山穴 繁于铜 !锡0 反映了当时对矿物和

矿物共生规律已颇有认识 特别是书中还提到当时

已经广泛使用的 / 升炼倭铅术0 ∀该冶金技术称为

/ 蒸馏法炼锌0 比欧洲人火法炼锌早数百年 ∀它可

从氧化锌矿石中炼取锌 用于当时货币制造 说明在

明朝锌矿已得到广泛利用 ∀当时云南在这方面也是

很先进的 ∀在5读史方兴纪要6 卷曾写/ 宁州 华

宁 东百三十里备乐村水角甸山产炉甘石0 为云南

锌矿产地最早的记载 ∀该书还指出当时云南银产地

有曲靖 !东川 !楚雄 !姚安 !南安州 双柏 !大理 !永

昌 保山 !镇源等八处 当时云南在全国的银产量

占十分重要地位 ∀ 5天工开物6曾记载 / 凡银中国所

出 指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广 !河南 !四川 !贵州 !甘

肃等八省 不敌云南之半0 可见明朝云南的矿业开

发已经十分鼎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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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 公元 ) 年 早清时期云贵总督

蔡毓荣曾给康熙帝上书 建议/ 开矿藏0 !/ 广鼓铸0

并得到了康熙帝谕准 于是从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

年 起 云南境内大举开矿 涉及矿种有铁 !铜 !

银 !铅 !锌 !锡等 其中以银 !铅 !锌最盛 ∀据5清史稿#

食货志6 !5清实录6 !5云南通志6等记载 在清康熙 !

雍正 !乾隆全盛时期 云南银 !铅 !锌矿产地遍及 个

府 丽江 !临安 !东川 !永昌 !开化 !鹤庆 !南安 包括

了现今的 个县 如鲁甸 !会泽 !永善 !镇雄 !文山 !

新平 !中甸 !永胜 !保山等 ∀当时京师铸钱所需的银

以及铅 !锌等原料大多由云南供给 ∀据5大清会典6

记载 / 正供岁入之数 云南银场岁课银六万七千三

百两有奇 0 !/ 云南铅锡矿岁课银三千

两有奇 0 前者指保山 后者指个旧 ∀据

5清文献通考6 会泽者海倭铅厂 / 乾隆三年 公元

年 试开采 年定额产倭铅 万斤 0 ∀

据5古矿录6记载雍正二年 公元 年 当时年出

省锡锭 万斤 ∀显见在前清云南有色金

属开发已具有相当规模 特别是乾隆七年 年

在鲁甸乐马厂 乾隆九年 年 在永善金沙厂

嘉庆五年 年 在云龙白羊厂 嘉庆二十一年

年 在双柏马龙厂 先后从/ 冰燥0 炼银炉渣

中成功地回收了铜 表明当时人们对矿产资源的认

识及其冶炼技术已达到十分高的水平 ∀

 云南古人矿产开发的若干特点

对云南古人开采遗址与史料初步研究可以看

出 古代云南矿产寻找与矿业发展有如下特点 给后

人留下了诸多的探讨与思索 ∀

云南在矿业开发上 历代都将铸制货币原

料的银和含银矿产的寻找与开发放在首位 ∀由于银

的地球化学特性 除个别形成独立银矿床外 大多数

与铅 !锌 !铜矿床共生 其中银常与铅呈类质同象寓

于方铅矿中 ∀因此 当元代/ 吹灰炼银术0发明后 云

南许多铅锌矿或多金属矿床卷入了采银行列 如个

旧 !澜沦老厂 !双柏马龙厂 !云龙白羊厂等 ∀现在所

见的古人采矿遗址 很大一部分是当年作为银矿开

采而实际上是铅锌矿床或多金属矿床的矿产地 ∀这

个历史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找矿信息 ∀

据古人采矿遗址清理 其开采矿体多为脉

状或层状 !似层状矿体 与围岩接触明显 易于识别 ∀

赋矿围岩多为灰岩与砂岩 很少为夕卡岩 !岩浆岩

尤其是基性岩与超基性岩 ∀矿石多为致密块状

或条带 !条纹状 很少为浸染状 ∀因而从成矿特征

看 古人所开采的矿床主要是成矿标志比较明显 !矿

石品位比较高 !矿体相对比较集中的热液脉状矿床 ∀

而夕卡岩型 !岩浆岩型矿床当时较少涉及 ∀研究表

明 当时古人开采的热液脉状矿床中 有的就是矿床

的主体部分 如双柏的老石羊厂 有的不是矿床的主

体部分 而是矿床边缘或顶部的次要部分 如个旧矿

床 古人最初开采的银矿多是产在矿床边部与顶部

的成矿晚期铅锌矿脉 ∀显然 由于古代人们对矿床

与采矿对象认识水平的局限性 在采矿遗址上给后

人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间 ∀

受当时开采技术的限制 古人主要开采矿

床的浅部 其深度一般为 ∗ 个别可达

以上 ∀采矿老硐在空间分布上比较零乱 千姿百态 ∀

但总体上沿走向展布 并且多以开采上部富矿为主 ∀

所以在古采场上往往可见到分布十分密集 !大小不

一 !形状各异的老硐 如康熙二十四年 年 开

采的双柏石羊厂银矿 目前已清理出 多个老硐 ∀

近 年清理老硐资料显示 除少数规模小 !埋藏浅

的矿床已被采尽外 大多数古人开采的矿床并未完

全采尽 有的仅采了近地表部分 而未触及矿床主

体 如云龙白羊厂 有的仅采了矿床次生或伴生组

分 而没有发现主矿体的主要组分 如个旧锡矿 有

的只采了富矿而留下了当时无法利用的/ 贫矿0 如

奕良毛坪 ∀所以 年后云南各地在老硐清理中

除银外还获得了一定数量铜 !铅 !锌等高级别的表内

储量 表明古人采矿遗址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尚需做细致的工作 ∀

古代采场勘查资料表明 由于当时交通运

输问题 所采矿石多就地选 !冶 故采场与炼厂距离

都不远 两者经常毗邻 ∀而炼厂的废弃物如废石 !尾

矿 !炉渣等就地堆积 散布于采场附近 ∀现今在古采

场 尤其在开采规模略大 !冶炼历史较长的古采矿

场 均可见到历代遗留下来的炉渣等 ∀这种产 冶结

构无形给后人提供了找矿标志 同时 由于古代炼取

金属的单一性 所以通过炉渣便可以了解矿床中所

含的物质组分 为矿床评价提供可靠信息 以防漏

矿 ∀如在鲁甸马乐厂 !永善金沙厂炉渣中均含较高

品位的铜 ∗ 后经勘查 证实了它

们为多金属矿床 ∀另一方面 长年积累的炉渣还可

直接作为炼厂原料 ∀上世纪 年代建立的澜沦冶

炼厂就是以当地炉渣为原料的 薛步高 ∀

据史料综合研究表明云南古采场分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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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几乎编及全省 但主要集中在如下地带 图 ≠

滇中的大姚 ) 南华 ) 双柏 ) 新平一带 滇东北的

永善 ) 会泽 ) 东川 ) 富源 ) 建水一带 ≈ 滇东南的

元江 ) 个旧 ) 蒙自 ) 文山与马关一带 …滇西的大

理 ) 云龙 ) 兰坪一带 ∀此外还有保山 !澜沦等地 其

中以前三者最发达 它们地处哀牢山以北 地形切割

与起伏不大 人口相对集中 交通比较方便 向北经

金沙江水路可通往内地 向西南经陆路可达当时的

缅甸 ∀并且以昆明为中心 与当时的东川府 !建水

州 !镇雄州共同构成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

如此优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氛围是

这一带矿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尤其在交通沿线的滇

中 !滇东北地区 矿业处于长盛不衰的境地 ∀

 问题讨论

311  有效保护 积极开发

云南古代矿业开发虽然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

制 具有很大局限性 复杂矿床类型和稀有金属矿种

无法全面认识 深部矿体和交通不便的矿床未能得

到了解 ∀但是古人对矿床的开采不但为当时社会进

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且给后人在云南矿产寻找

及矿业开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对于这份历史遗

产 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 继往开来 深入研究 从中

寻找出更多的找矿信息 ∀目前有关云南矿产寻找及

矿业开发的史料散失了不少 或残缺不全 古人采矿

的遗址也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 有的所剩无几 应予及时采取积极措施 有效地

加以保护与抢救 ∀另一方面 在地质调查中应考虑

组织既懂矿产地质 又精通古代文史的人员对有关

史料与遗址进行专题研究 !整理 并将其作为地质调

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地质科学中的分支学科 以

便从中开发出更多的找矿信息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

务 ∀

312  史料研究 4 种情况

图  云南古代银 铅 锌矿开采地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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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来云南省对有关古人开发矿产的史料

进行了不少工作 取得了一定效果 其有 种情况

古人采矿地经史料研究 !老垌清理 并在现

代成矿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系统深部工作 获得了丰

富的矿产储量 证明了古人采矿地是具有工业意义

的成型矿床 有的甚至是大型 !超大型矿床 如个旧

锡多金属矿床 !东川铜矿床 !金顶铅锌矿床等 ∀

年后云南所发现的大 !中型金属矿床大多数属于这

种情况 而这些矿床的发现又为云南作为我国有色

金属矿产大省奠定了基础 ∀

古人采矿地在史料上有所记载 但经多方

研究 !查证 目前仍未落实其具体位置 ∀如乾隆四十

四年 年 开采过的建水普马厂铅锌矿 康熙

四十六年 年 开采的南华水盛厂银矿 ∀类似

这种情况的铅锌矿产地在云南大约有数十处 ∀其原

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其中不乏由于云南历代封建割

据 !战乱不停 造成了地域名称更换与自然条件破

坏 致使其地名与原采矿地不符 ∀

古人采矿地虽然位置已落实 但由于种种

原因而未予评价 ∀如凤庆涌金厂曾在清嘉庆五年

年 和民国初期两度开采银矿 但长期以来由

于交通不便及其它原因始终没有进行详查与评价 ∀

近年来的民采表明 该处有老硐 处 单脉长达百余

米 ω 最高达 一般为 ω° 一般为

看来该处可能是银多金属矿床 ∀

在史料中没有记载 但在历史上古人曾开

采过 ∀这种情况不多 但往往易于误解 认为其价值

不大 或因其他原因而误判 ∀如大姚直苴在历代各

种史料中均无记载 而在清未 !民国初年曾经开采

过 ∀ 年后矿产普查过程中 由于该区侵位于白

垩纪红层中的喜马拉雅期黑云母正长斑岩与姚安老

街子干沟金矿化岩体十分相似 故一直作为找金对

象 但均无成效 ∀事实上其成矿机理与姚安老街子

° 矿可以对比 后者已发展为独立 ° 矿床

ω 为 ∀因而它原产的也可能是 ° 矿

张良 ∀对于这种情况一定要通过详细区域

对比 否则很容易走弯路而得出错误结论 ∀

上述 种情况表明 有关云南古人矿业活动的

史料是可靠的 但情况也是多样的 因此必须深入研

究 实事求是 分别对待 才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

313  结合勘查 逐步深入

前已提到云南古代矿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滇东

北 !滇中 !滇东南与滇西等处 ∀近 年来对上述

个地区进行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在史料

整理与验证上各地差异甚大 因而 今后史料研究工

作内容应亦有所不同 ∀

滇东北的永善 ) 鲁甸 ) 会泽 ) 东川 ) 寻甸

) 富源 ) 建水 ) 带 是云南矿业开发较发达地区 ∀

年后 对这一带古代采矿遗址的清理与史料研

究也比较深入 并且探明了东川 !会泽 !富源等大 !小

矿床数十处 使其构成一近南北向展布的多金属成

矿带 成为云南有色金属重要生产基地 ∀但从近年

来史料研究得悉 该成矿带内仍有史料明确记载而

至今尚未落实位置的采矿地 如建水的大黑山铅矿 !

普马厂锌矿 !黄泥坡银铅 !通海的逢里山铅矿 寻甸

的妥妥黑铅矿 !东川的阿那多铅矿 !陆良的盛町山银

铅矿等 ∀此外还有据史料已确定采矿地位置 但没

有进行评价的巧家棉花地银矿 ∀看来落实古人开采

的具体位置是这一带今后工作的重点 而这些采矿

地具体位置落实又有望再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

滇中的大姚 ) 南华 ) 楚雄 ) 双柏 ) 新平一

带 在历史上矿业开发比较鼎盛 但 年后工作

进展不大 ∀据史料记载 结合现今地质资料分析 这

一带矿产地在空间上基本沿着近 • 向分布 长约

赋矿地层比较稳定 主要为中侏罗统砂岩与

上三叠统灰岩 其中可分 段 ∀南段相当于新平附

近 主要有道光十二年 年 开采的白达莫银

矿 ∀近来勘查表明 其深部有 个盲矿体 矿石为致

密块状 以闪锌矿为主 次为方铅矿与黄铜矿 ω 一

般 最高达 ω≤∏可达 以上 ∀其向

南矿化断续延长 直至矿化特点与白达莫相

似的老厂 ∀中段位于双柏附近 在清康熙二十四年

年 曾较大规模开采过 至今老硐随处可见 ∀

据老硐清理和化探工作 表明石羊江东 !西两岸的

新 !老石羊厂矿化比较集中 以银 !铅 !锌为主 ∀目前

在老石羊厂已圈出矿脉 条 长 在太和街

) 石羊江一带圈定 个 ° 异常 ∀北段相当于南

华 ) 双柏之间 该处除清嘉庆二十一年 年

开采的双柏马龙厂 !野牛厂外 还有南华的老龙硐矿

点 ∀从老硐清理与地表资料看 其矿化断续延长

以银 !铅 !锌矿化为主 伴有铜 ∀ ω 最高可

达 马龙厂 ω≤∏最高达 野牛厂

铜 ∀上述资料表明这一带银 !铅 !锌矿化分布广泛

而稳定 并且附近还有一些古代采矿地没有找到 如

史料上常提到的新平方丈银矿 !南华永盛厂银矿等

后者在康熙四十六年 年 曾课银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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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姚 ) 新平一带 ° 矿化

远景值得进一步复查 以便阐明此处是否还存在一

条 • 向的多金属成矿带 ∀

滇东南的元江 ) 个旧 ) 蒙自 ) 文山一带矿

业开发历史较久 年以后对古人矿业活动的史

料与遗址研究 !开发和利用都比较好 并且经过以个

旧为中心的深部勘查验证工作 肯定了包括蒙自白

牛厂 !马关嘎达厂 !文山马腊底等古代采矿地为大 !

中型锡 !铜 !银多金属矿床 确立了该区为我国重要

多金属成矿区及其生产基地 ∀近年来在研究古人史

料基础上 在马关嘎达厂以南的坝脚及其附近的菜

园子 !石丫口 !菊花山等地均发现 ° ≤∏矿化 在

元江牛尾巴冲的邓耳与期吉分别发现金 ω ∏最高

和银 ω 最高 矿化 曹德斌

∀因而对其深入开展评价工作将有望再扩大

该区远景 ∀

滇西地区开采历史较悠久 如澜沦老厂在

明永乐二年 年 !鹤庆北衙在明万历年间就开

采 中国矿床发现史云南编委会 但由于社会

与地理原因 古人开采地比较分散 开采时间往往断

断续续 所以对古人矿业活动的史料研究难度较大

尤其保山 !兰坪一带有待深入 此外还有史书上常见

的腾冲光明厂铅锌矿 !滇滩隘银厂等采矿地尚未落

实具体位置 ∀不过目前在清嘉庆五年 年 开

采的云龙白羊厂地区已圈出了 的 ≤∏°

组合异常 其 ° ! 背景值分别比地壳克拉克值

高 倍和 倍 特别是其中的白羊厂 ≤∏矿

化与瓦窑坡的 ° 矿化很有远景 ∀

总之 云南有关古代矿业活动的史料研究及其

开发在各地有明显的差别 因此应依据实际情况 将

史料研究与矿产地质调查结合起来 有计划逐步开

展工作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成效 ∀

 结  论

云南早在汉代就有找矿与采矿活动 并且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 至早清康熙 !雍正 !

乾隆时期几乎遍及全省 但在采矿对象上 历代均把

铸制货币原料银放在首位 ∀

云南古代所采的矿床主要是成矿标志明

显 矿石品位较高 矿体比较集中的热液脉状矿床

而其它类型矿床较少涉及 并且以开采浅部富矿体

为主 ∀

云南古代矿业活动主要在哀牢山以北地

区 特别是在金沙江流域和现今的中缅公路沿线附

近 其中以经济比较发达 地理交通条件比较优越的

滇东北的永善 ) 东川 ) 建水一带和滇中的大姚 ) 南

华 ) 新平一带最发达 ∀

云南古代采矿地有 种情况 ≠ 史料有记

载 采矿地也明确 并经评价认定为成型矿床 史

料有记载 采矿地至今未落实 ≈ 史料有记载 采矿

地基本落实 但至今未评价 … 史料没有记载 而采

矿地确实存在 ∀这 种情况说明史料是可靠的 后

人如何研究 !利用乃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

在史料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今地质工作程

度 笔者认为 ≠ 对滇中的大姚 ) 南华 ) 新平一带

银多金属矿应进行复查 !评价 以便阐明历史上曾经

辉煌一时的大姚 ) 南华 ) 新平一带是否存在一条多

金属成矿带 对云龙白羊厂 !马关坝脚与大姚直

苴等应进行重新评价 ≈ 落实建水 !通海 !鲁甸 !寻

甸 !东川等地史料有记载而尚未落实的采矿地位置

以便扩大该区成矿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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