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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大厂锡矿田位于举世闻名的广西丹池矿集区

西矿带，是世界矿物学家的天堂，主要矿种为锡、

铟、锌、铅、锑，矿物种类达 120 多种，其中锡金

属探明储量 100 多万 t，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32%，

铟金属探明储量约 6000t，占世界总储量的 60%，

目前综合回收的金属有 10 多种。解放以来，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地质专家多次来此考察，国内如

陈毓川，涂光炽、叶绪孙以及许多科研院校专家在

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论著近 10
部，发表论文近 500 篇，可谓硕果累累。1 

据《天工开物》记载，大厂从宋朝开始采砂锡

矿。民国时期，开采规模扩大，专门修建了车河至

大厂的运输公路。1955年在大厂成立了215地质队，

至今已探获数十个矿体，其中规模最大的 92 号矿

体，矿石储量达 4000 多万 t；品位最富的是高峰 100
号矿体，据李万青报道，100 号矿体平均品位锡

2.40%，锌 10.10%，铅 5.21%，锑 4.80%，铟 0.031%。

由此可见，大厂超大型矿床规模之大，品位之富，

矿物种类之多是举世稀有的，长期以来吸引了无数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是，由于矿产行业商

业意识过浓，忽略了科学价值，至今没有建成一个

品类齐全的标本陈列室。随着矿产资源的日益消

耗，这些稀有珍贵的地质遗迹也在逐渐消失，原始

地质资料愈来愈难以搜集，对地球演化、地质作

用、成矿预测的研究愈加困难。近 10 年来，许多

专家慕名来到大厂，希望观察典型的地质现象和采

集标本，但是因采空区的影响而很难如愿。相反，

法国的钾盐并不是他们的优势矿种，储量也较小，

但在密洛斯附近的钾盐矿山就建成了一个极具科

学价值的钾盐博物馆。显然，重经济效益而轻学术

研究的经营理念与矿业可持续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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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危机矿山找矿经历来看，大多数新增资源储

量均在老矿区，表明了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价值潜

力极大，即使仅从找矿的角度出发，地质矿产博物

馆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建设地质博物馆的构想 

2.1 建设目的 
（1）全方位展示大厂锡矿田泥盆系标准地层

剖面、古生物化石、丰富的矿物种类、独特的地质

构造和矿化特征，让科技人员全面了解和认识超大

型矿床的特殊性，提高找矿预测的准确性。 
（2）通过展览或陈列标本，普及地学知识宣

传，为研究生、大学生撰写科技论文提供素材。同

时面向社会，服务于矿山生产和技术研究，开展教

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优秀人才。 
（3）通过对矿石自燃火区、开采垮塌区综合

治理的了解，让群众深刻体会到环境保护和综合利

用的重要意义，树立绿色矿业理念。 
2.2 岩石矿物标本室 

（1）标本陈列室:凡在矿田范围内的岩石、古

生物化石、矿体、矿物、构造应全部搜集标本。对

于一些特殊地质意义或典型地质现象，如 91#富矿

体的细脉浸染交代特征等，应力求采集较大的标

本，以便了解其矿化特征、矿物种类或围岩蚀变等。

另外，建立标本数字化信息, 实现资源共享。尤其

是地质灾害、环境保护类的标本信息要及时上传，

让大家免费享用。 
（2） 井下矿体考察室:大厂各类矿体主要受地

层岩性和构造控制，所有矿体均与一定的岩石对应

（表 1）。 随着矿体的不断开采，许多典型的地质

现象逐渐消失。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应

在井下选择地质条件优越的矿段建立矿体考察室，

供实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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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档案室 
（1）研究专著和科技论文:陈毓川院士对锡矿

地质的研究，涂光炽院士对大厂超大型矿床的研

究，叶绪孙、赵汝松专家等终其一生在大厂矿区从

事找矿及地质科技管理等。目前公开出版论著约 10
部，地质科技论文近 500 篇，内容涵盖了找矿、生

产地质管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绿色矿山建设

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对矿床开发历史的了解及

二次资料的开发应用，可为找矿、重金属治理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另外，矿体自燃的灭火技术方

法，井下废水重金属净化，破碎矿柱的采矿技术等

均具有重要价值。 

（2）科研成果:大厂矿田内规模最大的企业是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采矿研究室等，92 号矿

体矿化富集规律研究、铜坑矿危机矿山找矿、细脉

带火区治理等多个项目取得了国家级或省部级奖

励。 

2.4  科普影视宣传室 
2006 年《关于建立健全地质资料网络服务体系

的通知》明确指出了传播地质知识、开展科普教育

的重要意义。一些具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水晶，萤石，

石英晶簇，放射状锑矿等标本可以引发人们的好奇

和兴趣，但是，地学知识专业性太强，如花岗斑岩、

生物礁、倒转背斜、网脉矿化等，除了地质、矿物、

生物专业人员之外，其他人很难认识到它们的珍贵

程度和学术价值。所以，必须把复杂难懂的地学知

识，利用矿山 3DMine 三维可视化软件、flash 动画

软件等，建立矿床立体模型、成矿模式，使深奥复

杂的地学知识变成浅显易懂、喜闻乐见的科普教育

影片。 

3  问题与建议 

3.1 地质遗迹的消失与保护 
铜坑区富矿体和特大型矿体均赋存于长坡倒

转背斜的东翼，目前该背斜大部分已垮塌；长坡五

中段的火山口已被采矿毁坏；世界最富的高峰 100
号矿体，铜坑区细脉侵染交代钙质岩层而成罕见的

91 号富大矿体及 77 号似层状等富矿已基本采空。

这些地质遗迹是大厂矿田地球演化历史和成矿作

用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和科学研究素

材，所以，在开采过程中，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地质

遗迹的保护。 
3.2 资金来源探讨 

表面上看，地质博物馆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

值，是一件花钱的事，而采矿是直接赚钱的事，因

此，某些经营者对此兴趣淡然。全国已经建成了 70
多家地质博物馆，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的，而且也是后代地矿学者宝贵的科学遗产。建议

地质博物馆由河池市国土局主办，管辖范围内的矿

业企业参与，特别是华锡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和采矿

研究室要给予支持。经费方面需要财政拨款和企业

赞助，另外，利用大厂得天独厚的地质优越条件举

办学术交流会议和学生实习基地，收取适当的服务

费。 
3.3 原始地质征集 

由于长期开采，许多重要地质现象已经消失，

某些生物化石标本，结核体环状矿化构造以及富矿

标本都难以找到。如长坡 595 水平 77 号、79 号、

190 号矿脉，局部锡品位达 30%以上，具有层纹状

锡矿化，91 号矿体典型的细脉侵染交代型富矿标本

等，目前在井下很难再搜集到。自 1954 年以来，

桂林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宜昌地质研究所等

许多专家学者常在大厂开展项目研究工作，及时搜

集了典型的地质标本、照片和相关资料，建议向全

国范围内征集此类原始资料，也可以用新发现的典

型标本交换过去某类标本。 

4  结论 

（1）大厂锡多金属超大型矿床是国际著名的

有色金属基地，地质矿产博物馆的建设具备有科

研、教育、学术交流等特色，对丹池地区的深部找

矿，生产管理、开采技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要改变思想观念，认识博物馆的科学价

值，建设的宗旨重在质量而不在规模，通过地质科

普教育、资料信息的共享和周边矿山生产企业的合

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胜读十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