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矿产资源概况

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
,

有色金属和非金

属为其优势矿产
。

全省已发现矿产 I n 种
,

探明储量的83 种
,

约 占全国探明储量矿种数

的 57 %
,

根据对已探明的储量数字统计
,

名

列全国前五位的矿种有 37 种
,

居全国首位的

有锑
、

钨
、

韧
、

独居石
、

石煤
、

萤石
、

重晶

石
、

长石
、

海泡石等矿
。

此外
,

高岭土
、

石

墨
、

硅灰石
、

硼
、

金刚石
、

锰
、

汞
、

物
、

铀

等在全国也占重要地位
。

矿床类型齐全
,

规

模大
、

中
、

小皆有
,

特大型矿床也不乏其例
。

省内矿产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有色金属矿主要分布在雪峰一江南古陆东南

侧
,

尤其是湘南地区
。

该区岩浆活动频繁
,

矿床具有明显的岩浆热液成矿作用的特点
,

钨
、

锡
、

铂
、

锤
、

铜
、

铅
、

锌
、

银
、

金及稀有分

散元素矿产丰富多采
。

古陆的西北侧
,

岩浆

活动微弱
,

但后期构造变动对早期沉积的金

属物质的再造富集成矿可能 比 较 有 利
,

故

锑
、

铅
、

锌
、

汞
、

铜
、

金等亦较有远景
。

非

金属矿产则主要分布在古陆西北侧的湘中
、

湘西和湘西北地区
,

高岭土
、

重晶石
、

海泡

石
、

金刚石具有相当的优势 , 古陆的东南地

区也分布着一系列与岩浆活动有关的非金属

矿产
,

如钠长石
、

石墨
、

硼
、

硅灰石
、

蜚石

等
。

省内已知非金属矿近 50 种
,

探明储量的

有 36 种
,

其中化工类 9 种
、

冶金辅助原料 5

种
,

建材及特种非金属矿 22 种
,

其中的一些

文集和报告
。

另外
,

苏联还成立了定期活动的方法学

中心— 苏联科学院各部门之间联合的岩石

学委员会构造分会 《结核分析和 成 岩问题 》

组
,

旨在引导和协调结核研究和结核分析的

运用工作
,

召开该论题的科学大会
。

乌克兰

车 勤 建

矿种在国内占重要地位而具有一定的优势
。

萤石的保有储量居全国之首
,

主要集中

分布在湘南地区
,

矿床规模 一 般 为 大
、

中

型
,

矿床成因类型有矽卡岩型
、

热液型
,

尤

以中低温热液裂隙填充型居多
。

一个重要特

点是以综合矿床为主
,

黄石 常 与 钨
、

锡
、

铂
、

韧
、

铜
、

铅
、

锌伴生
,

必须通过综合开

采进行回收
。

单一型萤石矿有双江口大型矿

床
,

品位富
,

质量好
。

省内已知重晶石矿床 (点 ) 70 余处
,

矿

床类型主要有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型和沉积

型两类
。

矿石以 I
、

11 级品为主
。

产于新晃

寒武系中的贡溪重晶石矿为特大 型 沉 积 矿

床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产出
。

省内盐类矿产资源相 当丰富
,

岩盐自给

有余 , 石膏储量巨大 ; 生产平板玻璃和洗衣

粉不可缺少的原料一芒硝矿
,

其储量达数亿

吨之多
,

在中南
、

东南诸省 (区 ) 中占有重

要地位
。

海泡石砂是我国近年来才发现的矿种
,

湖南首次提交了储量报告
,

填补了国内海泡

石矿产的空白
。

该矿主要分布在湘东
、

湘中

及湘西北地区
,

含矿层位为下二叠统
,

已探

明储量 1 0 0。多万吨
,

主要为沉积风化残余型

矿床和少量原生沉积型矿床
。

海抱石的用途

非常广泛
、

经济效益较高
,

湖南可望成为我

国重要的海饱石矿产基地
。

湖南的瓷器品种繁多
、

造型工艺誉满全

科学院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

同时
,

苏联科

学院还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建立了联系
,

共同

研究石炭和二叠纪成煤植物 (它们在结核中

得以完好保存 ) 的解剖学和分类学以及它们

的保存条件等问题
。

(中国料学院长沙大地构这研究所 )



球
。

其主要原料高岭土矿储量居 全 国 第 二

位
,

二十多个县
.

(市 ) 皆有分布
,

矿床 (点 )

达 40 余处
,

矿床类型较齐全
,

矿石质量一般

较好
,

特别是片状优质高岭土矿 近 年 在 湖

南有较大的突破
。

目前已探明储量 1 0 0 0多万

吨
,

预测远景不少于 5 0 0 0万吨
。

石墨资源丰富
,

矿量分布集中
,

主要产

于湖南地区
。

石墨主要为煤受岩浆侵人发生

热接触变质而成
,

其热接触变质特征非常典

型
。

桂阳县荷叶石墨矿 (含鲁塘矿区 ) 储量

数千万吨
,

是我国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土状石

墨矿床
,

其中部分为鳞片状晶质石墨
,

质量

好
,

除供应国内外
,

还出口美国等 6 个国家

和地区
。

此外
,

还有许多非金属矿独具特色
。

如

浏阳菊花石雕在 19 0 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

获得金质奖和
“

全球一
”

美称
; 石门界牌峪

雄黄矿 (砷 ) 是国内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单一

型矿床 , 沉江流域的金刚石以其颗粒大而著

称于世 ; 衡山马迹钠长石矿也是国内唯一的

单一型矿床 , 江南唯一的硼矿床一常宁汤市

硼矿位于大义山岩体两侧
。

湖南的煤炭资源
,

在南方缺煤省区算是

较丰富的
,

本省基本能 自给
。

石煤资源相当

丰富
,

居全国之首
,

含矿层位从震旦系到上

古生
。

界充分利用石煤资源
,

将有着广阔的

前景
。

金属矿产探明储量的达 47 种
。

黑色金属

有 5 种
,

有色金属及贵金属有 14 种
,

稀有稀

土金属及分散元素计 27 种
,

还有放射性铀矿

等
。

其中一部分既是省内也是国内的优势矿

种
,

在全国矿产资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有

的矿种对世界矿产资源也起一定 支 配 的 作

用
。

省内探明的钨矿储量居全国第一位
,

比

世界各国储量的总和还多
。

主要集中分布在

郴州地区南岭成矿带上
,

其 次 在 湘 中
,

湘

东
、

湘西也有少量分布
。

矿床类型复杂而齐

全
,

主要有云英岩一矽卡岩型
、

矽卡岩型
、

石英脉型及细脉浸染型四类
。

矿石以白钨矿

为主
,

混合钨矿次之
,

黑钨矿仅 占百 分 之

几
。

位于骑 田岭岩体东北侧的新 田 岭 白 钨

矿
,

为国内四个特大型钨矿床之一
多
柿竹园

钨多金属矿床
,

被誉为有色金属矿产的
“

地

质博物馆
” 。

湖南的锑矿资源丰富
,

锡矿山锑矿是世

界上最大的锑矿床
,

素 有
“

世 界 锑 都卜之

称
。

省内其他重要锑矿主要分布在沉陵一新

化一新宁地区
,

其次湘西
,

湘西北和湘东也

有分布
。

产出层位从元古界到古生界
,

集中

分布在前震旦系
、

寒武系及泥盆系中
.

。

矿体

形态以脉状
、

似层状为主
,

次为囊状
、

透镜

状和扁豆状等
。

矿石类型简单
,

一般以辉锑

矿单一矿物产出
。

湘西金矿则是另一种独特

的综合型锑金矿床
,

也是世界伴生型金矿床

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

锑矿是省内 的 特 色 矿

种
,

储量居世界之首
,

出口量占全国的 80 %
,

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1/ 4 。

铅锌矿是省内开采历史悠久的矿产资源

之一
。

著名的矿床有桃林
、

水口山
、

黄沙坪

等大型铅锌矿
。

矿床类型主要有三类
。

其中

岩浆热液型矿床最具工业价值
,

沉积一热液

再造型矿床具有广阔的资源远景
,

另外还有

一类只具矿床学意义的风化淋滤 残 积 型 矿

床
。

位于湘黔汞矿带北端的湘西地区
,

将成

为我国又一个新的汞矿成矿带
,

近年来在湘

西凤凰等地找到了多处汞矿床
。

省内探明汞

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
。

湖南省的金矿成因类型比较复杂
,

主要

有石英脉型
,

破碎带蚀变岩型
,

与其它金属共

生或伴生型
,

古砂金矿型及近代 砂 金 矿 型

等
。

近年在平江地区还找到一种新型金矿一

锑金脉型
。

此外湘南地区近年发现一大型离子吸附

型稀土金属矿床
,

品位高
,

易于回收
,

填补

了省稀土矿床的一项空白
。

(湖南地矿局地矿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