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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分析
.

台 湾 之 矿 产 概 况

刘 昭 民
(台湾省 台北 )

台湾位居菲律宾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接

触地带
,

地壳变动非常强烈
,

形成众多的褶

皱和断裂
。

而且 自古生代石炭纪以来
,

又曾

经过多次造山运动
、

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
,

因此形成的矿产种类较多
。

又因为中央山脉

西侧有深厚之新第三纪沉积盆地
,

所以台湾

西部山麓地带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
。

台湾西

北部自第四纪渐新世以来
,

曾经过多次明显

的泻湖
、

滨海及浅海沉积
,

故多煤层
。

兹将

煤
、

油气
、

金和银
、

铜
、

铁
、

硫
、

白云石
、

蛇纹石
、

水铝矿
、

错石和独居石
、

地热
、

石

棉
、

滑石
、

云母
、

玻璃砂和白砂岩等矿产资

源产地 (见图 ) 和生产情况略述如下
:

1
.

煤

煤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经济矿产
。

所有

具经济价值的煤田皆分布在渐新世和中新世

之含煤层中
,

其中以中部含煤层 (中新世底

层 ) 之煤层最厚
、

出露最多
、

藏量最富
、

分

布最广
,

故尤其重要
。

战后台湾煤矿恢复正常生产
,

至19 51 年

为了军事上之需要
,

产量有所上升
,

1 9 5 4 ~
·

1 9 6 8年期间煤矿产量呈稳定增加之势
。

其中

1 , 6 4~ 1 9 6 5年每年之产量均在 5 0 0万吨以上
。

1 96 9年由于劳力缺乏
,

深层采煤工作 日

益困难
,

又因强台风之破坏
,

使煤产量剧减

7
.

4 %
。 1 9 7 0年起

,

因缺少深部煤田开 采技

术
,

煤产量逐年下降
, 1 9 7 2 年降至 40 0万吨

以下
, 19 7 4~ 1 9 7 5 年 间

,

年产量维持在 5 0 0

万吨左右
,

此后年年递减
, 1 9 8 6年 降至 17 3

万吨
。

同时
,

煤矿场数也急剧减少
,

从 1 9 6 9

年之 30 0个降至 1 9 8 6年之或个
。

目前极大部分煤矿均分布在 台 湾 之北

部
,

其中70 %左右分布在台北与基隆之间
。

大多数煤矿的月产量为数千吨
,

超过 l 万吨

的煤矿场仅有 1 个
。

台湾的煤 田地质情况非常复杂
,

褶曲多

样
,

卜

断层较多
。

煤层倾斜陡峻
,

厚度很薄
,

大多数厚约 0
.

3、 0
.

6米
,

达 1 米者极少
。

且

多数煤层沿走向之延伸极短
,

分布不规则
,

以及地质构造的复杂性
,

使得不可能采用机

械化大规模开采
,

而多为人力采掘
,

故成本

极高
。

台湾煤田的储量调查已于1夕6 5年完成
,

原有储量计 6
.

6亿吨
,

至今尚有 2
.

6亿吨可供

开采
。

由于煤层薄
,
延深大且陡

,

开采日益

困难
。

轰 石油及天然气

台湾石油和天然气之露头分布甚广 (见

图 )
。

自从清代光绪 3 年 ( 1 8 7 7) 两江总督兼

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 ( 1 8 2。~ 1 8 7 9) 力主开

发台湾
,

延聘洋人勘查并开采石油及天然气

以来
,

至今仍有少量石油及大量 天 然 气生

产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

台湾北部计有

竹东
、

锦水
、

出磺坑等油田
,

南部则有牛

山
、

六重溪
、

竹头崎
、

冻子脚等油气田
。

战

后
、
冻子脚

、

竹头崎
,

六重溪等油气
.

田因产

量逐渐减少而先后放弃生产
。

工9 5 9年
,

锦水 R 一 38 号油井加深至 4 0 6 3米

时
,

先后钻获 5 层储气砂层
,

日产天然气1 0

万立方米
,

原油10 公秉 .
,

至今锦水气田尚
有 20 多目油井在生产油气

。
1 9 6 2年 1明

,

铁

砧山 1号井钻达 42 41 米
,

钻获数个油气层 ,

. 1公秉
二 1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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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矿产分布示意图
1一金 (银 ) ; 2一砂金 , 3一铁 , 4一 gn] ; 5一锰 ;

6一汞 , 7一铝土矿 ,

卜石棉 , 9一滑石 ; 1 0一蛇

纹石 , 11 一云母 ,
12 一明矾石 , 13 一 石膏 , 1

卜
石英和玻喂砂 ; 15一粘上矿物 ; 16 一盐

;

17 一铬

石和独居石
, 18一放射性矿

一

物 , 19 一白云石
;

20 一

石灰岩 , 21 一软玉 (台湾王 ) ; 况一 油气川 ; 23 一

煤 田 , 2成一硫和 黄铁矿 , 25一气 苗 (以 甲 烷 为

主 ) , 26 一气 苗 (以二氧化碳为 上月 27 一渗 出原

油 , 2 8一油砂 ; 2 9一泥火 l : J ; 30一热泉 ; 3 1一已

知潜藏地热区 , 3 2一已开发或正开发地热区

2 3



使铁砧山油气田闻名中外
,

现尚有 32 口井在

生产油气
。

1”“ 7年青草擎弥号井钻探成功
,

使台湾西北部又增加一 个油 气 田
。

1 9 6 8年

底
,

崎顶 2 号井钻探成功
,

证明它与青草湖

气田属于同一背斜构造
。

其后又有白沙屯气

田
、

永和 山油气田相继发现
,

使台湾油气生

产量从 197 0年起呈直线上升
,

至 19 六年达最

高峰
,

原油产量 25 万余公秉
,

天然气19
.

9亿

余立方米
。

台湾现有锦水
、

铁砧山
、

青草湖
、

宝山
、

白沙屯
、

崎顶
、

永和山
、

出磺玩等 8

个主要气田
,

日产夭然气60 。万立方米
,

原油

70 0公秉
。

产油气层分散在上新世卓 兰 层至

中新世五指山层之间
,

其中以中部 中新世打

鹿页岩所夹储油气砂岩之蕴藏量最多
, 且多

为地层封闭和断层封闭所形成之油气层
。

近两年来
,

南部亦发现新营气田 (在新

营市西北 3 公里少
,

日产天然气 10 万立方米

(蕴藏量为 1 亿立方米 ) , 又在嘉义西南
、

新

营之北的滨海平原上发现八掌溪气田
,

日产

天然气 30 万立方米 (蕴藏量功亿立方来 )
.

前
,

者之构造形式为断层与背斜构造封闭
,

后者

之构造 形式为断层封闭
。

海域油矿勘探方面
,

近两 年来亦 有所

获
。

新竹之西外海如公里的长康油气田经钻

探成功 82 口井
,

目前日产天然气 1 00 万立方

米
,

原油 4 0 0 0桶
。

自 1 9 8。年开始
,

由于台湾西 北 部 八 大

气田之蕴藏量 日益枯竭
,

原油和天然气之年

产量逐年递减
。

目前
,

南部有新营气田和八

掌溪气田
,

北部有新竹外海长康油气田之开

发
,

台湾油气之产量可望略为回升
。

3
.

盘和银

台湾的金矿有热液变质金 矿 和 砂 金两

种
,

目前已不再有砂金之开采
,

热液变质金

矿产于台湾北部的金瓜石
、

九份和武丹坑
。

均已开采枯竭
,

弃产甚久
,

目前只金瓜石的

金矿尚在生产
。

这些金矿之形成与墓隆火山

群之岩浆活动有关
,

银矿则为金 矿 之 共生

者
,

是冶炼金矿时的附带产物
。

目前命瓜石金犷由台湾金属矿 业公司经

营
。

大多数金矿脉在石英安山协及中新世页

岩
、

砂岩中呈不规则分布
,

’

南 北
一

长 约 10 ~

25 米
,

东西宽约 2、 3来
。

色金最富者达 5 46 克 /

吨
。

近年来又发现 4 头金矿 脉
,

其 含 金 为

。声克 /吨
,

含铜。 ,

今%
。

此矿已开采多年
,

矿

量已剩不多
。

叮且渡年来
,

由于发现破裂带内

之石英安山岩沿主断层向南展布
,

而此破裂

带内之石英安山岩又富含高品位金矿
,

故金

瓜石余矿仍有发展之希望
。

中央山脉始新世至中新世片状岩层中的

石英脉也含有金矿
,

脉中常含少 量 的 绿 泥

石
、

薰铁犷
、

方铅矿等
。

石英脉沿板岩
、

片

岩之节理裂隙和层面侵入
,

呈不规则透镜状

或袋抉
,

分布在南湖大山
、

合欢山
、

能高山
、

玉山等地
,

值得进一步探查和研究
。

4
,

钥
`

台湾的铜大部分产 自北部的金瓜石
,

少

量产于东北部的冬山铜矿场
。

金瓜石含铜金

矿中平均含铜品位为。
,

5~ 0
.

8 %
,

主要矿石

矿物为硫砷铜矿
,

由礼乐炼铜厂生产
。

台湾东部变质岩中也有少量铜矿产出
,

矿石矿物为黄铜矿和含铜黄铁矿
。

宜兰县冬

山铜矿
,

含铜量达 3~
,

4 %
,

但储量不多
。

东

部海岸山脉的奇美铜矿属太平洋型之斑岩铜

矿
,

系岩浆岩侵入引起铜的浸染作用以及强

烈变质所形成
。

1 9 6 8~ I , 71 年
,

曾进行地球

化学和地球物理探查
,

19 6 9年共钻 4 7口深度

介于 50 ` 3 34 米之勘探井
,

证明 1 3 0 0万吨铜
_

矿石中之品位为 0
.

2 %
,

或 5 00 万吨铜矿石中

之品位为0
.

3 %
,

可见其含铜过低
,

目前尚不

值得开采
。

兰屿的安山岩中也有零星 铜 矿 分 布
,

1 9 7 3年曾作过地质调查和物
、

化探工作
,

在

红头山和东清山铜矿露头附近打了 5 口探井
,

证明含铜品位为 0
.

3写
,

又无较大矿体发现
,

故远景不大
。

5
.

铁

台湾的铁矿资源很少
。

在淡水
、

万里之



间大屯火 山群北缘的海滨沙滩中
,

有磁铁矿

砂矿
,

直接源自南边火山群安山岩流
。

大屯火山群 的大油坑
,

产有褐铁矿
,

矿
_

体赋存在安山岩中
,

长 20 米
,

宽数米
,

呈透

镜状
。

含铁量达 35 ~ 50 %
,

但蕴藏量甚少
。

数年前曾经开采
,

现已停产
。

6
.

硫

台湾的硫矿资源有两种类型
,

一是取启

自然硫
,

一是取 自黄铁矿
。

自然硫分布在北部大屯火山群的火 山斜

坡和火山口附近
,

系由火山喷气作用形成
,

可分为升华硫
、

浸染硫
、

蒸发硫三种
。

生产

时以露天开采为主
,

地下开采为副
。

1 9 7 0年

后因开采和提炼成本过高
,

无力与人境之硫

竞争
,

故濒于停产
。

1 9 8。年以来
,

由于中国
·

石油公司的炼油厂亦生产硫
,

故年产量逐年

增加
。

黄铁矿主要是作为金矿或铜 矿 的 副 产

品
,

分布在金瓜石
、

九份和宜兰冬山等地
。

后者现已停采
。

大屯山火山群硫质喷气孔附

近
,

亦有黄铁矿常与自然硫共生
,

自1 9 51 年

以来都在开采
。

7
.

石灰岩

石灰岩是台湾分布最广
、

产地最多的矿

产资源
。

从前第三纪的结晶石灰岩至更新世

隆起珊瑚礁石灰岩
,

全省都存分布
,

蕴藏量

以台湾东部及东南部最多
。

由于水泥工业发展之需 ( 台湾省 17 家水

泥厂 )
,

过去 10 年来
,

石灰岩开采量大增
,

每

年均在 10 0 0万吨以上
。

钢铁工业用作熔剂
,

每年消耗约 70 万吨
,

约占全年产量之 5
.

5 %
。

东部的结晶石灰岩 (大理岩 )呈北北东一

南南西分布
,

长约 2 00 公里
,

其中被片状岩

层分开
。

大理岩以 白色
、

浅灰
、

深灰
、

淡绿

等色为主
,

亦有杂色者
。

现有多家中型和大

型大理石厂开采
,

加工成建筑材料销售
。

其

中有的亦作水泥原料和熔剂用
。

8
.

白云石

白云石主要产于台湾东部
,

在结晶石灰

岩中呈透镜状或不规则囊状产出
,

分布
一

卜分

宽广
。

据估计
,

台湾东部白云石储量约 1
.

2亿

吨
,

平均镁含量 18 ~ 20 %
。

分布在花莲市以

北之大浊水溪
,

其他产地有和平
、

河间
、

崇

德等
,
多数使用机械开采

。

清章山的白云石

矿场为台湾最大的白云石产地
。

,
.

蛇纹石

台湾的蛇纹石零星分布在 中 央 山 脉东

侧
,

主要产地包括花莲县的玉里
、

瑞穗
、

寿

丰
、

丰田
、

万荣等
,

其中以玉里
、

瑞穗两处

更佳 (质纯且块度大 )
。

颜色有黑绿色
、

淡绿

色
、

黄绿色等
,

亦有呈杂色者
,

主要用作建

筑材料及装饰品
,

中国钢铁公司 用 它 作 熔

剂
,

取代部分白云石
,

年消耗量约 n 万吨
。

以万荣地区产量最多
。

1 0
.

水铝矿

台湾北部之大屯山蕴藏有低品质之水铝

矿
,

存在于由凝灰角砾岩风化而 成 的 红 土

中
,

分布面积约 1 00 平方公里
。

含水铝矿 25 ~

4 6 %者
,

蕴藏量约 4 00 万吨
,
含 35 ~ 50 %者

,

约有 3 0 0万吨
。

1 1
.

错石及独居石

铅石和独居石均为砂矿
,

分布于台湾西

南部海滨地区
。

其来源尚未完全清楚
,

多数

人认为这些矿物来源于台湾西部的第三纪沉

积岩
,

而此第三纪沉积岩系源于中国大陆古

老地块中
,

伴有错石和独居石之火成岩
。

据勘探资料
,

铅石蕴藏量有5
.

3万吨
,

独

居石有 8
.

9 万吨
,

90 %以上分布在台湾西南

部离岸的沙洲上
。

12
.

地热资源

台湾全岛大约有 1 00 个温泉
,

大部分是非

火山作用之碳酸钠型
,

多数分布在中央山脉

前第三纪变质岩和始新世至早 中新世次变质

地层中
。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温泉和喷气泉
,

都分布在大屯火山群更新世至现世的旧火山

活动区
,

这是台湾唯一的火山地 热 潜 藏 区

(见图 )
。

大屯山火 山群地区的地热资源
, 1 9 6 5年



1 1月曾由联合矿业研究所组织勘查
,

认为可

发电 5 0 0 0砒
,

但因腐蚀作用严重而至今仍未

开发利用
。

台湾首先开发利用的非火山作用

的温泉为宜兰清水地 热 发 电 厂
。

该厂建于

1 , 8 4年
,

发电量为 3 0 0 0欲
。

目前已发现的类

似清水的地热田有仁泽
、

瑞穗
、

金仑
、

嘉兰

等 1 6处
,

均出现在板岩及片岩地 层 之 裂 隙

中
。

当深达 1 0 0 0 ~ 2 0 0 0 米时
,

温度为 2 0 0 ~

Z o o t ; 深达 3 0 0 0米时
,

温度高达 2 3 O t
。

涌

水量每 口井一般都不小于 1 00 吨
。

地热系统一

般为小规模至中等规模
,

估计每亩可发电10

~ 6 0 0 0百万瓦
,

可充分应用于工业和农业
。

1 3
。

其他矿产

台湾除了上述一些矿产之外
,

还有一些

次要矿产
,

包括云母
、

长石
、

玻璃砂
、

粘土
、

饱沸石等
。

云母产在东部之南澳
、

宜兰
、

绿岛
、

台

东等地
。

白云母和黑云母均产于侵人在变质

岩中的中生代花岗伟晶岩脉内
,

与石英
、

长

石
、

电气石共生
。

因需求不多
,

故产量很少
。

近年来开采重点转向长石
,

供制 陶 工 业 之

需
。

玻璃砂
,

大多数产于新竹县和苗栗县南

庄层或上部夹炭层 的白砂岩层中
,

一小部分

产自台北县木山层和五指山层
。

台湾玻璃砂

储量有 1亿吨
,

由子玻璃工业之需
,

故近年

来产量大增
。

粘土
,

产于大屯火山群附近的北投
,

还

有台北县和桃园县
。

多系云母性粘土
,

但因

质次
,

需 与进 口的优质粘土混合使用
。

储量

约有 5 0万吨
。

饱沸石产 自东部海岸山脉的都兰山层
,

散布在安山岩或集块岩中
,

由于储量小
,

经

济价值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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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撰写讲解中国

地质文章的学者虞和钦
王洲平 谢振声

在我国地质史学界
,

一直认为中国第一

位撰 写 中 国地质文 章的 学 者是鲁迅先生

( 1 9 0 3年 10 月以
“

素 子
”

笔名撰 写发 表 的

《中国地质略 论》 ) 0 。
。

近来
,

据我们考证
,

第一位撰写中国地质文章应是虞和钦先生
。

这篇文章以 《中国地质之构造》 为题发表在

1 9 0 3年 4月和 5月出版的 《科学世界》第二
、

三

期上 O
。

较鲁迅先生的文章早半年
。

该文全文约 4 7 0 0余字
,

共分三节
。

第一节

为绪言
,

简述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格架
,

第

二节为中国之地貌
,

简述了中国大地的地形

地貌及其构造成因
。

第三节为地质之发育史
,

该节先简述
一

了中国地质构造运动的三大周期

(约相当于现代地史学中的阜平
、

吕梁运动
,

海西运动
,

燕山运动 )
,

后又分甲乙 丙 丁
,

对

原始代 (约
.

相 当 元 古 代 )
、

太 古 代 (约相

当古生代 )
、

中生代 (约相当中生代 )
、

近古

代 (约相当新生代 ) 的海陆变迁
、

地质构造

运动和地层分布及成因作了介绍
。

文章最后

还附有地史系统 简表 和《中国 地质构 造略

图 》 。

虞和钦先生还写过有关地质学的文章
,

《释岩石学名》 (载于 1 9 0 3年8月 23 日出版 的

《科学世界 》第 6 期 )
。

虞和钦
、

字 自勋
,

浙江镇海人
。

是中国

近代化学家
,

对地质学有浓厚的兴趣
。

早年

曾留学 日本攻读化学
。

1 9 0 1年在上海参与创

办上海科学仪器馆
,

19 03 年 筹 办 《科 学 世

界 》 ,

是该刊主要撰稿人和编者
。 19 0 7 年 主

持上海文明书局的理科书藉编辑工作
。

辛亥

革命后曾任山西教育厅厅长
。

晚年在上海创

办过开成造酸公司
,

抗 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

去世
。

黄汲清《 中国科技史料 》

黄汲清《 中国科技史料》

4~ 5 ( 19 8 2 )

,
5 ( 1 9 8 8 )

《科学世界 》第二期 ( 1 90 3年 4 月 27 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