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地区位于松辽沉降带和吉林优地槽褶皱带 2
个二级地质构造单元内，区域内地质构造单元由北西

向南东可划分为松辽盆地（属其东南隆起区一部分）、
长春－营城地垒（属大黑山条垒带中段）、伊通-舒兰地

堑（中段）和吉林－双阳褶皱山系（属吉黑东部造山带

的一部分）4 部分［1］. 其中，盆地内以能源矿产为主，有

丰富的地热资源及天然气、石油、煤炭、油页岩，并伴

生有陶粒页岩、沸石、膨润土等非金属矿产；山地中分

布有金、银、铜、铁矿资源，其上叠加的中小型中生代

火山沉积盆地形成煤、沸石、珍珠岩、膨润土等矿产髴；双

阳褶皱山系赋存丰富的石灰岩资源. 到 2013 年底，已

探明资源储量矿产 34 种，其中：能源矿产 5 种（煤、油
页岩、石油、天然气、地热），金属矿产 5 种（铁、铜、金、
银、锗），非金属矿产 21 种（水泥用灰岩、制灰用灰岩、
沸石、陶粒页岩、膨润土等），水气矿产 3 种（地下水、矿
泉水、二氧化碳气）. 截至 2013 年底，全市共有采矿权

285 个，勘查项目 17 个，矿业总产值达到 22．2 亿元，利

润 1．3 亿元，已形成以亚泰集团、双阳油田、羊草矿业、
龙嘉煤业等企业为主的水泥、油气和煤炭矿业经济区，

成为长春市支柱性矿产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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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长春地区的地理概况、成矿特点、区域内成矿序列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以及开发利用过程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

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长春市优势矿产资源的资源分布、开发利用布局等因素，结合长春市区域发展规划、统筹布局，对长春地区

成矿带矿业经济区划分给出了建议. 研究目的是为确立矿业开发的核心区域，全面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和矿产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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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春地区成矿特点

从“活动论”观点出发，长春地区古生代地处华北

陆缘，从活动大陆边缘演变为较稳定的陆缘，中生代后

处于松辽裂陷东缘. 第四纪继承了中生代的构造格局.
地貌方面处于平原、丘陵接合部. 成矿受其构造、层位

和岩相控制，具有明显分带特点.
1．1 区域内成矿序列

由于矿种与地层的依存关系，矿产分布具一定的

空间规律. 如石灰岩类矿产分布于双阳地区；煤及膨

润土、珍珠岩、沸石矿产多分布于九台地区；油页岩主

要分布于农安县等. 区域内成矿序列按成矿时间近远

可划分为：与古近纪沉积盆地相关的地热、黏土矿床成

矿系列；与晚白垩世沉积盆地相关的地热、油气、煤、油
页岩、陶粒页岩矿床成矿系列；与早白垩世沉积盆地相

关的油气、煤、沸石、珍珠岩、膨润土、伊利石黏土成矿

系列；与晚石炭世石咀子组地层相关的石灰岩矿，与古

生代地质体相关的铁、金、银、铜、硫铁矿矿床成矿系

列.
1．2 成矿区带与区域内重要成矿带的关系

吉黑东部造山带区属于张广才岭太古宙－晚古生

代－中生代金铜铅锌银石墨成矿带的一部分，松辽盆

地区属于松辽盆地油气、油砂、油页岩、陶粒页岩成矿

带的一部分.
1．3 区域内主要矿产带及开发情况

在这种盆岭相间的构造格局控制下，不同成因、不
同成矿时代的矿产资源有序排列，自南东到北西可划

分 6 个矿产带.
1）土顶子石灰岩矿产带：位于双阳，产于晚石炭世

石咀子组地层中，主要出产水泥用灰岩和制灰用灰岩，

资源储量达到 6．9×108 t. 现有 21 个采矿权，其中最大

的矿山是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羊圈顶

子石灰岩矿. 近几年，长春地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

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水泥用灰岩产量一

直持续稳步增长 . 2013 年，全市出产水泥用灰岩

654．66×104 t，制灰用石灰岩 82．67×104 t；水泥用灰岩产

值 1．64 亿元，制灰用石灰岩产值 2067 万元.
2）双阳煤矿带：位于双阳长春煤田，含煤地层为上

侏罗统久大组和下侏罗统太阳岭组，已探明资源储量

1．1×108 t，主要出产无烟煤、气煤和长焰煤，煤层不稳

定，开采条件较差. 2013 年煤产量 30×104 t.
3）大南－波泥河油气矿产带：位于双阳长春油田，

预测资源储量 4×108～8×108 t，油气质量好，已开采多年.
4）兰家－八台岭金属矿产带：位于二道区、莲花

山、九台一带，金属矿产种类较少，已查明的有铁、铜、
铅、锌、锑、金、银等，除莲花山一带金矿有一定规模外，

其他规模较小，没有工业价值. 金矿成因为石英脉或

破碎蚀变岩型. 目前，有 2 个金矿采矿权，1 个停产，1
个未建；3 个多金属探矿权，正在进行勘察.

5）羊草沟-营城煤、非金属矿产带：位于九台，煤

矿含煤地层为上侏罗统沙河子组、下白垩统营城组.
目前保有储量 4．6×108 t，主要有龙家煤矿、羊草沟煤

矿、宇光能源 3 家大、中型矿山. 2013 年煤产量 388×
104 t. 非金属矿产主要是膨润土、沸石、建筑用石材. 目

前沸石探明储量 1．1×108 t，有 2 个采矿权.
6）农安－德惠油气、油页岩、陶粒页岩矿产带：主

要分布于农安、德惠一带. 其中，油页岩产于松辽盆地

下统的青山口组，资源储量 311．2×108 t，居全国首位.
1957 年曾经开采过，后因利润、环境保护、综合利用等

问题一直没有开发利用. 陶粒页岩主要分布在德惠市

和农安县，查明资源量约 8000×104 t，目前有 3 个采矿

权，均未生产.

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煤炭矿山规模小、布局分散、资源利用低

长春市共有煤矿生产矿井 23 家，其中大型矿山 2
家，中型矿山 3 家，其余全部为小型矿山. 矿山分布主

要集中在九台市和双阳区. 其中，大型和中型煤矿都

分布在九台市. 双阳区煤矿比较零散，开采规模较小.
一些老矿山技术装备落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浪

费现象，甚至个别矿山资源利用率仅达到 70％，矿井

回采率仅 60％. 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综合开发利用的

深度和广度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2）陶粒页岩开发利用发展缓慢

陶粒页岩是生产建筑用轻骨料等新型墙体材料的

原料，其制品是代替黏土实心砖的主导产品. 目前，长

春市陶粒页岩开发利用发展缓慢，随着轻体建筑材料

的兴起和实心黏土砖的禁用，加快推进陶粒页岩的开

发利用十分重要和紧迫.
3）油页岩资源尚未开发利用

油页岩由于其特殊的组成和结构，决定了它在能

源、矿产、化工、医药、建筑、农业和环保方面具有许多

可供综合利用的潜在前途. 目前，油页岩的综合利用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油页岩可用于发电和

供热，经过加热干馏后，可提取页岩油，而且气化可制

取煤气，因此是重要的能源资源，也是石油、天然气的

重要替代资源. 油页岩灰还可以制造用于橡胶、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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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充填母粒及制造建筑材料（如陶瓷、水泥和砌块

砖）、加工成肥料等. 20 世纪50 年代末，农安县曾露天

土法小规模露天开采，就地炼油. 现由于含油率低（平

均含油率 5．6％）、开采占地面积大、受开采技术条件限

制等原因，长春市油页岩资源尚未开发利用，无法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应跟踪国内外油页岩开发利

用的动态，及早做好准备，一旦技术上取得突破，就应

积极扶持鼓励开发.
4）资源利用率较低

一是一些矿山企业技术、装备比较落后，采矿回采

率较低，一些矿山采富弃贫、大矿小开、资源浪费比较

严重；二是企业产品档次低，深加工、高技术含量、高附

加值产品少，资源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3 未来矿业经济区划分建议

根据长春市优势矿产资源的资源分布、开发利用

布局等因素，结合长春市区域发展规划，按照统筹布

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发挥优势、规模开采、集约利

用、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建议未来重点建

设与长春市产业布局相适应的 3 个矿业经济区，即双

阳区南部水泥、煤炭矿业经济区，九台煤炭、非金属矿

业经济区，农安－德惠新兴建筑材料矿业经济区.
1）双阳南部水泥用灰岩、煤炭、建材矿业经济区

矿业经济区内现有水泥用灰岩保有资源储量

7．5×108 t 髴，现有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2 个大型采矿

权，生产规模达 852×104 t/a；煤炭资源保有储量 0．25×
108 t，由于资源储量分散，开采条件复杂，均为小型矿

山开采，现生产规模 162×104 t/a. 建议设立双阳区煤炭

重点开采区，加大小煤矿的整合力度，提高生产规模.
保持水泥用灰岩现有生产能力并有所增长. 区内制灰

用灰岩、普通建筑石材资源丰富，鼓励社会资金多渠

道、多方式投入勘查开发，满足长春市建筑市场需求.
2）九台煤炭、非金属矿业经济区

长春市煤炭资源主要分布于九台市，现有煤炭资

源保有储量逾 4×108 t，占全市保有资源储量的 79％.
矿业经济区内规划了九台市羊草沟煤田重点开采区和

九台市营城煤矿重点开采区，形成以吉林省龙嘉堡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生产规模 300×104 t）、长春羊草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模 160×104 t）和吉林省宇

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九台营城矿业分公司 （生产规模

150×104 t）为龙头的长春市重要的产煤基地，现煤炭生

产规模达 706×104 t/a. 此外，区内还有沸石资源储量

1．1×108 t、膨润土资源储量 0．5×108 t，根据市场需求合

理开发利用，提高矿业经济发展水平.
3）农安－德惠新型建筑材料矿业经济区

农安县花园－德惠市杨树镇一带陶粒页岩保有资

源储量为 1．9×108 t，陶粒页岩质量优良，可生产超轻陶

粒、普通陶粒和高强陶粒等多个品种. 现在有德惠市

皓塬陶粒页岩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规模 85．6×104 t）、农
安县益兴墙体材料有限公司陶粒页岩矿（生产规模 50×
104 t） 和吉林三鸣页岩科技有限公司农安县小城子陶

粒页岩矿（生产规模 38×104 t）3 个采矿权，生产规模

全部为大型，但由于受市场影响，1 个停产，2 个未开

采. 建议将农安县花园-德惠市杨树镇陶粒页岩陶粒

页岩划为重点开采区，鼓励和扶持开发矿山企业在生

产传统的普通页岩陶粒的同时，研发超轻陶粒、高强陶

粒、空心页岩砖、微细陶粒等新型建筑材料，满足长春

地区建筑市场需求.

4 结论

设立矿业经济区的核心目标是确立矿业开发的核

心区域，其中 4 个煤重点开采区是实现省规划重点建

设长春超千万吨煤炭生产基地的基本保证，1 个陶粒

页岩重点开采区是实现长春市大力推广新型建筑材

料、全面“禁实”的重要基础，亚泰水泥是东北地区最大

的水泥基地. 对重点开采区域要给予政策支持，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区内矿产资源开发必要的用地需

求；统筹规划和优先安排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项

目，对大中型矿产地进行整体勘查、整装开发；新建矿

山必须达到中型以上规模要求；支持大中型矿山企业

兼并整合小矿山，或实现强强联合，逐步形成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方式；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产品研

发，全面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矿产资源利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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