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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云南省锡矿资源的分布、主要锡矿和开发利用现状，指出了云南锡矿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提出了实现锡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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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舵t：Tin resource dis哂bution，出e major tin deposits aIld utiHzation status of Yunnan‰V—
ince are summarized in tllis paper．The pIoblems in exploitation are analyzed． And tlle counte卜

measures for utiliz砒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ing of tin resource are set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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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属欧亚、印度、太平洋3大板块的汇聚结

合地带，也是扬子、华南成矿区与三江(怒江、澜沧

江、金沙江)成矿带的交接地区。特殊的构造成矿

环境，多期复杂的构造运动，频繁广布的岩浆侵人、

火山活动，为云南多种矿物特别是有色金属的成矿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号称中国的“有色金属王国”。

锡矿资源在储量上仅次于广西，居全国第二位。同

时也是全国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产量一直保持全

国第一，在世界锡工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当前云南省锡矿业的“四矿”(矿业、矿山、矿工、矿

城)问题，以产锡矿山、矿城的资源枯竭为导火线在

我国经济转轨期集中爆发，既是个突出的经济问题

又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既是个现实问题又是个战

略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四矿”问题的

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云南整个锡矿及相关产业的工

业化、现代化的基础，也关系到云南省锡矿工业城镇

所吸纳的人口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

1云南锡矿资源的主要分布

云南锡产地有65处，集中分布在个旧、文山和

保山地区。近几年在云南6个地(州)19个县发现

锡矿床(点)60多处。全国10个锡矿带中有3个分

布在云南省境内或者经过云南省境内(表1)。共计

产出锡矿床(点)81个：其中大型矿床9个，中、小型

矿床20个，矿点52个。云南已探明的锡储量主要

集中于滇东南的个旧和都龙两个特大型锡多金属矿

床。

1．1滇东南锡矿带

个旧一大厂锡矿带是我国重要的锡矿带。锡矿

化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密切的联系，矿床以锡石多金

属硫化物矿床为主。如著名的个旧锡矿。

1．1．1 个旧锡矿

个旧矿区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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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l 580 km2，以南北向个旧断裂为界，分为

东西两区，东区面积580 km2，有已探明的老厂、马

拉格、松树脚、卡房、高松五大矿田。西区面积l 000

余km2，锡矿(化)点星罗棋布，除已探明的牛屎坡砂

锡矿床外，尚未发现大中型矿床。个旧锡矿为中国

最大锡矿，位于滇东南有色金属成矿带西端。累计

探明有色金属储量476万吨，其中锡金属储量

172．09万吨。矿区保有有色金属储量227万吨，锡

金属储量64．63万吨，占全国保有锡储量的18％。

以锡为主共、伴生18种有用矿产，其中铜、铅、锌、

银、硫、砷均为大型矿床。锡矿石主要类型有锡石一

硫化物型原生锡矿(含硫化矿和氧化矿)和岩溶堆

积粘土型砂锡矿，在探明和保有储量中，两类矿石储

量比例分别为53：47和76：24。砂锡探明储量77％

已开采利用，现有矿区转入开采原生锡矿为主，相对

成本增加，效益下降。

表1 云南省各成矿带及主要锡矿矿床(点)

成矿带亚带 主要矿田、矿床

滇东南文山一马关 萎尝蒿黼白牛厂、马关都
个旧 老厂、马拉格、松树脚、卡房、牛屎坡等

川滇军窑石屏冀裹戮磊譬篓沃措
高黎贡山一腾冲譬煞勰疝鉴铁窑虮老平

滇西 福贡一镇康 婆鸯勰康乌木兰、龙陵镇
静瓣-．西盟翥聋鸶篥善盟阿莫、昌宁蓐衄地、

1．1．2都龙锡矿

都龙锡矿位于云南省马关县都龙镇。都龙锡矿

分铜街矿段和曼家寨矿段，铜街矿段共探明矿石量

l 757．8万吨，金属锡4．4万吨，金属锌37万吨，该

矿段埋藏较浅，现已开发。曼家寨矿段共探明矿石

量4 726万吨，金属锡26．36万吨，金属锌241．9万

吨，伴生铟3 714吨，镉6 132吨，银620吨，铜

97 955吨。矿床位于花岗岩体西侧寒武系田蓬组地

层内，长约5 km，宽400一600 m，矿化层最厚达200

余米，内含多层规模大小、数量、产状形态各异的似

层状、扁豆状、囊状、脉状等矿体。矿石主要为锡石

硫化物一矽卡岩型，具有多金属矿化，主要与锌共

生。按矿物自然组合特征，大致可分为锡石一硫化

物型、锡石一矽卡岩型、锡石一磁铁矿型三类。

1．2滇西锡矿带

滇西锡矿带以锡石一石英型和云英岩型矿床为

主。如腾冲小龙河、腾冲梁河县来利山锡矿等。

1．2．1 小龙河锡矿

小龙河锡矿位于云南省腾冲县，主要以锡石一

石英型和云英岩型矿床为主。矿带长约l l km。矿

体赋存于围岩残留顶盖的内、外接触带以及花岗岩

的北北西向断裂裂隙。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厚度

数十厘米至数米，最大厚度可达数十米；长度十米至

百余米，最长可达360 m。岩体内的脉状矿体沿北

北西向断裂裂隙充填交代形成，呈簇状雁行群状分

布；脉簇一般长60一300 m，厚3．7—7．2 m，向下延

伸50～240 m。产于内接触带的面型锡石一云英岩

型矿体，主要由锡石一绿柱石一白云母(萤石)型云

英岩矿石和强锡石一云英岩化花岗岩型矿石组成，

是矿区内的主要矿石类型；矿石呈块状、细脉浸染

状、细脉状。锡石在矿石中呈浸染状、团块状分布。

腾冲小龙河锡矿探明储量6．56万吨金属锡。

1．2．3 梁河县来利山锡矿

梁河县来利山锡矿有4个矿带、65个矿体，矿

区内分为四个矿段，共揭露矿体28个，矿石量951

万吨，锡金属量约5．8万吨。

2云南锡矿产资源的特点

2．1 大矿集中，中矿点多、面广

大、中型矿床与小型矿床数量之比为l：5．4；储

量之比为4：l；主要锡矿伴生矿多，数量约占一半。

锡矿产多为锡与其它金属的共生矿，锡矿中低、贫、

细矿石所占比例大，易选矿少，难选矿多。锡砂矿分

布的集中带，是云南锡矿分布最多、锡矿开发程度最

高的矿区。个旧矿区已探明锡储量为云南省的

86％，占全国储量的1／3，素以“锡都”驰名海内外。

2．2 矿床总体规模大，每个矿体规模却很小

在个旧地区1 Ooo km2的范围内，分布的脉状

矿体达上千个，如老厂矿区已探明的锡金属储量约

69万吨，但多为几万吨或十几万吨金属量的小矿

体。

2．3矿床类型复杂

矿床多为复杂的Ⅳ类型。这种矿床品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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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矿体规则性差、形态变化大，岩石疏松，地质水文

条件复杂，开采条件困难。

2．4易探矿、易采矿减少

经过长期开采，云南的露天砂矿已逐步消失，只

在滇西还部分存在。现有锡矿资源多为埋藏深、分

布重叠的脉锡矿床，矿体平面上分布范围较广，多为

高天井、长独头的盲矿体，开拓坑道工程量大，探矿、

采矿具有一定难度，开采成本逐年增加。

2．5综合利用潜力大

锡矿床伴生金属主要有铁、铅、锌、铜、钨、铟、

锑、锗、金、银、铌等，还含有相当数量的砷、氟、硫等

非金属元素。个旧矿区锡矿资源共生、伴生18种矿

产，属于锡与多金属共生的大型矿床，其中铜、铅、

锌、钨、银、萤石、硫、砷均达大型规模。

3云南锡矿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问题

经多年开采，云南各锡矿程度不同地面临着砂

矿资源消失，锡矿石品位下降，后续资源不足，资源

保证程度不高，资源枯竭的困难局面。

3．1 锡矿资源开发程度高。老矿山企业多．

后续资源不足，资源接替困难问题突出

最近，将地方5个大矿山合并重组后共有16个

大型矿山。11个为资源近枯竭矿山；另5个矿山仅

松树脚资源保障较好，平均只有不到5年的服务年

限属资源危机型矿山。个旧市现有人口约20万，云

锡集团就有十余万人，是我国最为典型的矿业城市，

“四矿”问题突出。提高云锡集团所属矿山资源保

证程度，对于保证我国锡业优势、探索解决“四矿”

问题、制约国际锡市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2矿山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矿山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

化水平低，设备落后；矿山开采资源浪费严重，采富

弃贫现象突出；资源综合利用率较低，资源价值得不

到充分体现。2003年底，在个旧市除云锡几家大矿

山外，还有140多户非国有矿山企业以及依托这些

企业生存的众多承包、联营个体采矿者。多数企业

的锡产量每月不足百吨，采选冶综合回收率低，特别

是有的县乡镇锡矿为追求利润，采富弃贫，矿石贫化

损失率极高。云南锡业集团公司奥斯麦特技改工程

完成后，使公司的矿石冶炼和精炼技术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但采矿设备严重老化，在其最大的松树脚矿

井，上世纪四十年代从美国进口的提升机仍在使用。

2000年除云锡产精锡2．6万吨，占全省产量的70％

左右外，还有10多户小炼锡厂。与国外企业相比差

距较大，投资分散，生产规模偏小。印度尼西亚的马

赫锡业公司(PI．T锄baIlg Timah)产能可以达到5万

吨。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成本的高低和竞争力

的强弱。

3．3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优势未转化为产

业优势，严重依赖输出锡初级产品

生产销售以锡原料为主，市场主要靠出口，企业

效益随国际市场锡价波动而波动。2002年l—10

月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锡产品共计12 240

吨，其中：锡锭8 060吨，锡基合金400吨，焊锡3 780

吨(来源中华人和共和国商务部驻昆特派员办事处

网站)，而深加工产品不到lO％。据2001年统计‘，

我国耗锡最多的是焊料，约占全国总耗锡量的

50．0％；其次是马口铁生产，占25．0％；化工制品占

4．O％；其它用途占21．o％。目前我国所需的绝大

部分锡深加工产品如有机锡、锡材等，大部分需要进

口。仅2001年我国就高价进口锡材13 661．64吨。

2002年8月国际金属锡价格每吨4 000多美元，与

2000年相比大约下降了1／5。这主要是由于2001

年整个国际经济不景气，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的

经济增长缓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

润下降了50％，首次出现了亏损，2002年一季度亏

损380万元。

3．4矿山污染严重、矿山地质环境恶化。特

别是中小矿山“三废"污染问题突出

粱河县自20世纪80年代初探明有中型储量锡

矿后，当地实行“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国

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开矿政策，先后冒出了梁

河锡矿、梁河双扶锡矿、潞梁锡矿、淘金沟锡矿、光坪

锡矿等20多家锡矿企业，大量锡矿废土、废渣、废水

肆无忌惮地排入丙赛河。“三废”所到之处，河堤、

田埂寸草不生，接近沟渠的树和草非自然枯死，水稻

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稻田养鱼逐年灭绝。锡矿开采

虽然暂时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给周围群众带来

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给锡矿所在的河西乡造成每

年138万元的损失，1996～2002年累计损失2 200

万元。近年大规模无节制的采矿活动使生态环境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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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导致事故频发，因此而诱发的地质灾害明显

增多。有着2 000多年锡矿开采史的个旧市，在近

代大规模强化开采中，工业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地质

灾害频繁，安全威胁大，治理地质灾害难度大、费用

高、周期长。据2002年统计，个旧矿区采空区和尾

矿库占地面积3 800多hm2，其中能够恢复成耕地的

面积将近2 300多hm2，25。坡以上需要恢复为林地

的面积为860多hm2。滑坡、泥石流、陷落、地裂等

地质灾害有10余处。个旧市老厂锡矿和卡房锡矿、

泸水县石缸河锡矿区和文山都龙锡矿区都为云南省

滑坡、泥石流危险矿区。

4实现云南锡矿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矿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矿产资源属不

可再生资源，矿山有一定的寿命，“洞老山空”是迟

早的事，这一客观规律只能适应。但应力求避免

“矿竭业衰，矿竭城衰”，而且可以避免。依靠科学

技术，把云南的锡矿资源优势转化为锡产业优势，实

现锡矿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4．1 加强宏观调控，加强锡矿资源开发规

划，改革经营体制

实现锡矿资源的整合，有效保护环境；实现锡矿

资源开采规模化、集约化，在开发过程中尽量提高资

源采收率，避免矿产资源的破坏和浪费；鼓励和支持

矿山企业开发利用低品位难选冶资源、替代资源和

二次资源，扩大资源供应来源，降低生产成本；鼓励

矿山企业开展“三废”(废渣、废气、废液)治理和综

合利用的科技攻关和技术改造；实现对矿产资源的

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和合理利用。建立锡资源储备

制度，强化资源保护。促进矿山生态环境的改善，减

少和控制在采、选、冶等生产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

的破坏和污染，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良性循环。健全矿山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

对矿山生态环境防治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加强宣传

教育，提高矿山企业和全社会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

实现锡矿业开发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末，云南锡

业公司实行了以减员增效、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

容的第一轮改革，实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

2002年8月，在云南省率先以资产划转的形式，将

个旧市的红旗矿、革新矿、促进矿、新建矿、前进矿、

田心矿和个旧鸡街冶炼厂、个旧冶金矿山机械公司

等8个国有企业划转云锡公司，开始了云南锡产业

的整合。个旧矿区的资产得到了优化配置，井下的

采矿和运输实现了统筹安排、统一调度，矿产资源的

勘察、采掘实现了统一规划、科学开采。云南锡业公

司整合、优化了个旧锡资源，整治了矿山生产秩序，

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和锡矿资源的利用率，

为个旧矿区锡矿资源的进一步勘察和开采利用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对个旧矿区锡矿资源实现统一规划、

统一勘探、统一开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个旧锡矿

资源的整合、重组对做大、做强云南锡产业具有重大

意义。个旧市在1995年以来，关闭了个旧湖周边及

上河沟的10余家小选厂，同时对不具备资质条件或

无安全尾矿场的小选厂不再予以审批发证；对杨家

田油库、老冠凹塘的选厂做出雨季停产、限排的规

定；对可能造成地质灾害和安全隐患或破坏城市景

观的矿山企业，坚决关闭或停发采矿许可证并在矿

区开展了“矿山整顿治理，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工

程，投资1．2亿元完成了环湖截污、环湖游览道、排

洪排污隧洞、底泥疏挖工程，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

使个旧湖水质由原来的超五类水质恢复为近四类水

质。个旧市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成为“全国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

4．2加强地质勘探工作

加大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将解决锡矿山的资

源接替问题作为重点，通过对具备资源条件和市场

需求的大中型矿山深部和外围探矿，提高矿山经济

效益，延长矿山服务年限。锡矿床特点是矿床类型

多、矿种多、共伴生元素多、形态产状复杂、成矿作用

多样，矿山深部大有找矿潜力。云锡集团公司为解

决后备资源危机，2002年11月召开院士、专家座谈

会。专家认为，个旧矿区范围500多km2，生产范围

集中在东部90余km2，面上存在找矿空间。在生产

矿山深、边部、空白区存在第二找矿空间，成矿条件

复杂，找矿潜力巨大，若经过一定时力，具有寻找大

型(50万吨)锡矿床的资源潜力。

4．3利用国外资源

云南毗邻东南亚国家，澜沧江流域及中南半岛

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很低，云南应充分利用

“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南半

岛矿产资源与我国西南地区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

可互为市场和原材料基地。老挝、缅甸、柬埔寨的矿

产资源尚未进行过系统勘查，仅对部分地区进行过

  万方数据



第2期 刘光亮等：云南省锡矿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3·

资源调查。据有关资料，老挝已有及已发现的矿山

及矿点220个左右，矿种有：铁、锰、铜、铅、锌、锑、

钨、锡、金、银及煤、钾盐及岩盐、石膏、重晶石等，现

已开发的有锡、石膏、盐、煤等。缅甸有丰富的能源

资源，是宝玉石及有色金属矿藏的富集区。石油主

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铁矿主要分布于恩梅

开江上游、掸邦西北部及曼德勒东部。缅甸的金、

银、铅、锡、钨、铜、锌、锰等有色金属分布很广，从克

钦邦到德林依南部的麻力温都有分布，但到目前还

未有详细地质资料。缅甸是世界上著名的宝玉石产

地。抹谷盛产红、蓝宝石；掸邦的丙弄是国家专营的

宝石产区；玉石矿分布于克钦邦的孟拱、甘拜地、弄

肯、帕甘等地；钻石主要在孟密镇的景朵村附近地

区。柬埔寨已发现的矿产有铁、锰、盐、煤、磷、大理

石、石英砂、有色金属及宝、玉石等。锡是泰国最重

要的矿产，储量94万吨，占世界储量的11．8％，居世

界第4位。越南矿产资源种类较多。储量较大、有

工业开采价值的有：石油及天然气、煤、铁、磷灰石、

铬、硫铁矿、铝土矿、高岭土等。云南省与中南半岛

国家均处于同一个成矿带上，矿种较为接近，但是分

布量各异。锡主要分布在泰国；磷和煤主要分布在

老挝、缅甸，而泰国又是铜消费大国；钾盐主要分布

在老挝、泰国，这又是我国西南地区紧缺的矿产；宝

玉石主要分布在泰国、越南、缅甸。矿产资源有相

同，又各有侧重，这就为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

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有些矿种虽相同，但云南省技

术领先于周边国家，可开展多层次的技术、人才交

流，双方可互为市场，充分发挥“两种资源和两种市

场”的作用。

4．4提高锡的深加工生产能力

改变以锡原料生产销售为主的格局，使云南成

为全国乃至世界的锡深加工基地。我国锡产品深加

工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一是产品品种、规格少，

特别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较少；二是产量、

规模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进口量呈逐

年上升之势。应针对我国低价出口金属锡、高价购

进锡深加工产品的局面，将云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加快发展锡的深度加工产品。作为全国

的主要产锡基地，云南的红河州具有良好的锡深加

工基础。虽然目前云锡集团已建成目前国内最大、

最具规模和实力的无机锡化工生产基地——云锡股

份冶化分公司，并在锡材深加工方面初具规模——

云锡股份高新材料分公司，但与国外相比，在产品的

精细化、专业化、功能化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特别

是有机锡开发方面仍属空白，应加大、加强科技开

发、人才培养和产业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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