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宪 民
( 1 9 0 0 ~ 1 9 6 9 )

孙忠和 宋学仪

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孟宪民
,

字应鳌
: .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

他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

职 员家庭
。

1 92 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清华大

学的前身 )
,

后赴美留学
, 1 9 2 5年获科罗拉多

矿业学院工程师学位
,

然后在该州虎城铅锌

矿工作一年
。

1 9 2 6年入麻省理工学院
, 1 9 27

年获硕士学位回国
。

自1 9 2 8年起
,

他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

究所研究员
,

在我国南方
,

做了近二十年的

地质调查和矿床研究工作
。

其间
, 1 9 3 7年曾

在云南个旧负责锡矿勘探
、

开发工作
, 1 9 42

~ 1 9 4 6年在云南东川铜矿主持区域地质填图

和有关研究工作
。

1 9 4 6年至 1 9 5 2年任清华大

学地质系教授
。

1 9 5 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

部成立后
,

他先后担任地质矿产司副司长
.

矿

物原料研究所副所长
、

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等职
。

1 9 6 3年曾率科学代表团访问南亚
。

他还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
、

常务理事
、

《地质论评 》编辑主任
、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

编辑
、

《地质学报 》主编
、

地质学会编辑委员

会主任等职
。

1 9 5 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地学学

部委员
。

1 9 6 4 年被选 为第三 届全 国人大代

表
。

孟宪民在地质
、

矿床工作中刻苦认真
,

注重实践
。

如在个旧时
,

在生活艰苦
、

人员

不足
、

经费短缺的情况下
,

和大家一起钻人

狭小而危险的矿铜中
,

夜以继 日地工作
: ,

在

此基础上设计施工了两个矿井
,

从而彻底改

变了土法采锡的落后面貌
。

解放后东川铜矿

的大规模勘探和开发
,

也是建立在孟宪民等

在抗战期间通过辛勤劳动所取得地质成果的

基础上
,

并曾得到他的具体指导的
。

孟宪民不仅是有色金属矿床学专家
,

在

矿物学
、

岩石学研究方面亦造诣颇深
,

三十

年代中期关于安徽铜官山
、

湖南香花岭和水

口山等矿床论文的有关部分
,

是三篇早期代

表著作
。

他最早将矿物微化试验鉴定法引进

我国
。

五十年代后期他领导的香花岭矿物
、

岩石与矿床专题研究
,

是当时的突出科研成

果
。

此外
,

他对我国稀有金属地质找矿工作

亦做出了贡献
,

提出了亚热带和滨海砂矿的

找矿方向
。

孟宪民在学术上敢于创新
,

向某些传统

学说进行挑战
。

他是后生岩浆热液成矿学派

鼻祖林格仑的门生
,

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
,

他逐渐发现原来所信奉的学说不能很好地解

释许多地质现象
,

特别感到用以指导找矿
,

路子不广
,

于是从五十年代未开始
,

就转向同

生沉积一火山成矿论
; 在找矿思想上

,

拚弃

了 “
沿小侵人体找矿

”

而主张
“ 沿层找矿

” 。

六

十年代初期发起并参加了长江中下游铁铜矿

床成因与找矿大辩论
; 1 9 6 4年出版了 《矿床

同生说译文选集》 并对译文作了精辟介绍
;

1 9 6 5年同有关同志完成了 《沿层位找矿是今

后重要的找矿方向 》 调查报告
,

发往全国讨

论 (后以 《若干金属矿床的勘探总结 》公开发

表 )
。

围绕同生找矿理论
,

他还撰写了 《矿床

分类与成矿作用 》 、 《矿床成因与找矿 》 等重

要论文
。

当时他倡导和研究同生成矿说已达

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

即使他在医院治疗
,

也

念念不忘同生论
,

还与 同 志们 研究 有关问

题
;
在

“

四害
”

横行的年代里
,

他仍亲自刻

腊纸
、

油印材料
,

进行宣传
,

表现 出科学家

热爱专业
,

执着地追求的可贵精神
。

孟宪民

可说是我国同生成矿学派的先驱和层控矿床

的研究鼻祖
。

他对花岗岩的成因和产状问题也提出过

新见
。

他认为花岗岩并非都是
“

上小下大
”

和一味地向下延伸
,

而是
“
有 顶有 底

” ,

并

且部分花岗岩是火山成因的
。

他倡议并组织

了 1 9 6 5年在黄山召开的花岗岩讨论会
。



对治理邯邢地区奥陶纪灰岩水的意见

田 级 生

邯邢地区有着丰富的煤
、

铁资源
。

但石

炭系太原统下部有三层煤 (小青
、

大青
、

下

架 ) 不能开采
,

主要是受奥陶系石灰岩地下

水 (简称
“
奥灰水

”
) 的威胁

;
邯邢式 铁 矿

产于中奥陶石灰岩地层中
,

也受
“
奥灰水

”

的威胁
。

而邯郸
、

邢台两市供水紧张问题
,

至今也未能彻底解决
。

为了既保证城市人民

生活和工农业发展用水的需要
,

又解除
“

奥

灰水
”

对矿山的威胁
,

就应对石灰岩含水系

统作整体
、

全面的考虑
,

充分发挥石灰岩
“

地

下水库
”
的调节作用

,

既考虑防
、

排水
,

又

考虑供水
,

这样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

“

奥灰水
”

基本特征

邯邢地区
“

奥灰水
”

以北铭河为界
,

分

成南北两个独立的水 文 地质 单元 或称
“

泉

域
” ,

南部称黑龙洞水文地 质单 元
,

北部称

百泉水文地质单元
。

它们各有 自己的补给
、

还流
、

排泄区
。

岩溶大泉集中排泄泉域内岩

溶水
,

系工农业及城市等大型供水的理想水

源
。

1
.

泉域边界条件分析
内叼、沪、 产、 户勺八诊、 J、 产、 . `产叼 内妇产叼、 曰. , 、 “ 、 ` . 叼 、 尸、 砂阳 . 、 叼 , . . 、 产 . 、 沪叼气“ 、 产、 产, 内钊自 .

孟宪 民在矿床学方面的成就
,

也受到国

外同行的重视
。

如 1 9 6 3年他的论文在英文版

《科学通报 》 上发表后
,

英国层控矿床学家

J
.

P le ir a立即来 函对孟的见解表示赞赏并希

望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

1 9 7 7年 (孟老逝世

八年后 )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地质系主任

芬尼教授访华时 曾特别要求拜访这位著名的

老校友孟教授
。

孟宪民教授在
“

文革
”

期 间被 迫 害致

死
。

泉域边界条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
:

( l)

由断裂或火成岩体阻隔
,

起着分割
、

阻隔地

下水联系的作用 ; ( 2) 地下分水岭使岩溶水

向两翼分流
,

分别进入各 自的泉域
; ( 3 ) 由

于寒武系下统页岩阻水致使太古
、

元古界变

质岩系与石英砂岩裂隙水位抬高
,

沿岩层接

触带溢出地表
,

形成地表基流量
,

与泉域内

岩溶水无直接水 力 联 系
; ( 4 ) 埋 藏 标 高

一 5 0 0米至一 80 0米以下中奥陶统石灰岩岩溶

不发育
,

地下还流迟缓
,

属人为划定边界
,

以别于前三类的 自然边界
。

2
.

岩溶发育特征及含水特征

以溶隙为主的导水储水介质构成岩溶裂

隙含水层
,

是泉域内岩溶水赋存
、

分布的重

要特征
。

岩溶水运动主要靠溶隙导水
。

黑龙

洞泉就是突 出一例
,

泉 水 沿一系 列 (几十

条 ) 北东东向张性裂隙溢出地表
。

溶隙发育

的不均性导致了岩层富水性不均匀
,

是泉域

内岩溶水分布的又一重要特征
。

在垂直方向

上随着深度增加
,

溶隙发育程度逐渐减弱
,

富水性也上强下弱
,

而水头压力上小下大
。

在水平方向上与溶隙发育强度相适应
,

富水

性 ( 导水性 ) 沿构造延伸方向强得多
。

3
.

岩溶水补给
、

迁流
、

排泄条件

泉域周边山区灰岩裸露
,

接受降水渗入

补给和河流灌入补给
。

露头面状补给数量与

降水性质有直接关系
。

短时间小雨人渗地层

不深
,

雨停后
,

基本上又蒸发 了
,

因而补给

岩溶水数量很小
。

对于长时间的霆雨
,

空气

相对湿度达到高值时
,

降水对露头面状补给

岩溶水就极为有 利
。

遇到 急骤 大雨 和暴雨

时
,

由于 降水过 于 集中
,

大部形成 地表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