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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云南铜业发展中的现状及基本特征,分析了铜业发展中的问题, 提出了今后改革和

发展一些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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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及铜合金材料广泛应用于电力、兵器、航空、

航天、汽车、机械、电子、电器、仪表、建筑等各个领

域,是消费量仅次于钢铁、铝的第三大金属。随着世

界经济的复苏, 世界精铜产量与消费量与日俱增,

1998 年世界铜产量为 1 387. 3 万 t , 1999 年为

1 434. 6万 t , 2000 年 1 468 万 t , 铜产量平均以

4. 89%速度递增; 同期消费量分别为1 340. 3万 t、

1 411. 6万 t和 1 488. 5万 t ,年均以 4%的速度递增。

我国精铜产量 1998 年、1999 年和 2000年分别

为 121. 7万 t、116万 t 和 135万 t ,同期消费量分别

为 136. 2万 t、147. 4万 t 和 165万 t , 年均以 4%,

8. 2%和 11. 9%的消费速度递增。我国铜的消费结构

线缆占 54%, 合金占 17% , 铜管占 11% , 板带占

8% ,其他占 10%。近年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经政策

拉动内需, 我国城乡电网改造大面积铺开, 并实施

“西电东送”工程。2001～2010年我国精铜的需求量

将保持 4%的平均速度递增,预计 2005 年为 210万

t , 2010年将超过 260万 t。我国成为世界铜的消费大

国之一,消费量仅次于美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铜业累计投资 112. 6 亿

元(不包括乡镇集体企业) , 形成采选冶综合生产能

力 78. 2万 t / a、生产铜累计1 170万 t。由于我国铜资

源结构不理想,我国铜储量 6 281万 t ,其中铜品位w

( Cu ) > 1%的富铜矿 2 213 万 t , 占总 储量的

35. 23%。全国铜储量平均 w ( Cu) = 0. 87%, 而国外

的赞比亚、扎伊尔、澳大利亚分别为 3. 5% , 5%和

1. 8%。目前我国已开发的 329个国有铜矿年产精矿

含铜 43. 64万 t , 还不及智利丘基卡玛塔一个铜矿年

产精矿含铜 65万 t。我国自产铜只能满足需求量的

60%左右, 当前我国铜的需求量约为 150万 t, 1998

年我国铜的外贸总额达33. 38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

26. 86亿美元, 出口额仅 6. 52 亿美元, 外贸逆差达

20. 34美元。2000年进口铜精矿 181万 t ,铜材 74万

t ,加上其他铜产品一年耗外汇 53亿美元。预计 2005

年和 2010年需进口铜 60～70万 t 和 100万 t。我国

加入WTO 后,铜工业将受到冲击, 但对我国铜业来

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抓住机遇就能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争得主动, 获得发展。

1　云南铜矿资源结构及其特点

云南铜矿资源丰富, 查明铜矿产(点) 217处, 探

明储量的产地 156处, 遍布全省 14个地州(市) 38个

县, 探明储量 958. 88万 t ,现保有储量 849. 48 万 t ,

占全国保有储量 6 251. 88万 t 的13. 59%,仅次于江

西、西藏,居全国第三位。现有大型铜矿 4处(东川汤

丹、新平大红山、德钦羊拉、景谷民乐) , 中型铜矿 24

处, 小型 128处,预测铜资源量 1 220. 3万 t。77. 3%

的保有储量集中在滇中、滇南、滇西分别占 12. 5%和

7. 6%。

云南位于印度板块、欧亚板块的交界地区,成矿

条件好,铜矿类型复杂多样, 各类型铜矿保有储量占

全省铜储量的比重及矿床平均品位为:沉积变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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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型铁铜矿(大红山式)占 25%, w ( Cu) = 0. 76%;

沉积变质含铜硅质白云岩型(东川式)占 39. 5%, w

( Cu) = 0. 88%; 砂页岩型铜矿占 12. 8%, w ( Cu) =

1. 34%; 斑岩型铜矿占 1. 34% , w ( Cu) = 0. 63%; 夕

卡岩型铜矿占 18. 6%, w ( Cu) = 0. 5%～1. 7% ;铜镍

硫化物型占 0. 87% , w ( Cu) = 0. 75% , w ( Ni ) =

1. 23% ,其他类型占 1. 93%。

全省铜平均品位 w ( Cu) = 0. 978%,富铜矿保有

储量占全国富铜矿保有储量的 14. 11% ,全省保有铜

矿储量中硫化矿占 46. 51% ,氧化矿占 30. 81% , 混

合矿占 22. 62%, 伴生铜矿占全省保有铜储量的

4% ,共生铜矿占25%, 70%以上属单一铜矿。随着滇

西三江成矿带地质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斑岩型为主

的铜矿储量上升较快, 近 10年来新增储量超过 200

万 t ,为云南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资源基

础。

2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依托铜资源优势着力发展

铜业,形成以东川、易门、大姚、牟定四大铜矿和云南

冶炼厂为主体的采、选、冶、加工、科研设计、基建、教

育、经营、销售比较完整的铜工业体系, 总资产 40多

亿元, 职工 3. 5万人,形成年采矿能力 560. 79万 t ,

选矿能力870万 t , 年产精矿含铜 7万 t ,粗铜 9万 t ,

电铜 10万 t ,形成了地方骨干铜矿 8个和一批乡镇

集体采、选和冶炼企业。云南铜产量从 1949年的

106t ,分别增至 1990年的 7. 13万 t , 1995年的 9. 66

万 t , 1996年的 10. 86万占, 1998 年 12. 41万 t 和

1999年的 13. 12万 t ,占同期 10种有色金属64. 51万

t 的 20. 34%, 占全国铜产量的 9. 71% ,铜精矿产量

仅次于江西居全国第二位, 电解铜产量次于江西、江

苏居全国第三位。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1949年以来,云南铜业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大贡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

WT O,经营要素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国内市场与国

际市场的接轨, 优胜劣汰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省

铜业经营粗放, 无论是资源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组织结构都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从而制约了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

高。

3. 1　铜资源结构不理想

我省铜资源的特点是大型铜矿少, 中小型铜矿

多, 富矿少、贫矿多, 而且大多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

边远山区,全省探明储量超过100万 t的大型铜矿只

有东川汤丹、新平大红山、德钦羊拉、景谷民乐,全省

已探明储量超过 20万 t 的中型铜矿有 24处, 已开发

利用 18处, 尚未开发的 6 处, 平均品位 w ( Cu) =

0. 87%, 难选矿、中贫矿比例高、矿石类型复杂多样,

几乎全为地下开采。

3. 2　可供开采的储量不足

云南省铜矿资源开发程度低与可供开发利用的

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全省已探明的铜矿储量虽多,

但平均品位较低。相当一部分矿区开发利用条件不

理想, 地处边远山区、交通运输困难, 有的矿区缺水

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部分矿床埋藏深、品位低, 一

些矿山选矿技术未过关,形不成经济技术优势,可供

选点建设的产地和储量并不多。现已生产的铜矿山、

在建或拟建的矿山储量仅占全省保有储量的

33. 88% ,有50. 76%的储量需进一步勘探后才能利

用, 还有15. 36%的储量属于目前暂难利用的资源。

在已利用的储量中, 开发强度(采储比)铜为 0. 2% ,

大大低于合理采储比 3%～5%的要求。

3. 3　资源利用率低,损失浪费严重

云南省每生产 1吨铜金属消耗地质储量 1. 74～

2 t ,由于回收率低,原矿消耗大,加上原材料价格上

涨, 多数矿山转向深部开拓, 开采费用逐年增加, 国

际和国内市场低迷,价格与成本倒挂,不少企业由盈

变亏, 生产面临危机,为了增加利润, 矿山被迫提高

出矿品位, 一些铜矿山出矿品位普遍> 1%, 实际上

只采富矿, 致使矿山的设计服务年限普遍缩短 1/ 3

至 1/ 4。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乡镇矿山和个体采矿户只

挖高于 15%铜矿充当精矿出售,收购单位从自身的

利益出发, 高品位的要,低品位的不要, 加剧了采富

弃贫,造成铜资源的严重浪费。

3. 4　产业结构不合理

云南省铜精矿能力只能满足铜冶炼能力的 50%

左右, 采、选、冶严重失调, 形成采不保选、选不保冶

的严重局面, 不足部分每年需从省外或国外进口铜

精矿 5～6万 t。近 10年来我省铜产量逐年以 1万 t

的速度递增,从 1990年 71 350 t , 上升至 2000年的

16. 06万 t , 但铜矿山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昆明有

色公司除云南冶炼厂盈利较大外,有相当一部分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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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处于严重亏损状态。1995年云南冶炼厂年利润

总额高达 16 216万元。同年省有色总公司直属铜矿

山企业资产总额达 246. 36 亿元, 而负债额高达

170. 80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69. 3%。我省著名的东

川铜矿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存在着冗员多,负债率

高,亏损严重,负债率高达 73% ,负债总额达3. 71亿

元,职工 1. 5万人,离退休人员年支付费用达6 440

万元, 富余人员达 4 000 多人, 1996 年企业亏损达

6 848万元。成为我省铜矿山的亏损大户。

3. 5　矿山企业步履维艰

我省大多数铜矿山都是 20世纪 50～60年代建

成投产的,设备陈旧和工艺技术落后的约占 67% ,劳

动生产率低、社会负担重、经济效益差, 缺乏自我积

累、自我发展能力。有的矿山资源枯竭转产无门, 职

工工资都无保障。有的转入深部开拓, 采矿难度大,

物耗、能耗高,产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低,成本大幅度

上升和难以解脱的企业办社会,冗员多,离退休人员

不断增加,营业外支出如牛负重。铜矿山大多在偏僻

山区,环境艰苦,生活福利待遇差, 职工子女升学、就

业困难,思想不稳定。矿山企业多数亏损, 流动资金

短缺告贷无门, 维持简单再生产已属不易, 技改举步

维艰,更谈不上投资开发新矿点。

4　对策与建议

4. 1　加强铜矿地质普查与勘探

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 将我省西部三江(怒

江、澜沧江、金沙江)地区列为普查找矿的重点靶区,

进一步加强地勘工作的力度,鼓励风险投资,引进外

资和技术,联合开发区内铜矿资源,“九五”期间, 我

省在腾冲和思茅地区发现了老厂坪和大平掌铜多金

属矿, 德钦拖顶(羊拉)铜矿,景谷民乐斑岩铜矿的勘

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增储量在 200万 t 以上, 找

矿线索不断扩大。

近十年来随着昆阳群刺穿构造改造控矿作用的

深入研究, 为昆明群东川式铜矿的找矿工作开辟了

新的途径。

4. 2　坚持内涵与外延同步发展的方针

加快新的接替基地建设, 目前在建和拟建的铜

矿山有大红山、东川汤丹、石将军、新塘、云锡双竹、

塘子凹、德钦羊拉、景谷民乐。这批铜矿的开发,不仅

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产量, 而且可安排富余人员

5 000多人。

( 1)大红山铁铜矿为易门铜矿的接替矿山,保有

铜储量 135万 t (表内 119. 3万 t ) ,铁矿 A+ B+ C 储

量 4. 6亿 t (其中工业储量 2. 3亿 t ) , 一期工程采选

规模为 2 400 t / d,年产精矿含铜 8 000 t ,铁精矿13. 8

万 t ; 二期设计采选规模为 4800 t / d,年产精矿含铜

16000 t ,铁精矿 27. 6万 t , 一期工程已于 1997年投

产, 二期工程列入“九五”计划, 预计“十五”初可建成

投产。易门铜矿 1960年建成投产,已为国家提供 50

多万 t 铜精矿, 但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原设计范围内

的储量已经消失 80%以上, 区内可供选点建设的铜

矿点不多, 因此,开发大红山铁铜矿为易门铜矿的生

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2)东川铜矿为云南的主力铜矿山之一,历史上

为国家作过贡献,投产至今累计生产精矿含铜 50多

万 t ,白银140 t。东川保有储量238万 t。东川铜矿的

出路有三条, 一是进一步加强矿山地质工作探边摸

底, 探索深部及周边盲矿,扩大矿区远景, 延长矿山

服务年限; 二是通过新塘、石将军、白锡腊的建设, 每

年可分别提供精矿含铜 0. 4万 t、0. 2万 t和 0. 2万 t

作为接替矿山;三是加大汤丹铜矿的开发力度。该区

保有储量 115万 t ,占东川保有储量的 40% ,铜平均

品位 w ( Cu) = 0. 88% , 伴生金 10 810. 2 kg , 银

124. 94 t ,锗 67. 295 t ,钴 52. 918 t ,硫 26. 38万 t , 但

氧化矿比例高,结合氧化铜高达 32%,采用氨浸硫化

沉淀, 浮选和热水浮选处理的最新研究成果, 获得

86. 4%回收率, 精矿品位 w ( Cu) = 30. 85%, 初步测

算 1 t 精矿含铜的销售利润为 4 972元,水热法铜精

矿品位 w ( Cu) = 22. 26% ,回收率 81. 22% , 每吨精

矿含铜利润达 5 575元,较好地完成了“八五”攻关计

划。若按新工艺年处理 180万 t 原矿,可获精矿含铜

13 685. 76 t ,年经济效益可达 6 804. 5万元。东川矿

务局下属 4个矿山、4个采选系统, 年采选能力240. 9

万 t , 若通过新建矿山和内部挖潜改造,该矿务局有

年产精矿含铜 2万 t 的能力,重要的还是迅速组织有

关部门做出全面规划, 提出可行方案。

4. 3　湿法与火法并举

“八五”期间云南对难选氧化铜矿石、表外矿石

和坑内荒铜废渣采用浸出-萃取-电积技术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楚雄、红河、玉溪、临沧、东川、易门、昭通、

罗茨、武定、元江等地已建成大小湿法冶炼厂 80 多

家, 电积铜生产能力近 2万 t , 湿法冶铜技术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 使我省一大批氧化铜矿、难选铜矿得

到充分利用, 如滇中大村、凹地苴、六苴、郝家河、老

青山、西王庙、格衣乍矿页岩氧化铜矿平均品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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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萃取回收率达 96%、电积回收率高达

99. 5% ,总回收率 80%以上。牟定铜矿从 1992年开

始先后建成 9座电积铜厂, 年产铜 4 000 t , 占全矿总

产值的 40%左右,分流富余人员数百人。

大姚铜矿近年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与地方联

营,建成 4个堆浸电积铜生产企业,年产量从 200 t

扩大到 2 000余 t ,精矿含铜由 5 000 t 增加到 7 000

t。该矿横向联合投资新建的桂花、六苴两个电积铜

厂已生产出国际 1号电铜, 含铜达 99. 9%,年产电铜

1 500 t ,产值 4 100多万元。

全省有适用浸出-萃取-电积氧化铜储量达232. 1

万 t , 占全省保有铜储量的 32. 8% ,平均品位 w ( Cu)

= 1. 08%,在禄丰罗茨小新厂一带有高达 4%的土状

氧化铜矿, 该区已形成年产 1 000 t 左右的电积铜生

产基地。景谷民乐、德钦羊拉新增储量可建年产 1～

2万 t电积铜生产基地。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型氧化铜

矿点,由于交通不便难以集中,只适合于就地浸出。

在发展我省湿法炼铜的同时, 要进一步加快火

法铜冶炼系统的改造,要以云南冶炼厂为依托着力

集中发展火法炼铜技术,限制一些环境污染严重、金

属回收率低、资源浪费大的小型火法炼铜厂,择优发

展、重点扶持一些资源有基础, 发展有潜力的地方火

法炼铜企业。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实用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嫁接改造传统产业, 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

4. 4　发展联合,走集团化经营之路

云南铜业按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要求, 由云

南冶炼厂、东川、易门、大姚、牟定五家大中型铜企业

组建成云南铜业集团, 避免同行无序竞争, 实现生

产、经营要素的合理配置,总资产额达 46 亿元,占昆

明有色公司总资产额( 70亿元)的 57. 14% ,职工 3. 5

万人,主产品电解铜、铜精矿,铜加工,生产能力分别

为年 93 t、5万 t 和 4 万 t , 1999年产阳极铜 15. 1万

t、电解铜 12. 1万 t (占全省产量的92. 23% ) ,铜线纤

34 217 t , 年销售收入 40多亿元,其生产规模和经济

实力跃入国家 500 户重点大型骨干企业的行列, 具

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1998年云南铜业股份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共募集资金 75 120万元用于技术改造,

同年完成电解铜 112 437 t、硫酸铜 674. 7 t、铜材

33 670 t。在与国际市场融通的情况下。为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能力,尚需进一步优化组合,改善集团内

部的组织结构,建全和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和激励机

制, 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和专业化分

工的规模经营,提高集团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

力。

4. 5　强化市场调节功能

继续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

场。当前云南自产铜精矿只能满足铜冶炼能力的

50%左右, 约有 50%的缺口靠省外或进口铜精矿弥

补。为此要凭藉云南靠边通海联结东南亚、南亚要冲

的战略地位发展对外贸易, 面向国外铜市场,在保护

和合理利用我省铜资源的基础上,在互惠互利的情

况下可向外国矿山投资,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融通

稳定的铜精矿、粗铜或废杂铜进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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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坪组和大隆组,上震旦统陡山沱组和灯影组及与

之层位相当的地层分布区有可能是寻找海泡石矿的

有利部位。

( 2)火山沉积型矿床:主要与新生代断陷盆地有

关,东北三省的断陷盆地中,有玄武岩分布,河南、山

西、云南及西北地区新生代盆地中亦有玄武岩层分

布。世界上已发现的大型矿床都赋存于第三纪地层

中,我国东部新第三纪玄武岩广布, 有类似的成矿条

件,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古老海泡石得以保存的有利条件或环境, 主要

是在地壳较稳定的部位且上覆岩系厚度不大, 岩浆

活动甚弱的地区内。

海泡石经风化或雨水、地表水的淋滤作用后, 可

在某些有利部位形成 X-海泡石细脉。这种次生海泡

石可作为寻找原生矿的直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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