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非金属矿制品

第一节　非金属矿制品生产沿革

建材工业的大多数产品从广义上说都是非金属矿制品，但在建材工业产品习惯分类

上多数产品已单独分列，不再归类为非金属矿制品，如水泥、玻璃、建筑卫生陶瓷、装饰石

材和保温材料等，这几类产品都已在有关篇章中叙述。还有一些只经过简单破碎或粉磨成

矿粉的非金属矿产品，已在非金属矿采选章中记述。因此，按一般分类习惯并结合安徽省

建材非金属矿制品实际，列入本章叙述的有石棉制品、铸石和凹凸棒粘土材料等 3 类产

品。

中国石棉制品工业创始于民国 7 年（1918 年），安徽省因工业落后，石棉制品需用少，

加上过去省内尚未发现石棉矿资源，所以发展较迟。1958 年 5 月，安庆市东区人民政府首

先筹建安庆市东区石棉制品厂，1959 年该厂投入生产，使安徽省有了石棉制品工业。从

1959 年到 1961 年是安徽省石棉制品工业的初创时期，生产设备简陋，开始只能生产一些

简单的石棉纺织制品，以后又用手工生产少量低压石棉橡胶制品，到 1961 年全年生产石

棉制品 132 吨，其中石棉纺织制品 127 吨，低压石棉橡胶制品 5 吨。虽产量不高，但已初具

规模。1962 年因全国经济调整，安庆市东区石棉制品厂于同年 6 月停产，使安徽省刚开创

起来的石棉制品工业中途停顿。

1963 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为了解决安徽省对石棉制品的需求，经安徽省计划委员

会、经济委员会和建筑厅批准，于同年 12 月恢复安庆厂的石棉制品生产，并将该厂改为市

属厂，更名为安庆市石棉制品厂。从 1963 年至 1965 年，为安徽省石棉制品工业的恢复期，

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品种，着重加快了石棉橡胶制品的生产，到 1965 年，安徽石棉制

品全年产量恢复到 123 吨，基本达到 1961 年生产水平，其中石棉橡胶制品 1965 年产量达

82 吨，比 1961 年增长近十五倍，石棉纺织制品产量 41 吨，只有 1961 年的三分之一。从

1966 年起安徽省石棉制品生产开始进入发展期，该年安庆市石棉制品厂增添了设备，用

机械生产高、中、低压石棉橡胶板。到 1969 年，安徽省石棉制品产量已达 475 吨，约为

1965 年产量的四倍，其中石棉橡胶制品的产量达 156 吨，也有较大增长。进入 70 年代，安

徽省地方工业兴起，对石棉制品的需求量猛增。从 1970 年到 1972 年是安徽省石棉制品的

兴旺期，当时安徽省开始生产汽车和拖拉机，为了配合生产汽车和拖位机的配件，安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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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制品厂增添了液压机等设备，开发了汽车和拖拉机刹车片和离合器片等石棉制动制

品的生产。至此，安徽省已能全部生产纺织、橡胶和制动 3 大类石棉制品。在此期间，由于

建设需要，保温用的石棉纺织制品需求大量增加，不但安庆市石棉制品厂产量成倍增长，

同时安徽省开始出现了小型石棉制品企业，如 1970 年嘉山县财政局在明光镇筹办财金石

棉厂，1971 年开始生产纺织制品。到 1972 年，全省共生产石棉制品 907 吨，约为 1969 年

产量的 1 倍。而其中石棉纺织制品全年产量达 473 吨，为 1969 年产量的三倍；石棉橡胶制

品年产量为 394 吨，比 1969 年增长 20％；石棉制动制品为新开发产品，全年产量为 50

吨。由于石棉纺织制品市场需要量大，在农村中也一度出现石棉绳等纺织制品生产，这些

产品大都质量低劣，大部为棉花成份，含石棉量很低，一时曾冲击市场，影响了石棉纺织制

品的销售和生产。1973 年起，安徽省石棉纺织制品的产量因需求减少而急骤下降，全年产

量降到 140 吨，不足上一年的 30％，1974 年产量更降到 45 吨的低谷，使财金石棉厂等小

企业也在同年关闭。由于石棉纺织制品产量大幅度下降，从 1973 年到 1975 年安徽省石棉

制品的生产进入低潮期，1976 年产量逐步恢复上升，1977～1979 年全国基建项目增加较

快，安徽省石棉制品产量己恢复到 70 年代初期的高峰水平，只是在品种上增加了石棉制

动和橡胶制品的产量，压低了石棉纺织制品的生产。至 80 年代初期，因国民经济再次调

整，基建项目有较大压缩，致使 1980～1982 年石棉制品生产再次进入低谷，1981 年安徽

省石棉制品产量降到 393 吨。3 大类产品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当年安庆市石棉制品厂出

现了建厂以来第一次亏损。1983 年后产量又逐渐上升，特别是 1985 年后，市场好转，产量

又有较大增长，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使安徽省石棉制品生产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期间，

品种上主要着重发展石棉摩擦制品和密封制品（1985 年起，按国家建材局规定，对 3 大类

石棉制品重新分类命名，分为石棉隔热制品、石棉摩擦制品和石棉密封制品。隔热制品大

体相当于原石棉纺织制品，摩擦制品就是原来的制动制品，密封制品相当于原来的石棉橡

胶制品）。1987 年又开发了耐油石棉橡胶板等新产品，使石棉制品总产量进一步上升，

1988 年安徽省石棉制品产量达 1273 吨，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其中主要产品是石棉密封

制品，产量高达 980 吨，占整个石棉制品产量的 77％，在此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

石棉制品市场好转，又出现了少数石棉制品小企业。

铸石是一种新的耐磨耐腐蚀材料，60 年代中国只有一个大连新生辉绿岩铸石厂。由

于铸石的耐磨性能比钢材高十几倍，采用铸石代替钢材作耐磨部件，可节约大量钢材，在

当时钢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建材工业部决定大力发展铸石，重点宣传和推广用铸石代替

钢材作耐磨耐腐材料。1967 年夏，建材部在大连召开铸石推广会议，号召有资源条件的

省、市，都要发展铸石生产，以节约钢材。铸石的主要原料是玄武岩，也可使用辉绿岩或安

山岩作原料，安徽省有丰富的生产铸石原料，尤以嘉山县、来安县一带玄武岩分布面积广，

储量充足，且嘉山县紧靠津浦铁路，交通方便。因此，选定嘉山县城关明光镇作为建厂地

点。1968 年委托建材 503 地质队在嘉山县城郊韩山对玄武岩进行地质勘探，1969 年由安

徽省建筑科研所与嘉山县合作进行了生产性试验，证实该地原料完全符合铸石生产要求，

完成了建厂的前期准备。

1970 年嘉山县铸石厂正式开始建设，设计能力为年产铸石 3000 吨，工艺采用冲天炉

将矿石熔化后浇铸，经结晶、退火而成铸石制品，浇铸和铸件搬运均用人工，劳动强度较

·392·



高。1972 年 10 月，该厂建成投产，主要产品品种有铸石板材和铸石粉。铸石生产初期引起

各方关注和好奇，安徽省许多领导也先后视察该厂，但铸石毕竟是一种新的产品，虽有许

多优异性能，多数部门并不了解，再加上铸石性脆，更增加了一些部门的顾虑，一些生产中

易磨损和腐蚀的部件仍习惯于使用钢材等原来的材料。因此，推广使用铸石有一个较长过

程，使该厂投产初期销售十分困难，产销量远低于设计能力，工厂连年亏损。为此，该厂在

投产初期主要是着重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发动职工拿着产品到一些需用耐磨耐腐蚀材料

较多的单位，如钢铁、煤炭、电力和化工等工厂，上门宣传铸石性能，并协助做好铸石砌筑

安装工作，使这些单位对铸石的优越性能和使用方法逐步了解，并取得了经济效果。70 年

代中期，安徽省建筑科研所和嘉山县铸石厂为解决铸石性脆，抗冲击力低的问题，联合研

试微晶铸石，取得一定的成就，试制的微晶铸石衬板曾在灵璧县水泥厂的球磨上试用。

进入 80 年代后，铸石销路逐步好转，1984 年产量已超过 1000 吨，以后又结合用户需

求，不断开发新品种，并组建防腐工程处，承担铸石的施工安装，方便了用户，也促进了铸

石销售，使产量进一步上升，到 1988 年安徽省铸石产量达到 1568 吨，并出现了销大于产

的好局面，使生产继续持上升趋势。

凹凸棒粘土材料主要用作工业吸附剂和海洋石油勘探所需的抗盐泥浆，70 年代后

期，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开始迅速发展，当时国内尚未发现凹凸棒土矿，所需抗盐泥浆材料

均需从国外进口，每吨价格高达数百美元，需耗用大量外汇。1979 年国家首次在江苏发现

凹凸棒土矿，80 年代初期安徽省嘉山县继之也发现了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凹凸棒土矿。

1984 年，石油部昆山石油器材供应公司与安徽省嘉山县合资在嘉山县城郊兴办了明光凹

凸棒粘土材料厂，是国内继江苏省盱眙县凹凸棒粘土公司后的第二个厂。1985 年初明光

厂建成试产，生产能力为年产抗盐粘土 2000 吨，是国内首家生产抗盐粘土的企业。

由于凹凸棒粘土材料用途较广，除海洋石油勘探外，可用作油脂（包括食用油）脱色

剂、饲料添加剂、农药载体、涂料填充剂、除臭剂和水质净化剂等。地质部门在发现该矿后，

考虑到这种矿种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发现，为了进一步开发利用安徽省这一资源，进行

了大量科研工作，并由省科委组织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对凹凸棒土在各工业领域

的利用进行研究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86 年后，为了进一步开发嘉山凹凸棒土矿资源，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公司、安徽省非

金属矿公司与嘉山县合资在原明光凹凸棒粘土材料厂基础上进行扩建，生产能力由年产

2000 吨扩大到 12000 吨，采用辊式磨和双筒烘干机等设备进行加工，到 1988 年底，扩建

工程已基本建成，将在 1989 年投入生产。在此期间，嘉山县的涧溪乡和 312 地质队也各办

了一个小型凹凸棒粘土厂，生产饲料添加剂等材料。在品种上明光厂与有关科研部门合

作，生产产品由单一的抗盐泥浆发展到吸附级粘土材料、饲料添加剂和冰箱除臭剂等产

品。为使产品能打入国际市场，1988 年还委托加拿大勃兰顿工程公司对凹凸棒粘土材料

的国际市场、生产工艺和矿石性能进行调查，编制可行性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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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石棉制品历年产量表

（1985～1988 年）

表 7—3—1 单位：吨

年　　份 合　　计
其　　　　　　　中

石棉纺织制品 石棉制动制品 石棉橡胶制品
备　　　　注

1959 241．5

1960 651

1961 132 127 5

1962 28 26 2

1963 18 18 0．4

1964 46 30 16

1965 123 41 82

1966 215 121 94

1967 273 109 164

1968 228 76 152

1969 475 156 319

1970 652 243 37 372

1971 857 390 35 432 包括嘉山厂

1972 907 473 50 384 包括嘉山厂

1973 538 140 70 328 包括嘉山厂

1974 357 45 61 251 包括嘉山厂

1975 532 167 94 271

1976 694 279 110 305

1977 836 256 130 450

1978 872 251 203 418

1979 831 203 125 503

1980 633 90 38 505

1981 393 130 15 248

1982 575 197 49 329

1983 713 229 110 374

1984 830 196 131 503

　　说明：1、1959、1960 两年统计数字除包括 3 大类产品外，还包括石棉粉等低级保温产品，而且还包括

宁国等地大跃进时期不可靠产量。

2、该表根据建材部统计资料汇编及安徽省建材局统计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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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石棉制品产量表

（1985～1988 年）

表 7—3—2 单位：吨

年　份 合　计

其　　　　　　中

石棉隔

热制品

石棉摩

擦制品

石棉密

封制品

年　份 合　计

其　　　　　　中

石棉隔

热制品

石棉摩

擦制品

石棉密

封制品

1985 906 77 214 615 1987 962 81 208 673

1986 883 80 210 593 1988 1273 101 192 980

　　说明：1、1985 年起国家建材局规定石棉制品重新分类为石棉隔热制品、石棉摩擦制品和石棉密封

制品 3 大类。

2、该表根据安徽省建材局统计年报整理。

安徽省铸石制品和凹凸棒粘土材料产量表

（1972～1988 年）

表 7—3—3 单位：吨

年　份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铸石制品 356 516 708 432 1857 345 619 170 520 930 865 495 1037 945 780 2045 1568

凹凸棒粘

土材料
1500 1800 2600

第二节　非金属矿制品生产企业

安徽省非金属矿制品企业不多，1988 年底，石棉制品主要企业只有安庆市石棉制品

厂，另外在肥东县、宁国县和淮南市等地还有几个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产量很少，品种

不多，只生产石棉纺织制品（隔热制品），对全省石棉制品企业布局没有影响。铸石制品全

省只有一个嘉山县铸石厂，没有其他企业生产铸石制品。凹凸棒粘土材料主要企业也只有

明光凹凸棒粘土材料厂，另外嘉山县涧溪乡和 312 地质队各办有一个小厂，为了便于利用

矿石，这 3 个企业都在离凹凸棒土矿几十公里范围内。

　　一、安庆市石棉制品厂

安庆市石棉制品厂是安徽省最早最大的石棉制品企业，也是安徽省唯一能综合生产

3 大类石棉制品的企业。该厂隶属于安庆市建材工业局，全民所有制，厂址设在安庆市华

中东路（龙狮桥）。

该厂原为安庆市东区石棉制品厂，隶属于安庆市东区人民政府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

业，1958 年 5 月开始筹建，同年 10 月为解决技术力量的不足，区政府派人与上海市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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