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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找矿成果

——记地质工作者丁贻礼

丁卫星

一名一生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奖、重大科技

研究成果、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都与他无关；科学院院士、

学科带头人、博士、教授、知名学者也都不是。那么，写他还有什

么意义吗。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

给了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默默无闻地为自己的祖国奉献，就为了

这些，何尝不值得去为他写上一笔。

丁贻礼（1924年 3月 23日至～2004年 3月 27日），云南省昆明市人，汉族。中共

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科技工作者。

出生于殷实家庭的他自小按照长辈的要求就是多读书，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是按朱柏

庐先生治家格言去要求的，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

家”，让他们姊妹都努力读书学习不敢怠慢，用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来规范自己。1930

年 7月，6岁就在昆明县进入云南省立师范阴山附小读书，1936年后，分别就读于昆明

虹山中学，云南省立阴山中学，1939年，开始就读云南省立昆华工业学校。

1943年 7月考入云南大学先修班，受其爷爷丁绍文（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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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之一，电灯公司总协理）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云南大学矿冶系读书。云南有

着丰富的金属矿藏，当年云大矿冶系里也有不少国内此专业大师级教师，矿业专业在国

内也是很有名的。在基础课学习期间有一门基础课程《普通地质学》，使他对地质科学

有了很大兴趣，特别是去到昆明郊区野外实习《普通地质学》所学内容，由此让他喜欢

上了地质学这门学科，希望深入学习，这一志向的由此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

当年由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两校邻近，两校师生互有往来有较多交流，又被西南联大

强大的师资阵容和学术风气所吸引。在 1945年 7月，他决定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

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地质专业，随自己的喜好转学学习，这要感谢那些年的教育制度。

本来他在云大矿冶系已经是二年级学生，在联大应该插班读三年级了，但是按照当时大

学的规定，中途转学插班就读的要往下降一个年级，故而只能在联大二年级就读。1946

年秋天，西南联大解散原来联合办学的三校复员北京、天津，他随即转至北京大学地质

系继续学习。

在联大读书期间，对历史感兴趣的他还选修了吴晗先生的中国通史。他在联大学习

的时间只有一年，但却对联大心有所系，在北大读书期间是“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北京

大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部理事，为宣传和传承联大精神不余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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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后转入“民主青

年同盟”（简称“民青”），在1949年9月国民党“九九整肃”中以“匪嫌”被捕关入昆

明陆军监狱，在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前获释。在昆明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第八路、二十

六路军围攻昆明时参加了“昆明保卫战”。

一生喜爱音乐，解放前参加多个歌咏团体如“海啸歌咏队”、“南风合唱团”、西

南联大“高声合唱团”、昆师“大路合唱团”等，并在北京大学组建“北大沙滩合唱团”

并担任指挥，离休后仍是昆明“一二一合唱团”等合唱团的成员，坚持歌咏活动多年。

当年的这些合唱团体，既是歌咏团体，也是聚集各路进步青年宣传和学习进步思想的地

方，合唱团许多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先锋。1949年后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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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统工作，1950年4月还作为昆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8人代表参加了“昆明市第

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若不是后来响应政务院号召归口地质系统，可能将会一直从

事文化工作了。

由于对地质学有兴趣到爱好地质学，进而转学去专门学习地质，最后还终身从事自

己喜欢的地质事业，丁贻礼就是这样成为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从 1953年奉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务院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归队的命令，从昆明来到西南地质局（重庆）工作至 1987

年离休，用其所学的地质知识回报社会，一直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及地质科技管理工作。

20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涯，为西南地区地质找矿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这里要说的是这位

老地质工作者多年来他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为祖国经济

建设找矿成果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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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西南地质局统管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的地质勘查工作。开始他在局机

关地质勘探处地质科工作，参与了四川内江糖厂詹家坝厂址、重庆南国大厦屋基、九龙

坡电厂厂址等建设工程的地质调查工作。在那个“好男儿志在四方”、“到边疆区，到

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年代，主动要求下到野外地质队去工作。从 1955

年 5月开始，先后在西南地质局汶川地质队、西南地质局 546地质队任技术负责（当时

没有总工程师设置，下同）、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任分队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

大渡河地质队任技术员、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任地质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 402

地质队任主任技术员、四川省地质局 211地质队任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 109地质队

任技术负责。工作地点主要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

州及龙门山脉一带。1977年回到家乡的云南省地质局，参加了云南省地质科研所澜沧江

铁矿研究队（任技术负责），后任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处长、云南省地质学会秘书长，

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至 1987年离休。

在四川省甘孜、阿坝和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云南省澜沧江地区 20多年野外地

质生涯，为西南地区地质找矿和地质科技管理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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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参与了四川内江糖厂詹家坝厂址、重庆南国大厦屋基、九龙坡电厂厂址等工程

的地质调查工作；先后在西南地质局、四川省地质局及下属多个地质队（汶川地质队、

546地质队、西昌地质队、大渡河地质队、甘孜地质队、402地质队、211地质队、109

地质队）从事野外地质和技术管理工作，均担任各地质队技术负责（主任技术员）或主

任工程师，长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龙门山

脉等艰苦地区工作，主要在金沙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及澜沧江流域的广大区

域开展综合矿产普查、重点成矿区勘探及矿产研究工作；组织开展对二十余种金属、非

金属矿的地质找矿和地质勘探工作，先后为国家找到了铁、铜、铅锌、镍、稀有金属(铍、

锂、铌、钽)、黄铁矿、煤、稀土、石棉、石膏、磷、盐、云母、水晶、石墨、砂金等一

大批矿产地；探寻、勘探和评价了一批重要大中型矿床或重要矿产地。如：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冕宁泸沽铁矿山和大顶山的富磁铁矿、拉克富磁铁矿、昭觉乌坡铜矿、越西

碧鸡山敏子洛木赤铁矿（对该地区铁矿认定为“萍乡式铁矿”作出贡献）等，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李五铜矿、丹巴杨柳坪正子岩窝硫化镍矿、康定甲基卡伟晶岩型锂

铍铌钽矿（“全球硬岩型氧化锂资源储量最大的锂矿山”、“亚洲第一大锂矿”，甲基

卡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资源量全国第一）、乾宁农戈山铅锌矿，四川冕宁稀土矿

的前期地质工作等；对碧鸡山式赤铁矿定名有着重大贡献。许多矿山至今仍为国家建设

提供者宝贵的矿产资源。

丁贻礼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地质研究专著或学术论文，文革被斗期间的思想汇报和检

查倒是写了不少。但却用双脚踏遍无数山山水水，用双手书写和绘制出向四川省地质局、

地质部中国地质资料馆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18份，其中地质勘探报告 11份。这一份份沉

甸甸经过多少地质队员辛勤劳作得来的地质报告，都倾注着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心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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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为后来人留下了可供开发的矿山以及继续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的宝贵依据。这一份

份内容丰富的报告可不是今天一些人复制粘贴就能完成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尚未

进行民主改革，而国家建设又急需找矿，丁贻礼这些地质队员外出找矿工作都由地方政

府武装部派持枪民兵引路和一路护卫，一个地质小组还要配备几名持枪民兵，甚至自己

也要随身带着配枪，一旦土匪骚扰来袭，不得已都会先丢弃行李等个人物品而保护地质

资料。

万恶的十年“文革”开始后，丁贻礼被划定为“叛徒”、“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牛鬼蛇神”、“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屡遭批斗，不

仅要承担超负荷、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更有强加的多项莫须有罪名和各种人格污辱等

着他，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迫害。单说在文革期间即便是三伏天，在被拉去批斗

时他都会穿上棉衣和大头皮鞋，虽然天热难熬，但为的是在挨 XXX思想革命造反派的

殴打时可以多少减轻一些皮肉之痛，可见当年他的处境。就是在那样紧张屈辱、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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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动荡、是非不分走钢丝的岁月里，他那用地质科技报国之心和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多

找矿的信念也从未动摇过。在这期间还被安排去野外开展找矿（监视劳动）等工作，即

便在处处被 XXX思想革命造反派监视的状况下，对地质工作仍然尽心尽力、认真负责，

所做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和他对地质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家人都在随他转战各个野外

地质队，退休的岳母也来为他照料几个孩子。艰苦的野外地质队驻地教育学习条件极差，

孩子们受教育机会都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在万恶的文革中他被誉为走资派、反动权威

成为牛鬼蛇神期间，被押到各个野外分队批斗和劳动改造，XXX红色革命造反派们为了

达到折磨他的目的，将他的家人一块驱赶到野外工作点，全家人住在乱石岗中搭建的窝

棚里受尽磨难，可怜他 70多岁的岳母啊！而丁贻礼却淡然以对，当然，对于已经被打倒

而全部精力都放在地质工作上的他，不淡然他又能去做啥。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对丁贻礼在四川省工作期间的评价是：“丁贻礼同志在我局工作

期间，长期坚持在第一线，先后在甘孜队、402 队、211 队、546 队、109 队担任技术负

责人、主任工程师，在阿坝州、凉山州及甘孜州组织开展铁、铜、锂、铅锌、磷、黄铁

矿、石膏、煤等二十余种金属、非金属矿找矿和勘探，在此期间有关各队累计向局提交

各类地质报告 118 份，其中勘探报告 11 份。由他主持和参与找到和评价、勘探的大、

中型或重要矿产地有四川省冕宁（富）铁矿、大顶山（富）铁矿、越西碧鸡山敏子洛木

式赤铁矿、康定呷基卡锂（铍、铌、钽）矿、九龙县李五铜矿、乾宁农戈山铅锌矿等，

在找矿勘探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丁贻礼同志在四川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远少数民

族地区工作，他工作认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在培养地质技术力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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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7年 9月调入云南省地质科研所工作，担任澜沧江铁矿研究队技术负责，主要做

澜沧江铁矿研究工作；1978年 8月调入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工作，后兼管云南省地质学

会办公室及局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为地质专业组长）工作，建立了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抓科技计划执行及项目实施及成果管理（包括地质部、云南省科委、云南地

质局项目），这期间云南省地质界获云南省科委科技奖励 12项，获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奖

励 17项（包括安宁盐矿等科研成果）；开展地质对外交往和学术交流，接待了美、英、

法、德、日本、苏联、比利时、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等多国地质专家

和学者，使云南地质学界在和国外同行交流中互相学习并走出去；主持创办云南首个地

质学术期刊《云南地质》，把云南的地质（科技、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和国内同行交流；

每年举办多次地质讲座和地质专业英语学习班，让许多地质工作者（包括管理者）受益

匪浅。1978年云南省地质学会恢复活动，1979年任常务理事，1982年改任秘书长至 1987

年离休，主要开展了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组织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和学术

报告会及首届青年地质工作者学术交流会、出版《学会会讯》和《论文集》及科技资料

和科普文选、组织青少年地学夏令营、开展地质科技咨询及服务等；获中国地质学会“学

会工作先进集体”和“科普先进集体”表彰，被授予“学会工作积极分子”，1987年获

云南省科协“先进工作者”称号，1988年获中国地质学会授予“学会荣誉工作者”称号，

1990年获云南省地质学会授予“荣誉理事”称号，1991年被云南省科协授予“先进工作

者”称号；1986年参加云南省科协代表团代表云南省地质工作者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接见。

在云南省地质学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中对即将离休的丁贻礼这

样评价：“与会同志一致肯定，丁贻礼同志为我会恢复活动，推动学会组织建设、学术

活动、科普工作和科技咨询工作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我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理事会向丁贻礼同志表示敬意。”

这就是一位由兴趣转而专门学习，进而终身从事地质工作的普通地质工作者一生“用

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找矿成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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