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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质调查基础地质调查

范围：范围：区域地质调查、区域地球物理调查、区区域地质调查、区域地球物理调查、区
 域地球化学调查、遥感地质调查等域地球化学调查、遥感地质调查等

任务：任务：获取基础地质数据和信息，深化国土地获取基础地质数据和信息，深化国土地
 质认知水平，提供社会服务质认知水平，提供社会服务

产品：产品：国际分幅国际分幅1:51:5万、万、1:251:25万、万、1:1001:100万地质图万地质图
 件、报告、数据库；基础综合集成和编图件、报告、数据库；基础综合集成和编图

部署：部署：成矿区带为重点，地物化遥统一安排成矿区带为重点，地物化遥统一安排



汇报提纲

基础地质认知水平显著提升基础地质认知水平显著提升
找矿支撑带动作用日益显现找矿支撑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创新与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创新与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下一步工作设想下一步工作设想



2014年完成1:5万区调22万平方千米 ，全国累计完成305万平方千米 ，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32% 。2014年完成1:25万区调1.5万平方千米 ，全

 国累计完成591万平方千米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62%

区调：全程数字地质填图技术



2014年完成1:5万航磁调查20万平方千米，累
 计覆盖420万平方千米，占陆地面积的43.8%

航磁：实现了直升机和无人机等多平台高精度调查



2014年完成1:25万区域重力18万平方千米，全国累计完成566万平方千
 米，占陆域国土面积59%。开展了辽宁鞍山-本溪铁矿等整装勘查区等1:5

 万重力和新疆东天山雅满苏地区等综合物探工作

重力：开展陆域航空重力，实现空地一体区域重力调查模式



2014年完成1:25万区域化探5.8万
 

平方千米，累计完成635万平方千米，
 占陆域面积的66%。开展东天山等浅覆盖区的区域化探示范工作

化探：全球率先对地球表层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地球化学填图，
 勘查地球化学技术国际领先



0

120

240

360

480

600

720

840

960

1:5万区调 1:5万航磁 1:25万区调 1:25万区重 1:25万区化

183
290 282

457122

130
591

284

178

万
平

方
千

米 1999年‐2014年完成

1999年以前完成

32%

44%

62% 59%
66%

自199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以来，基础地质调查
 工作程度大幅提高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对比图

1:25万完成

 
可测面积

 
70%以上



国家基础地质数据体系

1:100万/1:50万
470幅

1:25万/1:20万
3292幅

1:5万
5320幅

1:100万钨元素地球化学图

1:100万地质图

1:5万钴元素地球化学图

1:15万航磁异常图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三个层次比例尺，服务目标不同。数量？补充其他专业图件



初步建立基础地质数据更新机制

西澳1990年后进

 
行了两轮25万地

 
质图修编

延续地质图生命
前苏联:10-20年
澳大利亚:10年
瑞典:30年

大区域综合提升

同等比例尺进行修测:中大比例尺
1:20万区调约691万平方千米，已完成25

 万修测430万平方千米
1:20万化探147万平方千米，已完成25万

 修测15万平方千米
1:5万区调约11万平方千米，准备重测
1:5万航磁约200万平方千米， 准备重测

比例尺从大到小逐步更新:小比例尺
省级综合及编图
区域性综合及编图

（成矿带、构造单元、六大区）

全国地质综合及编图

为什么要更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举例，地质力学，物探精度，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新需求要求对陈旧的数据进行更新，数据采集是根本，数据更新是生命
澳大利亚合作填图了解，25万第三版修编





新一代省级地质志和系列图件

新一代省级系列地质图件
新一代省级地质志

已完成和开展24个，拟于2020年前全部完成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eries Geological Maps of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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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成全国20个重要成矿带地物化遥基础地质系列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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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成新一代青藏高原系列地质图件

1:150万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构造－岩浆岩图、变质地质图、新生代地质图、
 矿产资源图、旅游资源图、构造-岩相古地理图、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新构造
 与地质灾害图以及航磁-重力-化探等系列图共计近100张



编制完成新一代六大区地质图



持续推进全国基础地质研究与编图

重力总梯度模型
与构造解析

对全国航磁、重力、化探、地层、岩石和构造进行了系统总结，建立了全新
 的中国地质框架，按照多岛弧盆理论重建了中国大地构造格架

阿尔泰-兴蒙造山系
南天山对接带

华北陆块区

扬子陆块区

宽坪-佛子岭对接带

台东弧盆系和南海弧后洋盆

印度陆块区
钦杭对接带

中国大地构造图
1:2500000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系统总结全国航磁、重力特征，研究大地构造，建立和完善断裂系统，确定火成岩分布范围，探讨各构造区的基底结构、性质，研究深部构造。




首次发现中生代海生爬行动物觅食
 足迹化石，研究提出爬行动物用它
 们的前肢在泥质海底移动和觅食的
 创新性认识，重建了罗平生物群环
 境。成果在《自然-通讯》发表

罗平生物群取得新进展



汇报提纲

基础地质认知水平显著提升基础地质认知水平显著提升

找矿支撑带动作用日益显现找矿支撑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创新与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创新与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下一步工作设想下一步工作设想



空前提高了重要成矿带工作程度和研究水平

新发现一大批矿（化）点和找矿信息

圈定一批新的找矿远景区

2011～2013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第一阶段取得了历史性跨
 跃，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1352处,重要矿产保有储量大幅增

 加。
基础地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



成矿带工作程度空前提高

78片整装勘查区基本全覆盖
213片找矿远景区可测区覆盖程度基本达到75%
20个成矿带可测区覆盖程度基本达到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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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28.8%
41.9%

56.6%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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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带基础地质工作程度对比

2010年前完成 截止2013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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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22.0%

45.5%

77.4%
63.9%

76.7%

找矿远景区基础地质工作程度对比

2010年前完成 截止2013年完成

提升20% 提升30-40%

2011年-2013年3年共完成1:5万区调、化探、地磁和航磁69
 万、 58万、71万平方千米，提交了一大批地质图件和数据



系统建立成矿带地层、岩石、构造时空格架-奠定基础

基于最新1:5万、1:25万资料的综合提升

基本查明成矿带成矿地质背景—指导部署
从控制成矿作用地质体的构造环境和岩石建造组合入手，开展成矿

 背景研究，创新性编制成矿地质背景图，圈定出一批找矿有利部位

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研究取得新认识—指明方向
—厘定东昆仑南带增生杂岩带物质组成，指出三叠纪楔顶盆地是剪切

 带型金矿有利部位

—提出班怒带南、北两侧的白垩纪岩浆弧与班怒带特提斯洋壳的双向
 俯冲、消减有关，是最有利的成矿亚带

成矿带基础地质研究水平大幅提升

首次系统完成全国20个重要成矿带基础地质综合研究



含铜陆缘弧相火山岩建造

含铜台地相火山碎屑岩建造

含铜内陆盆相火山岩建造

含铜铁多金属板内裂谷火

 
山岩建造

含金前陆盆地相碎屑岩建造含金前陆盆地相碎屑岩建造

含锑增生楔相碎屑岩建造含锑增生楔相碎屑岩建造

查明成矿地质背景

西天山成矿带成矿地质背景图：主图采用岩性建造+构造环境+成矿作用特征，主图框
 外围运用沉积建造+构造环境+成矿和侵入岩建造+构造环境+成矿时空结构图表形式表
 达，将成矿作用与地质构造背景紧密结合，详细、直观的反映了研究区优势矿产资源

 形成、产出的地质构造背景。



婆罗科努山铜金铅锌等

 
多金属成矿有利地段

阿拉套地区Cu、Au、

 
Mo、Sn、W成矿有利地

 
段

伊犁盆地阿吾拉勒山成矿有利地

 
段

乌孙山成矿有利地

 
段

冰达坂北

 
侧沿中天

 
山北缘断

 
裂南侧成

 
金有利地

 
段

塔格麻扎-恰木古鲁克、却勒塔格山

 
砂岩型铜矿成矿有利地段

哈尔克山南坡稀土、稀

 
有金属成矿有利地段

指出下一步找矿方向



1:5万高精度磁测地区

1:5万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

综合

 地质

 调查

 研究

 区

指导工作部署



新发现一大批矿（化）和找矿信息

新发现矿（化）点600余处

新发现物化探异常5000余处，查证异常300余处

发现一批找矿新区和新类型



团结峰铅锌矿

化石山铅锌矿

西昆仑地区1:5万

 
I44E005003等5幅区调范围

新发现矿（化）点45余处，铅锌、铜金等找矿取得重大进展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11——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

铅锌矿位于岔路口-甜水海

 铅锌找矿远景区，为层控

 碳酸盐岩型，赋矿地层白

 垩纪铁龙滩组和侏罗纪龙

 山组广泛分布，是新疆最

 大最富集铅锌地球化学异

 常区，之前已发现火烧

 云、甜水海等大型铅锌

 矿，前景十分巨大

新疆甜水海地区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发现铅锌、铜金等矿点5
 处，其中团结峰铅锌矿矿体地表长约360m，宽1.5—15.2m，地表铅平
 均品位6.10%，锌平均品位8.50%，已转入后续矿产勘查

岔路口-甜水海地区铅

 
锌地球化学异常图



西昆仑-阿尔金成矿带通过地物化遥工作的统筹部署，
迅速掌握全局，指明方向，缩小靶区，带动找矿重大突破

序号 名称 规模 提交时间
1 新疆若羌县白干湖钨锡矿 大型 2008-2010年

2 新疆阿克陶县切北铁矿 大型 2011-2012年

3 新疆阿克陶县孜洛依北铁铜矿 小型 2011-2012年

4 新疆阿克陶县吐木艾尔克铅锌矿 大型 2011-2012年

5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走克本铁矿 中型 2011-2012年

6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叶里克铁矿 大型 2011-2012年

7 新疆阿克陶县阿其克沟铅锌矿 中型 2011-2012年

8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莫喀尔铁矿 大型 2011-2012年

9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阿依里西铁矿 小型 2011-2012年

10 新疆和田县宝塔山铅锌矿 中型 2011-2012年

11 新疆和田县阿合栏杆铅银矿 小型 2011-2012年

12 新疆和田县多宝山铅矿 中型 2011-2012年

13 新疆和田县阿克塔斯锂矿 中型 2011-2012年

14 新疆若羌县喀腊大湾铁矿 中型 2011-2012年

15 新疆民丰县盼水河铅锑矿 小型 2011-2012年

16 新疆若羌县英格布拉克铁矿 中型 2011-2012年

17 新疆若羌县贝克滩镍矿 中型 2011-2012年

近6年新发现矿（化）点500余处和大批物

 化探异常
新增大型矿产地11处，中型矿产地11个
圈定重要找矿远景区4个，矿集区8个
绝大部分物化探异常和新发现矿（化）点都

 没有开展检查和工程验证，找矿潜力巨大
昆仑-阿尔金成矿带新增矿床表（2008-2013)2014年,1:5万遥感

 
解译基本全覆盖

2006 年前 1:5 万

 
基础地质几乎空

 
白，矿点零星

1:5万航磁覆

 
盖一半

化石山铅锌矿

老并铁矿

硝尔库勒金锑矿

大九坝铜矿

库木库里砂
岩型铜矿

白干湖钨锡矿

乌鲁克阿提吉勒尕铜矿

约马克其铜矿

长沙沟钒钛磁铁矿

沟口泉铜金矿

乔布卡里莫铁矿

阿羌南铜矿 阿克苏铜金矿

1:5万区调覆盖

 
基岩区70%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艰辛区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22——班公湖-怒江成矿带
新发现矿（化）点30余处，近4年班怒西段基础地质程度和认识极大提

 高，累计发现矿（化）点130余处，圈出日土-弗野、多不杂-青草山、尕尔
 穷3个找矿远景区，材玛-多龙岩浆弧可能成为连续的斑岩型铜矿、矽卡岩

 型和热液型多金属矿成矿带，找矿潜力巨大

1:5万-1:10万遥

 
感基本全覆盖1:5万-1:25万化

 
探基本全覆盖

1:5万区调从零

 
到覆盖一半

●●

●●

●

●

●●

材玛-弗野

●

●
●

多龙-青草山

●
●连续的巨型岩

 浆弧成矿带？



新发现矿（化）点50余处，金、铜、镍等找
 矿取得重大进展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33——柴达木周缘成矿带

额明尼克乌拉山薄膜状镍华

青海1:5万J47E017001等4幅区域地质矿
 产调查，发现了金矿（化）点2处、铅锌矿
 点3处、镍矿化点1处。

其中额明尼克乌拉山镍矿化点已转入地调
 局矿产资源评价

克日岗铜金矿点孔雀石化矿石

青海省1:5万I47E001021等3幅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新发现铜金矿（化）点1处、铜
 矿（化）9处。

其中克日岗铜金矿点已转入地调局矿产资
 源评价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44——大兴安岭成矿带（北段）

内蒙古1:5万萨仁台牧场等4幅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发现银铜矿点1处，位于早白垩
 世二长闪长玢岩体与中二叠统大石寨组接
 触的内接触带，地表采样分析银品位高达
 1155g/t，与区域上Ag、Cu、Zn、Zr等地
 化异常对应较好，前景较大

已转入后续资源勘查

新发现矿（化）点58处，银、铜等找矿取得重大进展

该矿点未在找矿远景区内，其成矿背景与内
 蒙古东部的许多大中型矿床类似，都产出于
 大石寨组与岩体的接触带附近，为下一步找
 矿远景区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

银铜矿点矿体露头

银铜矿标本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大石寨组是区域上“铜铅锌银”成矿的重要层位，内蒙古东部的许多大中型矿床都产出于大石寨组或大石寨组与岩体的接触带附近。该因此该发现和进一步勘查为后续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非金属矿找矿
苏左旗查干尚德萤石矿矿体分布和标本

内蒙古1:5万浩宾塔拉等6幅区调，发现
 大规模萤石矿化断裂破碎蚀变带，具有超
 大型萤石矿的潜力

石泡流纹岩中掌状玛瑙

内 蒙 古 1:5 万 巴 润 布 拉
 

格
（L49E022016）、等4幅区调，新发现石

 泡流纹岩（彩石及玛瑙）矿点，岩石中石
 泡呈层状、串珠状等，个体较大的被硅质
 充填，形成观赏效果极佳的玛瑙。此流纹
 岩在早白垩世白音高老组层位的底部多处
 可见，具有极大前景。

已转入后续资源勘查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55——大兴安岭成矿带（南段）

新发现矿（化）点178处，在非金属矿找
 矿取得重大进展



新发现矿（化）点7处，稀土找矿取得重大进展

湖北1:5万水坪（I49E023008）等4幅区
 域地质矿产调查，圈定了3条大规模铌及镧
 地化异常，初步检查发现三条铌及镧矿化
 带， Nb2O5含量达到工业品位。

图幅内3个异常与地质填图圈定的碱性岩类
 分布区吻合，总面积约100km2。据其他项
 目资料，异常向北西延伸长达100km，异
 常强度更高，与陕西省新发现特大型铌矿
 相连，成矿类型也相同。

具有找到大型、特大型铌矿的前景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66——武当-桐柏-大别成矿带

1:5万蔡家坝幅铌地化图（绿线为新发现矿

 
体）



安徽泾县-宣城地区：通过1:5万重力调查，圈定了朱桥、新河庄、包村等
 找矿远景区和重力异常，经后续地质找矿工作验证，在荞麦山—朱村重点
 找矿靶区1200深度钻遇四层铅锌矿化

重力异常推断远景区 异常查证确定靶区 钻探验证见矿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77——重力指导深部找矿重力指导深部找矿



新疆东天山荒漠戈壁区：由于地表覆盖，该区找矿一直未取得大的突破，开展特殊景
 观区化探方法技术试点后，正确运用采样技术，2012年以来，在东天山先后发现白鑫
 滩铜镍矿(中型)和阿齐山铅锌矿(大型)。2014年又发现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碱泉沟铅
 锌矿和黑包山锌矿

找矿成果实例找矿成果实例88——化探促进特殊景观区找矿突破化探促进特殊景观区找矿突破

碱泉沟 阿齐山

白鑫滩

黑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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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调查试点取得实效

理清了我国三维地质调查思路，建立了总体工作流程

总结了适合不同类型地区、针对不同地质问题的三维
 地质调查技术方法组合，初步编制了技术指南

初步建立了各试点区三维地质模型

重大深部地质问题研究取得进展



龙门山构造带深部调查：建立了龙门山断裂深部结构框架，查明了龙
 门山断裂地下展布特征，提出了地震发育规律的新认识

龙门山岩石圈深部结构 龙门山构造带多重逆冲岩片构造



5年后

应力迁移趋势

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关系及应力迁移趋势

Longquan

 

Shan
faultXiongpo

 

faultDayi

 

fault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It implies that the stress has migrated to the Sichuan basin.




西准噶尔造山带三维调查：构建了白碱滩盆山结合部三维地质模型，首
 创提出准噶尔石炭系基底主要为蛇绿构造混杂岩，地表蛇绿混杂岩带是
 通过右旋转换压缩楔入的产物，并非构造边界



本溪-临江矿集区三维调查：首次建立分区复杂地质构造区三维模型，展
 现含铁建造的深部特征

本溪-临江地区分区三维模型
本溪大台沟地区含铁建造及围岩

 深部特征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以构造单元建模



长三角经济区三维调查：建立了“年代地层→沉积相→岩性层”三个层
 次的第四系地质结构模型，划分出淮河、长江、钱塘江、太湖及海洋等
 不同沉积体系，重塑长江三角洲形成与演化历史

长三角地区松散沉积物三维地质结构 长三角地区第四纪地层多重划分对比



完成1:25万土地质量调查188万
 平方千米，首次系统获得我国

 主要农耕区土壤养分丰缺和环
 境质量状况，为土地资源合理
 规划与管护，指导农业种植结
 构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为农业结构调整与城
 乡统筹提供保障



在全球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地方
 病防治等多方面获得广泛应用。特
 别是发现富含硒(锗)等微量有益元

 素的绿色优质土地资源3.6万平方千
 米，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带动特色

 农业发展，预期年经济效益达上千
 亿元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中国绿色富硒土壤分布图

富硒优质土

 
壤3.6万平

 
方千米



全国地质遗迹调查服务地质遗迹资源保护管理

以省为单元开展调查，全国共登录重要

 地质遗迹4400余处，初步摸清家底
开展了地质遗迹保护规划研究，提交

 《国家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和首批《国

 家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讨论稿
首次建立地质遗迹调查技术方法体系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为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对全国重点矿集区进行了矿产卫片高精
 度遥感解译，提取矿产疑似违法开采图
 斑，评估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和矿山环境
 地质问题，为矿山执法监督检查提供技
 术支撑

遥感为高效的矿政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全国疑似违规

 

矿山分布图

2006-2013年每百km2疑似违法图斑量对比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情况遥感调查



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全面启动
综合运用新方法新技术
拓展区域地质填图新领域，寻找新的资源空间，解决重大地

 质科学问题
创新地质调查方式和成果表达方式，提升服务能力
形成适合不同地质地貌区地质填图方法体系和工作指南

森林沼泽区

强风化层分布区

黄土区

岩溶区

平原区

艰险区

荒漠区

中国特殊地质地貌区分布中国特殊地质地貌区分布 7大类型，可测面积

 
约250万km2

 

7大类型，可测面积

 
约250万km2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国特殊地质地貌区分为平原区等7大类型，可测面积约250万km2，蕴藏丰富的资源，掩盖重大地质问题，常规方法难以进行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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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2015年-2020年）

完成全国可测区1:25万基础地质调查和更新

围绕需求开展1:5万基础地质调查，2020年前基本
 覆盖成矿带，对部分年代久远图件进行更新

完成省级、重要地质单元、全国三个层次的基础地
 质综合研究和编图

1.完善国家基础地质数据体系，建立更新机制



完成特殊地质地貌区地质填图试点，创新调查方
 式，探索成果表达，并在全国示范推广

继续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综合评价基本农

 田质量状况

完成全国32个省级重要地质遗迹调查和全国层面综
 合集成，提出保护规划建议

继续开展全国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遥感解译，分
 析评估矿产开发和地质环境状况

2.创新地质调查方式，提升服务水平

下一步工作（2015年-2020年）



研究制定新一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方法和指南
三大岩类填图、三维地质调查、造山带填图、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

完善区域地球物理调查技术方法和标准
航空重力、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无人机航磁等

完善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技术方法和标准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生态地球化学

完善遥感地质调查技术方法和标准
航空高光谱遥感调查、干涉雷达测量、岩矿波谱测试等

3.开展基础地质调查新技术方法应用研究，建立新
 时期现代地质调查技术体系

下一步工作（2015年-2020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针对不同自然地理条件、地质类型和任务要求，分类



谢谢！
祝大家会议期间
身心愉快、收获丰硕！

谢谢！谢谢！
祝大家会议期间祝大家会议期间
身心愉快、收获丰硕！身心愉快、收获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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