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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 ２０１８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１　 松辽盆地大陆深部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完
井与重大地质科技创新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王稳石

为负责人钻探完成的松科二井，深 ７０１８ ｍ，是亚洲国家最深

的大陆科学钻井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 ＩＣＤＰ）成立 ２２
年来实施的最深钻井工程。 项目研发的超深井大口径取心

技术体系，攻克了超高温钻井技术等地球深部探测重大技术

难题，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 发现了松辽盆地深部页岩气和

盆地型干热岩等两种具有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清洁能源；并
在全球首次实现了对白垩纪最完整最连续陆相地层厘米级

高分辨率的精细刻画，重建了白垩纪陆相百万年至十万年尺

度气候演化历史，发现了白垩纪气候波动重大事件；建立了

地层对比的“金柱子”和松辽盆地演化新模式，丰富了白垩纪

陆相生油理论，取得了基础地质研究的重大进展。
２　 陕西蓝田黄土—古土壤序列与 ２．１０ Ｍａ 前古人

类活动历史新纪录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照宇及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

在陕西蓝田地区历经了 １７ 年综合地质研究，发现了秦岭山

前黄土侵蚀面，将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年代从距今 １．１５ Ｍａ
推前到距今 １．６３ Ｍａ；在上陈一带发现了新的连续黄土—古

土壤序列剖面，并在早更新世层段发现了 １７ 层旧石器埋藏

文化层，年代为距今 １．２６～ ２．１２ Ｍａ，使蓝田地区成为世界上

非洲以外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之一，该成果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上。 在蓝田连续黄

土—古土壤序列中发现世界罕见的含多层旧石器文化层，拓
展了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黄土研究的新方向。
３　 我国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编制完成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郝爱兵为首席专家牵头组织

编制的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是十九大提出“设立国有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后提交的第一份自然

资源系列成果。 图系分全国卷、省区市卷和专题卷 ３ 个系

列，涵盖水、土、矿、林、草、湿地、海洋等 ８ 个类别，２３１６ 张图

件。 图系凸显三大创新：一是系统梳理了全国自然资源数

量、质量、开发利用现状、潜力等内容，着重体现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类型齐全、数据详实

的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二是构建了全国和分省自然资源

空间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完成了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标准化、
矢量化和空间化，有力促进了信息化技术水平提高；三是突

出成果的应用服务导向，创新了图件表达形式，全面提升了

地质科技成果的显示度和社会服务能力。 相关成果得到国

家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４　 胶东金矿深部探测取得重大突破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于学峰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胶

东地区金矿勘查研究和深部探测。 首次在胶西北金矿集区

开展以深反射地震为主的深部探测应用研究，通过多参数方

法试验，验证了反射地震测量在花岗岩分布区固体矿产勘查

中对深部地质体探测的有效性。 结合深钻验证，查清了三山

岛断裂、焦家断裂、招平断裂带等重要构造的深部特征，揭示

了胶西北矿集区深部地质结构及其控矿因素。 成功实施了

３２６６ ｍ 金矿勘查科学钻探，在焦家金矿带斜深 ７０００ ｍ、垂深

３０００ ｍ 处发现 ２５ ｍ 厚的金矿体，最高品位达 １３．６５×１０－６，为
“中国岩金第一见矿深钻”。 该成果为实现胶东地区 ３５ ｋｍ
以浅地球物理控制、３０００ｍ 尺度钻探控制的地质体结构“透
明化”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我国金矿深部找矿的重大突破。
５　 新一轮省级区域地质志编撰完成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廷栋院士和丁孝忠研

究员组织实施的新一轮《中国区域地质志》编制工作，全面、
系统总结了我国近 ３０ 多年来海量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遥感地质等调查新成果和新资料。 该书有三大亮点：
一是全面梳理了我国地层—岩石—构造格架，建立了中国岩

石圈构造单元分区及中国东部岩石圈三维结构模型，使各地

区的地质成果协调一致，便于社会各界使用；二是首次突出

了城市地质成果，确立了京津冀地区全新世海陆演化和雄安

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进程，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三是突出了

海洋地质研究成果， （下转第 ４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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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３０ 页） 　 　 从海洋板块构造出发，梳理编制了海

域地质成果，为我国开展海港建设、海底工程和海底资源开

发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图件。 该书共 ３２ 部、图件 ２００ 余幅、数
据库 ３２ 个。 目前，海南、江西等 １０ 套省级区域地质志已出

版，并借助“地质云”下载、浏览和共享。
６　 现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方法体系构建与示范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王涛和地质力学所胡健民研

究员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开展的基岩区和特殊地质地貌

区地质填图试点，开启了专题地质填图先河，解决了一批关

键地质问题，产出了一批高质量图幅，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

响。 该项成果编制了 ６ 种基岩区、９ 种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

方法指南，修订了区域地质调查方法规范（１：５００００）、制定了

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指南（１：５００００），成功构建了我国新的

１：５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体系。 它倡导现代区域地质调查

要以地球系统科学和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先进技

术，开展多学科联合调查，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重大基

础地质问题。 这些理念和方法已得到应用，产出良好效果，
为今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改革提供了依据、准则和具体技

术方法，对于我国区域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的发展具有里程

碑意义。
７　 准噶尔盆地陆相咸化湖盆页岩油富集理论、关键

技术与勘探取得重大进展
由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牵头，开展准噶尔盆地陆相

咸化湖盆页岩油富集理论、关键技术协同研究，创新性提出

一项理论认识和 ４ 项配套技术：① 创立了陆相咸化湖盆云

质岩页岩油富集理论，指导了 １０ 亿吨级页岩油发现；② 研

发了以“七性关系”为核心的页岩油测井评价技术，试油成

功率由 ３５％提高至 １００％；③ 形成了一套含有工程地质参数

及烃源岩品质的页岩油甜点预测技术，甜点预测符合率由

７０％提高至 １００％； ④ 集成创新页岩油水平井高效钻井及体

积压裂技术体系，实现了咸化湖相页岩油高效勘探与有效动

用，水平井单井日产量突破百吨、一年半累产油量 １．８ 万吨。
在上述理论认识的指导和配套技术的支撑下，吉木萨尔凹陷

页岩油预探评价产能一体化快速推进，落实井控储量 １０ 亿

余吨，并已进入规模建产阶段。
８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成并运行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李文鹏

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下水监测

网的建设，建设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并运行，在水文地

质勘查研究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

它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生态工程。 一是建立了层位明确

的国家级地下水专业监测站点 １０１６８ 个和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数据接收与设备管理系统，实现了地下水监测数据自动采

集、实时传输和多源解析；二是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研
发了监测信息应用服务系统，实现了监测数据管理、动态分

析、水质水量综合评价与信息发布等；三是首次研发并成功

实施了承压—自流井监测等技术，编制了 １２ 项地下水监测

标准规范，实现了学科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突破。
９　 浙江省嘉兴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应用研究与示

范新进展
由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褚先尧团队组织实施的嘉兴市土

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成为浙江省首个全面完成“７１１”土地

质量地质调查工程的地级市，制定了符合浙江实际的调查、
建档省级技术规范，结合嘉兴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四化”提

升行动，在成果服务于“县、乡、村”三级土地利用规划，成果

服务于特色土地保护利用，档案核心成果与国土管理“一张

图”对接、与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接等方面的

试点成功应用，解决多个成果转化应用的关键性问题，并创

新了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同时，将科研与科普有机结合，有
效支撑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农业地质应用研究中心土地质

量研究示范基地”建设。 该工作成果为全面落实美丽浙江建

设、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也为全国同类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１０　 地质科技创新引领南疆地区地质找矿新突破

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滕家欣为首席专

家牵头组织实施的西昆仑铁铅锌资源调查与勘查示范项目，
提出盆地边缘褶皱逆冲＋构造流体＋后期交代铅锌成矿系统

认识，建立“火烧云式”热液—交代非硫化物成矿模式，揭示

了巨量铅锌赋存和聚集规律；提出“大红柳滩式”伟晶岩型

锂矿成矿机制，创新“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的识别方法及系

统”；提出西昆仑晚石炭世构造—盆地演化与“玛尔坎苏式”
富锰成矿模式；创建高寒深切割地区快速勘查技术方法，引
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

床，形成火烧云铅锌、大红柳滩锂和玛尔坎苏富锰矿 ３ 处大

型资源基地。 探索出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主动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扶贫的“克州模式”，精准服务南疆地区

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据中国地质学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 ｃｎ ／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ｂｍＶ３ｃｗ＝ ＝＆ｃａｔｉｅｇｏｄｒｙ＝ＯＤＥｗＭＡ＝ ＝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ｍｅｎｔｓ ”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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