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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宁夏 &’(#### 红崖子’ 大坝站’ 青铜峡铝厂三幅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
图试点的基础上# 按照新构造’ 活动构造和构造地貌等几个方面# 初步总结了新时
期的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图技术方法% 新时期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的区域地质调
查应满足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 多任务’ 多层次’ 多学科开展工作# 面向大数
据时代# 形成海量数据’ 多方位’ 高效与高价值的成果%
关键词! 特殊地质地貌区& 新构造& 活动构造& &’(#### 地质填图& 技术方法& 大
数据
中图分类号! 7(-,& 7,)$ 文献标识码! /

#!引言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经历了长期的传统区域地质填图$ 对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 近期国家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除开展三维地质填图
试点 -&. " 专题地质填图 -) h$.之外$ 为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要求" 国家经
济建设对能源资源依赖的需求$ 以及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式与方法技术创新的需要$ 中国地
质调查局于 )#&- 年启动了 (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 项目 --. ’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图
作为 (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 的重要调查类型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活动断层填图’ 传
统的活动断层填图调查范围仅仅局限于断裂带及其两侧一定范围的带状区域内$ 调查内容仅
集中于断裂自身’ 实际上活动断裂的形成和发育与岩石地层及地貌均存在内在联系$ 是一个
相关作用的地质系统’ 因此$ 本次 &’(####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地质填图$ 以标准图幅为填
图单位$ 将测区地质体作为一个沉积+构造+地貌系统开展填图工作$ 为更好地理解新构造与
活动构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种带有专题性质的区域地质调查对国家区域经济规划" 重大工
程建设与工程稳定性评价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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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近期开展的宁夏 &’(#### 红崖子" 大坝站" 青铜峡铝厂三幅新构造与活动构造
区填图试点项目的部分工作进展$ 对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图主要技术方法做了初步总结$
以期为相关的特殊地质地貌区地质填图提供参考’

&!区域构造背景与地质+地貌特征

填图区处于鄂尔多斯地块" 阿拉善地块与青藏高原东北缘弧形构造带交汇部位$ 范围覆
盖银川盆地西南缘 %见图 &&’ 测区主要发育北西走向和北北东走向两组构造$ 其中北北东
走向构造主要为贺兰山山前断裂$ 北西走向构造主要为柳木高断裂和三关口断裂$ 是测区最
主要的构造$ 该断裂带是青藏高原东北缘最外侧断裂带之一 -( h". ’ 测区地层发育时间跨度
大$ 主要有奥陶系" 侏罗系" 白垩系" 古近系" 新近系和第四系’ 其中侏罗系与白垩系之间
为不整合$ 古近系和新近系与下伏地层均为不整合接触’ 古近系包括始新世!渐新世寺口子
组" 渐新世清水营组’ 新近系主要为中新世红柳沟组和晚中新世!早上新世干河沟组河流相
沉积 -%. ’ 第四系主要为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和全新世冲洪积堆积$ 主要沿黄河及银川盆地内
分布’

图 &!宁夏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图区大地构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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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万红崖子" 大坝站" 青铜峡铝厂三幅区域地质调查区$ 地形地貌丰富$ 南北两
侧牛首山与贺兰山为高山区$ 东侧为低山区$ 中为丘陵区$ 东部为平原区’ 黄河穿越测区东
南缘形成银川冲积平原’ 长城穿越测区西缘$ 测区中部有正在进行科考的鸽子山古人类遗址
%代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 测区东部有唐淶渠" 汉延渠等为代表的古代水利工程’

测区作为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的最前锋$ 又是北北东走向银川盆地伸展构造系统的组成部
分$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强烈" 构造地貌丰富$ 如断层地貌" 山前多级台地" 多期冲积扇" 黄
河古河道等 -,$*$&#. ’ 测区所具有这些特点$ 使得本区成为开展 &’(万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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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图的理想区域之一$ 有利于建立 &’(万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填图的技术方法体系与填图指
南$ 为建立一个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北东向扩展相关的沉积+构造+地貌系统提供了条件’

)!填图目标与具体需求

通过地表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的紧密结合$ 运用地质" 遥感" 物探" 钻探等综
合技术手段$ 在贺兰山!牛首山交界地区开展 &’(#### 新构造" 活动构造地质填图试点$ 完
成宁夏 &’(#### 红崖子 %b-"=#&&#&,&" 大坝站 %b-"=#&)#&,&" 青铜峡铝厂 %b-"=#&$#&,&
三幅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填图试点$ 查明新构造" 活动构造时空分布特征$ 为当地区域经济
部署与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地质依据’ 通过 &’(#### 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填图试点$ 借鉴国内
外新构造+活动构造地质调查先进经验$ 探索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填图的新思路" 新方式’ 创
新地质填图成果表达方式$ 形成面向国家与地方需求的多目标" 多任务的地质填图成果$ 建
立新构造+活动构造区 &’(#### 填图的技术方法体系与工作指南’ 查明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
最前锋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性$ 及其引发的沉积+构造+地貌响应’ 同时培养一批新构造" 活动
构造调查的专业人才’

本次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填图$ 针对国土资源部党组提出的地质调查工作要服务国家能
源资源安全保障$ 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服务防灾减灾$ 服务新型城镇化" 工业化" 农业
现代化和重大工程建设$ 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 (五大服务)’ 在国家层面上$ 由于填图区位
于为优化国家城市体系的需要而设立的沿黄经济带宁夏段$ 沿线也是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强烈
发育区$ 对沿黄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形成潜在威胁$ 宁夏红崖子等地区作为沿黄经济带中段银
川城市群所在区域$ 开展测区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地质填图$ 查明测区新构造与活动构造时间
分布特征$ 对沿黄经济带的国家战略部署提供地质地貌条件依据’ 从地方层面而言$ 宁夏红
崖子等填图区发育青铜峡及其冲积平原$ 冲积平原是宁夏最重要农业产粮区$ 通过青铜峡的
新构造与活动构造调查$ 可以查明银川平原演化过程$ 提出冲积平原发展趋势$ 从而为宁夏
农业区划提供依据’ 测区建有一系列大型工程$ 通过开展新构造" 活动构造的详细调查$ 对
宁夏经济区划" 重大工程建设与工程稳定性评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地质调查方面$ 宁夏 &
’(#### 新构造" 活动构造地质填图选取贺兰山与牛首山交界部位$ 即银川盆地西南缘’ 该
区处于南北地震带北段$ 也作为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的前锋$ 同时又处于青藏高原北东向挤
压逆冲构造系统与银川盆地北西!南东伸展的断陷活动系统交汇区域$ 发育两组明显不同构
造系统$ 新构造和活动构造活动强烈$ 构造地貌丰富$ 为查明青藏高原东北缘由挤压缩短的
弧形盆岭构造带向银川盆地构造伸展的转换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宁夏 &’(#### 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填图选取贺兰山与牛首山交界部位 %即银川盆地
西南缘& 作为试点’ 大地构造方面$ 试点区位于鄂尔多斯地块" 阿拉善地块与祁连山+秦岭
构造带的交汇部位 %见图 &&$ 同时也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边界位置$ 记录了相关构造单
元的新构造与活动构造特征 -". ’ 区域构造方面$ 测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由弧形盆岭带向
银川盆地过渡部位 %见图 &&$ 记录了青藏高原东北缘构造挤压缩短向构造伸展转换信息$
对查明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过程及其构造响应有重要意义’ 同时$ 黄河穿越测区东缘进入银
川盆地$ 因此通过研究黄河变迁历史$ 可以获得黄河演变其对银川冲积平原地形成演化耦合
关系$ 对宁夏农业地质环境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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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图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案

将新构造" 活动构造区作为一个沉积+构造+地貌系统进行填图$ 按照标准图幅而非构造
单元开展填图工作’ 针对测区构造与地层发育特征$ 采用分区填图的原则$ 在基岩区与浅覆
盖区$ 采取不同工作方案与技术方法$ 获取测区地层+构造+地貌格架’ 在基岩出露区$ 采用
传统穿越法为主" 追踪法为辅的技术路线* 对于基岩零星出露区$ 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 以
追踪法为主$ 结合穿越法开展调查* 对于第四纪浅覆盖区$ 在遥感解译基础上$ 采用多种地
质与物探调查方法$ 开展综合调查填图’ 此外$ 需要加强野外填图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 加
强资料分析处理$ 特别是遥感与数字高程模型地学信息的提取与解释$ 加强新构造" 活动构
造填图的实用性$ 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

填图具体工作按照填图前期准备" 野外填图" 填图图件编绘与成果形成 $ 个阶段进行
%见图 )&’ 在填图前期准备阶段$ 系统收集填图区内地质" 地球物理" 遥感" 地形等资料$
完成遥感构造+地层+地貌解译$ 在野外踏勘的基础上$ 划分地貌单元与不同类型填图区$ 完
成新构造与活动构造草图与工作部署图$ 并确定具体填图方法与技术手段’ 在野外填图阶
段$ 基于地质剖面实测$ 结合区域构造+地层对比分析$ 划分测区地层+构造+地貌填图单元*
并通过路线调查与地球物理调查$ 开展野外填图工作$ 完成实测地质剖面图" 地层柱状图与
实际材料图’ 在填图图件编绘与成果形成阶段$ 完成室内资料整理" 数据录入" 岩矿测试等
工作$ 编制 &’(#### 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图" 图幅说明书和方法技术总结报告’

图 )!&’(#### 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填图试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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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图技术方法

本次宁夏 &’(#### 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填图的技术方法与填图方案一致$ 同样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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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图前期准备" 野外填图" 填图成果形成 $ 个阶段 %见图 )&$ 采用不同技术方法组合’
&9#%填图前期准备阶段

在资料与数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 一方面采用中!高分辨率遥感与 \=W数据处理及解
译技术$ 结合野外踏勘$ 识别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形迹$ 查明测区基本构造格架’ 本次工作的
中分辨率 % &# h$# >& 遥感解译的数据源主要为 /QIOL%&( >& 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01W+\=W& 数据 %$# >&’ 利用这些遥感资料对整个测区活动构造" 构造地貌" 岩性"
水系等进行解译 -&& h&). $ 明确测区的主要构造格架与地貌" 地层岩性特征’ 高分辨率 %& h
( >& 遥感解译是在前期遥感解译的基础上$ 选择重点地区进行的更详细解译$ 确定活动构
造与构造地貌分布特征$ 标出探槽部署的可能位置’ 高分辨率数据源主要为高分二号%& >&
与 Zc0_\\=W %) >&$ 结合野外踏勘$ 形成新构造+活动构造地质草图与工作部署图 %见
图 $&’

另一方面$ 在野外踏勘的基础上$ 初步划分测区的地层+构造+地貌单元’ 其中$ 测区岩
石地层单元有奥陶系" 侏罗系" 白垩系" 古近系" 新近系与第四系$ 地层按照组为基本单元
划分$ 组内结合沉积相特征分段’ 一些特殊的层位$ 应作为非正式填图单位单独划分’

断层填图单位主要按照以下方案划分# !断层活动时代划分为古近纪!新近纪" 第四纪
早!中期" 晚更新世" 全新世以来* "根据断层性质划分为正断层" 逆断层" 走滑断层以及
正+走滑断层" 逆+走滑断层* #按照构造要素包括划分为断层产状" 活动方式" 活动速
率等’

地貌填图单位主要划分为断层三角面" 断层崖" 河流及河流阶地" 台地" 冲洪积扇" 冲
沟" 地震构造 %地震地表破裂带" 拉分盆地" 挤压隆起& 等$ 并根据发育时代进一步划分’
&9!%野外填图阶段

野外填图阶段$ 首先在已有的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 选择测区露头较好区域$ 设置横
穿沉积地层" 构造及地貌的调查路线$ 开展详细的剖面测制与调查$ 并结合遥感解释结果$
最终建立测区地层+构造+地貌填图单元’ 本次新构造与活动构造区的区域地质调查$ 参考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行 % )#&( &" & ’(#### 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指南
%)#&(& 与 &’(#### 活动断层填图标准 %)#&$&$ 通过野外调查$ 提出了填图单元的划分方
案’ 主要填图单元有 $ 类# 地层方面$ 正式填图单位划分到组$ 组内分段$ 标志性的砾岩与
泥灰岩等作为非正式填图单位* 断层方面$ 按照断层活动时代划分为古近纪!新近纪" 第四
纪早!中期" 晚更新世" 全新世以来等不同时期$ 按照断层性质$ 分为正断层" 逆断层" 走
滑断层" 正+走滑断层" 逆+走滑断层等填图单元$ 按照构造要素$ 分为断层产状" 活动方
式" 活动速率等’ 地貌方面$ 主要划分为断层三角面" 断层崖" 河流及河流阶地" 台地" 冲
洪积扇" 冲沟" 地震构造 %地震地表破裂带" 拉分盆地" 挤压隆起& 等填图单元’ 然后$
运用有效的技术方法$ 对新构造" 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 分别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见
图 -&’
-<)<&!新构造调查

新构造调查主要的技术方法组合为遥感与 \=W构造+地层+地貌解译" 构造+地层+地貌专
项路线地质调查" 构造解析+沉积学+地貌学分析与综合等$ 并结合新生代年代学研究$ 获得
测区新生代地层+构造+地貌格架’ 测区主要发育北西褶皱构造$ 以及北西向的区域性断层
%柳木高断层&’ 本次新构造调查$ 建立了测区地层格架$ 查明测区中部构造格架表现为一
北西走向背斜构造和一北西走向向斜构造$ 且背斜与向斜构造为北西走向断层切割’ 卷入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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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基于多源数据遥感解译的工作部署图
e@N<$!ZHLU+FA?M >?F HP&’(#### LON@HM?ANOHAHN@G>?FF@MN@M MOHIOGIHM@G?MB ?GI@EOIOGIHM@G?LO?

!

皱变形的最新地层为红柳沟组’
针对岩石地层$ 主要运用沉积学调查与分析$ 建立地层序列$ 划分沉积旋回和沉积相$

一方面为细化填图单位$ 即组内分段及一些重要标志层作为非正式填图单位提供依据* 另一
方面从沉积学方面指导野外填图’

对于断层$ 主要开展断层几何学与运动学调查$ 查明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活动性’ 并通过
断层滑动矢量测量与分析$ 建立测区构造应力场演化序列$ 为分析测区新构造演化历史提供
依据 -"$&$. ’

此外$ 新构造调查可以运用数字高程模型 %\=W& 技术$ 开展几何学与运动学的定量
化调查与分析 -&- h&,. ’ 本次调查运用 Zc0_\+\=W数据$ 提取测区北西走向的柳木高断裂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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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新构造’ 活动构造区地质填图试点工作方案
e@N<-!ZHLU FLHNL?>HP&’(#### LON@HM?ANOHAHN@G>?FF@MN@M MOHIOGIHM@G?MB ?GI@EOIOGIHM@G?LO?

!

控制的 $# 个亚流域盆地的地形因子$ 包括面积高程积分 %[@&" 盆地形状指数 %TQ&" 山前
曲折度 %.>P&" 流域盆地的不对称度 %/P& 和谷底与谷肩比值 %aP& 等$ 对断裂带开展定
量化调查’

新生代年代学研究方面$ 相对较新的样品 %如时限为早!中更新世范围& 测试$ 可以
采用光释光测年 %c._&" 铀系不平衡法" 电子自旋共振 %=.0&" 宇宙成因核素测年* 如果
时限较长$ 可以采用磁性地层学" 磷灰石裂变径迹" 磷灰石 %‘+1:&6[O$-#/L+$%/L等确定
时代 -&*. ’
-<)<)!活动构造

活动构造调查在高分辨率遥感解译的基础上$ 采用差分 Y7. 或者激光雷达进行微地貌
扫描定位$ 最后通过槽探或钻探揭露以及年代学研究$ 确定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活动性特征’
差分 Y7. 或者激光雷达进行微地貌扫描$ 确定断层的具体位置$ 为活动断层探槽选址提供
可靠依据’

近年来$ 激光雷达测量 %_@N:I\OIOGI@HM ?MB 0?MN@MN$ _@\/0& 因其可快速获得地貌的
高精度" 全方位" 三维图像$ 精确测量微地貌几何形态$ 而为活动构造调查广泛应用’ 通过
激光雷达测量$ 结合年代学研究$ 可获得活动断层精确的变形速率$ 查明断裂活动习性$ 对
活动构造开展定量化研究 -&" h)#. $ 为测区大比例尺高精度地貌填图提供了技术条件’

对于隐伏断层$ 首先通过高精度遥感解译获取基本与细节信息’ 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增强处理$ 或者利用不同的传感器获取的地貌信息$ 可以进一步获取隐伏断层详细信息’ 在
此基础上$ 开展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浅层地震剖面接力探测" 钻孔联合地质剖
面与探槽揭露相结合的综合调查方法$ 获取隐伏断层的空间分布规律 -)&. ’ 浅层地震剖面接
力探测采用近地表面波与深部可控源联合探测$ 两者在断层上断点结合$ 形成完整地震剖
面’ 具体地$ 近地表 %$# >以浅& 的范围采用面波探测$ 局部剖面也运用地质雷达扫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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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深度采用浅层地震反射剖面调查$ 形成 )### >以浅的完整地震剖面’ 在浅层地
震剖面地层+构造解释的基础上$ 部署钻探工程校正地震剖面信息 %见图 (&’ 此外$ 在以上
地球物理剖面接力探测的基础上$ 可部署横跨断裂带的钻孔联合地质剖面或者探槽$ 直接揭
露断层$ 并采集年代学样品$ 确定其活动时代’

图 (!基于浅层地震与钻探技术方法组合的隐伏断层调查
e@N<(! M̂EOQI@N?I@HM HPRKL@OB P?KAIQR?QOB HM Q:?AAHSQO@Q>@GLOPAOGI@HM ?MB BL@AA@MN

!

活动断层由于其时限较短 %距今 &## h&)# U?以来&$ 一般选择&-4或者光释光的测试方
法$ 其中&-4由于精度相对高" 测试周期短而被普遍采用’ 但由于&- 4要求采集样品含炭成
分$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很难获得理想样品’ 光释光测年一般要求避光情况下采集细!粉砂
样品$ 比较容易获得样品$ 但其测试精度相对低$ 误差比&-4大’ 铀系不平衡法对样品采集
有严格要求$ 需要采集碳酸盐沉积物" 软体动物贝壳" 珊瑚" 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骨骼" 牙
齿等’
-<)<$!构造地貌调查

测区内发育多种不同的构造地貌$ 包括断层三角面" 断层陡崖" 山前台地" 冲积扇" 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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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等$ 需针对不同地貌$ 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进行调查’ 但主要仍然通过多源中!高空间
分辨率遥感解译$ 获得各类地貌分布" 形态等基本信息$ 部署调查路线追索验证$ 并运用差
分 Y7. 精细测量地貌形态$ 在合适的部位可采集宇宙核素样品$ 确定其时代’

断层三角面" 断层陡崖和断层坎等断层地貌可直接反映断层活动特征$ 填图区内沿柳木
高断裂发育有断层三角面" 断层陡崖’ 断层三角面的形成时代相对较老$ 在柳木高断裂的北
西段一般发育于白垩纪地层中$ 而在南东段主要切断中新世红柳沟组砂砾岩’ 断层陡崖在柳
木高断裂中段出露较明显$ 陡崖近直立$ 走向与柳木高断裂一致’ 断层陡崖切断了奥陶系!
中新统等不同时代地层$ 部分地区显示陡崖叠加于早期断层三角面之上$ 表明早期为正断活
动$ 晚期为走滑活动’

山前台地主要沿北西走向的柳木高断裂北东侧分布$ 共发育 - 级台地$ 海拔 &)&# h
&),# >$ 不同台地间的高差为 &# h)# > %见图 (&’ 台地底部为寺口子组砾岩或红柳沟组砂
泥岩$ 顶面为早更新世玉门砾岩覆盖’ 本次调查选择不同海拔典型台地进行沉积学分析
%沉积序列" 砾石成分统计" 古水流等&$ 并在其顶部采集宇宙核素样品$ 确定其时代$ 进
而约束台地形成时代’ 依据台地顶部覆盖早更新世砾岩$ 山前台地早期应为统一地貌面$ 后
期可能受新构造活动解体$ 但如何形成" 如何分解以及构造的控制作用$ 需要深入调查’

对冲积扇的调查$ 主要获取其分布" 形态与沉积特征$ 划分期次’ 本次填图区冲积扇主
要发育 ) 期$ 其中山前局部可见相互叠置的 ) 期冲积扇$ 测区东部沿黄河残留早期冲积扇$
局部为全新世冲积物覆盖* 扇体主要由松散堆积的砂" 砾石层组成$ 砾石无磨圆$ 无分选$
局部含有砂泥质透镜体’ 对冲积扇剖面进行&- 4和光释光年代学测试$ 可以确定其形成时
代’ 关于冲积扇的分布规律$ 由于地表未见到任何构造信息$ 本次采用浅层地震调查$ 初步
确定测区东缘的冲积扇分布受北东走向的隐伏正断裂控制’

古河道信息主要通过遥感解译获取$ 遥感解译结合野外踏勘显示$ 测区东部沿唐徕渠西
侧分布一近南北向带状影像$ 地表表现为断续湿地$ 推测该地带可能为古河道’ 沿解译地
带$ 南段地表出露磨圆度极好的松散砾石层$ 砾石成分以石英岩" 砂岩" 火山岩和变质岩为
主$ 具有黄河砾石的特征* 中段的全新世沉积物覆盖区$ 通过浅钻揭露$ 岩芯内均同样发现
有磨圆度极好的砾石层沉积$ 砾石主要由石英岩" 砂岩和灰岩组成$ 与黄河两岸阶地上的砾
石特征一致* 北段剖面钻探和地表调查显示$ 沿该古河道主要为沼泽地覆盖$ 而在古河道内
还有种植水稻的水田$ 古河道两侧为耕地$ 多以玉米地等旱地为主$ 显示古河道的含水量明
显较两侧丰富’ 在靠近沼泽地东侧的高地上$ 可见河漫滩相砂泥层互层沉积$ 产状近水平’
而在靠近沼泽地西侧的山前台地上部$ 可见冲洪积砂" 砾石层堆积覆盖于红柳沟组砂泥岩
之上’

同时$ 古河道砾石层古水流测量分析显示水流方向为由南向北$ 表明该古河道可能为黄
河早期的河道或者支流$ 但如何形成及废弃$ 可能与银川盆地新构造活动相关$ 需要进一步
调查’
&9P%填图成果形成阶段

本项目针对本次地质填图创新了填图成果表达方式$ 形成面向国家与地方需求的多目标
多任务的地质填图成果’ 在填图图件编绘与成果形成阶段$ 除基于数字填图系统$ 形成
&’(####万新构造+活动构造区地质图" 建设数据库 -)). " 编写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与专题报告
等传统地质调查成果外$ 还运用 Ŷ. 制图与空间分析技术" 数据融合技术与三维建模技
术 -)$. $ 也形成一系列专题图$ 包括 \=W微地貌图" 新生界 %第四系" 古近系!新近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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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结构图" 稳定性评价图等’ 其中$ 新生界三维地质结构图的图面内容$ 至少应区分
第四系与古近系!新近系$ 包含含水层与隔水层" 矿产资料等资源信息$ 便于重大工程建
设" 城市规划" 地方生态环境与地质灾害预警等参考’

(!问题与建议

&’(#### 新构造" 活动构造填图部署应具有前瞻性" 针对性’ 工作部署应该面向国家需
求$ 特别是国家经济发展$ 面向局部和地区性经济建设$ 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区域规划相结
合$ 与当地政府行业对接$ 使填图的公益性成果将来更直接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特别是
针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间新问题$ 进而开创地调工作的新思路’

填图内容与表达方面应立足于服务国家及地方经济区划与重大工程建设$ 从技术上" 理
论上及思想上指导地方行业工作’ 成果公益性开放$ 表达方式符合地方多行业" 多方面需
求$ 以规范要求成果类型形式* 电子类数据库及专业性软件$ 单因素提取形成不同类型的图
件$ 服务于非地质专业的人员$ 便于地方不同部门的使用’

在工作思路方面$ &’(#### 新构造" 活动构造填图试点应实施多学科" 多部门" 跨区域
合作调查与研究$ 将测区作为一个构造+沉积+地貌系统$ 采用构造地质" 沉积学" 构造地
貌" 地球物理等多学科联合工作$ 与当地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充分利用地方已有的调查资
料$ 开展工作’

技术方法方面要在传统地质填图的基础上$ 针对浅覆盖区$ 采用多种地质与物探调查方
法$ 开展综合调查填图’ 今后应加强大数据融合技术$ 开展多源多分辨率遥感数据地学信息
提取$ 加强三维与可视化地质成果表达$ 并增加时间维$ 模拟其发展过程与趋势$ 形成海量
数据" 多方位" 高效与高价值的成果$ 代表区域地质调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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