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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调查和填图是地质工作的基础ꎬ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地质调查和研究程度及

水平的重要指标ꎬ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中国地质调查局高度重视基础地质调查与填图方

式、 方法的改革ꎬ 树立 “地质填图的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 的理念ꎬ 确定 “需求决定

工作部署”、 “问题决定调查方式” 的工作思路ꎬ 提升解决制约重大资源环境的基础地质问

题和地球系统科学问题的能力ꎮ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室和基础部的协调、 领导下ꎬ 由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地质力学所联合地调局六大区域地质调查中心开展了国际分幅和非

国际分幅的中大比例尺专题试点填图ꎬ 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这是中国第一次较系统地构建填图

方法体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７ 日ꎬ 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会

议ꎮ 同时ꎬ 成立了全国区域地质调查专家委员会ꎬ 并组织了全国区调填图方法研讨会ꎬ 来自

全国地质行业近 １００ 人参加了培训和研讨ꎬ 有 ３０ 人在会议上交流发言ꎬ 展现了区调改革在

技术方法上的创新及取得的一批新进展、 新发现ꎬ 收效良好ꎮ
本专辑是本次会议成果的一次体现ꎮ 本专辑共收录 １５ 篇论文ꎬ 内容涉及短周期密集台

阵方法在专题填图中的运用、 遥感技术的使用等ꎬ 以及地层、 岩浆岩 (侵入岩和火山岩)、
变质岩、 蛇绿混杂岩、 构造、 古生物、 矿床等基础学科填图成果ꎻ 还有论文ꎬ 包括岩溶地区

填图方法和地貌演变、 造山带构造变形、 侵入岩、 蛇绿混杂岩、 年轻变质事件及热泉的填图

成果介绍ꎬ 将在下一辑发表ꎮ 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填图的成果ꎮ
(１) 地球物理方法在填图中的运用ꎮ 新填图方法和理念的运用是现代填图的重要内容ꎬ

卢占武等介绍了利用短周期密集台阵进行近地表结构调查的应用实例ꎬ 提出了该技术在专题

地质填图中的应用前景ꎬ 丰富和完善了专题填图的技术方法体系ꎮ 李娜等介绍了高光谱遥感

技术在中国西部基岩区填图中的应用ꎬ 高光谱遥感数据对不同岩性段和岩相带、 细小构造等

区分能力突出ꎬ 提高了地质调查填图的效率和质量ꎮ
(２) 蛇绿混杂岩填图ꎮ 蛇绿混杂岩的填图历经数十年的探索ꎬ 也是造山带研究的基础数

据来源ꎬ 王国强等系统介绍了近十余年来北山造山带关键地段 １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综合

研究成果ꎬ 突出了造山带蛇绿混杂岩带填图方法在北山地区的实践和应用ꎮ 付长垒等在大比

例尺填图的基础上ꎬ 在拉脊山识别出连续的洋岛海山火山－沉积组合序列ꎬ 为造山带古洋盆

构造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ꎮ
(３) 侵入岩区填图ꎮ 侵入岩是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它们的刻画和研究一直是造山

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ꎮ 苑新晨等对滇西澜沧江地区南段复式岩基进行研究ꎬ 确定其是古特提



斯封闭及保山－思茅地块碰撞的响应ꎮ 卢鹏等在前期开展同位素填图的基础上ꎬ 在东准噶尔

乌伦古河地区识别出一套晚古生代富碱细晶花岗质岩墙ꎬ 这期岩墙在整个中亚造山带中普遍

发育ꎬ 具有重要的构造环境指示意义ꎮ 车亚文等在 １５ 万填图的基础上ꎬ 对大兴安岭南段

林西地区辉长闪长岩开展系统工作ꎬ 确定其与蒙古－鄂霍茨克洋闭合引起的碰撞后伸展背景

有关ꎮ 王帅等报道了 １５ 万填图发现的迪彦庙 ＳＳＺ 型蛇绿岩北部晚石炭世马尼塔埃达克岩ꎬ
确定其为洋内俯冲岩石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表明古亚洲洋东段在晚石炭世处于洋内俯冲消

减过程中ꎮ
(４) 沉积岩区填图ꎮ 沉积岩区填图是建立地层系统与格架、 恢复区域和生命演化的重要

手段ꎮ 向忠金等通过对中越边界富宁—那坡地区的 １５ 万填图ꎬ 查明早—中三叠世火山岩

及其相关沉积序列ꎬ 确定了扬子南缘地区印支期岛弧火山－沉积环境ꎮ 石秋圆等报道了新建

立的中—上三叠统卡尼阶岩石地层单位———嘎热扎地组ꎬ 该工作填补了措勤中—上三叠统卡

尼阶岩石地层单位的空白ꎮ 安显银等报道了在西藏察雅地区侏罗纪红层中发现的恐龙化石ꎬ
丰富了侏罗系恐龙的地理分布ꎬ 有助于了解亚洲地区蜥脚类和兽脚类恐龙的早期演化和

分异ꎮ
(５) 变质岩区填图ꎮ 变质岩填图是填图的难点ꎬ 也是获得突破和新发现的主要基础ꎮ 李

猛等对东昆仑西段金水口岩群白沙河岩组的碎屑锆石进行研究ꎬ 指出东昆仑早古生代可能存

在一条近千千米的高压变质岩带ꎮ 张连祥等通过莱阳地区 １５ 万变质基底填图ꎬ 限定了胶

北荆山群禄格庄组的原岩为古元古代ꎬ 推测粉子山群小宋组与祝家夼组沉积时可能靠近被动

大陆边缘的一侧ꎬ 而禄格庄组更靠近岩浆岛弧的一侧ꎬ 二者可能属于同时异相沉积的产物ꎮ
(６) 复杂构造区填图ꎮ 构造地质是中国填图中最薄弱的环节ꎬ 复杂现象和关系的识别

及构造过程的建立得益于详细地地质填图ꎮ 张北航等在 １５ 万填图的基础上ꎬ 厘定出狼山

地区自晚侏罗世以来发育 ６ 期陆内变形ꎬ 并认为先存构造和欧亚板块边缘自晚侏罗世以来不

同方向的增生是控制狼山地区陆内变形的主要因素ꎮ 柯昌辉等通过对白云鄂博矿田内褶皱及

断层构造特征的剖析ꎬ 确定了中元古代—晚古生代 ４ 期构造活动ꎬ 对矿区深部及外围找矿工

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本专辑的文章是填图试点的部分成果及方法探索ꎬ 希望能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大比例

尺 (１５ 万和 １２ ５ 万) 区域地质填图和专题填图起到推广和借鉴作用ꎬ 成功的经验和失

败的教训都是未来继续工作不可多得的财富ꎮ 希望专辑中介绍的新方法、 新理念能够逐步为

广大一线工作认可ꎬ 并运用到新时期地质调查工作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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