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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

——21世纪勘查地球化学的战略选择

奚 小 环

(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100011．)

摘要：21世纪勘查地球化学面临发展问题。2001—20Q5年勘查地球化学以国家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为主导，以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动力，以资源与环境并重为方针，实施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标志勘查地

球化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这是勘查地球化学的战略选择。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最新成就起点上，构建理论体系、

方法体系和质量体系，在各项工作中采取科学态度和积极有效措施，推动勘查地球化学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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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2001—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重大

调整时期。勘查地球化学按照国家关于地质工作的

要求，以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为主导，促进各地区

地质工作整体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动力，扩

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以资源与环境并重为方针，实

施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现

代科学技术取得最新成就起点上，构建理论体系、方

法体系和质量体系，在各项工作中采取科学态度和积

极有效措施，推动勘查地球化学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1资源与环境调查

1．1资源调查一区域化探、普查化探与详查化探工作
“十五”期间完成区域化探、普查化探与详查化

探工作见表l。表中区域化探(1：50一l：20万)

为462 736 km2，普查化探(1：5万)147 565 km2，详

查化探(>1：5万)4 784 km2。总计完成各项化探

工作615 085 km2，发现各类异常5 711处，经检查、

验证发现各类矿产679处，取得一批重要找矿成果

(表2、表3)。

与“六五”以来各个五年计划勘查地球化学工

表l 2∞1—20惦年化探工作量km2

些型垦塑!笙型!至型!堡型堡型生金盐
l：50万 60129 60129

1：20万12825l 138355 115601 9400 11000 402607

l：5万 25553 184韶 42183 34259 27∞2 147565

>l：5万 20∞ 1312 472 653 267 4784

总计 216013 158155 158256 “312 38349 615085

注：表中数据引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统计年报。表2—8同

收稿日期：200r7—05—2l

表2 2∞1—2005年化探发现、检查、验证及见矿异常数

年份 发现异常 检查异常 验证异常 验证见矿

表3 2∞1一加惦年化探发现各类矿产数

年份 总计箨器享拿秽群
281 6 116 107 52

160 l 69 48 42

119 52 25 42

73 53 4 16

46 7 27 8 4

679 7 7 317 192 156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总计

作进行对比分析，“十五”期间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区域化探、普查化探与详查化探工作比例

变化明显。表4表明，“十五”期间区域化探减幅较

大，调查面积较“九五”期间减少45万km2，而普查

化探仍然保持较高的工作量。“十五”期间三者比

例关系为75．23：23．99：0．78，与“九五”比例85．

29：13．80：0．9l相比，区域化探减少10．06个百

分点，普查化探增加10．19个百分点，详查化探减少

0．13个百分点。与“六五”至“九五”平均比例83：

15．5：1．5【lo相比，区域化探减少7．8个百分点，普

查化探增加8．5个百分点，详查化探减少O．72个百

分点。需要说明，“十五”期间国家地质工作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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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包括区域化探在内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基础性和区

域性调查，各省区大量安排的包括普查和详查化探

等属于地方性和商业性调查工作量并未统计在内，

因此区域化探实际比例更低。区域化探减少主要不

利于发现新的找矿远景区及引导普查化探部署，目

前找矿后备基地不足和1：5万化探选区匮乏已经

显露，其影响可能波及今后若干年。由表4看出，自

“六五”以来普查化探工作量呈成倍下降趋势，主要

得益于区域化探的大规模开展，为普查化探提供了

有利的异常选区，减少了普查工作的盲目性，发现一

大批矿产基地，为进一步详查提供了依据，使矿产勘

查形成良性循环。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从长远

看仍应坚持。近年来普查化探增长主要得益于重点

成矿区带普查找矿工作的加强，而详查化探工作量

较大幅度减少，大量进入商业性勘查。随着国家地

质工作机制的完善，区域化探将得到加强，并引导各

方面投入普查和详查化探，形成由市场经济主导的

合理的比例关系。

表4各五年计划化探工作量 km2

1：50万 399129 322810 347909 217664

1：20万1022917 2122890 1143369 697416

l：5万 54“97 340975 151327 148095

>1：5万32947 36169 37051 9717

60129 1347641

402607 5389199

147565 1334459

4784 120668

总计 2001490 2822844 1679656 1072892 615085 8191967

(2)找矿效果持续增长。由表5看出，“十五”

期间取得较大找矿成果，共计发现各类矿产679处，

主要由于普查和详查化探加强了检查与验证异常力

度。表6表明，“十五”期间检查异常数占发现异常

数35．76％，验证异常数占检查异常数36．29％，与

以往相比继续保持较高的检查验证比例，因而取得

较高的见矿率。其中四川刷经寺特大型金矿、沙西

特大型银矿，青海坨坨河大型铅锌银矿，新疆彩霞山

大型铅锌矿、维宝中型铅锌矿，黑龙江大型争光岩金

矿床等为重大找矿成果。

表5各五年计划化探发现、检查、验证及见矿异常数

合计 58788 17623 4218 3349

注：1)1996一1998年化探与物探发现、检查数混合统计，按l／2

计入；2)1989—1990年化探与物探发现、检查、验证、见矿数混合统

计，按l／2计入

表6各五年计划化探检查与发现、验证与检查异

常数比例和见矿数与检查、验证异常数比例 ％

±塑丝堡 望：墅 垫：!! !!：!!

注：A为发现的异常数，B为检查的异常数，C为验证的异常数，

D为见矿数

(3)有色金属矿产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由表7

看出，“十五”期间新发现有色金属矿产达317处，

占46．7％。这是自“六五”以来在找矿数量方面首

次超出贵金属矿产，以大比例高居各类矿种之上。

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找矿重点转向铜、

铅锌、锡等有色金属矿产的政策导向，另方面表明化

探是发现与探明有色金属矿产的有效手段，具有重

要的作用。

表7各五年计划化探发现各类矿产数

至至盐型 璺生堂塑笙兰墨鱼芝主查鱼笙夔全星笙夔丝芝兰
“十五”期间679 7 7 317 192 156

“九五”期间689 18 4 167 319 181

“八五”期问261 46 214 l

“七五”期间204 30 165 9

：查至：：塑囹!!! ! 塑 竺 !
合计 1947 25 12 623 932 355

1．2环境调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十五”期间全面实施l：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

化学调查，共计部署调查面积108．23万km2。表8

表明，实际完成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面积84．49

万km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生态地球化学评价

工作，完成1：5万比例尺工作2．06万km2，完成>

1：5万比例尺工作0．41万km2。多目标区域地球

化学调查是国家实施的一项新的调查计划o，引起

全国各地区高度关注和广泛响应，在应用领域与科

学领域显示出巨大的发展前景。主要特点如下。

表8瑚l一加惦年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量km2

堕堡垦婴!笙：!坚堡!塑!堡!坚至型!生 望盐
l：25万59200‘ 42457 223287 289122 230793 844859

l：5万 2030 4937 4500 9155 20622

三!：!互 !竺 !!丝 兰!!!
注：·系1999至2001年安排

(1)调查面积遍及我国各大重要经济区带。

“十五”期间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按照长

江流域、黄河流域、沿海经济带和东北平原部署，分

布在浙江、四川、湖南、安徽、福建、江苏、吉林、山西、

●国土资源部．农业地质调查规划要点．2004旬1．

 

 万方数据



4期 奚小环：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21世纪勘查地球化学的战略选择

表9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面积分布 万km2

2001—20lO年2001—2005年
地区 地区、省份

规划总面积 部署总面积

长江流域经济带 57．37 32．27 长江中下游平原、湖泊、盆地、三角洲等

经 黄河流域经济带 50．92 29．43 黄河中下游平原、湖泊、盆地、三角洲等

济 沿海经济带 52．28(重10．67) 28．86(重5．63) 渤海湾一北部湾及其近岸海域
区

东北经济区 42．19 23．30 东北平原、三江平原带
划 陕西一甘肃黄土高原、内蒙古草原、青海环湖地区、西
分

其他经济区带 73．76
藏一江两河地区、新疆土一哈盆地、宁夏银川盆地等

总计 ”6．52(实际265．85) 113．86(实际108．23)

地
东部 72．04 48．88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理 中部 84．85 46．26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划 西部 108．96 13。09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广西
分

总计 265．85 108．23

华北 56．30 30．14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

华东 41．71 27．43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

行 东北 42．19 23．30 辽宁、吉林、黑龙江
政

中南 29．85 17．47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
区

划 西南 38．10 8．54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

西北 57．70 1．35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共计 265．85 108．23

山东、重庆、北京、上海、江西、内蒙、辽宁、河南、河

北、海南、湖北、广东、黑龙江、天津、陕西等23个省

区和直辖市。表9为调查面积按经济区带、地理位

置及各大行政区分布情况。．

(2)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在区域和局部2个层面

展开。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基础上，按照农

田、河流、城市、湖泊、浅海等生态系统进行区域生态

地球化学评价旧】。长江流域针对Cd等重金属异

常，自源头一沱沱河开始进行异常成因和来源研

究【3 J，组织长江干流自四川下游6省l市系统开展

悬浮物、水及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年通量测定，进行大

跨度异常元素追踪和迁移转化研究o，运用于湿沉

降方法研究降尘与大面积土壤污染关系【2J，运用土

壤矿物学评价方法研究重金属元素存在形式及生态

作用H．5]，运用河流底积柱重现土壤污染发生过程

与人类活动关系沼-3]，进行生态效应评价和预测预

警研究，取得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以多目标区域

地球化学调查宏观背景为依托，各地区针对特殊环

境条件下形成的局部地球化学问题进行评价，深入

研究和着力于解决城市环境H’6]、农业种植07-明及

地方病¨刨等各种实际存在的微观地球化学问题。

(3)确立服务于国土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方向。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立足查清土地资

源地球化学状况，进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在四

川、北京、浙江等地区进行试点，对于合理利用土地

和保障土地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为农业、

环保及卫生等领域提供基础资料，广泛服务于农业

区划、农田施肥、城市环境、土壤污染、地方病治理等

各方面，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效益。

(4)形成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系统工程。

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为基础，以生态地球化

学理论为依据，建立生态地球化学评价、生态地球化

评估和生态地球化预警系统。遵循地质调查一般规

律，按照地质工作层次和尺度，在全国、流域、省区、

市县及乡镇等各个层面建立不同级次的工作体系和

应用体系。以地学领域为基本点，在生态环境、地球

系统与全球变化等科学领域建立地球化学方法理论

体系。

(5)制定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系列。该系列包

括《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区域生态地

球化学评价技术要求》、《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技

术要求》、《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技术要求》、《生

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生态地球化

学评价样品分析外部检查质量控制暂行规定》及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及正

在制定的《生态地球化学监测与预警技术要求》等。

2主要技术措施

区域化探和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属于基础

地质工作，关系国家地质工作质量和水平。“十五”

期间针对以往野外工作方法技术落后和样品测试质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关于开展长江流域区域生态

地球化学评价悬浮物、水系沉积物与水化学采样的函．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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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失控等问题，坚持和加强从1999年开始采取的一

系列应对措施，规范工作方法技术和监控测试质量

精度，建立完善的方法技术系统和工作质量系统，建

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估体系。

2．1关于区域化探

(1)规范区域化探基本采样密度。确定1：20

万基本采样密度为1个点／km2，在森林沼泽区及边

远陡峻山区等艰险地区为1个点／4 km2；在冰川雪

线等难以进入地区采用l：50万比例尺扫面，基本

采样密度为1个点／16 km2，也可视情况进行控制性

采样。

(2)全国按照地理景观类型制定野外工作方法

技术。对我国各类景观区进行分类，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组织，中国地质科学院物探所与有关省区协作，

先后对青藏高原西北部干旱荒漠景观区(阿尔金一

西昆仑及藏西北地区)、东北森林沼泽景观区、青海

省高寒湖沼景观区、新疆西天山与阿尔泰山干旱半

干旱荒漠景观区、新疆与甘肃北山干旱荒漠景观区、

西藏中西部干旱半干旱荒漠景观、河北北部半干旱

区及内蒙古达来地区等特殊景观区进行方法技术研

究，分别制定工作方法技术，经专家审定后由中国地

质调查局形成规范性要求，以文件方式发布．。-。

工作方法技术基本要求：①样品采集以代表性

为主要原则，采样布局兼顾均匀性与合理性两个方

面，以便最大限度控制测量面积。②水系沉积物测

量采样部位必须是在活动性流水线上，以适宜水系

沉积物各种粒级汇集处为宜，采样介质应为代表汇

水域基岩成分的岩屑物质。③在平缓丘陵、准平原

及戈壁区等地区采用土壤测量方法，采样介质应为

代表下伏基岩的、未经过风蚀作用搬运的残坡积物

质。在浅覆盖地区(10 m左右)逐步推广浅钻取样

方法。④按景观类型和分化程度截取合适的样品粒

度，有效排除风积物、钙积物及有机质成分干扰。以

干旱和湿润程度形成的不同风化物质粗骨性为例，

一般极度干旱景观为一4～+20目(如北山荒漠

区)，干旱景观为一10一+40目(如内蒙中部地区)，

半干旱半湿润景观为一lO一+60目(如内蒙东部地

区)，温湿景观为一60目(如南方地区)。⑤采样时

要求多点采集组合，水系沉积物测量应特别注意羽

状水系发育区在多条水系采样组合，土壤测量区注

意沿测线或路线采样组合。⑥应注意防止样品在运

送、加工和处理过程发生污染，加工样品时应去除黄

土、钙质等胶结的假粒级等。

(3)全面评估特殊景观区区域化探工作质量。

中国地质调查局先后组织专家对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新疆、西藏、甘肃、河北、青海等区域化探工作进

行重新评估，参照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特征对区域

化探进行质量等级划分，对较低质量等级的区域化

探图幅全部进行数据更新。

(4)实行区域化探样品测试精度全国监控。区

域化探要进行图幅间、省际间接图，及至进行全国成

图，各幅图分析精度直接关系全省及全国编图精度，

局部地区系统误差必然导致全局性的质量问题。以

往省区或全国区域地球化学编图采用乘系数方法平

夷系统误差，仅仅顾及图面效果而无法真实反映地

球化学变化规律，今后应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5)推动资源潜力地球化学评价。在区域化探

基础上，以区域成矿元素分带理论为指导，对发现的

找矿远景区采用普查化探进一步研究异常分带结

构，预测资源潜力和指导深部找矿。通过在新疆东

天山、西藏冈底斯等地区进行试验性研究取得一定

进展，但由于这些地区区域化探资料存在问题，难以

取得实质性成果。

2．2关于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1)规范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采样要求。

调查区域覆盖全国平原盆地、近海滩涂、湖泊湿地、

低山丘陵、黄土高原及城市地区等，调查方法包括土

壤测量、湖底沉积物测量、海底沉积物测量等，分别

对采样密度、采样方式、采样部位及采样物质等技术

方法作出具体规定。湖泊、近岸海底地形复杂，沉积

物类型多样。低山丘陵、黄土高原等景观区沟谷毗

邻，黄土切割，景观条件特殊。样品采集以代表性为

原则，兼顾均匀性和合理性，有效控制测量面积。低

山丘陵区深部采样一般选择在土壤覆盖较厚的沟谷

地带，以保证样品原生性，但不宜采集基岩面残坡积

物，以保证样品代表性-。

O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新疆西昆仑区域化探招标项目有关

野外采样粒级问题的通知．2000-015舶．

●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森林沼泽区区域化探项目有关野外

采样粒级问题的函(中地调技函[2000]011号)．2000J06加15．

●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河北北部半干旱区、内蒙古达来幅和

西藏中西部区域化探野外采样方法问题的函(中地调函[2001]104

号)．200l彤册．

o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青海省高寒湖沼景观区域化探有关

野外采样粒级问题的通知．2002．05．22．

●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我国北山干旱荒漠景观区域化探野

外采样粒级和采样密度有关问题的函．2006J∞一12．

●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新疆西天山干旱半干旱高寒景观区

域化探野外采样粒级和采样密度有关问题的函．2006J∞-12．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局部．关于我国低山、丘陵与黄土高

原地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采样技术有关要求的通知．20cr7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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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提高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分析精

度n1。12]。鉴于厚覆盖地区元素地球化学含量较低

和变差较小特点，相比区域化探样品分析，多目标区

域地球化学调查大幅提高样品分析检出限、精密度

和准确度要求，其中测试元素检出限普遍降低，某些

元素降低1—2个数量级，精密度(DR．。％)与准确度

(△lgC)分别提高30％和50％。以达到规范要求及

符合报出率指标的分析检出限和分析精度为原则，

选择最佳配套分析方案，采用组合方法分析54项元

素和指标。

(3)样品分析质量采取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相

结合措施¨31。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内部质量监控采

用分析国家一级标准物质进行控制。外部控制采用

分析密码插入标准控制样及元素地球化学图相似性

方法，依据地球化学图与实际地质背景吻合程度进

行评定。对测试结果采取全国统一质量检查和验收

措施o，基本上消除各省区实验室之间、年度之间分

析的系统偏倚，实现省内、省际和全国区域地球化学

图无缝(无系统误差)拼接。这是我国测试方法技

术的重大突破，是国内自开展区域地球化学样品分

析以来质量控制和测试精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

(4)引入现代科学技术使之成为生态地球化学

评价常规方法9。采用河流悬浮物、大气干湿沉降、

同位素示踪、输出输入通量及水域(河流、湖泊、浅

海)底积柱等现代技术方法，形态、价态、矿物、生

物、有机物质、同位素测年等现代测试技术，成功应

用于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已经逐步规范化和定量化，

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

(5)力促地球化学形态分析取得重大进展。形

态分析是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

题。主要采用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研制的形态分

析方法u4|，经各地区大量样品分析和比对试验表

明，在规定条件和规范化操作情况下可以达到评价

工作要求的分析精密度和准确性。其分析质量除内

部检查外，作为控制和检验分析质量措施，要求提取

一定比例样品送具有权威的外检实验室分析。

(6)启动持久性有机地球化学分析方法及质量

控制研究。进入有机地球化学分析领域，建立土壤

样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简便、高效分析技术体系，包

括样品采集与保存技术，污染物分析方法、分析结果

质量控制及仪器设备配置等，制定有机污染物分析

规程，形成大规模开展有机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条

件。

(7)加大和加速国家标准样系列制备力度。重

点研制土壤标准物质、形态成分标准物质、生物标准

物质及土壤有机地球化学标准物质的研究和制备，

基本形成适应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与生态地球

化学评价的国家标准样系列。

(8)建立国家生态地球化学数据库信息系统。

逐步建立以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库、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数据库、生态地球化学评估(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数据库及生态地球化学预警

数据库为主体的，包括解释系统和制图系统在内具

有大数据量存储、网络化运行和社会化功能的国家

生态地球化学数据库信息系统。

3结语

2l世纪勘查地球化学面临发展问题。按照国

家地质工作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

需求，实施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是勘查地球化学的

战略选择，标志勘查地球化学50多年以来已经由战

术发展阶段、战略发展阶段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今

后若干年的工作将十分关键。

在区域化探方面，鉴于特殊景观区方法技术研

究基本完成，我国西部区域化探扫面有望大规模开

展，在3—5年内覆盖大部分重要成矿区带，新发现

一大批矿致异常和找矿远景地区。成矿元素地球化

学区域分带规律研究是预测深部矿产的重要方法，

也是关系化探深部找矿效果的重大问题。在区域化

探基础上将深入研究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区域分布规

律，进行资源潜力地球化学评价，引导找矿方向和评

价资源远景。

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方面，“十一五”期

间将继续完成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面积100万

km2，使调查总面积达到200万km2以上，基本覆盖

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及西部重要地区。在多目标区

域地球化学调查基础上，将全面开展长江流域、黄河

流域、沿海经济带及东北经济区区域生态地球化学

评价，开展国家和地方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将

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为基础，依据第一环境

与第二环境含量值建立国家土壤基准值和国家土壤

污染等级标准，依据“单位土壤碳含量”进行土壤碳

储量实测计算，建立国家土壤碳库。将同国民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全面接轨，为各级政府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在科技发展方面，充分吸收当今地球科学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关于《区域性地球化学样品测

试质量专家检查和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2003躬．
●D删艟，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技术要求(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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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积极成就，将应用地球化学的调查方法和理

论地球化学的科学原理相结合，进行充实、完善、提

高和系统化，从而建立勘查地球化学的方法体系，以

重大计划带动调查方法、评价方法和评估方法以及

与此相关的全量分析、形态分析、有机分析、生物分

析、同位素测定、监控样研制及分析精准监控等各方

面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建立勘查地球化学的理论体

系，以基础地质研究为主形成区域成岩地球化学理

论，主要研究各地质年代地质体元素地球化学分布

和分配特征及演化规律；以资源评价为主形成区域

成矿地球化学理论，主要研究各类元素地球化学组

成与分带特征及成矿规律；以环境评价为主形成生

态地球化学理论，主要研究地球系统元素分布特征

与循环规律及其生态效应，取得足以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既有应用价值，又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十五”期间是21世纪的开端。笔者在此对这

一重要时期的勘查地球化学进行回顾和评述，为争

取未来更大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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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丁I。TⅡ'URPOS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I瓜VEY：

TIⅢSTRATEGIC CHOICE OF EXPLORATIoN GEoCHEMISTRY IN 21 ST CENTURY

XI Xiao-hu锄

(蕊iM＆咖蒯SⅢⅣ，&咖g 1000ll，mi∞)

AbstI硼：Explomtion geocheIIli8tr)r is‰ed witIl tlle pmblem of development in tIle 2l 8t Century．W汕me public weⅡ赫geolo西cal
work鹳tlle leading work，tlle demand 0f ecormmic aIld social development舶the dynaIIlic force，觚d tlle equal emph嬲is of both舱一

∞urce8 and envimnment躺出e mailr aim，exploration geochemistl了c谢ed∞t枷tiplⅡpo娓coIⅡprehensiVe geological 8unrey in出e pe·

riod of 200l-2005，w汕a series of achievenlents gained．1his dem伽s咖te8 tllat exploration geochelIlis町h鹪entered into粕overau de．

velopment stage，and 8uch a multipurpIose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survey is tlle strategic choice 0f expl删on geochemistry．Starting

试m tIIe newest ac|Iievemen协made by modem 8cience锄d technolo移，we 8hould fbfTnulate me t11eoretical sy8tem，memodolo舀cal sys-

tem粕d qIlali哆8ystem明d ad叩t gciemmc attitude锄d actiVe me∞u嘲∞鹪to co珊tandy pr|o呦te explomtion geocheIIlistry to tlle

hi曲er蚴d higIler levels．

Key words：21st Centu巧；tlle 10tll Five Ye盯Pl粕；multipurpD∞compr{ehe船ive geological survey；achievem明t8咖lde by exploration

geochemistry；techIIical me躯u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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