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调查局“深部地质调查工程”进展

封面图片：华南大地构造分区与矿产分布图（严加永、吕庆田提供）

深部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吕庆田研究员）隶属中
国地质调查局十大计划之一的“基础地质调查计划”。该
工程由4个项目组成，分别是“松辽盆地资源与环境深部钻
探工程（王稳石），松辽盆地深部油气基础地质调查（侯
贺晟），钦杭结合带及邻区深部地质调查（严加永）和祁
连－天山及周缘盆山结合带深部地质调查（陈宣华）”。

工程选择我国资源、能源重要基地、重大地质边界和
构造单元，通过综合地球物理探测和科学钻探等手段，揭
示成矿成藏系统深部过程、结构和形成规律，阐明中生代
环境气候演变规律、控制要素，揭示关键造山带及盆山深
部精细结构，抢占大陆基础地质研究的国际制高点，引领
国际深部地质研究前沿，推动地质调查向深部进军。经过
3年的努力，工程在深层油气发现、超深钻探技术、重大
基础地质问题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1.“松科二井”科学钻探工程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取得系列技术创新。“松科二井”完钻深度7018 m，
成为国际大陆科学钻探组织（ ICDP）成立以来实施的
最深科学钻探工程，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
探井，是国际上连续取心最深、长度最大的钻探工程
（2863.23～7018 m），岩心采取率高达96.6%。创造了
311 mm口径深部地层连续取心1650.51 m，311 mm口径
同径取心钻进单回次取心长度超30 m，216 mm口径在井
深超4700 m井段单回次取心长度超40 m，152 mm口径在
井深超6900 m井段单回次取心长度超30 m四项世界纪录；
攻克了深部高温钻井系列技术难题；开发出311 mm和216 

mm大口径中空井底动力绳索取心钻具，实现绳索取心和
提钻取心两种技术快速切换；研发出152 mm地表驱动绳
索取心钻具，在6400 m以深钻井中成功应用。

2.“松科二井”科学钻探工程及松科盆地深部地质
调查取得系列重大科学发现。获取了“松科二井”沙河子
组十大地质记录，发现沙河子组年代为112~121 Ma，物
源区主要来自大兴安岭地区。发现沙河子组四段底部主要
受岁差和偏心率控制的东南季风的影响，发育优质的烃源
岩，为进一步分析松辽深层油气成因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依
据。发现松辽盆地基底存在三叠纪火山—沉积地层，为研
究松辽盆地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通过对
“松科二井”岩性、烃源岩、气测异常、罐顶气和孔隙
度等参数分析研究，获得了470～7018 m井段垂向油气特
征，并划分为6个明显区段，完整揭示了白垩系和前侏罗
系的轻烃分布特征，为今后评价和勘探松辽盆地深部油气
资源提供了依据。深地震反射剖面发现疑似上古生界的地
震反射信息，为进一步探索松辽盆地形成机理和深层油气

赋存基础提供了重要信息。 

3. 华南东南部综合地球物理探测深化了区域构造格
架、地壳结构和演化的认识，取得了系列新发现。接收函
数和重力反演揭示华南东南部的Moho面起伏整体较为平
缓，自东向西逐渐增厚；长江下游、钦杭东段、武夷山和
东南沿海地壳泊松比普遍较高，指示幔源物质注入地壳增
多，壳幔作用强烈，而南岭和江南造山带西段地壳平均泊
松比较低，指示地壳偏酸性，壳幔作用较弱；华南东南部
岩石圈电性结构结果发现长江中下游、钦杭等重要成矿带
对应地壳和岩石圈的低阻通道，认为它不仅代表了块体边
界，还是中生代深部岩浆/流体迁移的“通道”，对区域成
矿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深地震反射剖面发现江南造山带
保留清晰的“碰撞造山带”结构，即下地壳连续多处出现
“楔状”构造和地壳“鳄鱼”构造，提出了中生代在古太
平洋板块远程挤压应力作用下，造山带“活化”控制了中
生代陆内成矿系统的形成和演化的新认识。

4. 复杂造山带及盆山结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祁连-

天山及周缘盆山结合带深部地质调查取得重要地质新认
识：揭示出柴达木地块北缘、祁连山造山带和阿拉善地
块的全地壳结构及复杂深部关系，提出了早古生代北祁
连洋双向俯冲、北祁连造山带和阿拉善地块深部逆冲叠瓦
与双重构造、祁连山北缘榆木山逆冲推覆和飞来峰构造
以及早白垩世陆内伸展等新认识；建立了祁连造山带新
元古代以来的构造演化模式。厘定了塔里木盆地北缘库
车凹陷的沉积厚度，揭示出准噶尔盆地南缘沉积岩最大
厚度可达13000 m；发现南天山南缘长距离逆冲推覆构造
（达60 km），天山北缘山前带逆掩推覆构造（推覆距离
达20 km）；厘定了天山造山带与塔里木盆地结合带中生
代以来晚三叠世、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共4期构造变
形序列与生长地层记录，明确了西天山造山带与塔里木盆
地、准噶尔盆地之间的盆山耦合关系，再现了新生代以来
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对欧亚大陆改造的效应。

项目自实施以来，不仅在深部基础地质、探测技术创
新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还在人才培养上成绩显著。先后
1人获得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人入选国土资源部
领军人才，1人获地质调查局卓越地质人才，2人获地质调
查局优秀地质人才。2个团队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
部）科技创新团队。先后培养博士、硕士30余名，参与组
织2次国际会议，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近50余人次。
获得3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先后发表论
文100余篇，专著2部，解决了一批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形
成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深部探测研究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