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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海域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程成果”专辑而作

海洋占全球面积的71%，蕴藏着十分丰富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能源，且在很大程度上控

制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经营海洋，对海洋的调查研究已

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为其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在我国，虽然

早在郑和下西洋时，就曾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豪华的舰队，但由于政治、历史、社会和

文化的原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始终没有科学地了解过海洋，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过海

洋。中国的海洋地质调查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较大规模的海上勘查则是1970年代

以来，以探寻石油、天然气为主要目标，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进行的地质、地球物理调

查和海底钻探，并在70—90年代陆续发现和建设了一批油、气田。这是中国海洋地质调查迈

出的坚实而富有成效的第一步。

为适应国家经济、国防建设和全面发展的需要，199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按国际分幅全面部

署了中国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1999—2015年，先后组织国内60余个单位，

1000余名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多学科科技工作者，动用40余艘调查船，10余架飞机，各

类设备700余套，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系统采集了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数据，

建立了海洋地质调查空间数据库，完成了大连、上海、南通、海南岛等16幅完整的1∶100万国际

分幅图和4幅不完整的图幅。2016—2019年，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大力推进1∶100万海

洋地质调查成果集成”的指示，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单位，对1∶100

万调查数据进行集成，系统分析、研究了中国海域的海底地貌、地层系统、断层系统、岩浆活动、

构造格局、构造演化、沉积盆地、重力和磁力场、地震剖面和壳-幔结构、晚第四纪沉积过程以及

表层沉积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等编制了中国海域1∶200万地形图、地质图、构造图、矿产图、环

境地质图等6种基础图件，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图、元素地球化学图等19种专业图件，中、新

生代盆地图、表层沉积物类型图等应用性图件和相应的文字报告。这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西

太平洋边缘海域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研

究等提供了可贵的基础数据和资料。

在中国海域这一系列成果正式面世之前，为了使地学界及早了解其概貌，本专集汇集了集

成参与者撰写的19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海域地层、构造、岩浆、重磁场特征及深部构造、第

四纪地质以及地质灾害等方面，既有对全海域地层系统、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历史的综合性论

述，也有针对具体问题的重点解剖。秦绪文等人综合报道了1∶100万海域区域地质调查取得

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认识，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张勇等人运用地球系统多圈层构造

观，全面论述了中生代以来中国海域的大地构造格局、演化过程及资源环境效应；追踪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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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断裂带，划分出“东亚大陆边缘汇聚带”等构造单元。李学杰等人从相邻板块之间的相

互作用入手，结合南海实例数据，提出了南中国海盆是弧后扩张左旋剪切产物的认识。聂鑫等

人根据多道地震测线CFT剖面，解析了南海西南次海盆的形成过程。尚鲁宁等人基于重磁和

地震资料，解析了冲绳海槽的演化历史，重建了中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大陆边缘的板块相互作用

过程。徐志英等人根据地震剖面，结合重磁场、地貌等资料，揭示了中沙地块南侧的断裂系

统。王明健等人根据中国东部海域地学大断面，解析了黄海—东海陆架的地质结构、Moho深度

及其油气资源效应。王利杰等人根据地球物理和钻孔资料，揭示了南海东南部巴拉望至太平

岛一带中生代的地质结构，发现南沙地区在中生代曾发生过强烈的构造-岩浆作用。熊量莉等

人比较分析了南海南、北陆缘中新生代地层发育特征、油气田成藏差异及其控制因素。高红芳

等人在南海东南部深水域发现中中新世到第四纪多期大型冲积扇沉积体系，揭示了南海东南

部深水域的沉积演化过程。梅西等人分析研究了中国海域表层沉积物分布规律，建立了沉积

分异模式。王中波等人分析了中国陆架晚第四纪以来的地层及其沉积环境，表明MIS 5以来

曾经历了3次明显的海侵过程。密蓓蓓等人总结了中国东部海域表层沉积物稀土元素数据，

揭示了稀土元素的赋存特征、分布规律及其控制因素。陈珊珊等人研究了南海北部陆架灾害

地质体的特征，探讨了成因机制及其对海洋工程的影响。王飞飞等人研究了闽北台山岛火山

岩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确定其年代为86~92 Ma，并发现430 Ma的继承锆石。杜文波等人研究

了台湾海峡西部海域的沉积体系、地层格架和油气前景。张江勇等人指出南海和台湾岛东南

海域晚第四纪地层碳酸盐旋回主要受控于水深和冰期旋回海平面变化。田旭等人阐述了末次

冰消期以来冲绳海槽中部黏土矿物来源及其环境效应。伊善堂等人分析了闽江口—三沙湾口

近岸海域沙坡群发育特征、成因及其对海洋工程的影响。

国际分幅1∶100万中国海域地质调查及其综合集成研究，首次全面描述了我国管辖海域

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特征和资源环境潜力，形成一系列原创性认识和

技术方法，是中国海洋地质调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方位海洋地质调查研究又向

前跨越了一大步。今后随着中国对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更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地质调查研究，随

着海洋地质调查船逐步进入太平洋、印度洋等深海大洋，中国的海洋地质调查事业将会有更大

发展，中国海洋地学工作者将不但为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和资料，而且将为

国际地球科学，为西太平洋构造活动带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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