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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于1999年成立，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
 

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
 

查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
 

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至2010年期间，通过重点组织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专
 

项,提高了国内地质工作程度，推动了矿产资源勘查，促进
 

了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深化了地质科技创新。



2010年以来,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保障和环境
 

保护的迫切需求，国家启动了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等专项地质
 

调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组织实施。四年多来，取得了
 

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新突破，在保障资源、保护环境和
 

服务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为贯切落实中央新要求和国家重大需求，
 

中国国土资源部研究决定，2015年-2020年继续加强地质矿产
 

调查评价等专项工作。我局精心组织开展了今后6年地质调查
 

规划部署研究，提出了6年工作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案，初步形
 

成了《2015年-2020年地质调查规划部署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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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四化”、实现两个
 “百年目标”中国梦的重大需求，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职能转变和中央与地
 方合理划分事权的要求，

按照“全力支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精心服务国土资源
 中心工作”的基本思路，

根据“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央公益性地质工作定位、坚定
 不移地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坚定不移地加强项目和资金监

 督管理”的总体原则，



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服务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服务地质环境保
 护、服务防灾减灾、服务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五个服务的总
 体要求，

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具体地质问题为出发点
 和立足点，综合部署基础调查、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科技
 应用与信息服务工作，尽快查明资源与环境家底，充分发
 挥公益性地质工作在资源保障、环境保护和工程建设中的
 基础性先行性作用。



二、基本原则

• 一是坚持聚焦国家重大需求。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为导向，充分发挥地质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作用，坚
 

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国土资源中心工作来部署地质调查工
 

作。

• 二是坚持公益性地质工作基本定位。以中央公益性地质工作的
 

基本定位来统筹部署地质调查工作。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中
 

央与地方的事权。



• 三是坚持跨专业、跨技术方法综合部署。围绕国家
 

重大需求，统筹好基础与应用、当前与长远的关
 

系，以基础地质为主要手段，部署和开展以地学为
 

基础的多专业综合调查评价。

• 四是坚持以科技创新与进步为引领和支撑。梳理重
 

大资源环境问题和重大地球系统科学问题，建立产
 

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有机
 

融合。



• 五是坚持大项目机制。以瞄准重大需求、解决重大
 

资源环境问题、聚焦重大目标、形成重大成果和杰
 

出人才为导向，统筹部署地质调查工作。

• 六是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同步规划。业务建设、科
 

技进步、学科发展和人才培育同步安排。。

• 七是提升服务水平。向社会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
 

服务作为项目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



总体目标：通过财政投入实施地质矿
 产调查评价工作，用6年时间，大幅提高

 国内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提升基础
 地质工作支撑与服务能力，促进地质找
 矿突破，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三、目标任务



主要目标任务

• （一）实现能源矿产重大新发现，有力支撑能源安全战略实
 

施。

• 通过油气资源基础调查，重点地区实施战略侦察，引领和带动
 

油气新区、新层位、新类型、新领域的商业性勘探。

• 实现页岩气等油气基础理论创新和复杂地区油气勘查技术突
 

破。

• 开展陆域新一轮油气资源调查与潜力评价，促进油气公司的勘
 

探增储。

• 实现铀矿找矿重大新发现
 

引领后续商业性勘查



• （二）实现找矿重大新发现，为重塑重要矿产勘查开发格局奠
 

定基础。

• 以重点成矿区带为单元，以整装勘查区、重点勘查区、找矿远
 

景区为重点，开展1:5万地质矿产综合调查，初步摸清重点成
 

矿区带的地质背景、成矿条件、成矿规律和资源潜力，圈定新
 

的找矿远景区。

• 开展铬铁矿、钾盐等大宗紧缺矿产和南疆等特殊地区的矿产预
 

查、普查工作，力争实现重大新发现。



• （三）大致查清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地质环境状况，提升服
 

务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 围绕我国重要经济区、城市群等重点地区开展1:5万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综合调查

• 升级完善全国性地下水和地质环境监测体系

• 深化全国性和区域性水工环地质条件和规律的认识，建立较完
 

善的地质信息平台，及时为政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 （四）基本查明我国主要地质灾害分布状况和形成机理，显著
 

提升减灾防灾能力。

• 开展南北地震带地质灾害调查和区域稳定性评价，基本查明地质灾害和活

 动断裂分布规律，建立地震地质灾害灾情快速评估理论与方法体系，开展

 地震地质灾害综合风险区划。

• 开展崩塌滑坡泥石流高发区地质灾害专项调查，提出以流域或行政区为单

 元的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建议，提升减灾防灾能力。

• 开展革命老区等特殊地区的水文地质调查与供水安全示范，解决人畜饮水

 困难。

• 开展大型煤炭基地和矿集区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大致查明地质环境问

 题及其产生原因，提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与含水层保护方案。



• （五）初步查明海洋基础地质和海洋油气资源及新能源基
 础背景，推进海洋地质矿产调查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到2020年，部署完成全海域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开展重点海域40个1：25万图幅海

 洋区域地质调查。

海岸带地质调查与环境监测，开展海岸带环境调查监测和
 湿地生态系统评价，重点推进1:5万区域地质与环境调查

 试点。

海底区多金属矿产资源调查和海砂资源调查评价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评价



• （六）大致查清粮食主产区土地质量和重点城市地质环境，为
 

基本农田保护边界、城市开发边界、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提供
 

地质依据。

• 围绕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区，开展土地地球化学和水文地质综合
 

调查，大致查清粮食主产区的地下水资源潜力、供水水源地分
 

布、土壤有益元素分布和污染现状，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提供
 

地质依据。

• 开展地质环境承载力评价示范，为城市开发边界、生态红线的
 

划定工作提供地质依据。



• （七）初步掌握主要资源国的矿产资源禀赋和勘查开发现状，
 

为实施“一带一路”全球战略提高地质信息支撑。

• 建成较为完善的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获得一批可供风险勘
 

查的找矿远景区和资源开发基地的信息。

• 积累全球地球化学数据，建立全球地球化学数据库，面向国内
 

外提供共享服务，支撑国际地球化学研究中心发展。



• （八）提升地质工作水平，促进地学科技创新。

• 大力推进科研与调查一体化进程，围绕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中
 

急需解决的重大地质问题，通过开展基础地质调查、综合编
 

图，配合必要的深部地球物理探测，形成一批原始创新成果。

• 建立一批野外科学基地和观测基地，显著提高资源与环境调查
 

评价工作水平。

• 扩大地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示范、推广、应用一批新技
 

术、新装备，提高地质工作效率和水平。



• （九）完善国家基础地学数据更新机制，提升地质资料信息服
 

务水平。

• 适时更新一批中比例尺国际分幅地质图件，组织编制一批全球
 

性、全国性、区域性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矿
 

产等系列图件，提升地质研究水平。

• 建立和完善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建成国家地质信息综合分析
 

与共享服务云平台。

• 形成系列公益性地质信息产品。



四、工作部署

总体布局

按照“全力支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精心服务国土资源中心工作”的总体

 
思路，

根据“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央公益性地质工作定位、坚定不移地围绕国家

 
重大需求和国土资源中心工作开展规划部署、坚定不移地加强项目和资金

 监督管理”的总体原则，

紧紧围绕“服务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服务地质环境保护、服务防灾减

 
灾、服务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国家海

 洋强国战略”五个服务的总体要求，设置了九大工作计划。



序号 九大目标 九项计划

1 保障能源矿产资源安全 陆域能源矿产地质调查计划

2 支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计划

3 服务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基础调查计

 划

4 增强地质灾害减灾防灾能力
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支

 撑计划

5 服务国土综合开发整治
国土开发与保护基础地质支撑计

 划

6 夯实“一带一路”战略基础
“一带一路”基础地质调查与信息

 服务计划

7 破解重大地球科学技术难题 地质调查科技支撑计划

8 提升地质资料信息产品开发与服务水平 地质数据更新与应用服务计划

9 服务蓝色国土认知与开发水平 海洋基础地质调查计划



重大计划一：陆域能源矿产地质调查

•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工程
•松辽盆地外围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
•天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
•石油天然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工程

•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

•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矿产调查工程

•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工程



松辽外围
盆地群

银额盆地及

 

周缘

准噶尔-吐哈-三塘

 

湖及周缘盆地

华

河西走廊
盆地群

羌塘盆地

四川盆地
武陵地区中扬子地区

下扬子地区

滇黔桂地区

伦坡拉盆地群
区

北

地

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

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鄂尔多斯及

 

周缘盆地群

油气战略调查

柴达木盆地群

• 重点布局：

• 一是青藏高原以及北方油气调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促进能源矿产勘查开发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 二是南方海相页岩气，支撑形成至少100亿立方米产能，为推进页岩气产业化发挥关键性、基础性、先行性作用。

油气资源调查



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

22万平方公里

主要目标：实现羌塘及伦坡拉盆地油气战略突破；客观评价盆地石油地质

 条件以及资源潜力；集成与创新高原油气地质理论；形成具高原特色的地

 质地球物理和钻探工程等油气勘探技术系列与高原油气勘探模式。



松辽盆地外围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主要目标：查明松辽外围盆地油气地质条件、初步评价区域油气资源潜力；力

 争实现2～3处油气新发现。



天山—兴蒙构造带油气基础地质调查

4

2

356

9

17

8

主要目标：基本查明天山-兴蒙构造带新区新层系油气地质条件，在北方新区新

 层系圈定油气远景区、优选有利目标区、提交勘查区块10～15个落实钻探目标，

 力争实现5～8项油气调查突破。



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

3.1 黔南-桂中3.2 南盘江盆地

3.3 滇东-黔西
3.4 楚雄

1.1川北--汉中

1.3川南

1.2大巴山

1.6川东

1.5川西
-滇东北 1.4黔西北

2.1鄂西南

2.2渝东湘西北

2.1黔北

4.1宜昌-保康

4.2江汉盆地

4.4通山-崇阳

4.8洞庭

4.3雪峰山

4.5湘中

4.7桂北

4.6湘东南

5.1苏北及南缘

5.2皖赣沿江

5.3萍乐

5.4江浙沿海

5.5钱塘

40—19

主要目标：摸清全国页岩

 气资源家底，在南方圈定

 80～100个页岩气远景

 区，提交100～120个有利

 区、80个勘查区块，促进

 300亿立方米产能。初步

 掌握了页岩气钻完井、压

 裂改造等技术，积极探索

 实施了“井工厂”作业模

 式。



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

◆

◆
◆

◆

◆
◆

◆

◆

◆

主要目标：推进煤铀兼探、油铀兼探，实现北方砂岩型铀矿“保二争三”目标，确

 保20万吨，争取30万吨，为夯实我国核电发展的资源基础、保障能源安全和国

 防安全发挥关键性、基础性、先行性作用。



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矿产调查

主要目标：开展全国非常规能源矿产资源潜力动态评价，开展重点地区

 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矿产调查与勘查开发示范，落实勘查开发有利区及

 可采资源，掌握资源家底及勘查开发动态，拉动、引领企业勘探开发，

 形成对常规石油天然气供给的有力补充。

煤层气工作部署图



重大计划二：重要矿产资源调查

大型矿产资源基地或远景区带调查

重点成矿区带地质矿产综合调查

整装勘查区基础地质调查与潜力评价

重要成矿区带和油气盆地航空物探与遥感调查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调查



（一）大型矿产资源基地调查

•
 

一是初步形成我国西部亿吨级、千万吨级铜资源远景
 

区带，包括青藏高原、南疆五地州和西南三江。

南疆地区

环青藏地区

阿尔金

罗布泊

喀拉塔

 

格

阿吾拉

 

勒
卡特拉巴苏

乌拉根-萨热克

萨瓦亚尔顿

塔什库尔干

宝塔山-多宝山

白干湖



东特提斯成矿带大型资源基地调查

主要目标：提交找矿靶区350处，提交新发现矿产地55处。每年拉动基金跟进和

 商业性勘查投入有所增加。基本完成15处大型资源勘查开发基地的基础工作。



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

围绕国家战略、边疆社会稳定、南疆经济发展，在南疆五地州开展金、铜、

 铅锌等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预期到2020年形成2-3处大型资源开发基地、6-8处

 大型资源勘查基地，为南疆优势资源转换和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
 

二是初步形成亿
 

吨级、千万吨级
 

铅锌远景区带，
 

主要包括青藏周
 

缘和环扬子。



•
 

三是围绕钾
 

盐、铬铁矿、
 

锰矿、铝土矿
 

等矿种的
 

“358”
 

找矿
 

目标夯实基
 

础。

钾盐部署重点区域



稀有－全国分布图
•

 
四是围绕锂、三

 
稀、晶质石墨等

 
战略性新兴矿产

 
开展调查评价，

 
为服务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提供资源基

 
础。



•
 

五是初步构建3个千吨级金矿基地，胶东、青海的金
 

腰带、金三角，力争新增3个千吨级的金矿。

金腰带

金三角

胶东



（二）重点成矿区带地质矿产综合调查

以重要成矿区带为单

 
元，围绕整装勘查区、找

 矿远景区，开展1:5万地质

 
矿产综合调查，深化成矿

 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

 、成矿规律与资源潜力认

 识， 圈定新的成矿远景区

 
与勘查区，提供一批基础

 地质更新图件，为商业性

 矿产勘查提供基础信息服

 务。



（三）整装勘查区基础地质调查与潜力评价

开展整装勘查区和

 典型矿集区1:5万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全

 面掌握资源潜力。

开展重点勘查区勘

 查区找矿预测，提供

 企业资金可投入或敢

 投入的勘查靶区，引

 导企业勘查。



（四）重要成矿区带和油气盆地航空物探与遥感调查



（五）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调查

主要目标：开展查明“三

 率”、矿产开发与生态效

 应对应关系等系统性调查

 工作，支撑矿政监督管理

 。研发适合资源自身特点

 的重点矿种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技术和支撑战

 略新兴产业原料供给的利

 用技术，大幅盘活难用资

 源。开展包含矿产特性、

 环境特性和经济特性等在

 内的大型矿产基地综合技

 术经济概略评价和引导性

 技术研发。



围绕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泛珠三角等
 

重要经济区、城市群
 

开展1:5万水文环境工
 

程地质综合调查，大
 

致查清地质环境状
 

况，为城市发展规划
 

提供地质依据。

重大计划三：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地质环境调查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区地质保障工程

开展京津冀综合地质调查和
 

京津冀周边重要城市群地质
 

环境综合调查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
 

警体系和三维可视化地质环
 

境信息平台

打造地质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的样板。



长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查

开展长三角经济区、皖

 
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

 
市群地质环境综合调查

开展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适宜性评价

构建地质环境信息系统

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实

 
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

 
基础支撑



丝绸之路境内段综合地质调查


 

破解制约经济区建设的突出问题：

 经济区和城市供水、城镇重大突发

 地质灾害、地面沉降与地裂缝、活

 动断裂与区域稳定性等


 

查明经济区地质条件，提高对地质

 规律认识和研究程度

提供调查成果与基础数据，促进成果

 转化与社会服务



重大计划四：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支撑


 

提高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生

 态脆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

 、重大地质问题区地质环境基本

 条件和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

 程度和水平。


 
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实施探采结合的水文地质勘查，

 切实解决群众饮水困难；


 
地质灾害调查与指导帮助当

 地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体系设相结

 合，切实提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

 水平。



重要活动构造带地质灾害与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


 

以防灾减灾需求、服务国家重大工

 程建设为导向，通过地质灾害、活

 动断裂和工程地质调查，


 

提出南北活动构造带复杂山区地

 质灾害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建立地

 震地质灾害风险快速评估技术平

 台；


 

完成南北活动构造带地质灾害危险

 性和风险性评价与区划。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调查


 

选择典型区域按流域、地质单元统

 筹部署，完成1:5万-1:1万地质灾

 害调查及危险性风险性评价30万平

 方千米。


 

开展地域性重大工程地质问题和防

 灾减灾关键技术问题的专题研究，

 为西南山区、黄土高原区等地质灾

 害高易发区的土地利用及新型城镇

 化建设提供依据。


 

完善全国地质灾害信息系统



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盆地

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

河西走廊河西走廊

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

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

伊犁河谷伊犁河谷

银川平原银川平原

生态脆弱区和特困区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显著提高集中连片特困区水文

 地质基础数据精度和研究水平，

 为解决饮水困难提供工程示范。

在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区、

 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开展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圈定大型水

 源地和富水地段。

开展重点地区和主要城镇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综合调查，为城镇

 建设提供饮水和地质安全保障，

 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岩溶地区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综合调查


 

开展我国主要岩溶地区1：5万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综合调查，进行岩溶

 水资源、地质环境、岩溶塌陷、碳

 汇、碳储评价和预测。


 

开展1：25万石漠化及其地质环境

 遥感调查，查明石漠化地质环境动

 态及其与治理工程的关系。


 

开展典型流域1：25万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地质环境调查，调查影响地

 质碳循环的主要指标参数和典型地

 质记录事件

 
。



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


 

完成全国首轮地下水污染

 调查评价


 

选择国家主要含水层开展

 水质综合调查，基本查明

 地下水水质和污染变化趋

 势；


 

选择重金属、有机物等典

 型污染含水层，开展修复

 技术示范，初步构建我国

 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方法

 体系



土地质量基础地质调查


 

在区域尺度上开展我国耕地的土地

 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围绕基本农田保护区，综合开展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进行耕地质

 量等级评定，建立土地质量等级变

 化监测网络

重大计划五：国土综合开发整治基础地质支撑



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基础支撑

典型地区国土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

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地质

 
环境调查与影响评价

全国重要地质遗迹调查

 
与保护研究



国土遥感综合调查



地质矿产调查战略与规划支撑

建设中国能源与矿产资源安全

 支撑信息平台。

跟踪分析国内外地质调查工作

 形势，研究我国地质调查重要领

 域中长期发展战略方向，推进地

 质调查规划和部署研究

推进地质调查标准规范研究、

 项目预算标准以及地质调查安全

 保障体系建设



重大计划六： “一带一路”基础地质调查

•
 

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境
 

外矿产资源为调查对象，开展周边国家重要成矿带对
 

比和全球能源资源综合评价与信息服务工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

开展全球不同尺度的地球化学填图，建立全球地质矿
 

产与资源环境卫星遥感一张图平台。

深化对跨境成矿带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认识。



重大计划七：地质调查科技支撑


 

紧紧围绕影响重大资源环境问题解决的重大基础技术问题
 和关键技术方法；


 

充分发挥地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重大资源环境灾害问题的理论和技术
 方法，破解地球的奥秘。



关键地质问题综合调查

积极参与国际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在超大陆形成与

 演化、大陆构造与动力学、

 青藏高原、岩溶与碳汇、地

 球化学填图、沉积记录与生

 命演化、国际离子探针实验

 研究网络、国际深部探测与

 地球动力学、国际前寒武纪

 地质、水合物实验和分析测

 试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推

 动建立国际合作研究基地或

 中心。



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应用

研发突破一批深部

 资源勘查和地质环境灾

 害监测治理关键核心技

 术，逐步解决制约方法

 技术发展的重大科学问

 题。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方法技术体系，促进相

 关学科发展和成长。

300米岩心钻机




 

提供种类多样、内容权威、及时有效的符合多元化用户需求

 
的信息产品。


 

全面汇聚国内外重要地学信息资源，建立国家地质基础数据

 
库集群，实现地质数据的及时有效更新；


 

构建地质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共享。


 

全面融合信息技术，以优质的信息服务扩大中国地质调查局

 
的社会影响力。

重大计划八：地质数据更新与应用服务



国家基础地质数据更新与集成

建立分层次有序的基础

 地质数据与图件更新机制

 ；

建立中国海陆地质构造

 基本框架；

全面提升地质调查成果

 水平和社会化服务能力。



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



 

加快服务时效，由传统的资料汇交

 式服务向阶段性成果及时服务转变；



 

丰富服务内容，加快原始地质资料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步伐；



 

扩大服务范围，开发制作系列化的

 、可公开提供利用的信息服务产品；



 

提升数据获取能力，推广数字地质

 调查技术，促进技术装备更新换代；



 

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地质大数据共

 享与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重大计划九：海洋地质调查计划

系统开展我国管辖海域1:100万海洋

 区域地质调查成果集成、数据产品开

 发、应用与服务。

开展我国重点海域1:25万海洋区域

 地质调查和重点海岸带1:10万综合地

 质调查，实现海洋地质信息的全方位

 公益性社会化服务。



重大计划九：海洋地质调查计划

加强海域“新区域、新领域、新层位、新类型” 油气资源调

 查，查明南黄海等重点海域油气资源分布状况，力争实现新发

 现与新突破。

加大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力度，实施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试开采，加快勘查与试采一体化和产业化进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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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深度达到800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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