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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概况 

海洋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宝库，查明、

开发丰富的海洋资源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

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国管辖海域 300 万平方千米，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自

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口持续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能源形势日趋严峻。

然而，我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尚属空白，海域油气资源、矿产资

源勘探程度很低，总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 20～30 年，难于满足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现状与形势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是陆域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在海域部分的

自然延续。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陆域 1:100 万区域地质调查

已全面完成，1:20 万或 1:25 万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于 1999

年底已完成陆域总面积的 76%（计划 2005 年实现全覆盖），1:5

万大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完成陆域总面积 20%左右；美国、英国、

日本、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自上世

纪 60 年代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不同比例尺的海洋区域地

质调查，于 90 年代相继完成了本国管辖海域 1:25 万～1:10 万

的中、大比例尺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调查；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

家也分别于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海洋区域

地质调查。然而，我国管辖海域约 300 万平方千米一直未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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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海洋区域地质调查，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极为不

适应。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 1.8 万千米，另有岛屿海岸线长约 1.4 万

千米，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沿海地区是我国社会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面积仅占陆域总面积的 13%，却集中了全国 70%

以上的大中城市、42%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67%以上 GDP。合

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岸带，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急需海岸

带地质环境基础资料。 

海洋油气资源是陆域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接替，温家宝总

理曾经指出：“国土资源部门不能放松油气资源战略调查的责任，

争取在地质调查程度低的陆地新区和海域有新的发现”。然而，

我国海域油气勘探开发长期集中在渤海和南海北部等近海海域，

南黄海，东海陆架的西部、东南部，南海北部深水区以及南沙等

大面积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油气勘探难度大、工作

程度低，导致油气勘探开发后备基地严重不足，急需开展海域新

地区、新领域、新类型、新层位等油气资源调查工作，为油气勘

探开发工作提供新目标。 

近海砂矿是海洋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位居海洋矿产资

源第二位。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工程建筑用砂需求量

迅速增长，陆地砂矿资源已无法满足建设需求，由此导致九十年

代海砂勘查和开发过热，乱开乱挖现象严重，造成海底地质环境

恶化，对港口、航行、养殖业等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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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尽快查明我国海砂资源家底，加

强海砂资源勘探开发管理。 

（二）主要任务 

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结合我国海洋地质工作

实际情况，提出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优先开展 1:100 万海洋

区域地质调查示范，重点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海洋油气

新区调查，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等 4 个方面的海洋基础

地质工作，不包括国家海洋地质专项工作。具体任务如下： 

我国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按照统一规范要

求，运用现代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调查的新技术、新

方法和新理论，系统采集我国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基础数据，为全

面开展我国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提供示范。 

我国重点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急需，优先开展部分重点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工作，为

海岸带综合治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布局和有序开发利用等

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海洋油气新区调查：根据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需求，以综合地

球物理探测技术为主，运用现代海洋油气资源调查的新技术、新

方法和新理论，开展我国海洋油气新区调查及相关研究工作，提

出可供进一步油气勘探的新领域、新地区、新层位、新类型，指

导我国海洋油气资源战略选区和调查工作。 

我国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根据海洋矿产资源管理

工作需求，开展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查明海砂资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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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状况。提出海砂资源开采规划建议和海砂资源采矿权招拍挂的

重点区块，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开展海砂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基础

资料和技术支撑。 

（三）工作部署 

1．我国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 

首先，在我国管辖海域的南部、北部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1:100 万永暑礁幅、南通幅进行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总结相

关技术方法，建立技术规范，为全面开展我国管辖海域海洋区域

地质调查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陆续开展 1:100 万海南岛幅、

上海幅、大连幅、中沙群岛幅等海洋区域地质调查，以及相关研

究和数据库建设。 

 

图 2.1 中国海域 1:100 万区域地质调查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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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重点海岸带滨海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 

根据我国重点海岸带的特点和需求，优先开展 4 个方面工

作：①重点海岸带地区环境地质基础调查，②长江口滨外区地质

环境监测，③滨海湿地系统的综合地质调查与评价，④海底淡水

资源调查与评价。 

 
图 2.2  重点海岸带工作区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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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油气新区调查 

在我国海域油气资源调查程度较低、勘探风险大、尚无商业

性油气发现的南黄海、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等重点海域，首先开

展南黄海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调查研究、南黄海选定海域 1:50 万

油气地球化学勘查、南海北部油气新区前期调查。在此基础上，

总结经验并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进一步在南黄海、南

海北部陆坡深水区、东海西部陆坡开展油气新区调查和相关研究

工作。 

 
图 2.3  海洋油气新区调查部署图 

 

4．我国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 

2005 年，根据国土资源部门海砂资源管理工作需求和近海

海砂资源分布特征，重点部署了渤海辽东湾，黄海成山头、青岛～

日照，东海舟山、莆田～温州，南海碣石湾～南澳岛、珠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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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雷州湾～海陵岛和东方等 9个调查区块。“十一五”期间，

优先开展南海珠江口～东平、东海舟山、黄海成山头等 3个区块

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工作。 

 
图 2.4  海砂资源调查部署图 

 

 

二、

（一

主要进展和成果 

）主要进展 

1．我国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 

2004 年、2006 年先后完成了 1:100 万永暑礁幅、南通幅海

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工作，全面总结了相关技术方法，并建立了

技术规范；2006 年启动了 1:100 万上海幅、海南岛幅海洋区域

地质调查，我国海域 1:100 万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编制等其他相

关研究项目，将于 2010 年底全面完成。 

2．我国重点海岸带滨海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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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以来，本计划项目共实施 15 个工作项目，先后完

成了黄河三角洲、山东半岛北部、青岛市、广东大亚湾、深圳大

鹏湾、珠海～深圳、珠江三角洲、北部湾广西段等近岸重点海岸

带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中国海岸带地质研究形势图集编制，长

江口滨外区地质环境监测，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系统地质调查等

工作项目 12 个。2009 年新开的浙江舟山海域海底淡水资源调查

试点、华南西部滨海湿地地质调查与生态环境评价、南海北部湾

全新世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影响研究等 3 个工作项目按计划正

在执行。 

截至 2010 年，已开展重点海岸带调查总长度约 3250 km，

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 18%；海岸带湿地系统调查已完成 1个、

正在执行的 1个，其余 7个尚未开展。 

3．海洋油气新区调查 

自 1999 年以来，本计划项目共实施 11 个工作项目，先后完

成了南黄海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调查研究、南黄海选定海域 1:50

万油气地球化学勘查、南黄海盆地油气资源调查与评价、南黄海

盆地北部油气资源评价研究，南海北部油气新区前期调查、我国

海域新生代油气资源新领域调查与评价、东海陆架盆地西部坳陷

带含油气远景调查评价、我国东海陆架盆地的沉积充填演化与油

气资源潜力研究等工作项目 9个。 

4．我国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 

我国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总体规划区块 9 个，自

2005 年以来，先后完成了南海珠江口～东平、东海舟山、黄海

成山头等 3个区块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工作，在全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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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相关技术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术规范。同时开展了我国近

海海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 

（二）主要成果 

1．我国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 

（1）完成了 1:100 万永暑礁幅、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示范工作，总结了一套适合我国海域特点的技术方法，颁布了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规范》，为全面、系统、规范地实

施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奠定了基础。 

（2）系统获取了调查区海量的实测资料，基本查明了海底

地形、地貌、底质、地层、构造、岩浆岩、活动断层、地球物理

场等特征。为国民经济建设、海防建设、工程规划等提供了科学

依据。 

  

图 3.1 南通幅海底地形图与立体海底地貌图 

 
图 3.2 南通幅重力异常图与磁力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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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南通幅沉积物类型图与第四纪地质图 

  

图 3.4 南通幅构造地质图与矿产资源图 

 

 
图 3.5 永暑礁幅三维海底地形图与沉积物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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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永暑礁幅重力异常图与磁力异常图 

（3）为海洋油气和其它矿产资源勘探，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等调查，提供了最新的海洋地质基础资

料。 

发现南黄海盆地存在中、古生界地层，为进一步开展海域新

层位油气资源调查提供了重要依据。 

（4）制定了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数据库相关规范标准，建立

了数据库及信息支持系统，实现了海洋地质调查与成果数据的规

范化存储与管理，增强了海洋地质信息社会化服务功能。 

 

  

图 3.7 南通幅矿产资源图与环境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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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区域海洋地质数据库 WEB 服务系统主页  

 

（5）完成了我国海域 1:100 万空间重力异常图、布格重力

异常图、磁力异常图、表层沉积物分布图、区域构造图等系列图

件编制。 

   
图 3.9 黄海、东海和南海空间重力异常图 

 

2．我国重点海岸带滨海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 

（1）查明了部分重点海岸带海底地形地貌、底质类型、岸

线变迁、地质灾害、工程地质等基础地质环境数据，为山东半岛、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北部湾等国家重要经济区的部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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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灾减灾，以及国家重点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等提供了科学

依据。 

       

图 3.10 黄河三角洲海岸线变迁图      图 3.11 黄河三角洲沉积厚度分布图 

   
图 3.12 山东半岛东北部海区、大亚湾地质灾害分布图 

 

（2）查明了部分重点海岸带海底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分

布特征，为海岸带养殖业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环境综

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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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南黄海西部海底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分布图 

  

图 3.14 青岛市水系沉积物综合污染评价图 

 

（3）三峡大坝截流前，系统获取了长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

与沉积动力本底资料，为截流后开展长江三角洲地质环境变化相

关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 

三峡大坝截流后，通过地质环境监测，发现长江口水下三角

洲面积呈减少趋势。经模拟实验，提出长江河口必须保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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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25000 立方米/秒、泥沙含量不低于 0.5 千克/立方米，

才能确保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地质环境平衡稳定。该成果为长江三

角洲地质环境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4）黄河三角洲湿地综合地质调查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湿

地地质演化研究、湿地创建和修复工程等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资

料。 

利用 DNA 测序技术，首次发现黄河三角洲湿地系统拥有特殊

功能的微生物菌群，对缓解湿地污染、修复湿地功能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5）全面总结了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技术方法，完善了工

作流程，制定了“1:25 万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规范”，为全面实

施我国海岸带环境地质调查奠定了基础。 

（6）完成了中国海岸带地质调查形势图集的编制，其中包

括：1∶200 万中国海岸带地质工作程度图 2 幅、中国海岸带固

体矿产资源分布图 2幅、中国海岸带环境地质图 2幅、中国海岸

带灾害地质图 2幅，全面总结了我国海岸带地质环境现状，为科

学部署海岸带地质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4．海洋油气新区调查 

（1）油气资源调查技术方法取得新突破。通过长排列大容

量震源地震采集技术不断攻关和创新，首次获取了海底深部高质

量的地震反射资料，该成果被评为 2004 年度全国十大科技进展，

为进一步开展海洋油气新区调查提供了技术支撑。 

根据南黄海海域油气地球化学勘查工作经验，结合国内外油

气地球化学勘查最新技术方法，首次提出了“我国海域油气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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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勘查方法技术方案”，为我国海域油气勘探增添了新的技术

手段。 

 

图 3.15  2004 年荣获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2）首次发现了一批油气调查新目标。利用海底深部高质

量的地震资料，在过去认为没有勘探前景的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

东沙隆起以南的尖峰北盆地和笔架盆地，首次发现了厚度超万米

的巨厚中、新生代沉积地层，在西沙海域陆坡深水区发现了较厚

的新生代沉积地层；在南黄海崂山隆起，首次发现了中、古生代

沉积地层，并具备一定的油气成藏地质条件。 

初步建立了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中生界和南黄海盆地中、古

生界地震层序，划分了构造层组，分析了区内地层与沉积特征、

断裂发育及岩浆活动状况，探讨了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为进一

步开展油气资源前景评价和油气资源调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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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尖峰北盆地北东向和笔架盆地东北部地震剖面图 

 

（3）圈定了一批新的海洋油气资源远景区。根据地震资料

攻关处理和综合研究结果，指出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的珠江口盆

地的白云凹陷、潮汕坳陷，尖峰北盆地、笔架盆地，琼东南盆地；

东海陆架盆地西部的闽江凹陷西南斜坡带、西湖凹陷南部和西部

斜坡带，台西南盆地中央隆起；南黄海海域烟台坳陷的诸城凹陷、

平度凹陷中生界，崂山隆起下古生界等是一批新的海洋油气资源

远景区。 

    

图 3.17 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南黄海油气资源远景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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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东海陆架盆地油气有利聚集区带图 

（4）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发现了一批海洋油气资源远景区，为进一步开展油气资源调

查和勘探开发指出了明确目标，初步形成矿产资源公益性地质调

查与商业性勘探开发有机衔接，促进了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活

动的良性发展。 

4．我国近海海砂及相关资源潜力调查 

（1）系统总结了近海海砂资源调查的技术方法，制定了“中

国近海海砂资源调查技术规范”，为全面开展我国近海海砂及相

关资源潜力调查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2）基本查清了南海珠江口、东海舟山和黄海成山头等近

海海砂资源潜力状况，估算海砂资源潜力体积为 60.8 亿立方米

（约合 97.3 亿吨）。其中珠江口区以中粗砂为主，舟山区以中细

砂～中粗砂为主，成山头区以中砂～砾砂为主，均为良好的建筑

用砂，符合建筑用砂规范中的有关要求。 

同时，查明了上述 3个调查区的潮流场特征，预测了海砂开

采导致的污染物扩散和沉积物冲淤变化，评价了海砂开采对海洋

环境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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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珠江口、黄海成山头近海海砂类型与分布图 

 

（3）近海海砂资源调查成果，及时解决了港珠澳大桥人工

岛填筑等重大工程对海砂资源的需求，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顺利

实施提供了保障。 

 

图 3.21 珠江口区近海海砂资源探矿权设置方案图（1：50 万） 

 

（4）完成了中国近海海砂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规划，建立

海砂资源调查数据库和海砂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提出了海砂资源

勘探开采规划建议，以及海砂资源采矿权招拍挂的重点区块，为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开展近海海砂资源科学管理，以及浙江舟山海

砂开采规划试点工作等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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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我国近海海砂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规划（1∶200 万） 

 

 

图 3.23 我国近海海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主操作界面图 

 
图 3.24  珠江口、东海舟山调查区海砂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规划 

 

 20



 21

总体来说，通过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海洋基础地质

调查工作，圆满完成了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示范，建立了

适合我国海域特点的工作方法和技术标准，编制了一批满足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系列基础图件；完成了海洋油气新区调查，

取得了油气资源调查技术方法新突破，发现了一批海洋油气资源

远景区，为进一步开展油气资源调查指明了方向；完成了 3个区

块的海砂资源调查，圈定了砂矿远景区，估算了海砂资源量，为

有关部门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完成了部分重点海

岸带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

据，完善了工作流程和技术规范，为全面开展我国海岸带环境地

质调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12 年以来，海洋地质调查工作先后提交成果报告 37 份、编

制基础和成果图件 300 多幅、出版海洋地质科技专著 5本、核心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80 多篇、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0 项、

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00 多名，锻炼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提高了海洋地质调查专业队伍能力，逐步配置和更新了一批主要

技术装备，为成功申请《海洋地质保障工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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