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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以往地质研究成果，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条件和国土规划建设中应关注的重大

地质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耕地、页岩气、地热、锂等资源条件优越，0.3亿hm2无重金属污染

耕地集中分布，拥有3个国家级页岩气勘查开发基地，探明储量5441亿m3，每年地热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2.4亿 t，相

当于2014年燃煤量的19%，发现亚洲最大的能源金属锂矿床，资源环境条件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清洁能源产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存在活动断裂、岩溶塌陷、地面沉降、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重大地质问题，影响过

江通道、高速铁路、城市群和绿色生态廊道规划建设，应予以关注，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同时，提出了下一步

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地质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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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ious ge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s 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and arranged in

this pap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which have arous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lann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re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shale gas, geothermal resources, llithium etc. are very favorabl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30 million hm2 farmlands without heavy metal pollution exhibit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there are three national shale ga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s with explored reserves of 544.1 billion cubic meters; available geothermal resources amount to

240 m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per year, equivalent to 19% of the amount of coal consumption in 2014; the largest energy lithium

metal ore deposit in Asia was fou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re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y, clean energy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Nevertheless, in some part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re

exist some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active faults, karst collapse, ground subsidence, and landslide-collapse-debris flow,

which affect the river- crossing channels, high- speed railway, urban groups and green ecological corrid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se problems deserve much attention. For this,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further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geology; hydrogeology; disaster 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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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势阶梯，覆

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重庆、云南、贵州等 11 个省(市)，面积约 205.3 万

km2，占全国陆域面积 21.4%，人口 5.8 亿,占全国

42.7%、GDP 总量 26 万亿，占全国总量 45.6%（2013

年），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

域之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2016年3月25日，中央审议通过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力保护长江生

态环境、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

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等重大任务。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本文系统梳理了以往地质调查成果，对长江经

济带资源环境条件和国土规划建设中应关注的重

大地质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四大有利资源环境

条件和四个影响过江通道、高速铁路、城市群和绿

色生态廊道规划建设的重大地质问题判断和认识，

旨在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供支撑服务。

2 长江经济带区域地质概况

长江经济带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与地质情况复

杂，资源环境条件和重大地质问题与地貌及地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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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密切相关。

长江经济带可划分出东部低山平原、东南低-
中山地、西南中高山地和青藏高原四个地貌区。从

空间分布来看，大致以十堰—邵阳一线为界，西部

主要为山地地貌、东部主要为平原台地地貌。西部

大致以广元—丽江一线为界，以西主要为极高山-
高山地貌，以东主要为中山地貌。东部地区大致以

邵阳—南京一线为界，以南以低山地貌为主，以北

以平原为主间夹台地地貌。

长江经济带地层发育齐全，自太古界至新生界

第四系均有出露。长江经济带在大地构造上，主体

部分为北北东方向分布的稳定地块——扬子陆块，

在其四周为一系列活动性强的造山系围限，西缘为

羌塘—三江造山系，北缘为华北陆块（南缘）、秦—

祁—昆造山系（东段），南缘为江绍—萍乡—郴州对

接带和华夏造山系。各陆块和造山系沉积环境、岩

浆作用、变质作用和构造作用均各不相同。

长江经济带地质构造演化历史复杂（舒良树，

2012；张国伟等，2013），太古宙至古元古代为陆块

基底形成时期，中元古代—新元古代中期为超大陆

裂解→三大洋形成发展→大陆边缘多岛弧盆系形

成→转化为造山系，新元古代晚期—中三叠世为华

北和扬子等陆块陆缘增生及其彼此之间聚合时期，

晚三叠世以来主要受到西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陆陆碰撞造山导致的青藏高原物质向东挤出和东

部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的双重影响（吴中海等，

2016；孙玉军等，2016）。

长江经济带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地

下水类型较全，包括孔隙水、岩溶水、裂隙水和孔隙裂

隙水等。碎屑岩类裂隙-孔隙水主要分布于四川盆

地，基岩裂隙水分布于广大丘陵山区，岩溶裂隙溶洞

水主要分布于西部的云贵高原，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及

承压水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平原、鄱阳湖平原及江

汉和洞庭湖平原的第四系含水层中。岩土体按介质

和结构特征划分，主要有完整坚硬的基岩类、半胶结

的岩类、松散土类以及特殊土等。

长江经济带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和工程

地质条件复杂多变且上中下游差异显著，因此，导

致区域活动断裂、岩溶塌陷、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

地面沉降等重大地质问题也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

3 长江经济带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资源丰富，页岩

气、地热等新型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好，锂、稀

土、钒钛、钨锡、岩盐等战略矿产资源储量大，有利

于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

3.1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0.3亿hm2，绿色

富硒耕地122.4万hm2，有利于现代农业和特色

农业发展

长江经济带耕地总面积0.453亿hm2，占全国的

33.4%。根据已完成的 0.36亿 hm2耕地质量地球化

学调查结果，耕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无重金属污

染耕地约 0.3 亿 hm2（表 1）❶ ❷，占已调查面积的

83.3%，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鄱阳湖平

原、巢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太湖平原等地区（谢学

锦等，2002；汪庆华等，2011；刘应平等，2012；成杭

新等，2015）。研究认为拟将无重金属污染耕地优

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从而打造长江经济带粮食生

产核心区和主要农产品优势区。

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富硒耕地 122.4 万

hm2（表1，图1），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江汉平原、鄱

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和金衢盆地等地区。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富硒耕地面积均在13.3万

hm2以上。建议推广江西丰城、湖北恩施等地区富

硒耕地开发经验（张友安，1994；傅伯言，2009；张旭

等，2015；任云辉，2017），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绿色

富硒耕地资源，打造一批富硒产业园或名特优农产

品产业基地。

3.2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可采资源量15.5万亿m3，占

全国62％，有利于打造清洁低碳能源产业带

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潜力巨大（梁超等，

2012；李延钧等，2013；郭彤楼等，2013；郭彤楼等，

2014；包书景等 2016），可采资源量 15.5万亿m3，占

全国 62%。目前我国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 5441亿

m3，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重庆涪陵、四川长宁

—威远、云南昭通等地（郭旭升等 2014；伍坤宇等，

2016；翟刚毅等，2017）。其中，重庆涪陵探明页岩

气地质储量3806亿m3，已建成我国第一个页岩气开

发基地（王少勇，2014），年产能35亿m3。

2015—2017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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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支持下，在长江经济带应用高陡构造二维地

震采集处理、页岩气甜点识别预测等技术，页岩气

调查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和重要进展❸。在四川盆

地周缘、武陵山、滇黔桂、中扬子、下扬子开辟 6 万

km2勘查新区，拓展了 9 套盆地外复杂构造区新层

系，圈定正安—酉阳等 10处页岩气远景区、优选正

安、秭归等14个有利勘查区块，取得贵州遵义安页1

井和湖北宜昌鄂宜页 1 井重大突破（翟刚毅等，

2016；翟刚毅等，2017）。

安页1井在二叠系栖霞组、志留系石牛栏组、五

峰龙马溪组和奥陶系宝塔组4个地质层系发现页岩

气和油气，其中，石牛栏组含气地层累计厚68 m，气

量测试，每日稳产超过 10 万 m3，属高产天然气井。

鄂宜页 1井在寒武系水井沱组（地层形成于约 5亿

年前）获得 6.02万m3/d、无阻流量 12.38万m3/d的高

产页岩气流，并在震旦系陡山沱组（地层形成于约6

亿年前）获得迄今全球最古老页岩气藏的重大发

现。鄂西秭归、湘西慈利、湘中邵阳、川东华蓥山、

安徽宣城等地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实施的页岩气

调查也取得重要进展。

建议加大页岩气资源调查和勘查力度，组织开

展第三轮页岩气勘查区块招标，引入更多有资格条

件和经济技术实力的市场主体参与页岩气勘查开

发，加快推进重庆涪陵等 3个国家级页岩气综合开

发示范区建设，加快技术创新，推动页岩气相关产

表1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耕地和绿色富硒耕地分布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ithout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green rich selenium cultivated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图1 长江经济带无重金属污染和富硒耕地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ithout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rich selenium cultivated land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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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3.3 长江经济带浅层地温能和热水型地热资源丰

富，每年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2.4亿 t，相当

于 2014年燃煤量的 19％，有利于促进城市节

能减排和地热相关产业发展

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规划区浅

层地温能潜力巨大（蔺文静等，2013；周总瑛等，

2015；徐伟，2008；王贵玲等，2012），每年可利用热

量折合标准煤2.0亿 t。若采用地源热泵系统充分开

发利用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实现夏季制冷面积 24.6

亿 m2，冬季供暖面积 44.2 亿 m2，可减排二氧化碳

1.66 亿 t。目前，11 个省会城市均有浅层地温能利

用工程，共计 720处，供热制冷面积超过 900万m2，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热水型地热资源主要分布

在四川盆地、江汉盆地、苏北盆地、淮北平原和川

西、滇西山地（图 2）（陈墨香等，1994；胡圣标等，

2001；徐明等，2011），每年可采地热水69.3亿m3，可

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0.4亿 t，目前每年利用量仅有

1.2%。长江经济带地热产业处在起步阶段，资源开

发利用程度低，但地热资源丰富、分布广，发展前景

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在节能减排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局，2007；方国安，2011；杨

如辉等，2011；王琦等，2016）。

建议加大浅层地温能和热水型地热资源等公

益性地质勘查，降低商业勘查风险，并通过价格补

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推进开发利用，支撑地热

供暖制冷、温室养殖和温泉旅游等产业发展。

3.4 长江经济带锂、稀土、岩盐等战略矿产资源储

量大，有利于推进新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汽

车等新兴产业发展

长江经济带稀土、钛等矿产储量占全国 80%以

上，锂、钨、锡、钒等资源储量占全国 50%以上。四

川甲基卡发现亚洲最大的能源金属锂矿床，探明资

源储量188万 t。安徽金寨发现特大钼矿床，资源储

量246万 t，属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重稀土储量大，

居世界前列，主要分布在江西赣州、湖南岳阳等地

（袁忠信等，2012；王登红等，2013,2016;王瑞江等，

2015）。钒钛探明储量 6.6亿 t，主要分布在四川、湖

南等地。钨锡探明储量 650万 t，主要分布在江西、

湖南、云南。长江经济带岩盐资源十分丰富，拥有

二十三个地下大中型岩盐矿（图3），其中，江苏淮安

盐矿探明储量2500多亿 t（徐元田，1993），居世界前

图2 长江经济带地热资源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th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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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盐层埋藏深度在地下 700~2500 m，盐层累计厚

度 240~1050 m，最大单层厚度 130 m。岩盐开采形

成的盐穴空间巨大，有利于进口油气和“西气东输”

的安全储存。与地面储油气设施相比，盐穴被称为

“具有高度战略安全的储备库”（宋桂华等，2004；丁

国生等，2006）。目前世界上共有 2000多个盐穴被

开发利用，美国已拥有数百座，德国也有近百座且

数 量 还 在 不 断 增 加（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13; 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2013;

殷建平等，2014；潘楠，2016）。

建议充分利用锂、钼、稀土、钒钛、钨锡等战略

矿产资源，推进锂电池、火箭和热核反应燃料、特种

合金、超导材料、航空航天工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建议加强淮安等地下岩盐层精细地质结构

勘查和适宜性评价，加快推进地下储油储气库建

设，打造国家油气战略地下储备首批示范基地。

4 影响国土规划建设的重大地质问
题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势阶梯，地貌单

元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活动断裂、岩溶塌陷、滑坡

崩塌泥石流灾害、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突出。研究

表明，区内主要活动断裂带94条（图4）（吴中海等，

2016），岩溶塌陷高易发区23.5万km2 ❶（图5），滑坡

崩塌泥石流灾害隐患点10.7万余处（图6）（李媛等，

2013；曲雪妍等，2016），地面沉降严重区约 2万 km2

（姜月华等，2015），过江通道、高速铁路、重要城市

群等规划建设应对这些重大地质问题予以高度

关注。

4.1 规划的 95座过江通道中，83座地质适宜性良

好，12座地质适宜性较差，建议针对活动断裂、

岩溶塌陷等地质问题，进一步开展地质勘查，

合理确定通道位置和过江方式

根据活动断裂、岩溶塌陷对过江通道安全的影

响，初步评价了过江通道位置地质适宜性。评价结

果表明，规划的 95座过江通道中，83座通道位置地

质适宜性良好，12座通道位置地质适宜性较差（表

2，图7）。其中，江苏常泰、湖北武穴、四川白塔山等

9座通道位置受活动断裂影响，湖北武汉11号线、嘉

鱼、赤壁等 3座通道位置存在岩溶塌陷隐患。建议

在过江通道规划建设中，针对相应问题进一步开展

地质勘查，合理确定过江通道具体位置。

图3 长江经济带大中型盐岩矿分布图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cale salt rock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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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长江经济带活动断裂与地震分布图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activity fractures and earthquak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图5 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易发性评价图
Fig.5 The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map of karst collaps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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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长江经济带滑坡崩塌泥石流分布及易发性评价图
Fig.6 The distribution and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map of landslide, collapse and debris flow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表2 影响长江经济带过江通道建设的重大地质问题
Table 2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crossing channel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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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建设的地质适宜性角度，对95座通道的

过江方式进行了初步比选。长江上游（宜昌以上）

的48座过江通道位于河道深切、河床卵砾石层厚的

江段，不利于隧道施工，同时，基岩埋藏浅、江岸稳

定，有利于大桥建设，宜采用桥梁方式。综合考虑

河道切割深度、河床沉积物厚度及均一性、河流深

水线位置、江岸稳定性等因素，长江中下游 27座过

江通道宜采用大桥方式，12座宜采用隧道方式，8座

采用桥梁和隧道方式均可（表3）。建议进一步勘查

河道水下地形、水文条件、河床沉积物工程地质与

岸线稳定性条件，结合施工工艺和交通状况，合理

确定通道过江方式。

4.2 沪昆高铁线路有 434 km存在地质安全隐患，

建议加强监测预警与防控；沪汉蓉高铁南京—

安庆段、武汉—万州段规划选线应高度关注岩

溶塌陷和软土沉降等问题

沪昆高速铁路全线长度 2264 km，穿越长江中

下游平原、湘赣丘陵山地、云贵高原等地貌单元，有

434 km线路存在地质安全隐患。沪昆高铁嘉兴段

有 24公里穿越地面沉降区，近年监测表明，虽然整

体沉降趋缓，但局部年沉降量仍大于10 mm，建议加

强地下水位变化与地面沉降监测。江西樟树—萍

乡、湖南湘潭—娄底、贵州普安—盘县等路段岩溶

发育，煤矿集中分布，采煤大量抽排地下水，容易诱

发地面塌陷，影响 392 km高铁运营安全，建议加强

高铁沿线煤矿区地下水抽排引起的地下水位和地

面塌陷变形监测。云南嵩明段活动断裂发育，有18

km 穿越Ⅸ-Ⅹ度地震烈度区，历史上多次发生地

震，1833年地震震级达8级，建议做好工程防震减震

措施和运营期地震微动监测。

拟建的沪汉蓉沿江高速铁路，南京至安庆段、

武汉至万州段规划选线时，应高度关注岩溶塌陷、

软土沉降等地质问题。南京至安庆段，长江南岸繁

昌—铜陵—池州一带岩溶分布面积 1780 km2，已发

生岩溶塌陷超过100处，同时，长江南岸软土大范围

连续分布，面积4900 km2，而长江北岸和县—无为—

安庆一带地质条件良好，建议规划优先选择南京—

无为—安庆线路方案。武汉至万州段，潜江—荆州

—枝江一带软土问题严重，软土层厚度大于 5 m的

线路绵延190 km；天门—荆门一带存在大范围岩溶

和采空塌陷，面积2400 km2；而天门—当阳一带基岩

埋藏浅，路基稳定性好，建议规划优先选择武汉—

图7 长江经济带高速铁路、过江通道及重大地质问题图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river-crossing channels and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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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当阳—万州线路。

4.3 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面临的主要地

质问题分别是地面沉降、岩溶塌陷和滑坡崩塌

泥石流灾害，建议加强城镇地质安全风险评

价，科学规划城镇布局

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城镇化蔓延式发展阶段，

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了严重的区域地面沉降。上

海、苏锡常、杭嘉湖等地区地面沉降严重，累计沉降

量大于 200 mm的沉降区面积接近 1万 km2，经多年

防治，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沉降速率趋缓，2014年

沉降量普遍低于 7 mm。但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等

地新发现地面沉降现象，且呈发展态势，累计沉降

量大于 200 mm的沉降区面积超过 1万 km2（表 4），

2014 年最大沉降量超过 25 mm。建议合理调控上

海、苏锡常、杭嘉湖等地面沉降趋缓区地下水开采，

严格限制江苏沿海地面沉降加剧区地下水开采，进

一步加强地面沉降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主要面临岩溶塌陷问

题。调查表明，岩溶塌陷高易发区主要分布于武汉

市、黄石—鄂州沿江地区、瑞昌—九江—彭泽沿江

表3 长江经济带过江通道方式建议
Table 3 Suggestions for river-crossing channel way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表4 长三角城市群地面沉降及其影响城市
Table 4 Ground subsidence of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ity in urban group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1054 中 国 地 质 2017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7, 44(6)

地区、乐平—丰城—萍乡一带、湖南宁乡等地，19个

城市规划建设区受到岩溶塌陷影响，面积达 4700

km2（表5）。武汉市受岩溶塌陷威胁最为严重，近10

年发生岩溶塌陷 23处，其中，17处为桩基施工或地

下水疏排诱发。建议加强城镇建设用地岩溶塌陷

风险分区评价，加强岩溶塌陷防治和监测预警，规

范工程建设施工。

成渝城市群（图7）城镇化主要面临地震和滑坡

崩塌泥石流灾害问题。都江堰、石棉、宝兴等 24个

县（市）多个重要城镇沿龙门山断裂带、荥经—盐津

断裂带分布，受地震影响较大，汉源、屏山、云阳、万

州等26个县级以上城市位于四川盆地周边山区，存

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隐患（表6）。建议适当控制

活动断裂影响区城镇人口规模，科学开展区内城镇

表5 长江中游城市群岩溶塌陷及其影响城市
Table 5 The karst collaps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cities in the middle urban groups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表6 成渝城市群主要地质问题及其影响城市
Table 6 Major ge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cities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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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加强川西、渝东北等山区城镇地质灾害

风险评价、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

4.4 生态廊道建设需要高度关注耕地酸化和地下

水污染、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等问题，建议采取

措施抑制耕地酸化，加强地下水管护，推进矿

业转型升级和绿色矿山建设

调查表明，长江经济带酸性耕地面积 0.15 亿

hm2，占已调查面积43%，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南、宁

波—台州沿海和金华衢州盆地等地。与第二次全

国土壤普查资料的对比表明，部分地区耕地酸化趋

势明显。酸化会引起耕地重金属的活化，导致养分

元素的淋失，影响耕地的耕作性能。建议加强酸性

物质污染排放和酸性化肥施用的管控，抑制耕地酸

化趋势，实施休耕轮作，促使耕地质量状况好转。

调查表明，长江经济带地下水中氮污染和重金

属污染较重，有机污染凸显，污染样品超标率达

17%。地下水氮污染以硝酸盐和氨氮为主，氮污染

超标率 14.1%，主要分布在农业区。汞、镉、铬等重

金属污染超标率3.5%，零星分布在城市周边及工矿

企业周围。四氯化碳等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超标

率0.6%，多呈点状分布在工业区及其附近。建议着

力做好水源区、城镇及其周边等重点地区地下水污

染防控，坚持以防为主，以自然修复为主，监测预警

与工程治理相结合，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

长江经济带现有矿山5.4万多座，铁、锰、铅、锌

等金属矿多为小规模分散开采，大中型矿山仅占

7%，低于全国10%的平均水平。传统开发利用方式

破坏矿山地质环境严重，截止 2014年，累计损毁土

地约5000 km2，固体废弃物存量达84亿 t，年排放废

水超过 27亿m3。建议推进矿业集约发展和转型升

级，加强 14个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建设（图 8，表 7）；

尽快建成 227处国家级绿色矿山示范区，大力开展

绿色矿山建设，改善矿山地质环境，实现矿地和谐。

5 “十三五”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
展地质工作设想

“十三五”期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

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中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要求，以

支撑服务黄金水道功能提升、立体交通走廊建设、

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打

图8 长江经济带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分布图
Fig. 8 Distribution of large-scale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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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重大任务为目标，以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大地质问题为导向，开展长江经济带地

质调查，主要部署在“4个经济区”（长三角、皖江、长江

中游和成渝）、“3条发展线”（沿江、沿海和高铁沿线）

和“4个重点区”（重大工程区、重要成矿区、重大问题

区和重要生态区），包括七个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展长三角、长江

中游、成渝等城市群环境地质调查；二是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开展长江中下游、西南三江、湘西鄂西等

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调查和川渝、鄂西、滇黔等

地区页岩气资源调查；三是围绕重大工程和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开展沿江、沿海和沿高铁发展带工程

地质调查；四是围绕重大地质问题，开展长江中上

游地区岩溶塌陷调查、主要断裂带活动断裂调查、

上游山区城镇滑坡崩塌泥石流调查；五是围绕现代

农业发展，开展中西部地区 1:25 万和东部地区 1:5

万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六是围绕生态廊道建

设，开展丹江口库区、鄱阳湖地区、三峡库区等生态

脆弱区环境地质调查；七是围绕大流域地质环境特

点，加强长江经济带晚更新世以来长江河湖演化与

地质灾害耦合关系、重大水利工程与地质环境多元

响应和地球关键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等研究，

探索长江经济带大流域地球科学系统理论方法。

为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国土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联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国土

资源部门召开各年度“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研讨

会”，创新构建中央和地方地质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在

财政部的支持下，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原

则，统筹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构建

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体系，更加有力

地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6 结 论

（1）长江经济带耕地、页岩气、地热、锂等资源

条件优越，0.3亿 hm2无重金属污染耕地集中分布，

拥有 3 个国家级页岩气勘查开发基地，探明储量

5441亿m3，每年地热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 2.4亿 t，

相当于2014年燃煤量的19%，发现亚洲最大的能源

金属锂矿床，拥有 23个地下大中型岩盐矿，盐穴资

源丰富，资源环境条件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清洁

能源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2）长江经济带地貌单元多样，地质条件复杂，

活动断裂、岩溶塌陷、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地面沉

降等地质问题突出，区内存在主要活动断裂带 94

条，岩溶塌陷高易发区23.5万km2，滑坡崩塌泥石流

灾害隐患点 10.7 万余处，地面沉降严重区约 2 万

km2，过江通道、高速铁路、重要城市群等规划建设

应对这些重大地质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提出了相

关建议与对策。

（3）以需求-问题-目标为导向，提出了“十三

五”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地质工作设想，主要

围绕“4 个经济区”（长三角、皖江、长江中游和成

渝）、“3条发展线”（沿江、沿海和高铁沿线）和“4个

重点区”（重大工程区、重要成矿区、重大问题区和

重要生态区）部署环境地质和能源矿产等七个方面

调查和研究工作。

感谢: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

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表7 长江经济带大型矿产资源基地
Table 7 Distribution of large-scale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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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

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

心、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中

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力学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国土资源航

空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全国地质资料馆、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以及江苏、

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11个省(市)国土资源厅（局）、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地质调查院、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等单位各

级领导对长江经济带成果编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

关心、指导和支持，参加研究工作人员还有包书景、

周国华、徐敏成、印萍、孙继潮、张进德、李瑞敏、吴

中海、黄波林、张森琦、杨齐青、荆继红、李明辉、祁

帆、陆华、李晓、林清龙、李运怀、李志刚、肖尚德、李

书涛、范毅、汪凡、杨曼、魏昌利、刘喜、罗维、孟伟、

朱广毅、朱悦彰、邵长生、何军、齐信、曾春芳、戴建

玲、孟辉、曲雪妍、赵建康、于军、孙建平、伏永朋、谢

忠胜、潭建民、马滕、周迅、黄金玉、田福金、邢怀学、

贾军元、杨辉、孙强、刘林、杨国强、金阳等，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❶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5. 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

展地质调查报告.

❷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5. 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

报告.

❸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6. 中国能源矿产地质调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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