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面向经济建设 发展地质科学技术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

中国地质科学院是地质矿产部的综合地

质科学技术研究部门
。

建院 (包括它的前身 )

二十九年来
,

在部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
,

地

质科技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

在地质科

学技术各主要领域
,

进行了大量工作
,

取得

了明显的成绩
,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资料

和经验
,

造就了一批水平较高
、

有经验的科

技人才
。

全院广大科技人 员根据 地 质
一找矿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

在有关单位的配合协作

下
,

先后完成了四千多项科研任务
,

取得了

重要和较重要的科技成果一千五百多项
。

其

中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的有 1 20 多项
,

国家自然科学奖的 10 项
,

国家科学技术发明

奖 2 项 , 荣获地方奖励的有 23 项
。

为我国地

质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

繁荣地质科学作出

了贡献
。

二十九年来的主要成就是
:

第一
,

提高了我国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

发展了地质科学理论
。

众所周知
,

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

地质科学事业根本得不

到应有的发展
。

新中国成立后
,

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
,

地质科学事业获得了新生
。

我

们在全国广泛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

工作的基础上
,

在有关局 (队 )
、

院校的协作

配合下
,

先后编出了各种不同比例尺的全国

性和区域性的地质
、

矿产及其他专业图件
、

图

集 20 余种
。

在综合研究亚洲各国
、

各地区地

质构造的基础上
,

首次编出了 1 : 50 0 万亚洲

地质图
、

1 : 80 0万亚洲大地构造图
·

,

得到了国

内外地质界的好评
。

通过这些图件的编制和

区域地质矿产的综合研究
,

比较全面地总结

了我国不同阶段 的 地 质 工作成就和科研成

果
,

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区域地质与构造的

基本特征和区域成矿规律
,

大大地提高了我

国的区域地质研究程度和地质科学水平
。

这

些图件和说明书
,

对我国各项地质工作
,

国

民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建设发挥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也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资料
。

在区域地质调查和地层古生物专题研究

中
,

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新属种
,

划分出一

批有重大意义的地层新单元
,

解决了不少地

区的地层时代问题
。

在此基础上
,

近几年来
,

我院负责并与全国30 多个地质单位协作完成

了第二轮全国和地区的地层古生物系统总结

与综合研究
,

编篡了中南
、

西南
、

东北等区

地层表和古生物图册 ; 编著了
“

中国地层
”

专著
;
建立了我国统一的地层分类积各地区

的地层划分对比系统 ; 提高了我国地层古生

物的研究水平 , 推动了地质工作的开展
。

尤

其是世界罕见的
“

巨型山东龙
”
和

“
云南元

谋猿人牙齿
”

的发现和研究
,

不仅解决了当

地的地层时代问题
,

而且对研究整个生物发

展和人类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与

云南地矿局共同研究建立的云南梅树村震旦

系一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
,

得到了国内外地

质学者的公认和好评
,

表明我国前寒武系顶

界的界线研究工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对我国一些主要地 区 的 变 质岩
、

火山

岩
,

基性超基性岩
、

中酸性侵人岩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
。

基本掌握了我国各主要岩类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

总结了一些重要岩

类与有关矿产的关系
,

发现了一批新矿物
,

提出了变质岩
、

火山岩
、

基性超基性岩的分

类命名方案和有关工作方法
,

编写了若干重

要的岩石
、

矿物专著和工具书
。

这些成果在

我国地质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便利了地

质
一
找矿工作的开展

。

地质力学的理论和应用

研究方面
,

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方



法
,

相继发现和建立了若干重要构造体系和

构造类型
,

发展和提高 了 构 造 体系控矿理

论
。

多旋迥构造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
,

由多旋迥构造作用发展到多旋迥构造岩浆活

动与多旋迥板块构造成矿作用等新概念
,

在

石油普查和金属矿产普查勘探工作中均起到

明显的指导作用
。

板块构造研究工作发展较

快
,

在我国若干重要地区的研究中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
。

由我院负责组织
、

有中国科学

院等单位参加的青藏高原地质研究
,

获得了

重大进展和突破
,

在若干地区建立了完整蛇

绿岩层序和古生代地层系统 ; 证实了雅鲁藏

布江缝合带和邻区具有沟一弧一盆构造演化

的历史
; 冈瓦纳大陆边缘不在雅鲁藏布江

,

而是在其以北
,

喀喇昆仑一澜枪江一线
。

藏

北地区发现了大推复构造
,

经人工地震查明

莫霍面呈阶梯状
,

地壳最大厚处在定结
,

达

7 0公里
。

这些成果
,

为探讨喜马拉雅地区隆

升机制
,

地壳一上地慢构造特征
,

以及寻找

金属
、

能源矿产和地震发展机制提供 了重要

依据
,

为发展地球科学作出了贡献
。

第二
,

为普查找矿和矿产预测工作提交

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

二十九年来
,

我院在

有关单位的协作和支持下
,

对数百个矿床
,

几十个重要成矿远景区和近二十种急需
、

基

础工业所需优势矿产的 矿 床 类 型
、

形成条

件
、

分布规律以及找矿方向
,

进行了较系统

的综合研究 ; 与地质队密切配合
,

对豫西
、

邢邯
、

长江中
、

下游若干地区
、

粤东
、

粤西

北
、

闽西南
、

西昌一滇中
,

以及其它一些地

区的矿产形成
、

分布等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

有关矿产预测
、

找矿方向的重要成果
,

有些

已经验证见矿
。

其中
,

研究总结了我国地质

构造特征与油气聚集规律
,

指出了我国东部

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一系列沉降带是寻找油气

的有利远景区
,

实践证实了这个预测是正确

的
,

有科学依据的
,

为部署 石 油 的 普查勘

探
、

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通过宁

芜火山岩地区铁 (铜 ) 矿的深入研究和典型

解剖
,

提出了
“
份岩铁矿

”

及其成矿模式的

新论点
,

总结出成矿规律
,

预测了
卜

一批有远

景的成矿区
,

部分已经取得成果
。

该研究工

作及其成果已在全国相似地质条件地区推广

应用
,

对我国火山岩地区开展地质找矿和科

研
、

教学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

在大量铁

矿专题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铁矿

成矿系列
”
的新概念

,

并组编了铁铜矿产专

辑
。

较系统地研究总结了我国稀有
、

稀土元

素矿床类型
,

成矿特征
、

分布规律
,

编写了

一批重要专著
,

提出了找矿方向与评价方法
,

对我国稀有
、

稀土金属矿床的普查勘探工作

部署和一系列具体矿区的找矿评价都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

首次完成了中国第一幅金矿分

布图和金矿成矿规律图
,

运用
“
金矿集中区

”

概念划出金的矿化集中区 和 潜 在 成矿远景

区
,

及时地为我国金矿普查找矿和科研攻关

部署提供了依据
。

通过较系统的深人研究
,

总结和阐明了中国斑岩铜 (铂 ) 矿的时空分

布规律
,

建立了玉龙铜矿成矿模式
,

提出 了

含矿斑岩与无矿斑岩的鉴别标志
。

近年来
,

我院高岭土研究工作取得了重

要成果
; 发现和确认大同煤系中的高岭石泥

岩夹歼
,

即是国际上通称的
“
T O

sn et in’’
,

它是一种优质陶瓷原料
;
提出了在北方各省

二叠煤系中均可能找到这种陶瓷原料
,

为解

决北方陶瓷原料提供了可靠的地质依据
。

通

过隋到清各代古陶瓷窑与煤田分布图对比
,

证实我国北方古陶瓷原料也取 自这种高岭石

泥岩
。

我院盐湖研究工作获得 了重要进展
,

在西藏发现了铿硼酸盐矿床
,

并在富钾盐湖

中发现 了大量赤红色嗜盐细菌和藻类
,

该发

现对今后研究这一生物的用 途 具 有 重要意

义
。

其他诸如煤
、

钾盐
、

金刚石
、

钨
、

锡
、

铅

锌
、

铬矿等研究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第三
,

围绕国土整治
、

资源开发
、

环境

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水文地质
、

工程地

质
、

环境地质研究工作
,

获得 了重大成绩
。

我们同有关水文地质队
、

教 学 单 位 密切协



作
,

对我国主要 农 灌 区 特别是华北平原地

区
、

岩溶地区
、

黄土地区以及重要工程建设

地区的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问题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取得了一大批有价

值的科技成果
,

并编制了全 国或区域的各种

比例尺的综合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图件
,

为

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工农业发展规划
,

合理开

发利用地下水及有关工程建设等方面提出了

科学依据
,

也为科研
、

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资料
。

对我国重要的旅游地区一桂林岩溶地区

水文地质进行 了研究和评价
,

提出了防治污

染和保护地下水水源的措施和方案
,

为有关

部门采纳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

通过山西太

原西山地下水 系的深人研究
,

提出了地下水

开发利用方案
,

并就地下水资源保护进行了

论证
,

受到 了省
、

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好评
。

湖南洛塔岩溶发育规律及改造利用的研究
,

制定出舞发利用 当 地 岩 溶水资源的规划方

案
,

不仅扩大了当地农田灌溉面积
,

而且正

在湘西其他岩溶地区和省外推广应用
。

北方

岩溶地区水资源开 发 利 用 也取得了重要突

破
,

指出了北方寒武一奥陶系是多层 的岩溶

系统和复层的含水层
,

这一成果为扩大岩溶

缺水地区的找水途径
,

指出了方向
。

我院与有关单位协作
,

利用 自己研制的

仪器
,

对金川镍矿区开展原岩应力测量及矿

区和井下地质构造研究
,

较系统地分析了矿

区巷道变形和破坏的主要原因
,

掌握了地应

力的大小和方向
,

科学地提出了巷道的最佳

走向和采用椭圆形巷道断面代替拱形巷道
,

合理布置采场位置
,

增加采场跨度等一系列

措施
,

解决了 矿 山 设 计和开采技术关键问

题
,

使主矿区很快投产
,

为矿山开发利用作

出了重大贡献
。

与广东电力勘测设计院一道
,

对广东核电站选址地区区域稳定性的研究成

果显著
,

提出了可供选址的相对稳定地区
。

我们对渤海及其周围三十二万平方公里范围

内区域稳定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评价
,

不仅

为核电站选址提供了依据
,

而且为海洋资源

及能源开发和城镇
、

港 口
、

海岸防护堤等建

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
。

第四
,

为扩大矿产储量
、

提高矿产综合

利用程度作 出了重要贡献
。

先后 对我国 3 70

多个不同类型的矿区进行了实验室规模为主

的选冶试验研究
,

提交了百余个矿区的综合

评价和综合利用试验报告
,

有三十多种矿产

资源由于综合利用或回收增加了储量
,

扩大

了用途
。

特别是近几年来开展 了 钒钦 磁铁

矿
、

高磷低铁贫锰矿
、

硫磷铝锯矿
、

鲡状赤

铁矿
、

气田水等一大批难选冶
、

低 品位
、

新

类型矿产的综合利用试验研究
,

获得了重大

突破
,

取得了可喜成果
。

为 了解决储量巨大 的
“

表外矿
”

攀枝花

钒钦磁铁矿的利用问题
,

经过五
、

六年反复试

验研究
,

提 出了以
“

粗磨抛尾
”

为特点的选

矿工艺流程
,

获得了与表内矿选矿效果相近

的铁钒精矿
,

为国家增加了可利用的铁矿储

量
。

研究总结和完善了攀西四大矿区一套完

整的多方案的以
“

粗粒抛尾
,

细磨选取高质铁

钒精矿
”

为特点的选冶工艺流程
。

经核算结

果
,

该工艺流程在经济上
,

特别在降低耗能

上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

四川盆地蕴藏着丰富

的天然气资源
,

在开发时大量喷出的气田水

中含有钾
、

钠
、

钡
、

枷
、

艳
、

硼 等 多 种 元

素
,

均有提取价值
。

但以往由于这些元素的

回收利用问题未能解决
,

造成资源浪费和严

重污染
。

对此
, 、

我们经过四年的实验室和中

间扩大试验研究
,

获得 了成功
,

得到了三种

质量达国家一级的产品
,

为国家急需的钾资

源增加了储量
,

开辟了新的途径
。

四川城 口

大型锰矿床
,

磷高
、

铁低
、

锰贫
,

利用困难
。

我们通过试验研究
,

采取小型冶炼试验和半

工业性试验
,

炼出了符合冶金部颁标准的硅

锰合金
,

突破了高磷
、

低铁
、

锰铁比大于四

的矿石冶炼技术难关
。

清坪硫磷铝锯矿是世

界上罕见的大型矿床
,

由于该矿成因独特
、

成分复杂
,

自发现以来一直未被利用
。

近年



来通过实验室选冶试验和连浮扩大试验
,

经

浮选回收了硫铁矿
,

用电热法炼出了一级黄

磷
,

用烧结法炼出了氧化铝
,

找到了一条解

决硫磷铝银矿综合利用途径
,

可为国家提供

几种大中型矿产资源
。

第五
,

为适应地质找矿和科研工作的需

要
,

开展了有关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
,

取得了显著成果
,

其中有些技术方法接近
、

达到或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

例如
,

研究成功

了同时测定六个铂族元素的
“
硫锑试金光谱

法
” ,

已在全国各部门推广使用
。

该方法与国

外相比
,

具有流程短
、

灵敏度高
、

分析速度

快等特点
,

可提高工效十几倍
。

与有关单位

合作
,

研制出的
“

铬铁矿和超基性岩标准物

质
”

(共四种 )
,

通过了国家评审鉴定
,

认为

样品均匀
、

稳定
,

定值方法可靠
,

数据处理

方法合理
,

标准值准确
,

居于当前国内最高

水平
,

与国际同类标准物质比较
,

分析数据

的变动系数较小
,

且该标准物质具有了提供

铂族六个元素标准值的特点
,

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

被定为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

研究成

功的等离子光谱地球化学痕量多元素测定方

法
,

一次取样可同时测定 34 个元素
,

该法快

速灵敏
,

每夭能完成 20 0个样品的分析
,

其水

平
、

速度
、

灵敏度以及分析的元素项 目达到

到或超过国外某些先进国家
。

由我院组织有

关单位研制出首批 24 种 电 子探针分析标准

样
.

经同行专家鉴定通过
,

填补了我部微区

分析样的空白
,

解决了我部电子探针和扫描

电镜在测定工作方面的急需
,

并为国家节约

了外汇
。

最近研究成功的离子交换树脂填充

纸
,

这是X 萤光光谱分析富集痕量元素的专

用材料
,

为我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

还研

究和建立了岩石 中痕量超痕量稀土定量分析

方法
,

等等
。

电算技术在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应用

得到了发展
。

近年来在地下水资源评价
、

矿

产预测
、

全国性资源总量预测
、

储量计算和

岩石
、

矿物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等研究
,

以及图书资料检索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

的成果
,

建立了常用统计分析程序
,

地质统

计储
.

量计算程序系统以及地球物理数据处理

程序等数十种主要 电 算 程 序
,

还 开 发 了

B M D P程序等
,

其中不少已在国内广泛应用
。

矿物分离技术也获得了重大突 破 和 发

展
,

研制出了一批实用
、

先进的矿物分离和

测定仪器设备
,

其中高频
、

中频介电分离仪
,

对分离有关矿物和某些微体古生物都有较高

的效率和显著的效果
。

此外
,

在地球物理方法的应用研究
、

深

部地质以及成岩成矿的模拟实验
、

矿物合成

和矿物包裹体的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较

重要的成果
。

还完成了大量的 科 技 情报研

究
、

科技交流 与普及
、

岩矿测试服务等方面

的工作
,

并公开出版 了一部分的科技工作成

果
,

对推动地质找矿和提高地质科学技术水

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总之
,

二十九年来
,

我院广大科技人 员

为发展地质科学艰苦奋斗
,

精心治学
,

付出

了艰巨的劳动
,

做出了成就和贡献
。

当前
,

我们的祖 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中兴
,

百

业昌隆
、

蒸蒸 日上
。

地质科学正在经历着一

场巨大的变革和突破
,

各 种 新 理 论
、

新技

术
、

新方法不断涌现
,

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

日益扩大
。

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

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
。

我院作为地质科学技

术的综合研究部门
,

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

大力加强应用研究
,

紧密围绕国家的重点建

设工程
、

重要经济建设区
、

重点成矿区 (带 )
,

选拟重大关键性课题
,

组织协作攻关
; 大 力

加强智力开发
,

造就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

发

展和应用新技术方法
,

做好科技情报信息工

作
,

积极开展国内外科技交流
,

为发展地质

科学和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发现和开发利用

更多的矿产资源做出新的成就
。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

责任是重大

的
。

让我们团结一致为振兴中华
,

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