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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造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
——中国区域地质志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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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区域地质志项目实施8年以来，已启动24个省级和2个区级地质志的编纂工作，其中11个省级地质志已

经完成并通过验收，即将出版面世。通过编纂地质志，对编志地区以及全国地质进行了大综合、大集成，取得若干创

新性成果：前寒武纪地质研究获重大突破；重新厘定了一些地区和全国地层系统；分析总结了岩浆岩时空分布规律；

进行了构造区划，深化了中国地质构造的认识；发现典型的洋盆地层系统；成功进行了三维立体地质图的编图试

点。志书的编纂完成，将为中国地质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套具有宏观影响的基础地质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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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for compilation of Regional Geology of China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eight years, and the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level, covering twenty-four provinces and two autonomous reg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mpilation work for eleven provinces was completed and has passed the check acceptance, and the results are to be published soon.

The compilation is a hug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work for these regions or even for whole China. Som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gained: Precambrian geology research has got major breakthrough; som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ratigraphic

systems have been reclassified;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agmatic rocks has been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tectonic

units have been divided and, as a resul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deepened; the ty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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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ic-basin stratigraphic systems have been detected; the three-dimensional geological map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il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for compilation of Regional Geology of China will provide a series of basic geological monographs which

are expected to exert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a’s geological work as well as on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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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编纂出版了第一代分

省区域地质志，系统总结了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全

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科学研究成果，为促进中国

地质事业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 30年以来，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和

地质科学研究又取得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积累了

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并有诸多新发现。全面总结

这些新成果、新资料，使之系统化、规律化和理论

化，不仅可以为地质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套

整装的地质信息产品，而且可以为发展地质科学理

论奠定资料基础。为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在2005—

2007年试点的基础上，于2008年正式启动了新一代

中国区域地质志编纂工作。

1 目标任务和总体部署

1.1 工作依据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指

出：要“提高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建立地质图

文更新机制，为社会提供有效快捷的地质信息服务”。

经国务院同意颁布的《全国地质勘查规划

（2005—2020）》要求：“开展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研究

和重点地质基础地质综合研究，力争实现基础地质

研究的重大突破。开展全国基础地质资料综合研

究和成果集成工作，编制新一代全国系列基础地质

图件”，“努力创造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

这两个文件是中国区域地质志立项的主要依据。

1.2 目标任务

重编中国区域地质志，要求运用新的地质理论

和技术方法，把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丰富的地质、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资料，特别是区域地质

调查的大量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和集成，使之系统

化、规律化和理论化；同时，开展必要的专题研究和

现场考察研讨，解决一些重大地质疑难问题，为地

质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整套地质资料

和系列地质图件，为发展地质科学理论开辟道路，

并满足对外地质科技交流的需求。

1.3 总体部署

为适应全国和各省（市、区）不同部门的要求，

第二代中国区域地质志将分省（市、区）地质志、重

要地区地质志和全国性地质志3个层次编纂。总体

部署见表1。

2 编志工作进展

2.1 省级地质志

全国共有32个省级地质志。已陆续启动24个

省（市、区）地质志。截至2014年已完成并验收的省

（市、区）地质志有11个。计划于2016年启动的8个

省级志：云南、新疆、西藏、四川、江苏、上海、山西、

河南（图1）。

2.2 区级地质志

计划编制 18~20 个区级地质志，包括 6 大区地

质志，跨省（市、区）重点造山带、成矿区（带）、重要

经济区和海域地质志。已开展祁连山和江南造山

带地质志。起止年限见表1。

2.3 更新了各省（市、区）地理底图与空间数据库

各省（市、区）均在原地矿部2000年完成的全国

1∶50 万地质图数据库中地理底图基础上，在

MapGIS平台上，应用、吸收GIS最新技术，收集、使

用了大量现势资料，对境界、居民地、水系、交通等

要素进行了更新，各省（市、区）之间地理要素都达

到了无缝拼接。

2.4 制定了编纂地质志的指导性文件

主要包括编志总体设计、管理办法和《中国区

域地质志》工作指南 3个文件。工作指南根据地质

基本理论和有关国标、行标及国际标准，对地层、岩

浆岩、地质构造、第四纪地质、岩石圈构造等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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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区域地质志总体部署
Table 1 Overall arrangements of the compilation of Regional Geology of China

图1 省级地质志进展状况
Fig.1 The progress in compilation of provincial 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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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及有关地质图件的编制等，都做出了较详

细的规定，作为编志的科学技术指导性文件。

3 阶段性成果

通过近 8年中国区域地质志的编纂，以及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专题研究和现场考察交流，取得了

丰硕科学成果，解决了诸多地质疑难问题，大幅度

地提高了编志地区的地质研究程度。

3.1 前寒武纪地质研究获得新突破

前寒武纪地质一直是我国地质研究上的薄弱

环节，争论问题较多。近年来的研究取得较大进

展，并有几项重大突破。

3.1.1 鞍（山）—本（溪）地区是中国大陆太古宙古陆

核发育最完整地区

通过精细研究和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揭示中国东

部乃至全国大陆最完整的太古宙古陆核发育在鞍

（山）—本（溪）地区，构成中国乃至全球早前寒武纪岩

浆活动期次最全的地区。其他地区的古陆核是从中

太古代末期—新太古代初期迅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前寒武纪变质铁矿形成于新太古代晚

期（2600~2500 Ma），而非国际地层表中的古元古代

早期（2500~2300 Ma）。

3.1.2对华北早前寒武纪地层进行了调整

曹庄岩组由古太古代改划归中元古代晚期或新

太古代；迁西岩群及相当地层由中太古代调整为新太

古代早期；化德群由古元古代改划为中元古代等。

3.1.3提出中—新元古界新的划分方案

通过华北地区基础地质详细研究、系统总结和在

青白口系下马岭组及相当地层中获得的1360 Ma左

右的同位素年龄数据，颠覆了传统层序划分，给出新

的划分方案，并提出在蓟县系和青白口系之间建立2

个待建系。这一方案已获全国地层委员会批准，作为

2014年新颁布的《中国地层表》的划分方案（图2），所

不同的是《中国地层表》只有一个待建系。

3.1.4 重新厘定了“江南造山带”及邻区元古宙地层

层序

经几年专题研究和高精度测年数据证明，原划归

中元古界的一套地层，包括湖南的冷家溪群、贵州梵

净山群、广西四堡群、江西双桥山群等，均属于新元古

界，年龄介于850~820 Ma[1-15]。只有赣东—皖南铁沙

街组仍属于中元古界（1150 Ma左右）[16-17]。这一划分

对比方案已被有关省（市、区）地质部门、科研、院校

接受（图3）。

3.2 重新厘定了各地区地层系统

通过编志地区地质调查研究资料的系统总结，

并依据新获得的大量古生物、同位素年龄及古地磁

数据，对全国及编志地区地层进行了系统清理、对

比和重新厘定，取得了一些新认识，按 2014年新颁

布的国际地层规范编制了华北和华南大区古生代

与中生代地层对比表。

贵州省在全面清理、研究地层系统的同时，建

立了贵州“十大古生物群”：兴义生物群、盘县生物

群、关岭生物群、青岩生物群、凯里生物群、瓮安生

物群、杷榔生物群、牛蹄塘生物群、小壳生物群、江

口庙河生物群，极大地充实了贵州“古生物王国”的

化石宝库。

在辽宁省大连地区首次建立了震旦纪水母动

物群和蠕虫类组合；通过对“热河生物群”的系统总

结，建立了辽西盆地的双壳类、叶肢介、鱼类、两栖

图2 中国中—新元古代地层划分建议方案
Fig.2 The proposal for the Middle-Upper Proterozoic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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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爬行类、植物类等生物化石组合，完善和丰富了

“热河生物群”的门类种属。

3.3 总结了岩浆岩时空分布规律

在综合研究岩石类型、岩石系列、岩石组合及

地球化学特点基础上，以大量锆石U-Pb年龄或火

山岩Ar-Ar年龄为依据，进行了时代划分和岩浆岩

分带，编制了岩浆岩图，以重要岩浆事件为主线，以

构造块体聚散为背景，总结了岩浆岩时空分布、成

因及演化规律，分析了岩浆活动的构造环境。

各省（市、区）都对编志地区岩浆岩资料进行了

全面收集和系统总结，获得一些新的发现，提出一

些新的认识。湖南省首次对各时代花岗岩岩浆活

动与成矿作用关系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本省与花

岗岩有关的成矿期主要为侏罗纪和白垩纪。与W、

Sn、Mo、Bi 等有关的岩石类型主要为 H 型花岗岩；

与 Cu、Pb、Zn、Au、Ag 成矿有关的主要为 C 型花岗

岩；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则与加里东期花岗岩关系密

切。福建省把省内火山活动划分为6个构造岩浆旋

回。把中生代火山活动划分出 2个亚带、10个火山

喷发带等 5个级次火山构造，客观反映了本省岩浆

时空分布及演化特点。有的省（市、区）把岩浆岩作

为“岩石探针”手段，用以研究壳幔相互作用，探讨

岩浆岩成因及大陆地壳生长过程。

3.4 进行了构造区划和岩石圈形成演化研究

以全球构造观和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以古生

代构造格架为基础，进行了中国大陆构造区划，把

全国划分为7个Ⅰ级单元（板块）、30个Ⅱ级单元（克

拉通、造山带）和 103个Ⅲ级单元（表 2）。首次使用

板块构造观点统一编制各省（市、区）区域地质构造

图和分析研究构造特点。以大陆岩石圈形成演化

为主线，进行了构造旋回划分，从太古宙至新生代，

共划分出 5个大的构造旋回，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壳

组成和形成演化历史，探讨了中国地质构造的若干

特点，并对一些地区构造性质、构造边界等进行了

重新厘定。

各省（市、区）都对编志区构造单元进行了细

分，一般均划分到Ⅴ级，总结了构造特点及演化历

史，提出若干新认识。例如，海南省地质志编制了

中国南海九段线地质依据略图，为九段线提供了海

底地质边界科学依据。江西省进行了构造的综合

区划与动态区划，重建了中、新元古代华南洋、扬

子、华夏陆缘的古构造格局。研究发现，传统的“华

夏古陆”发现洋盆地质记录，说明“华夏古陆”既不

是克拉通，也非陆块，而是活动性较强的造山系。

图3 华南地区新元古界地层对比[1-17]

Fig.3 Correlation of the Neoproterozoic strata in South Chin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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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还发现，以江绍—萍乡带为代表的“华南

洋”闭合的时间，可能从新元古代一直延续到早古

生代甚至更晚，并在江西、湖南寒武系及奥陶系中

首次发现放射虫化石。华北和扬子之间大洋最后

消亡的残迹，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商丹断裂带，而是

宽坪—佛子岭带。

3.5 发现典型的洋盆地层系统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会同各省（市、区）专家重

点现场考察和专题研究若干地区的蛇绿混杂岩。

利用海洋板块地层从洋中脊到汇聚带构造环境变

化的当代标准的海洋板块模型重新研究了一些造

山带构造环境和岩石组合，发现黑龙江省的黑龙江

群与湖北大洪山的花山群是典型的由洋盆地层系

统组成的增生混杂岩带。

黑龙江群过去一直被作为佳木斯地块前寒武

纪变质基底，时代为元古宙。通过对有关资料的系

统分析、专题研究和现场考察证明：黑龙江群实际

是由古生代变质基性岩、枕状玄武岩、变硅质岩、深

海相铁锰硅质岩、海山玄武岩-大理岩组合岩块和

泥质页岩、浊积岩基质组成的较典型的洋盆地层组

合（图 4），是经蓝片岩相—绿片岩相—绿帘角闪岩

相变质和强烈剪切改造的俯冲增生混杂岩带，代表

了佳木斯地块与松嫩地块之间二叠纪—早三叠世

俯冲增生杂岩带。

湖北大洪山地区花山群构造性质长期争论。

传统上认为它是中生代南秦岭勉略缝合带的东延

部分。经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现场调查研究，证明其

岩层序列包括：海山玄武岩-大理岩组合、洋岛型变

质基性岩、枕状玄武岩、变硅质岩和硅泥质片岩、浊

积岩等组成的洋盆地层系统。在三里岗—小阜岩

浆弧中存在岛弧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
碎屑岩组合和俯冲TTG侵入岩组合。

3.6 成功进行了三维立体地质图编制试点

综合有效利用多款 GIS 软件（Global Mapper、

ArcGIS、MapGIS等），以安徽、辽宁、陕西、湖南、海

南等省为例，进行了基于 DEM 数据的三维立体地

质图制作方法的实验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平面地质图相比，该类

地质图立体感和可读性明显增强，图件所表达的信

息量显著增大，图面呈现出清晰的三维地质结构，

有利于进行综合分析和总结地质规律，提高地质图

的质量。

表2 不同级别构造单元的命名方案
Table 2 Naming scheme of different level tectonic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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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中国区域地质志项目的实施和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及其对地质工作所发挥的作用，可概括以下7点：

（1）对海量地质成果进行了大综合和大集成。

各编志单位都在充分收集、分析各部门、各种

类型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和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

进行了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相结合

的综合研究和成果集成，为国家提供了一套整装的

地质资料，并且总结了规律，分析了特色，扬升了理

论，充分反映了各省（市、区）及全国地质研究程度

和地质认知水平。

（2）细化和笃行了有关地质规范和标准。

为了统一地质对比和编志标准，在地层区划和

地层划分对比、侵入岩类型及分期、构造区划和运

动期序，以及地质图表编绘、地质术语及度量单位

使用、参考文献列举等，都根据国标、行标及国际标

准做出了统一规定。

（3）破解了一些重大疑难地质问题。

如前所述，通过区调、科研、院校等部门联合组

织的专题研究、现场地质考察与学术研讨、省际之

间的交流对比等方式，解决了一批重大地质疑难问

题，或有新的发现或深化了认识。

（4）总结了大项目科学管理的经验和规律。

①对编写地质志基本要求概括为：“求真务实、

尊标守成、增新拾遗、修误存正”16字方针。

②对志书和地质图件要求作到 3个“务必”：务

必杜绝政治性错误；务必避免科学技术上的重大误

谬；务必把一般性错漏降到最低限度。

③对地质图件强调贯彻“内容丰实、彰显特色，

图4 佳木斯地块黑龙江群岩石组合
a—海山玄武岩和大理岩组合；b—深海相铁锰硅质岩和蓝片岩组合；c—变枕状熔岩；d—硅质岩残块

Fig. 4 Rock association of Heilongjiang Group in Jiamusi block
a-Seamounts basalt and marble association; b- Deep-sea manganese iron siliceous rock and blueschist association; c-Metamorphic pillow lava;

d-Fragments of siliceous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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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题、反映规律，繁简适度、清晰美观，恰当避

让、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制印精细”的基本要求。

④强调地质志在写实的基础上，概括出理论，

总结出规律，凸显出特色。例如，北京市突出城市

需求和特色，增加城市地质篇章。

（5）为地质调查与科研的融合开启了门户。

为了统一地质对比和统一地质认识，在编志过

程中实行了地调、科研、教学部门联合的合作研究

和科学攻关，组织现场考察和学术研讨，达到了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并且增进了了

解，密切了关系，为地质调查与科研的融合奠定了

基础。

（6）为地质人才培养开辟了道路。

参与编志的有一批经验丰富、学术造诣精深的

专家，更有大量年轻的地质学家和研究生。编写地

质志项目实际是一个庞大的科研群体，是一所理论

联系实际的大学校。通过项目的实施，给年轻地质

学家搭台子、压担子，办培训班，请老专家讲课、作

学术报告，以老带新、互教互学，大幅度地提高了编

志人员、特别是年轻地质学家基础理论知识和地质

鉴别能力，为人才的快速成长开辟了通路。

（7）中国区域地质志将构成一套巨型系列丛书。

预计这套系列丛书将包括80~100部志书，总计

约9000万~1亿字。其中，32部省级地质志，约4000

万字；18~20部区级地质志，约 2500万字；全国地质

志共 8个领域约 25部专著，约 2500万字。另外，将

编制出版约 300余幅（种）地质图件，并建立空间数

据库。

2015年5月20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钟自然局长

在“中国地质志成果汇报交流会”上的讲话，对新一代

图5 湖北大洪山古造山带地质简图
Fig.5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paleo-orogenic belt in Dahong Mounta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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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地质志编纂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给予了深度、

高度的概括和评价。他说：“全国区域地质志编制工

作夯实了地质调查百年老店的基础，开辟了打开能源

资源宝库以及解决地质环境保护和地灾防治等问题

的钥匙，提供了探索推进区域性地质填图改革的依

据，创建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有机融合的示范，搭

建了地质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平台”。

我们将坚持信心、充满耐心，克服一切困难，精

心谋划、精心组织、精心思考，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善始善终地完成中国区域地质志的编纂工作，力争

把这套志书编纂成具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为地质

事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致谢：向各省（市、区）、6个大区地调中心和中

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提供资料的同仁们致以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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