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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成果简介 

一、神狐及其邻近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取得重大

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杨胜雄、梁金强教

授级高工带领的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团队在地质调

查项目资助下，坚持技术方法和基础理论创新，针对我国南

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赋存地质条件，形成一套适合南海特

点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高精度勘查、评价和预测技术体系，

总结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模式，创造性地提出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成藏理论。2015 年在神狐及其西部邻近海域，通过

钻探及海底表层取样，均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样品，取得了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重大突破，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南海

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理论，推动了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

步。其中，在神狐海域共实施 23 口探井钻探，均发现天然

气水合物，圈定矿藏面积 128 平方千米，控制资源量超过

1500 亿立方米，相当于海上超大型油气田规模。圈出 10 个

规模较大的矿体，其中 2 个大型矿体探明储量高达 400 亿立

方米，为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提供了重要参考靶区；首次

发现了 II 型天然气水合物，对指导深部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

义。在神狐西部邻近海域，利用自主研发的“海马”号非载人

遥控探测潜水器首次发现海底活动性“冷泉”（命名为“海马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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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区），并在“海马冷泉”区利用重力取样器在海底表层成功

获取块状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对后续天然气水合物钻探

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好地引领和推动我国海域冷泉地

质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源和科学创新意义。项

目实施过程中锻造培养了一支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研究

团队，该团队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1 人被授

予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同时还锻炼和造就了一支

以“海马”号为支撑平台的海洋地质勘查技术研发与应用科技

创新团队，1 人被授予地调局杰出青年。 

 

 

 

 

 

 

 

 

 

 

 

 

 

神狐钻探区 10个规模较大的矿体平面分

布图（红色实心圆为随钻测井孔，白色

实心圆为取芯孔） 

神狐海域钻探取芯落实的两个大型矿体 

“海马”号在“海马冷泉”区进行取样作业 在“海马冷泉”区 ROV2 站位采获的海底

沉积物中的块状水合物样品 



3 

 

二、武陵山复杂构造区古生界海相油气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翟刚毅、包书景研究

员带领的页岩气团队在地质调查和战略选区项目资助下，联

合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贵州黔能页岩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运

用地质与地球物理一体化方法，系统对我国南方古生界油气

形成富集条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深入研究，在武陵山矿权空

白区评价优选了黔北安场向斜油气有利区，并结合地震资料

精细处理解释，在保存条件好的向斜西翼部署实施安页 1 井。

安页 1 井在二叠系栖霞组见到良好油气显示；在志留系石牛

栏组钻遇高压气层，裸眼中途测试最大初始产量 42.01 万方

/日，平均产量 9.50 万方/日，实现了武陵山地区油气重大突

破。安页 1 井钻探验证了残留向斜常规油气成藏模式，即残

留向斜不但具有连续性的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也可通过压

性断裂和岩性遮挡形成常规油气藏，属于新区、新层系、新

类型重大发现和突破，开辟了南方油气勘查新领域。安页 1

井为贵州省首次常规天然气发现，且邻近中国石化南川、彭

水区块和页岩气中标企业矿权区，这一突破将有效带动该区

油气勘查工作，促使油气公司、页岩气中标企业加大勘查投

入，为黔北贫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项目实施过程中初步

建成了年龄结构合理、专业齐全、潜心研究、勇于创新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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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页1井录井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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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安页1井构造位置及油气矿权分布图 安页1井实钻录井剖面图 

岩气资源科研团队，团队中 1 人入选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

才，3 人入选国土资源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2015年 11月 23日安页 1井点火

（火焰高达 30 米） 

2015 年 12 月 16-17 日安页 1 井

裸眼中途测试（最大初始产量

42.01 万方/日，平均产量 9.50 万

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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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引领准噶尔盆地砂岩型铀矿找矿取得历史性突

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金若时研究员团队

在地质调查项目和 973 计划项目资助下，联合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特种技术勘探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九地质大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瞄准国

家能源重大需求，以“大盆地、大砂体、大规模成矿作用成大

矿”的创新思路，将准噶尔盆地调整为重点工作区。依据砂岩

型铀矿地质特征及煤田钻孔测井资料，建立了以煤田资料“二

次开发”为主线的砂岩型铀矿快速勘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并

广泛应用于铀矿资源调查工作中，钻孔见矿率大于 70%，取

得了显著的找矿效果。在盆地北部、东部发现多处工业矿体，

并首次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系中统头屯河组发现大型远景规

模的矿产地 1 处，取得了新地区、新层位铀矿找矿的重大进

展，改写了该盆地二十年来未取得砂岩型铀矿突破的历史。

同时进一步深化了对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的认识，提出了砂

岩型铀矿成矿作用为富铀氧化流体与还原性流（气）体耦合

作用，矿体赋存于强还原剂与富铀氧化流体作用形成的相对

还原环境地段。新认识、新突破进一步引领了准噶尔盆地铀

矿工作部署，为国家级铀矿重点调查评价区规划提供了重要

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铀矿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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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该团队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 

 

 

 

 

 

 

 

 

 

四、科技创新引领找矿突破——我国首例千万吨级斑岩

-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银）矿床诞生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唐菊兴研究员团队在

地质调查、企业委托、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等项目资助下，

开展产学研结合，在条件极其艰苦的藏北阿里地区，经过 3

年的艰苦会战，全力促进多龙整装勘查区找矿突破。研究了

多龙地区成矿地质背景和找矿方向，查清了成矿规律和资源

潜力，明确了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矿床的主攻矿床

新类型，提出了铁格隆南矿床中浅部浅成低温型矿体叠加在

中深部斑岩型矿体之上的新认识。通过找矿实践，研发了野

外快速勘查评价技术方法组合，开展了斑岩成矿系统深部找

野外钻探验证 准噶尔盆地某地下层矿体水平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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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示范，完善了青藏高原矿床成矿系列，创新了西藏斑岩-

浅成低温热型矿床的勘查模型。在创新理论的支撑下，引领

中铝矿产资源公司和西藏地勘局勘查评价了我国首例千万

吨级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矿床—铁格隆南铜(金银)矿床

（1098 万吨@Cu0.53%），预测铜远景资源量超过 1500 万

吨，结束了西藏没有超大型高硫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铜（金

银）矿床的历史，开辟了找矿新方向。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

了一支西藏重要成矿带固体矿产勘查评价创新团队，团队中

1 人被授予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1 人被评为 2015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1 人入选 2015 年青年千人计划，1 人获

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铁格隆南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银）

矿床矿化和蚀变结构图（剖面上中浅部为

浅成低温热液型矿体，深部为斑岩型矿

体） 

铁格隆南铜矿区荣那矿段勘探线

Cu 元素品位插值模块剖面模型

和矿体三维模型 

铁格龙南矿区道路远眺铁格龙南

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矿区

勘探现场-镜向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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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次揭示南极大陆岩石圈三维整体格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安美建、赵越研究员团

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国际极地年、国家极地专项、

地质调查等项目资助下，在国际极地年旗舰项目多国联合工

作中，历经数年技术研发，使用美、中等国家在气候环境极

端恶劣的南极内陆高原获得的最新观测数据，在国际上首次

获得了南极板块高精度岩石圈三维结构，查明了南极大陆整

体构造格架，解决了南极重要的基础地质问题，发现了 20Ma

年前俯冲到南极半岛之下的板片残余，揭示了东南极山系是

冈瓦纳超大陆最后聚合形成时的缝合带，促进了全球板块构

造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发展，主要成果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

杂志》(JGR)、《南极科学》（Antarctic Science)等国际核心

期刊,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提高了中国在南极事

务中的影响力。在与国际一流科学家竞争与合作的联合研究

中，造就了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能力突出的研究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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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国耕地地球化学状况首次发布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成杭新

研究员团队在地质调查项目资助下，15 年组织全国 77 家单

位 10 万余人次，开展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对我国耕地地球

化学总体状况做出重大判断。2015 年 6 月 25 日正式发布《中

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 年）》，产生深远影响。在

已调查的 13.86 亿亩耕地中，无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 12.72

亿亩、富硒耕地 5244 万亩、重金属中-重度污染面积 3488

万亩，同时东北黑土地有机质明显下降，南方耕地酸化和北

方耕地碱化趋势加剧。调查过程中形成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系列技术规范，提出并推动了生态

南极大陆地壳和岩石圈三维界面图 南极板块三维温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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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理论和学科的建立和快速发展，实现了勘查地球化

学理论的原始创新，在技术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调查成果

更好地服务土地资源管理，支撑国家土壤环境保护重大政策

法规的制定；富硒等特色耕地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项目实施过程建立了一支 25 人的地

球化学调查研究团队，其中 1 人被授予杰出地质人才，1 人

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有力支撑了全国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和区域化探工作的实施。 

 

 

 

 

 

 

 

 

 

 

 

 

 
全国绿色富硒耕地分布图 全国无重金属污染耕地分布图 



11 

 

七、西南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创新驱动火龙果生态产业

跨越式发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蒋忠诚、马祖陆研究员

团队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地质调查项目资助下，联合中国

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广西

植物研究所，创新了石漠化区水土漏失理论及水土联合调控

模式，研发了石漠化遥感调查与地面监测评价技术方法，查

明了 21 世纪以来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取得的进展和问

题，提出了国家第二期石漠化治理建议。在广西果化等地开

展了石漠化综合治理试验，创建了石漠化区表层岩溶水复合

蓄引生态调控技术、不同水土漏失环境下的景观生态型土地

整理技术、岩溶土壤火龙果栽培管理系列技术。年开发利用

岩溶水资源 5 万多方，保障了居民饮用水安全；防治水土漏

失的土地整理 8000 亩，水土漏失得到根治；本土植物霸王

花成功授粉长出火龙果，火龙果生态产业实现了由试验到产

业化的转变，辐射带动周边 20 多万农民脱贫致富。项目实

施过程中形成了 30 人的岩溶生态与石漠化治理研究创新团

队，团队中 1 人入选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1 人入选国土

资源杰出青年科技人才，1 人入选广西杰出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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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新地下水保障能力评价理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光辉研究

员团队在地质调查项目资助下，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核工业

航测遥感中心，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的需求，创新关

键技术，查明了我国东北、黄淮海平原和长江流域的国家粮

食主产区范围、井渠密度分布状况、农作物布局结构与播种

强度及其灌溉用水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揭示了农业超采区

石山本土植物霸王花-授

粉后结出火龙果 

2015 年广西平果果化石山区 

火龙果成为主要产业 

表层岩溶水复合蓄引

生态调控模式图 

广西平果果化石漠化治理示范区 

景观生态型土地整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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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位“强降-弱升”规律。在破解黄淮海平原地下水超采与

气候、农作物播种强度、陆表水文和地下水资源状况的互动

机制基础上，创建了适宜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下水保障能力

评价理论与方法，并首次阐明了我国粮食主产区地下水保障

能力状况，指明了黄淮海平原耗水农作物需重点优化调整范

围、程度和缓解农业超采地下水对策，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决策和针对性解决华北农业超采地下水问题提供重大科学

依据，拓展和丰富了我国区域地下水评价理论。项目实施过

程中形成了一支地下水资源综合评价与开发利用科技创新

团队，团队中 1 人入选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1 人获“省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黄汲清地质科技奖”，1 人获“省直青年

五四奖章标兵”。 

 

 

黄淮海粮食主产区灌溉农业对地下水依赖程度和地下水保障能力分布状况 

（这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实施与决策的重要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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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分区

依赖程度(A)

保障程度(B)

保障能力(C)

保障能力阈值

黄淮河流域 

海河流域 

安徽 江苏 河南 河北 山东 河南 山东 京津 

 
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地市级分区灌溉农业的地下水保障能力状况及相关指标特征 

（注：图中粉红柱大于蓝色柱的差值越大，地下水对灌溉农业用水的保障能力越低） 

 

小 麦
主灌期

小 麦
主灌期

小 麦
主灌期

小 麦
主灌期

小 麦
主灌期

影响
程度

 

创新技术方法，量化识别出农业超采地下水的主要时段、程度和机制 

（小麦主灌期农业超采引起的地下水位年降幅，随降水量减少而增大） 

九、大口径同径长钻程超千米连续取心和单回次进尺创

钻探世界记录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张金昌、王稳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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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的松科二井团队在地质调查项目资助下，突破科学钻探

沿袭的“小径取心、大径扩孔”工程套路，在松科 2 井

2826m-4500m 三开井段，创造φ311mm 口径连续取心和单

回次进尺超 30m 两项钻探世界记录。取心进尺累积达

1241.04m，岩心直径达φ214mm，平均岩心采取率达

98.67%。本次钻探为国内外首次实现大口径井段“同径取心、

一径完钻”和“三筒联装长回次钻进”，大幅度提高了深部大口

径井段的综合钻探效率、有效回避了扩孔作业风险，为松科

2 井三开井段压缩施工周期最少 4 个月，节约钻探成本近千

万元，对支持深部资源与环境研究、提升我国岩心钻探国际

学术和技术地位、示范指导国内外深部钻探技术设计和工程

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部大口径岩

心钻探技术体系为我国深部地壳探测工程和超万米科学钻

探储备了技术方法。项目实施过程中打造了一支平均年龄约

30 岁的深部钻探研发和管理团队。 

 

 

 

 

 

 

 

ICDP 网站对松科 2 井大口径取

心钻进成果的要闻报道 

研发的三筒联装的KT-298钻

具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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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羽毛恐龙及翼龙研究取得新发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吕君昌研究员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地质调查项目等资助下，联合河南省地

质博物馆、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单位，在江西赣州地区晚白垩

世地层中发现了新的窃蛋龙类化石—赣州华南龙，为研究窃

蛋龙类恐龙的颅面演化、古地理分布及古生态环境提供重要

信息；在辽西早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了大型的、短前肢的新驰

龙类恐龙—孙氏振元龙，首次为大型、短前肢类型的驰龙类

提供羽毛形态学方面的重要信息，为研究驰龙类的多样性、

鸟类羽毛以及飞行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辽西发现的喙嘴

翼龙类翼龙—朝阳东方颌翼龙，为该地区晚侏罗世地层中发

现的第一件翼龙标本，不仅填补了时代上的空白，同时对于

松科 2 井单回次进尺与岩心长度

均超 30m 

液压顶推机构辅助的粗大岩心

（直径φ214mm）地面原状出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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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晚侏罗世喙嘴龙类的辐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重大

发现对于研究古生物学中的窃蛋龙类的演化、驰龙类羽毛演

化及鸟类羽毛起源等热点与难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

据，尤其在建立新属种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赣州恐龙动物群

的概念，对于研究该地区古生物物种的系统演化、古地理分

布与其它动物群对比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项目实施过程

中培养了一支在恐龙化石调查和研究、挖掘和修复方法与技

术日趋成熟的科技创新团队。 

 

华南龙生活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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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元龙生活复原图 

 

东方颌翼龙生活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