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和地质科技十大成果简介

封面图片：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第二次试采现场（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叶建良 提供）

地质调查是地学新发现的源头，地质技术是服务于地
质调查的重要抓手。2019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与
地质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硕果累累。2020年 4月 16日，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 2019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和地质科
技十大进展，现简要介绍如下。

2019年度地质调查十大进展（排名不分先后）
一、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勘查与第二次试采取得重大进展。

在中国南海神狐海域水深 1225 m处完成第二次试采，30 d产气
量是首次试采的 5.57倍。详见本期论文。

二、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在松辽盆地
北部、南部均探获工业页岩油流，三口示范井已移交油田公司
试采，引领了松辽盆地页岩油勘探开发新方向。

三、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调查实现重大突破。提出“构
造 -油水界面 -古河谷控矿”成矿新模式；构建重力 -航磁 -

放射性测量相结合的砂岩型铀矿找矿技术体系，提交特大型铀
矿 1处。

四、中国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完井并成功试压裂。完成
国内首口干热岩试验井钻探施工和压裂工作，提出了共和盆地
干热岩热源机制与成因模式。

五、雄安新区地热深部探测取得重要进展。提出“克拉通
破坏 +浅部古潜山三元聚热”理论模型，钻获华北地区产能最
大地热井，为雄安新区地热开发利用提供了资源保障。

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成效显著。完成全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和
重庆等不同层级“双评价”试点，建立了“双评价”技术方法
体系，奠定了“双评价”在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七、地质工作服务海南、福建、承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
大创新。以海南、福建、承德市为例，探索地质资源、自然资
源、历史人文等要素相结合的区域“双评价”体系，为省、市
级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八、长江经济带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基本完成。沿长江经
济带优选页岩气远景区 131个，有利区 120个。创建地质 -经
济 -生态“三位一体”页岩气资源综合评价体系，为长江经济
带建设提供洁净能源保障。

九、新疆博格达山前带新区新层系油气调查实现重大突
破。首次在博格达山前带二叠系和准噶尔盆地南缘二叠系和三
叠系钻获工业油气流，预测博格达山前二叠系油气资源量14.76

亿 t 。
十、国家级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建成。实现全国地质灾

害数据共享和动态更新，将为减轻地质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生命
财产损失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9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排名不分先后）
一、恐龙（爬行动物）研究取得新进展。在南漳—远安动

物群中新发现两具卡洛董氏扇桨龙化石，在辽西九佛堂组新发
现吕氏努尔哈赤翼龙化石，在西藏昌都首次发现侏罗系蜥脚类
和兽脚类恐龙化石，这些发现对恐龙的捕食与进食方式、生态
环境提出了新的看法。

二、发现 7 种新矿物并获国际新矿物委员会认证。在铬铁
矿、铂族、稀土和金矿床中发现 7种新矿物，分别是：经绥矿、
志琴矿、巴登珠矿、太平石、氟栾锂云母、钾绿钙闪石和灵宝
矿。这些发现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矿物学领域的影响力。

三、首次完成中国海域 1 ：100 万海洋地质调查工作。完
成中国海域 1：100万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编制图件 3类 27张、
建成数据库 1个、编纂调查报告 1份；新命名 245海域地理实
体获国务院批准。为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地质数据。

四、提出中国大型锂矿成矿新机制并实现找矿新突破。提
出“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锂矿成矿机制新认识和“五
层楼 +地下室”勘查模型，相继发现川西可尔因、九龙、甲基
卡外围等多处硬岩型锂、稀有金属床。

五、创新荒山石漠化调查与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助力地
方脱贫致富成效显著。查明了中国石漠化 6期变化规律，提
出“果化模式”等 3种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形成赤苍藤、火
龙果、树仔菜、黄花梨以及岩溶景观生态旅游等系列生态产
业，累计间接经济效益 500亿元，带动 20万人脱贫致富，受
益 1000多万人，为石漠化地区脱贫致富开辟了新路。

六、自主研发的多功能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大洋钻探
船）初步设计完成。为今后开展海洋地质科学钻探、寻找海洋
油气、锰钴结核等固体矿产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自主研制国内首套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装备并成功应
用。国产深海井口吸力锚在中国南海试验成功。其参数为：直
径 6.5 m，高 12 m，重 96 t，承载力超 500 t，安装垂直精度控制
在 0.17 °，标志着中国已掌握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

八、首套 3000 m 级轻便型声学深拖探测系统研发成功。
成功研制 3000m水深集测深、侧扫、浅地层剖面探测为一体的
海洋地球物理调查装备，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九、国内首套小型化高精度 ZAG-E 型冷原子绝对重力仪
研制成功并应用。ZAG-E型冷原子重力仪的成功研制，实现了
中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十、地质调查“在线化”系统研发成功并全面应用。构建
地调项目云上工作环境，初步实现地质调查数据的在线化采
集、汇聚、存储、管理、处理与应用，提升了野外调查的工作
效率和质量。

（本刊编辑部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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