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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三定方案，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沈阳地
质矿产研究所）负责东北地区国家地质调查项目的组
织实施；负责东北地区国家地调项目的监督管理；负
责东北地区地质资料的接收、管理和提供社会化信息
服务.

1999年以来，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
支持和帮助下，国家在东北地区开展了基础地质调查
及数据更新，在大兴安岭成矿带和辽东-吉南成矿带
开展了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开展了东北地区地下水污
染调查评价和松嫩平原地下水调查评价等工作.
十年来，先后开展了计划项目 10项，工作项目

350多项，其中区调类 82项，物化探类 90项，矿产类
111项，水工环类 20项，科研类 40项.实现地质勘查

资金约 13亿元. 项目承担单位除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外，还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陕西、河
南、山西等省（区）地调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
古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辽宁有色地质局、辽宁冶金地
勘局、武警黄金部队、物化探所、地科院矿产资源所、
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 20多个合作
单位.
截至 2010 年，完成 1 ∶25 万区调工作面积 68×

104 km2，1∶5万区调工作面积约 2.7×104 km2，完成区
域重力调查面积 37×104 km2，完成区域化探调查面
积约 45×104 km2.
在辽西、辽东、吉南、大兴安岭和吉黑东北等成矿

区带内，开展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及其相关的综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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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展了东北片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累计完
成钻探工作量 70.71 ×103 m，矿产远景调查面积
58.42×102 km2.在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评价中，圈出
26个找矿远景区，提出了 80余处找矿新靶区. 提供
了 27处矿产地，其中铁矿 2处，金银矿 11处，铅锌矿
7处，铜镍钴 3处，硼矿 2处，钼矿 1处，煤层气 1处.
在矿产规模上，有超大型矿产地 1处，大型矿产地 5
处，中型矿产地 5处，小型矿产地 16处.在资源量的获
得上，铜 5.56×104 t，铅锌 25.4×104 t，钼 22.87×104 t，钴
镍 4.9×104 t，硼 83.4×104 t，煤气层 86.95×108 m3，铁
10×108 t.
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 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地质调查本着基础地质调查与资源环境调查

相结合的原则，在地质走廊带、重要成矿带和中部经济
区带上，优先部署工作，优先安排资金，开展 1∶25万、1∶5
万区域地质调查.
1.1 大兴安岭成矿带
在区域地质调查空白区域开展了 1∶25万区域地

质调查工作，完成了 10幅地质填图，面积达 10.3×
104 km2，填补了该区地质填图的空白.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建立了该区区域地层柱，理清

了岭北地层层序，基本查明了该区构造岩浆活动规律
及特征，初步建立了岭北区域地质构造格架，研究探讨
了该区成矿规律，为地质找矿、环境地质背景调查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基本统一了内蒙古、黑龙江省
（区）地质工作者对大兴安岭中北段中生代火山岩岩石
地层划分上的认识，解决了中北段中生代火山岩的时
空演化和横向对比问题.
1.2 辽东-吉南成矿带
通过对太古宙辽河群、集安群、老岭群地层划分

和对比，发现了老岭群与集安群为角度不整合关系，
查找出了二者与老岭群上下 2个亚群之间的平行不
整合关系.
通过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发现了辽南地区永宁

组不整合于太古宙花岗岩之上，并被钓鱼台组平行不
整合覆盖.该组地层处于青白口组的底界.这一发现，
解决了地学界长期以来对永宁组的时代争议.
1.3 辽西地区
查明了北票地区的四合屯组和义县地区的义县

组分属于 2个不同的盆地，为义县期火山沉积盆地
演化及土城子末期古地貌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依据.
对该区中生代地层重新进行了厘定，理顺了侏罗

纪—白垩纪地层层序.发现并确定了张家口组的酸性
火山-沉积地层，为冀北、辽西和赤峰地区晚侏罗世地
层划分对比提供了基础资料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4 东北中部经济带及东北南部沿海经济带
针对中部经济带的区域地质特点和需求，优先部

署了以区域生态、地质调查为重点的 1∶25万铁岭幅地
质调查试点，探索第四系地质和区域生态地质调查的
方法和经验.
在东北南部经济带，首先完成了 1∶25万大连幅-

营口幅片区修测，通过填图和综合研究，查清了区内构
造特征.这些调查研究成果资料为在辽宁沿海开展“五
点一线”重大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地质资料.

2 物化遥调查
2.1 区域物探
完成了东北地区的山区、半山区的区域重力调查，

总面积约为 102×104 km2，发现重力异常 93处，推断线
性构造断裂 157条，圈出成矿远景区 23处.
2.2 区域化探
完成了东北地区山区、半山区区域化探调查，总面

积约 102×104 km2，发现单元素异常 1.3万处，综合异常
1310处，异常查证 151处，发现矿化点 92处，推断出
找矿Ⅰ级远景区 22处，Ⅱ级远景区 71处，Ⅲ级远景区
32处，找矿靶区 155处.
2.3 遥感地质调查
开展了松辽平原西部 1∶5万彩红外航飞，松辽平

原经济区第四系基础地质遥感调查，黑龙江、吉林、辽
宁三省的国土资源遥感调查，开展了中俄界河塌岸地
质灾害遥感动态监测等 13项遥感地质调查项目解译.

3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在大兴安岭、辽东、吉南成矿带中取得了较大进

展.通过地质填图，大比例尺物化探测量，异常查证，预
测找矿靶区，发现了一批矿产地，如辽宁青城子金矿、
本溪大台沟铁矿、黑龙江争光金矿、鹿鸣钼矿等，为东
北地区进一步开展矿产勘查奠定了基础.
在战略性矿产远景调查中，内蒙古阿荣旗地区圈

出了 5个找矿远景区，提供了 16处找矿靶区；在吉林
省长白临江地区圈定出 9个找矿远景区，提供了 44个
找矿靶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成矿带圈出 12个找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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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22处找矿靶区.
通过矿产调查评价，共提供矿产地 27处，其中超

大型金矿 1处，大型矿产地 5处，中型矿产地 5处，获
得众多的资源量.

4 能源地质评价
通过与大庆油田研究院联合考察，对辽西新生代

盆地群找油达成了共识，采用联合勘查机制，开展了
“松辽外围中新生代盆地群油气地质综合调查”项目，
为研究中生代盆地找油和晚古生代以来的四层生烃层
系的保存进行了科学探索.

5 境外地质调查
开展了商务部援助非洲马达加斯加地质调查项

目，完成了资料收集，样品采集，地质填图等野外调查
工作，圈定了马国成矿远景区，发现了基性-超基性岩
相关的镍矿点和铬铁矿点.
开展了中俄合作“额尔古纳-上黑龙江成矿规律

对比研究”项目，总结了该区的成矿规律，进行了境外
典型矿床考察，编制了 1∶100万区域地质图、成矿规律
图、断裂构造图、大地构造与主要矿床分布图，划分出
了 5个成矿带，14个成矿亚带和 68个成矿远景区.

6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先后开展了 10余项调查项目，基本完成了平原区

新一轮水文地质调查，基本查明了区域性环境地质问
题，取得了新的地下水资源量，建立了东北地区水文地
质调查数据库，查明了东北平原地下水污染概况.

7 扩宽了环境地质调查服务领域
自 2003年开始，对东北平原地区开展了农业地质

调查项目，调查面积达 25.4×104 km2.通过调查基本查
明了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编制了 54种元素地球化
学图，为评价、评估东北地区土地质量，巩固国家商品
粮基地，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创新性的工作.

8 推动地质科技创新
辽西热河生物群研究是国际地学界和古生物界

关注的热点，通过在辽西北票市开展 1∶5 万区域地
质调查，通过系统深入的地层划分和对比，建立了
正确的区内岩石地层层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义县

组时代、重要珍稀化石的产出层位、热河生物群的
形成环境等重大地学基础问题，为中生代陆相年代
地层研究和珍稀化石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资料.

9 加强基础支撑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馆藏有近万份的成果资料，国

家十年地质调查工作又形成了 212份东北地区地质成
果资料，这些都为东北地区地质找矿和地质研究提供
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2007年，中国地质资料馆又将
东北地区基础地质数据库设在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随
着地质信息资料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开展，立足于馆藏
成果资料，研究利用地质大调查成果资料，区域基础地
质信息数据，地质资料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
加强现有资料信息的研究，开发符合地质找矿的信息
产品，使地质资料信息实现产业化、集约化正在成为国
家找矿新机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完成了馆藏成果资
料的清理，编制了地质大调查成果分类目录和服务指
南，开展了吉林省靖宇县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试点工作.

10 建立了地质工作新体系、新机制
地质调查新机制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面分析我

国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内涵是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的基础
作用，统一部署，针对重要成矿区带实行基础先行，基
金跟进，商业带动，整装勘查，重点突破. 2003年以来，
中国地质调查局与辽、吉、黑三省共同出资开展了农业
地质调查，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8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又与黑龙江省政
府签署了部省合作勘查协议，共同开展公益性和战略
性矿产勘查.在松辽盆地外围油气调查项目中，中国地
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与大庆油田又签署了合作
协议，共同开展油气基础调查.

2011年是十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提出实行地质找矿新机制，提出实现地质
找矿 358的工作目标.作为新时期的地质工作者，作为
东北地区基础地质、公益地质的先行者，我们深感责任
的重大，使命的光荣.我们愿意与战斗在东北地区地矿
战线上的同仁一道，不辱使命，不畏艰难，共同为东北
地区地质找矿美好的明天续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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