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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自

1962 年 5 月 16 日成立，至今已经 50 年了. 对于沈阳

地质矿产研究所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50 年里，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经历了从大区地质科学

研究机构的创建、发展，及其向地质调查机构转变的

过程. 其机构沿革和业务工作系统演变，也记载了 50
年期间国家需求及地质工作演变的历程.

总结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的机构沿革和职能定

位，可以了解国家社会发展不同时期对地质工作需求

的变化；总结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技术业务工作系统

和主要学科发展的演变，可以为今后的技术业务基础

建设提供参考；总结历史，还可以表达我们对前辈创

业艰辛与奋斗精神的敬意和怀念，更加珍惜中国地质

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创建 12 年的成果，激励我们

今后更好地工作. 同时，我们也应懂得，历史的经验和

教训虽然不能告诉我们今后怎样做，但它的确可以提

示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少走弯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战略、
宏观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也会出现新

的变化. 这种需求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中国地质调查

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的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的转变.
我们的思想认识、工作思路、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也必

须与时俱进.
展望未来，我们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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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关系更加紧密，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的时代. 经

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地质工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国家

亟需增加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以解决资源供需矛盾；

同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需进行地下水资源安

全和环境保护. 加之大区中心要在国家地质工作和支

撑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和公益性调查研究中发挥核

心骨干作用，使我们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 国内外的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资源与环境并举，更加主动地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主动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地质工作才大有可为；有为才能有位. 大区中心只

有做好自己的事，在实践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重大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才能在高质

量承担和完成地质工作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和

快速发展.

1 东北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东部地区，总面积约 103.8×104 km2，人口约

7900 万. 区内公路、铁路、航空交通和通讯发达，能源

和矿产资源丰富，是国家粮、林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基

地，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和高度城市化地区.
东北地区的西部与蒙古国接壤；北部和东部与俄

罗斯的赤塔州、阿穆尔州及滨海边疆区接壤；东南部

与朝鲜接壤；南临渤海. 东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主

要表现为：西部为蒙古高原，中部为松辽平原（北部为

松嫩平原，南部为辽河平原，两者之间为铁岭隆起），

东部除三江平原外，主要为山地、丘陵与山间盆地，自

然地理单元之间多以山脉分割. 东北地区与临国间的

主要界河有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和

鸭绿江，区内的内河主要有嫩江、松花江、辽河和大凌

河. 由于山脉与隆起分布的影响，北部除大兴安岭西

部的内河流入呼伦贝尔湖外，嫩江向东流入松花江，

并与乌苏里江、黑龙江汇流后总体向东北流经俄罗斯

入海；图们江向北东流入日本海；鸭绿江则向南流入

黄海；南部的辽河、太子河、浑河及辽西山地的大凌河

则向南流入渤海.
东北地区西部的大兴安岭山脉整体以北北东向延

伸 1400 km，海拔 1000～1300 m，最高峰 2034 m. 它与

南部的努鲁儿虎山脉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

岭，也是我国东部重要的重力梯度带. 目前，已发现一

些矿床和较好的矿化线索，证明该区可能成为我国又

一个矿产资源基地. 大兴安岭山脉自然地理涵盖的区

域分别归属于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山脉的主峰地区及较陡的东坡以森林为主，其西坡由

北向南则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地（呼伦贝尔大草原、锡
林郭勒大草原）与沙地（科尔沁沙地、小腾格里沙漠），

是东北地区主要的畜牧业基地. 受气候影响，东南部草

地沙化严重；辽西山地由于气候干旱植被不甚发育，水

土流失严重.
中部地区的北部是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属于山

地、丘陵地带，森林发育；南部松辽平原以阴山山脉东

部的铁岭隆起为界，分划为北部的松嫩平原和南部的

辽河平原. 松嫩平原是粮食主产区，该平原区的北部为

丘陵地带，中西部地区盐碱地（白城地区）及湿地（杜尔

伯特地区） 发育. 辽河平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平

原的西北部受科尔沁沙地影响土地出现沙化. 由于城

市群大量抽取地下水，辽河等地表径流水量不足，南部

土地开始出现盐碱化的趋势，辽河入海口地区海水倒

灌，形成盐渍化和咸水湿地.
东部地区的北部区为三江平原（松花江、黑龙江和

乌苏里江），这里土地肥沃、湿地发育，是东北地区的粮

食主产区之一；中部和南部地区是辽、吉东部山地，以

老爷岭、长白山、千山山脉和延吉等山间盆地的相间分

布为特征. 长白山脉是本区的重要分水岭，是松花江、
图们江和鸭绿江的发源地. 辽东地区分布有重要城市

群，这里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家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
东北地区由于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西

部地区主要以畜牧业、矿业和林业为主；中部地区以工

业（包括机械、交通、电信、能源等）和农业经济为主；东

部地区以矿业、林业和农业为主. 正是由于东北地区国

土资源的优越条件，建国几十年来，它一直是影响国家

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主

产区，是国家重要的粮食、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基

地、矿产资源基地和机械工业基地. 实现国家宏观战略

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对现代地质工作有着重大的需求.

2 东北地区的早期地质工作概况

东北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

由李希霍芬 （1869）、木户中太郎 （1912）、葛利普

（1923）、黄汲清（1929）、谭锡寿和王恒生（1929）、侯德

封（1931）、大石和森田（1938～1943）等中外地质学家，

主要沿交通线对东北三省局部地区的地层、古生物、构
造与矿产进行过路线调查和概略研究. 这一时期的地

质工作主要围绕矿产工作进行，大多局限于辽吉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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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点和小范围的工作属性，且调查研究的工作深

度不够. 黑龙江省的地质工作则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矿业

的开发工作在东北南部地区迅速开展起来. 先后有程

裕淇（1951～1963）、李春昱（1951）、李鸿业（1957）、姜

春潮（1957）、俞建章等（1958～1964）对辽宁南部地区

进行过调查研究工作.
1956 年，中苏联合科学考察队在大兴安岭、小兴

安岭等地区开始了正规的区域地质调查. 开展的 1∶100
万区域地质调查至 60 年代中期完成，这项工作不但填

补了东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的空白，也是第一次进行

区域性的地质总结；东北各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伍和研究所相继建立，陆续开展了与各省经济发展有

关的矿产普查与勘探、1∶20 万和 1∶5 万的区域地质调

查工作.
截至 1998 年底，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尚有近 12×

104 km2 空白区未完成中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完成的 1∶20 万重力、磁法和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仅

限于辽吉东南部的老矿区或矿化集中区. 1∶5 万比例尺

地质调查更是局限在东北南部经济发达地区. 东北大

部分地区未实施 1∶5 万的地质调查，且 1982 年起开展

的区域地质调查并未同时开展矿产调查工作. 国家在

东北地区组织开展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

远远满足不了实践国家宏观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建设

的需求. 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消耗，

使已有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快速减少，矿产资源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保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急需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

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保

障程度.

3 东北地区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沿革及其业务工作体

系和学科方向的发展演变

3.1 地质部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创建 （1962～
1965 年）

3.1.1 机构沿革及业务工作体系演变情况

1962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党组（［62］
党发宋字第 74 号文）《调整地质部系统全国地方地质

科学研究机构方案》，决定撤消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

省级地质研究所，同时，成立 6 个大区地质科学研究

所；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编制为 137 人. 同年 5 月，按

照地质部的指示，提出大区研究所组建地区物探研究

室的方案. 东北所物探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开展

寻找有色金属深部盲矿体的无线电透视法研究；进行

金属矿直流电法的推断解释方法规律的研究；综合研

究总结重点矿种上物化探方法效果及基本经验.
1962 年 5 月 16 日，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在长春

成立. 业务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如下：区域地质及构造

研究室（区域地质、构造地质与动力地质、前寒武纪地

质组）共 15 人；矿床及成矿规律研究室（与基性-超基

性岩有关的矿产组、与中酸性岩浆岩有关的矿产组、沉
积及变质矿产组、稀有及特种非金属组）共 23 人；岩石

矿物研究室（岩浆岩组、沉积岩组、变质岩组、矿物组、
重砂组）共 22 人；海洋地质研究室 15 人；水文地质研

究室 5 人；物探研究室 15 人；情报研究室（资料与图

书、绘图、打字、陈列室）11 人. 全所 137 人.
同年 6 月 6 日，地质部（［62］地院字第 17 号文）

《关于调整全国地方地质科学研究机构的补充通知》，

决定将 6 个地区地层工作中心站的人员编制交给相应

的地质科学研究所，组建 6 个地区性研究所的地层古

生物研究室；地层古生物研究室 30 人. 同时核定东北

所的暂列编制为 167 人.
同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62-8］科综武字第 317 号文）批复，“同意将原有的

23 个地质研究所撤并为六个大区的地质研究所”的决

定. 8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62］
经企饶字 919 号文） 批复，“同意地质部党组调整地方

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方案”，同意撤销辽宁、吉林、黑龙江

等省地质局的地质研究所，建立地质部东北地质科学

研究所于长春市.
依据上述决定，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质研

究所和东北地区地层工作中心站合并组建的东北地

质科学研究所在吉林省长春市正式成立 . 1962 年 6
月～1966 年 5 月，东北地质研究所设区域地质及构

造、矿床及成矿规律、岩石矿物、地层古生物、水文地

质、物探、海洋地质研究室和情报室（分别命名为一室

到八室）.
1963 年 1 月 27 日，经征求辽宁省委和省人委同

意，报经国家内务部批准后，地质部决定将东北地质科

学研究所迁往沈阳. 1963 年 2 月，研究所实施由长春

迁往沈阳，工作地点暂时设在辽宁省地质局二楼. 3 月

1 日，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在沈阳市正式挂牌办公. 4
月，海洋地质研究室建制划归南京海洋研究所. 搬迁后

的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改设 7 个研究室———一室：区

域地质及大地构造研究室；二室：岩浆岩与内生矿产研

究室；三室：变质岩与有关矿产研究室；四室：地层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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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室；五室：水文地质研究室；六室：物探研究室；

七室：科技情报室. 连同研究所的学术办公室共 8 个业

务工作机构.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单位性质

属中央部门直属管理的正局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任

务是：从事东北地区前寒武纪地质、岩浆岩、地层古生

物、区域构造等方面的基础地质理论和矿产资源研究

工作. 1964 年 2 月，物探研究室建制划归中国地质科

学院物探研究所.
3.1.2 业务工作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1963 年前完成的 3 份归档科研报告，反映了建所

初期在辽宁丹东地区和吉林吉安地区开展过硼矿和内

生硼、金云母矿床成因研究，及在黑龙江麻山地区开展

了变质岩磷矿研究.
1963 年 4 月～1964 年 2 月进行的专业调整，将初

建的物探和海洋地质研究工作和人员调整到了相关的

专业研究所. 调整后的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主要工作

任务和专业学科，集中在东北地区地层古生物、岩浆

岩、构造等基础地质研究，以及与花岗岩浆活动有关的

矿产研究和水文地质 3 个方面，体现了上级对大区性

研究所职能定位及学科发展的思考.
1964～1966 年期间，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按照新

的定位和职能，开始组织实施相关的研究工作任务，科

研工作在初建中逐步展开.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在东

北三省主要开展有关的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矿床地

质和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完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 1∶100 万地质图（漠河幅、嫩江幅、爱珲幅、齐
齐哈尔幅、哈尔滨幅、沈阳幅、吉林幅）、中华人民共和

国 1∶100 万大地构造图、中华人民共和国 1∶100 万矿产

分布图.
这些基础地质研究成果在文革后的 1978 年和

1982 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和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
成果也初步展现了这一时期大区地质研究机构的工作

特点和重要成就.
3.2 文革十年对科研工作的影响（1967～1977 年）

3.2.1 机构沿革及业务工作体系演变情况

1966 年 5 月～1976 年 6 月（文革十年），与全国其

他科研系统的研究所情况一样，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

的正常科研工作曾一度停止，刚刚建立起来的研究体

制和氛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破坏.
1970 年 6 月，随着文革的深入，地质部被撤销，改

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地质局. 同年 12 月 14 日，国家

计划革命委员会（［70］计地字 165 号）将国家计委地质

局地质科学院所属的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下放给辽宁

省，实行以省为主的双层领导. 文件同时明确，东北地

质科学研究所除承担辽宁省任务外，要继续承担东北

地区地质科研任务. 说明当时也认识到大区地质工作

需要科研工作的技术支撑.
1972 年 1 月，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撤销研究室，

全所编为 3 个连队和 5 个排的建制. 1972 年 4 月，又

撤销连队建制，恢复研究室建制. 重新设置 5 个研究

室：一室（沉积变质矿产）、二室（内生矿产）、三室（地层

古生物-水、碘）、四室（情报、图书、资料）、五室（实验

室）；原有的大区区调管理组被撤销. 1972 年 9 月，将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并入辽宁省地质局中心

实验室. 1974 年，辽宁省地质局决定在东北所成立辽

宁地质研究室（5 室）. 1975 年，国务院设立国家地质总

局. 1976 年，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成立了辅助室（包括

同位素地质研究）.
3.2.2 业务工作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文革时期，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除开

展部分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地质矿产研究工作外，主要

承担完成辽宁省的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任务. 这一时期

的技术档案反映了十年文革对大区地质科研工作产生

了严重影响. 1967 年 5 月至 1969 年 12 月期间，没有

实质性的科研工作成果和研究报告的归档记录. 1970
年～1978 年 3 月期间，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地质工

作开始逐步恢复，参加和承担了全国铁矿会战、我国北

方地区的找磷工作和辽宁省地热资源调查等项工作.
其间，完成了一批东北地区的铁矿、磷矿、铜矿等矿产

资源研究报告，以及东北地区区域地层表（辽宁、吉林

和黑龙江分册）、东北地区化石手册（古生代分册及中

生代分册）、华北地区古生物图册内蒙古分册和东北地

区超基性岩分布及其含矿性等有关基础地质类的研究

工作报告.
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文革十年的经历，也是我国

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发展进程受文革影响的缩影.
3.3 改革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期间（1978 年～1999 年

6 月）

3.3.1 机构沿革及业务工作体系演变情况

1978 年 4 月 18 日，国家地质总局以地办［1978］
307 号文，决定自 5 月 1 日起，将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

更名为“国家地质总局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恢复了

大区研究所受国家总局直接领导和地科院代管的领导

体制. 大区研究所恢复局级单位编制，已经并入辽宁省

中心实验室的实验室返回东北所，并开始重建. 大区研

究所将辽宁地质研究室归还辽宁地质局管理. 同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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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专业调整，撤销了东北地质研究所水文地质研究室.
1979 年 9 月，国务院重设地质部，将国家地质总

局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更名为地质部沈阳地质矿产研

究所. 1979 年 3 月～1982 年 2 月，沈阳地质矿产研究

所设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区域构造地质研究室、岩石

矿物研究室、矿床地质研究室、地层古生物研究室、情
报资料室和化验室（不久成立测试研究室）7 个业务工

作机构.
1982 年 5 月，国务院改地质部为地质矿产部 .

1983 年，地质矿产部将地质部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更

名为地质矿产部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核定人员编制

为 275 人. 1983 年机构改革，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设

区域地质与成矿规律研究室、贵金属地质研究室、地层

古生物研究室、情报室（含制图、图书、资料）和实验室.
1985 年 6 月，研究所在设贵金属室、区域地质室、地层

古生物室、情报室和实验室 5 个业务机构的同时，成立

了技术开发公司承担对外的科技开发工作. 承担完成

了辽宁核电站选址工作，成果获得辽宁省科技一等奖.
1989 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将地质矿产部沈阳

地质矿产研究所直属地质矿产部，受中国地质科学院

直接领导. 1993 年，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设区域地质、
地层古生物、贵金属、资料情报室、实验室；综合信息室

划归情报室管理.
3.3.2 业务工作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1978 年，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重新归属国务院直

属机构直接领导后，此时的东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主

要工作任务与早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但这一时

期的业务工作任务和学科内容相对稳定，主要集中于

东北地区基础地质和贵金属矿产研究两个领域.
根据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国家经济建设需

要，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对学科和业务工作方向进行

了调整：在完成大区经常性地质综合研究工作的基础

上，在金、银贵金属地质研究方面面向全国，发挥组织

协调和骨干作用. 其间，所设业务研究机构几经变化.
早期：地层古生物研究室，沉积岩、变质岩、岩浆岩和构

造地质研究室；中期：地层古生物研究室、前寒武纪地

质研究室、构造地质研究室、岩浆岩研究室和情报研究

室；后期：地层古生物研究室、区域地质研究室、贵金属

研究室 （由于工作需要，曾设贵金属一室和贵金属二

室，后因地质工作萎缩，又合并为一个研究室）和情报

研究室（含图书、资料、制图）.
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开展北方找磷工作外，沈阳地

质矿产研究所组织辽宁省南部前寒武纪地层、黑龙江

鸡西龙爪沟和完达山等地区的古生物地层学研究，编

制了 1∶100 万东北地区地质图和 1∶100 万东北地区构

造体系图. 遗憾的是该图件仅限于内部印刷使用，并未

正式出版.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作为大区综合性地质矿产研

究机构，自 1962 年建所至 1999 年的 37 年期间，一直

承担完成国家、省、部、院，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际科技合作等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科研工作任务. 其

基础地质工作任务的核心精神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自主性创新；在黄金地质科研工作方面发挥了核心骨

干作用.
1981～1999 年期间，是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建所

后的一个科研工作辉煌期. 以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为

核心组织中国北方有关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机构，开展

了中国北方板块构造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关中

国北方基础地质研究论文和科研专著. 承担和组织完

成了一批有关典型矿床和区带性金、银成矿规律和找

矿预测研究. 这一时期，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结合地质

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始科技改革的探索.
一方面. 结合社会需求，开展了辽宁核电站选址的区域

地壳稳定性调查与研究工作，承担了新疆 305 项目、地
矿部定向基金项目、行业基金项目；另一方面，结合东

北地区地质特点积极组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

技项目，参加了中美蛇绿岩与蓝片岩研究、中日地层古

生物对比研究等国际地学科技合作与交流. 开展了辽

西地区中生代古生物地层研究和全国金银贵金属矿产

的研究工作.
在东北地区区域地质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有关

东北跨省区的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任务. 完成了“华

夏植物群与安格拉植物群特征研究”、“内蒙古－兴安

区－吉林－黑龙江东部地槽区古生代生物地层及岩相

古地理研究”、“中生代陆相地层及古生物特征研究”、
“黑龙江东部中生代海相地层古生物特征研究”、“环太

平洋带中国东北大地构造－沉积组合和生物－构造古

地理研究”、“东北地区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汇编”、“郯

庐断裂北延地质构造特征”、“中朝陆台北侧褶皱带构

造发展及成矿规律研究”、“吉、黑东部构造格架与地壳

演化研究”.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组织协调有关省区地

质调查、研究机构和地质院校的专家，开展了中国北方

板块构造研究，在完成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出版

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由于这些成果在揭示中

国北方板块构造的基本地质构造格架主体特点方面的

认识影响至深，加之在东北地区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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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形成了较完整的科学研究成果，1996 年，经中国

地质科学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东北地区区

域地质研究中心”.
在全国贵金属研究方面，承担完成了国家黄金局

和地矿部的一系列重要的攻关课题. 取得了从具体矿

床的找矿研究，片区性矿产资源评价到组织实施全国

性金、银等贵金属成矿规律研究等一系列成果. 沈阳地

质研究所组织协调全国有关单位开展了有关贵金属的

系统研究，初步编制了中国金矿分布图，并建成了中国

金矿数据库. 在金矿的典型矿床研究方面，率先在我国

辽西等地发现并引进冰长石-绢云母类型的浅成低温

热液矿床的概念，并将其拓展和应用于指导对西天山

成矿带阿希金矿的找矿研究工作中. 在金矿的区域成

矿规律研究方面，突出了含矿建造的研究深度；针对滇

西金坝、广东云开大山、小秦岭、胶东招远、冀东北-辽

西、辽宁五龙和黑龙江等成矿区（带），开展了系统的金

矿成矿规律研究，出版了《中国金矿主要类型区域成矿

条件》和《中国东部金矿床》等一系列专著. 沈阳地质矿

产研究所在我国金矿地质找矿工作中发挥了核心骨干

作用，1996 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批准，成立了“中国

地质科学院贵金属研究中心”.
根据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成果数据库资料记载，

1962～1999 年期间，先后承担完成各类科研工作报告

290 余份，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达 803 篇之多，专著 58 部. 先后获国家、省、部级各种

奖励 97 项.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两次被全国黄金地质

工作会议授予" 全国黄金地质科研找矿先进单位"称

号；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参加新疆 305 项目工作的阿

希金矿成矿规律研究项目组，受到了财政部、国家科委

和国家计委的联合表彰. 37 年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以后，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积极组织开展了国际科技

合作，先后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日本和蒙古等国家的地学研究和调查机构开展

了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在不

断提高基础地质和贵金属研究水平的同时，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熟悉东北及邻区区域地质问题的专家、学者

及学科带头人.
3.3.2 地勘科技体制改革时期研究所概况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大体经过 3 个发展过

程：1）舆论动员，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和理论

准备；2）试点改革，开展自下而上的有关科技体制改革

的命题讨论，同时进行小范围的科研院所改革试点；3）
统筹规划，进行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操作.

1978～1998 年，拨乱反正后，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口号

和战略目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也是指导制定科技体制改革

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经过近 10 年的科研体制改革试

点，以及基层地勘单位在改革中的不断探索，地勘单

位、研究机构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改革中，取得了

不少经验和教训，为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98 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动作最大的一年. 在

这一年里，国家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调整和减

员，对政府部门及其职能和职责进行了新的调整. 原冶

金、有色、建材、煤炭等 8 个工业部门降格为国家经贸

委管理下的国家局，国家决定各工业部门所属的地勘

队伍一律属地化. 国家经贸委所属 10 个国家局的 242
个研究所明确在 1999 年 6 月前改企、并企或建成社会

中介机构. 尽管改革涉及到一大批单位和人员的切身

利益，但国家促进科技与经济接轨的决心和决策不容

改变，这也是尽快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地矿系统来说，撤消了地质矿产部. 由原地质矿

产部、国家土地局合并组成国土资源部，并将原国家海

洋局与国家测绘局划归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局. 这

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变革. 应当说改革使结构关系和

体制关系更顺了，改革促进了科技体制不断与经济社

会发展之间的相结合，科技工作实现了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
国务院机构改革不但直接涉及直属事业单位的

撤、留和合并问题，而且，对我国地质科技事业的长期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改革是国家经济社会和地质

事业发展的必然，改革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国家建设和

地质事业的兴衰，也涉及到集体和个人等方方面面的

利益. 在这种处境艰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大区地质

研究所作为一个具体的科研事业单位来说，等与靠无

济于事，有为才能有位.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的领导和

广大科技人员团结奋斗，积极主动参与改革和争取新

的定位，为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

［1999］37 号）下发了《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

案》，原地矿部分布在各省的地勘队伍在 1999 年 7 月

底以前全部完成了“属地化”. 地勘科技体制改革的工

作迫在眉睫.
历史的经验证明，改革原本属于探索，它永远属于

理论指导下的摸着石头过河. 大区地质矿产研究所的

老领导们，正是站在国家和事业的基点上审时度势，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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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准确、详尽，并得当地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的有关

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陈述国家和事业发展的长远利

益对大区基础性、公益性地质矿产工作的需求；陈述地

质科学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大区研究所建所的目的、成
果；陈述撤消大区地质研究所的历史教训；陈述大区地

质矿产研究所经过近 37 年的发展，在人才、技术、资料

和知识方面的丰富积累和国家经济建设对地质科技工

作的需求. 他们同时认识到，大区所目前在许多方面存

在困难与问题，其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

形势发展的需要，影响地质事业的发展和大区所的定

位. 但大区所 37 年的奋斗、积累，毕竟与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对地质科技支撑的需求相吻合. 将这支科技队伍

定位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国家社会进步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
老领导们的陈述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和领导们的

理解，也得到了一些老院士和老专家的支持. 原地矿部

总工程师、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地质调查

局局长的陈毓川院士多次向部长和部党组提出保留大

区研究所和区调队伍的改革意见. 90 岁高龄的程裕琪

院士（原地质部总工程师）从新中国地质工作发展见证

人的角度，以国家、事业为重，多次向部长和党组提出

类似的建议.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亲耳听到任纪舜院

士在大会堂宾馆会议室的百人大会上作了声泪俱下的

发言，为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建议保留精干的科技队伍

和承担完成基础性地质工作的区调队，建议尽快组建

地质队伍的“野战军”.
研究所一方面积极组织对建所以来的科技工作及

成果进行总结，为研究所新定位和专业方向的调整做

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做好现有科研工作的同时，

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工作氛围，把广大科技人员

团结在一起. 在短期内，动员老、中、青科技人员召开了

多次科技论证座谈会、讨论会，对东北地区的重大基础

地质和矿产地质问题进行回顾和讨论，号召大家转变

思想观念，积极进行知识更新，及早进行资料收集和技

术准备.
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老一代地质前辈们的支持

下，大区所在地勘科技体制改革中抓住了机遇，较圆满

地实现了大区所的定位，为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4 中国地质调查局区域性地质调查机构的创建

（1999～2011 年）

3.4.1 从研究机构向区域地质调查机构的转变

1999 年 7 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地质调查与

地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通知》（181 号文），将沈阳地

质矿产研究所整体划归中国地质调查局，逐步改组为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区地调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明确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的职能任务

主要是：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承担

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

矿产勘查任务及相关综合研究工作；承担东北地区地

质调查成果资料的接收、保管和服务；受中国地质调查

局委托，承担有关东北地区的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工作.
新的职能定位标志着，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并入中国

地质调查局后，将从一个综合性的地学研究机构向区

域性地质调查机构转变，从人员思想、队伍结构、业务

工作基础和人员素质，以及承担完成的工作任务性质

方面的差异来看，大区性地质调查队伍的创建将是一

次脱胎换骨的演变. 对于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 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和大区中

心的职能定位来说，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是时代赋

予国家地质工作的使命.
2000 年 4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2000［32］号）《关

于东北地区项目管理办公室组建方案的批复》，同意大

区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设技术管理处和经济管理处. 本

着大区项目办“边组建、边工作”的原则，在地调局的组

织下，东北地区项目办正式启动 2000 年大区项目设计

审查、地调项目合同管理、野外检查和成果验收工作.
2000 年 9 月 15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2000［133］

号）《关于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改组方案的批复》，原则

同意上报方案. 方案中，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的二级业

务机构设大区项目办和地调部，地调部下设区域地质

调查研究室、矿产资源评价研究室、地质环境调查研究

室、工程技术室、岩矿测试室和综合信息室. 明确大区

项目办为地调局派出机构.
2000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地调发

［177］号文）转发中央编制办公室［2000］76 号文批准，

国土资源部决定将原地质矿产部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更名为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2001 年 5 月 11 日，地调

局（2001［86］号文）决定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大陆边缘

研究中心. 2002 年，地调局决定大区项目办划归大区

研究所管理. 2003 年 9 月，沈阳所组建勘查技术方法

研究室.
2003 年 10 月 8 日，为促进科技支撑，中国地质调

查局结合全国情况和工作需要，下发（中地调发 2003
［143］号）《关于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沈阳、南京、
宜昌、成都、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决定》. 2003～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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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大陆边缘研究中心开展了

有关东北地区中生代地质构造演化的研究工作，研究

内容包括：东北地区中生代构造格架与演化特征，东

北地区中生代盆山体系形成与演化特征，及东北地区

中生代火成岩组合、热事件年代格架 3 个方面的研

究，较全面地针对东北地区中生代地质进行了一次系

统研究.
2006 年 11 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

编办复字［2006］131 号）《关于国土资源部所属部分事

业单位机构调整的批复》，同意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划

转中国地质调查局管理，更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

地质调查中心，加挂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牌子.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地质矿产勘查基金东北

项目监理部在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成立，负责承担和完

成中央地质矿产勘查基金在东北地区项目的监理工

作. 监理部创建 3 年，完成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

心的委托监理工作任务，摸索和积累了经验，为规范大

区矿产勘查项目监理工作建立了一定的工作积累.
3.4.2 业务工作体系建设和主要工作内容特点

区域性地质调查机构的业务建设与研究机构不

同，它的工作属性要求地质调查数据必须科学、标准、
翔实和准确，其技术工作必然以质量为核心.

自 2000～2008 年期间，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促进东北地区的地质工作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结合，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沈阳地调中心

在基础地质工作部署、工作项目安排和计划项目设计

中，率先突出了对东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宏观需求分

析. 认识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宏观目标. 其间，为了开拓

东北经济区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工作，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先后从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

江省（区）抽调技术骨干，组建了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

研究室，承担完成了松辽平原西部缺水地区地下水资

源调查评价、松嫩平原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调查评级、
辽宁省海岸带区域地壳稳定性调查评价、东北地区地

下水污染调查、东北地区地方病高发区改水示范等项

目，构建了东北地区水文地质数据库、松嫩平原地下水

资源及环境评价数据库和东北地区矿山地质环境信息

数据库. 这些面向宏观目标和服务对象的水环专业工

作平台，必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结合东北特殊景观区的现状，针对森

林、沼泽、草原、沙地和耕地等浅覆盖地区找矿工作的

需要，从黑龙江和辽宁省抽调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遥

感地质等学科的技术骨干，组建了勘查技术方法研究

室. 将在东北特殊景观区和深部找矿方面进行研究，不

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与东北地区自然情况相适宜

的勘查技术工作特色.
根据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宏观目标和东北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我们结合辽吉东部成矿富集区、大
兴安岭成矿富集区、东北周边国家和地区成矿规律研

究工作需求，提出了“两区一边”矿产勘查战略；结合东

北中部城市经济带对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评价工作的

需求，东北平原东部水源基地和矿山环境保护、东北平

原西部土地沙化和生态脆弱区对水文地质工作的需

求，提出“一带两厢”的水环工作战略；结合“资源与环

境并举”、“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基本国策，实行矿产

评价与水环工作并举，基础支撑应用和不断提高调查

研究程度的基础调查工作战略.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辽西、辽北等地区开展

了 1∶5 万、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生态地质调查试点

工作，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 我们通过承担科技部

基础司的基础项目工作，完成了辽西土城子-义县陆

相地层学研究报告；构建了东北地区 1∶150 万地质和

矿产图数据更新系统. 通过松嫩平原地下水资源及其

环境调查评价工作，构建了东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及其

环境数据库和松嫩盆地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评价系

统. 并在东北地区 1∶150 万地质矿产图数据更新系统

的基础上，通过承担完成东北亚国际合作项目工作，与

俄罗斯、朝鲜、蒙古等国家地学调查研究机构合作，开

展中-俄、中-朝和中-蒙等毗邻地区编图研究，构建了

东北亚层面的地质矿产图数据更新系统. 沈阳地质调

查中心正在通过承担和组织完成东北地区矿产资源评

价项目工作，构建东北地区和东北重要成矿富集区重

要矿产资源评价平台（数据更新系统）. 目前，这些构建

的技术业务工作平台（数据更新系统），在组织实施东

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和支撑大区中心的精兵现代化队

伍建设，在实践“地质找矿战略”和提供技术支撑，以及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编图等交流工作中，正在发挥重要

作用.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在实验室质量认证的基础上，

挂国土资源部东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牌子. 沈阳

地质调查中心构建了“质量体系”；完成了对建所 45 年

的政务和技术档案建档和清理，达到辽宁省 A 级档案

管理单位标准. 这一时期，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沈阳

地质调查中心与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院校合作进行

人才培养，在职科技人员中先后有 18 人获得博士学

位，大都成为了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的核心骨干力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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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得到了重大发展.
1999 年以来，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东北三省及

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勘队伍，承担完成了一大批地质调

查工作任务. 在完成大兴安岭空白区的中比例尺区域

地质调查的同时，重点组织实施了东北重要成矿区带

的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区域矿产远景调查、1∶25 万

区域地质图修测、1∶20 万区域地球化学、区域重力、磁
法勘查和遥感地质调查，重要成矿区带的矿产勘查和

区域成矿规律研究，以及地下水资源及环境调查评价

项目等方面的大区地质工作. 在承担和完成国家在东

北地区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资源勘

查方面，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
3.5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的快速发展

2009～2011 年期间，是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承担地

质调查工作任务量增加最显著的时期，由于业务工作

量的增加和业务工作范围的拓展，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对业务工作系统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新的调整. 业务工

作机构改设基础一室 （承担完成基础综合研究任务）、
二室（承担油气调查研究任务）；矿产一室（以承担综合

研究工作任务为主，兼顾东北亚研究矿产工作）、二室

（以承担完成矿产调查工作为主）、三室（以承担境外勘

查任务为主，同时承担境内的矿产调查评价）；水文地

质及环境地质室、勘查技术室、综合研究室（以计算机

制图室为基础改建）、资料信息室（资料、图书、档案）、
装备与网络室；大区项目办和总工办两个技术业务管

理机构；实验测试中心（挂国土资源部东北矿产资源监

督检测中心牌子，包括实验室和辽宁省宝玉石检测

站）.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与吉林大学建立了人才培养与

合作关系.
2010 年，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实现了地质工作经济

总量翻一番的目标. 2011 年，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抓质

量和经费执行力度，结合实际地提出确保高质量快速

发展的目标和措施. 我相信，在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领导

班子正确领导及全体职工团结不懈的努力下，上述目

标一定会实现.

4 对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业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展望

和建议

为了实现建成国际一流地质调查局的目标，确保

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参与地质找矿工作和为实践国家

“找矿战略”的整装勘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做好中央

地质勘查基金监理工作；并能高质量地承担和完成国

家公益性和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任务. 沈阳地质调查

中心必须资源与环境并举，加快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大区中心的学科建设必须建立在东北亚和东北地区地

质特点的基础上，必须结合实践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进行确定和建设. 坚持走项目带动

业务学科建设和技术积累，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和装备

建设之路.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目标和对资源环境的具

体需求总是不断变化的，但我们坚持提高东北地区基

础性和公益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程度，按照更加主动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工作方针应当坚持. 在实践大区地质工作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与服务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自身

的业务基础建设和队伍建设，要在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和工作能力的同时，站在宏观目标的角度，有层次和分

重点地结合大区地质工作任务来推进和把握长远的业

务学科建设.
当前，大区地质调查中心的职能任务正在逐步回

归国家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工作范畴，今后的职能工

作必然突出国家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的属

性，突出国家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为实现找

矿突破的战略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拓展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基础性地质数据的服务方面. 沈阳地质调查中

心还承担着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

查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肩负着对“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的技术支撑工作和中央地质矿产勘查基金项目

监理的任务. 这就需要我们围绕实现国家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围绕保障大区中心定位和履行

职能任务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转变观念和掌握先进的

工作方式方法，坚定不移地推动业务基础建设、人员素

质和队伍能力建设.
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将实践国家地质工作与满足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结合起来，将国家目标和

区域重大需求转化为基础性和公益性地质学科问题开

展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有关技术要求

开展工作，确保地质调查数据的科学、标准、翔实和准

确. 在高质量、高水准承担和完成国家地质调查工作的

过程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使我们早日成为国家地

质调查工作的核心骨干队伍，成为国际一流的地质调

查机构.
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开展东北地区层面和东北

主要成矿富集区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深化包括

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典型矿床和预测工作区的成矿规

律、成矿模式、找矿模型和矿产预测等方面的工作.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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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东北重要流域和重要经济区的地下水资源与环境调

查评价、地下水水库与调蓄、地下水污染修复和北方地

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等方面的工作. 不断提高大区地

质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对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技术支撑能力和承担完成中央

地质矿产勘查基金项目监理工作的能力.
对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50 年沿革和技术业务工作

系统演变的总结，重点是对历史的回顾，并力图在回顾

中深刻思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后工作有什么借鉴

和启迪. 笔者认为，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50 年业务工

作体系演变和发展历程中遇到的时段性困难，的确反

映出难以跨越的时代和历史因素影响. 但对同一历史

条件下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的横纵对比，我们也不难看

出，脱离实践国家战略和不能够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区基础性地质调查研究程度低和

基础地质资料数据匮乏，技术业务积累薄弱、人才队伍

和技术装备建设上的落后，才是我们难以应对时代发

展的机遇与挑战，在社会变革中地质队伍发展举步艰

难的根本原因. 可以设想，如果在改革之初，我们就具

有东北地区详尽的基础地质、矿产资源和地下水环境

等方面的资料数据；如果我们早已建设了一支精干、训
练有素和能打硬仗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大区研究所

还会这样艰难吗？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说，在大区研究

所 50 年历史沿革和技术业务工作体系演变的历史中，

缺少技术业务积累和人才队伍建设机遇和条件.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演变的轨迹有时又会极其

相似. 发达国家公益性和基础性地质工作的发展进程，

可以给我们提供社会发展需求演变的借鉴. 历史不可

能告诉我们今后怎么做，但历史却可以提示我们什么

该做和什么不能做. 大区地质调查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未雨绸缪. 通过大区性地质研究机构向地质调查

机构的 12 年艰苦转变，如今的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对

东北地区基础地质调查（基础地质、矿产地质和地下水

资源） 资料数据的积累与以往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

语. 但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50 年沿革和技术业务工作

系统演变的经验和教训提示我们，大区中心的长远建

设必须站在实践国家战略，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需求的保障程度和大区中心职能定位相结合的

层面；我们要重视大区基础性地质（包括资源与环境、
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数据资料的技术积累；在严明的

规章制度下，利用一切机遇来推进大区（东北亚、东北

地区、重点成矿区和经济区）基础性地质、矿产、水环境

资料数据储备工作的深入；要重视大区中心现代化的

业务工作体系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在改革还没到位，在大区中心尚存相当多困难的

时候，我们更要精诚团结，只有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

事，才会按照实现世界一流地调局和精兵现代化的目

标推进大区中心的建设，从容面对历史机遇和社会需

求不断变革的挑战；保障我们在实践国家地质工作，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大区中心高质量、快
速发展，职工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

作者以此文表达对在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和沈阳

地质调查中心创建和技术业务工作发展中，做出点滴

有益贡献的前辈们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也借此文对

历史的回顾，告知后来者，坚持地质工作为实践国家目

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服务，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区

地质调查机构任重道远，尚需同志们做长期艰苦不懈

的努力.

本文旨在重点对研究所 50 年的机构沿革和业务

工作体系的演变进行概要回顾，尽管查阅了有关档案、
存档研究报告和发表的论文成果等数据库资料，但仍

难免有所遗漏；未提及的工作成果，并不表示那部分工

作没有为沈阳所的业务建设做出贡献；敬请见谅. 并对

此文撰写期间，单海平所长给予的支持，李之彤、张立

君、杨芳林、庞庆邦等老先生的有益回忆，以及陈婷玉

女士协助查阅历史档案表示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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