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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当前国家重大战略。合理规划与部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发挥地质调查工作重要

支撑作用，对促进经济建设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简介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况及重大意义，概述经济带地质矿产与资源概

况，分析经济带建设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并提出了经济带全区基础性地质图件统一编制、促进经济发展的能源与重要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服务城镇化建设的环境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保障用水安全的水文地质调查与成果服务、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的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预警、服务特色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支撑境外战略的优势能源与矿产资

源潜力合作调查评价等 7大重点工作内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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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round the Silk-road Economic Belt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ing func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at can help to

develop economic construction, needs to plan and deploy geology survey, even the basic part. The paper intro-

duced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briefly, summarized the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 ana-

lyzed the demand of geological survey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put forward 7 key recommen-

dations to carry out later, which are the unified basic geological mapping of all the Belt, the survey and evaluation

on energy and important mineral resources for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ge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geological survey to serving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hydrogeology survey for water safety, the geological

hazard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ge-

ology survey focus of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ervice, and the important energy and mineral re-

sources potential survey and assessment by cooperation for the overseas resource strategic supporting, as the im-

portant references for geology survey, also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lk-road Economic Belt; geological survey;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收稿日期：2015-03-06；修回日期：2015-05-15.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重点成矿区带矿产勘查跟踪与集成研究（1212011085534）”、“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
项成果集成与地质调查工作部署综合研究（1212011220843）”、“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1212010813043）”等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陕 亮（1984—），男，博士研究生，工程师。现主要从事全国地质调查规划与部署研究,E-mail：shanlianggongzuo@126.com.

第 31卷第 2期
2015年 6月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South China

Vol.31, No.2，194-198
Jun.，2015



第 31卷 第 2期

2013年 9月 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

斯坦时应邀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首次提出

“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引

起国际社会积极评价[2]。2014年 3月 5日，李克强

总理在《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紧规划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3]。因此，该战略构想已成为

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

目前，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已开展战略研究[4-8]、

物流发展 [9]、能源合作 [10]、旅游发展 [11]、文化交流 [12]、

金融合作甚至会计准则制度 [13]等多方面研究。然

而，尽管该地区具有“能源资源丰富，与我国可形成

较好互补”的基本现状，但在地质工作领域的相关

研究工作还鲜有报道。由于地质调查工作对经济建

设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基础性，因此，开展丝绸之路

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规划与部署研究，对谋划能源

与重要矿产资源、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地学领域

大合作等，乃至服务经济发展与支撑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都具有显著而重要的意义。

1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况及重大意义
约公元前 115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

东起长安（今西安）、横贯东西、连接欧亚、西达罗马

的“古丝绸之路”，形成了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

料等的贸易通道，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

个大致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合

作发展区域。它自陕西西安出发，西经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等省，向西出境后跨越帕米尔高原，经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

家到达地中海东岸罗马，全长 7000多公里。其中，

我国境内涉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五省

（区），绵延长达 4000多公里[14-15]。

目前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为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以及新疆、青海、甘肃、

陕西、宁夏等我国西北五省（区）。该核心区东边为

繁荣的东亚经济圈，西边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自

身却发展缓慢，与两头相比 GDP呈现“两边高、中

间低”的明显低洼 [14-16]。此外，该地区总人口多达近

30 亿，造成贸易投资、市场规模、合作潜力在全世

界独一无二，也是世界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

济大走廊。另外，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

地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明显集聚，因此被称为 21世

纪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具有重要价值和显著意

义。

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意义之一

就在于通过这条“经济发展大动脉”，可以深化区域

合作，形成带状跨国经济合作区，服务区域经济乃

至世界经济发展，造福沿途中亚五国 -中国西北五

省（区）人民，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地

位，而且还巧妙避开了东部紧张局势地区，另辟蹊

径找寻到一条新发展方向，使西北内陆变成开放对

外新前沿[14-16]。

2丝绸之路经济带地质矿产与资源现状

2.1境内西北五省（区）
境内西北五省（区）地域广袤，总面积约 310万

km2，但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交通不便。根据已掌握

的资料，总体看来，已完成地质调查工作种类以各

类区域性中小比例尺基础性调查为主，地质调查工

作程度相对薄弱，如截止 2013年底，1∶20万区域

地质调查基本完成；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约

48%；1∶20 万～1∶25 万区域重力调查完成约

55%；1∶20万航磁测量完成约 26%；1∶20万区域

化探完成约 59%；而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约

37%；1∶5万矿产远景调查完成约 15%；1∶5万航

磁测量完成约 30%。

在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方面，已发现

有准噶尔、塔里木、柴达木、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等

大、中、小盆地群，阿尔泰、天山、昆仑 -阿尔金、秦

岭、东昆仑、北山 -祁连等成矿区带。国家已设置新

疆西昆仑塔什库尔干、卡特巴阿苏等 25个国家级

整装勘查区以及卡拉麦里等一批重要找矿远景区。

已发现塔里木、克拉玛依、长庆、青海、吐哈、玉门等

油田，准东、吐哈、伊犁、库拜、沙尔湖、鄯善、大南

湖、木里等煤矿，阳山、卡特巴阿苏、阿希、沟里、枣

子沟、南金山、大桥、滩间山等金矿，阿吾拉勒、塔什

库尔干、镜铁山、蒙库等铁矿，土屋、延东、白银厂、

阿舍勒、哈腊苏、纳日贡玛等铜矿，夏日哈木、坡北、

喀拉通克等镍矿，厂坝、马元、花牛山、彩霞山等铅

锌矿，白干湖、小柳沟等钨锡矿，可可托海、国宝山

等三稀元素矿产，以及察尔汗、罗布泊、艾丁湖、赛

里木等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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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北地区还形成了关

中、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北疆、南疆等多个初具规

模的重要城市群。此外，西北地区水资源普遍缺乏，

大部分地区为荒漠 -戈壁滩环境，地表水及地下水

较为缺乏，植被较少，大部分地区为荆棘覆盖。由于

自然环境恶劣，地质灾害易发常见，特别是秦岭、祁

连山、天山、昆仑山等山势陡峭、地形切割复杂地

区。

2.2境外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能源及重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石

油、天然气、铀、铜、金、钨等多种重要资源储量巨

大。如哈萨克斯坦钨储量世界第一，铀矿世界第二，

铬世界第二，铜、铅锌、钼、磷亚洲第一，钾盐中亚第

一；吉尔吉斯斯坦锑储量世界前列，锡、汞独联体前

列；塔吉克斯坦有色金属、银、稀有金属蕴藏量大；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石油、天然气已发展为国民经

济支柱产业；土库曼斯坦的石油远景储量达 208亿

吨，天然气远景储量 24.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前

列；铀、钾盐储量则仅次于哈萨克斯坦[17]。

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近况

3.1已有基础
中亚五国已搭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平台，

运作卓有成效。另外，国土资源部已经在此平台下

搭建了地学领域的合作研究中心，目前挂靠在中国

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且已经开展了相关

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

能源管道合作建设方面，中哈石油管道已累计

向中国输送原油 5000多万吨；中国 -中亚天然气

管道 2013年已累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600多亿立

方米。铁路公路交通方面，上世纪 90年代初，东起

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铁路已全

线贯通；2012年，自重庆经西安 -兰州 -乌鲁木齐

-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德国 -比利时的渝新欧铁路开始运营。在

经济贸易往来方面，目前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最主

要贸易伙伴，是哈、乌、吉、塔第 2大贸易伙伴。中国

直接投资，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第 1，塔

吉克斯坦第 2大直接投资来源国。

3.2近期进展
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导响应强

烈，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的总统、

总理、外长、经济部长、大使等重要官员纷纷发表重

要回应。我国政府也积极推动落实，特别是 2014年

7月 5日，张高丽副总理在西北五省（区）调研时，

专门强调要不断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此外，

我国已先后建立喀什经济特区，设立霍尔果斯市等

行政单元。特别是近期，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商务

部、外交部、交通部、文化部、国土资源部等积极推

动，在各自领域开展相关规划和部署工作。西北五

省（区）人民政府也纷纷明确各自定位，如陕西定位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宁夏定位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甘肃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黄金段”，青海定位为“丝绸之路交通经济带”，新疆

则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商贸、金融、科教、

医疗等 5大核心区。

3.3地质工作现状
目前，整体上中亚五国的基础地质调查程度较

高，矿产资源丰富，找矿潜力大；由于人口相对较

少，土地资源丰富；然而，水资源普遍缺乏，战略性

新兴产业矿产调查不足，不少探明矿床未开发。此

外，由于经济建设正处于发展中阶段，发展资源经

济需求迫切，实际上资源经济比重大。经初步对比

分析，发现中亚五国较富集优势矿种主要集中在石

油、天然气，铀矿、钾盐、铜矿、金矿等矿种，而这些

恰恰是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建设紧缺的大宗矿产资

源，对我国具有重要价值，两者构成了良好的资源

互补。但目前中亚五国却不同程度存在地质人才缺

乏。另外，中亚五国在地质工作方面与中方合作已

有多年经历，且在地质工作方面合作的成效也十分

明显。

4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地质调查工作需
求分析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

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总体工作思

路，并提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

通、民心相通”等举措。具体到地质调查工作方面需

求，笔者认为，一方面是要摸清全区地质概况，服务

整体工作部署，另一方面要开展相应的能源与重要

矿产资源基础，摸清资源家底；要增强西部地区能

源、资源保障能力，需要加快部署油气、煤炭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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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铁、铜、金等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要

前瞻性开展可能部署的系列服务经济建设的工作，

如一批类似于欧亚大陆桥的跨境石油管道、天然气

管道、跨境泛亚新铁路、泛亚新高速公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这需要加快部署重要区域性基础地质调

查，为服务物流往来、货物吞吐等交通类设施的建

设提供技术支撑；要缓解水资源紧张趋势，摸清水

规律，监测预警地质灾害发生，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与“城市 +绿洲”城镇化工作，需要加快部署水工环

地质工作，特别是缺水地区、重点盆地、重大工程

区、重要交通要道、优质土地等水工环地质调查等。

此外，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全新领域，涉及

到境内、境外两个部分，还存在相应的紧迫性、重要

性、特殊性，需要在国家层面开展相应的协调和统

筹工作，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丝绸之路经济

带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确保顺利开展。

5丝绸之路经济带地质调查重点工作
建议

5.1基础性地质图件统一编制
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全范围，重点围绕中亚五

国等沿线国家，调查对接地质概况，开展跨区域大

地构造演化、重要成矿类型与成矿规律对比，特别

是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遥感地质调查与解

译等工作，进一步收集资料，统一标准；借助地理信

息平台，开展经济带范围区域性地质图件编制研

究，形成统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地质图、区域

遥感影像图、区域水文地质图等系列图件；开展地

球化学编图与资源潜力评价预测，圈定找矿有利地

段，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成矿区带成矿地质背景认

识。

5.2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重点围绕阿尔泰、天山、昆仑 -阿尔金、秦岭、

北山 -祁连等重点成矿带，准噶尔、塔里木、柴达

木、银额盆地及其邻区等重点盆地，开展服务矿产

资源调查评价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区域地球物

理、区域地球化学、遥感地质调查，圈定找矿异常，

发现找矿线索和找矿靶区。规划开展矿产地质调查

与重要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以及重要矿区深部与外

围找矿。开展非常规清洁能源调查评价与勘查示

范、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矿产资源找矿。开展石油

地质调查、地球物理调查、土壤油气化探、油气地质

调查井，以及针对关键地质问题的专题研究。开展

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页岩气、煤成气、油页岩等

重要能源资源的基础性地质调查，进一步查明西部

地区能源与矿产资源潜力，服务重要能源与矿产资

源新基地形成。

5.3环境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
围绕中国西北地区城镇化规划部署，结合已实

施的中哈阿拉山口铁路线、中哈霍尔果斯口岸铁路

线，和规划开展的中哈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铁路

新线、电力输送通道等重大交通要道的实施，开展

重要交通要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结合国家重

大工程规划建设，选择重大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按

照标准图幅开展以地质灾害为主的 1∶5万综合工

程地质调查及地质灾害调查工作，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和城镇化建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口密集

地区，开展 1∶5万城市地质调查工作，为西部地区

城镇化建设提供规划依据。

5.4水文地质调查与成果服务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国家或地区，以当代

新技术方法为依托，以国际标准地图分幅为调查单

元，合作开展能源资源基地、重要缺水区、重要绿

洲、重要农业区、地下水集中开采区及其他严重缺

水和劣质水区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勘查及地下水污

染调查评价，查明水文地质条件，总结区域水文地

质规律，提高水文地质研究程度和地下水调查与勘

查技术水平，开展重要地区地下水勘查及污染调查

评价，为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干旱地区找水等提

供服务。

5.5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预警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国家或地区，特别是

在中国阿勒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秦岭、祁

连山等山脉，以人口密集的中小流域为单元，选择

人口密集、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

监测预警，按国际标准图幅开展流域突发性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崩塌滑坡泥石流

调查。以图幅带专题的方式开展地质灾害理论、监

测预警、防治与应急响应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

范。选择重要地区开展治理示范，着力保障安全。

5.6重点地区生态农业地质调查
在甘肃瓜州、新疆吐鲁番、哈密、南疆等特色农

业集中区，开展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查清主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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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土地质量和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土地质量与生

态管护示范，开展土地生态地球化学监测预警；开

展污染严重地区土壤调控与修复示范研究。深化环

境、灾害等主要地质制约因素，为地方发展特色农

业提供基础信息。

5.7境外优势能源与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优选我国紧缺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锰矿、铜

矿、钾盐等矿种，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国家，以摸清境外

资源潜力、分布特征等为目的，开展境外矿产资源

潜力调查，制作一批区域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特征

图件，圈定一批找矿远景区、风险勘查区，为国内企

业走出去提供信息。

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齐亚彬、杨建锋、李仰春、冯艳芳等多位研究
员的鼓励与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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