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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蒙哈韩五国编图十年结硕果:                  
世界首套 1:250 万北—中—东亚及邻区地质图系问世 

 

2012 年 11 月 25—27 日, 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项目第 10 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世界首套 1:250 万    
北—中—东亚及邻区地质图系已经全部编制完成。 

2002年, 根据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和韩国五国地质调查机构签署的协议, 五国编图合作项
目正式启动。项目旨在建立中亚地区现代数字地质基础, 以更好地了解亚洲大陆的地质结构与大地构造, 评
估五国跨边境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矿产资源潜力。十年来, 五国科学家密切合作, 首先完成“1:250 万亚洲中
部及邻区地质图系”, 在此基础上, 又在亚洲大陆 4500万平方公里面积内, 对 33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
了系统地综合集成研究, 最终编制完成了世界首套“1:250万北—中—东亚及邻区地质图系”。 

这套图系包括地理图、地质图、构造图、非能源矿产成矿规律图与能源矿产规律图, 并标定出新的矿产
资源潜力区, 对项目参与国地质图件进行了极大的细化与补充, 为亚洲大陆基础地质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 全面提升了北—中—东亚地区地质矿产研究程度; 特别是解决了我国跨国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多个重大
地质问题, 为今后研究中国及周边地质矿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通过合作编图获得了境外 4国大量的矿产资料
信息, 包括: 非能源矿产(固体矿产)4000 多个矿床资料、600 多个油气田资料和 500 多个煤田资料, 为我国
“走出去”开发矿业提供了极重要的业务支撑; 系统评估了五国跨国境地区的资源潜力、地质与环境安全, 
首次提出了我国北方从阿尔泰、东准噶尔开始沿中蒙国界线的中国境内, 直至松辽盆地西缘、包括整个大兴
安岭, 是一条巨型成矿带, 其资源远景完全可与西藏冈底斯成矿带相比。 

五国的成功合作开辟了多边合作的典范。五国十年合作实践表明, 地质没有国界, 相邻各国的地质构造
和成矿带彼此相连, 只有各国密切合作才能解决重大的地质矿产问题, 尤其是通过洲际性乃至全球性的综
合集成研究和系列编图工作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地球, 从而树立全球地质观, 树立保护
地球、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定信念。 

五国科学家通过实践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多边合作模式, 即“统一部署、分工执行、资料共用、资金共
助、成果共享”, 这一平等、共享、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五国成功合作的宝贵经验, 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国土资源部将继续全力支持五国区域性综合集成研究与系列编图工作, 尤其要把浅层研究与深部研
究密切结合起来, 为各参加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继续提高世界地球科学水平做出新的贡献对五国下一
阶段的合作, 与会专家建议进一步开展以下研究: 研究亚洲大陆岩石圈构造, 继续进行该地区的三维地质
图编制工作; 鉴于西藏与贝加尔湖对认识中亚地区中生代动力演化及预测该地区地震活动至关重要, 建议
联合开展青藏高原与贝加尔裂谷新生代构造演化对比研究; 大火成岩省对比研究也是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
一,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制创新型地质图件、三维模型与深部断面, 并依据科学方法, 评估亚洲中、北、东
部大陆、大陆架、海洋地区矿产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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