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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球深部探测中心成立 

SinoProbe Center Affiliated to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Established 

 
2015 年 6 月 29 日,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确立了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三大职能、四大目标、五大任务、五个研究室”

的基本架构。一个机构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非法人机构。机构的成立, 为中国地质

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展“深部探测”事业提供组织保障。两个牌子: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深部探测

中心、中国地球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 分别定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深部地质调查的业务支撑单位和中

国地质科学院深部地球科学研究基地。三大职能分别是: 开展深部探测技术, 创新地球科学理论; 开展深部

地质调查, 拓展能源、资源和国土资源利用空间; 搭建深部探测平台, 培养人才, 促进国际交流。四大目标

即, 率先实现“六个一流”; 为深部能源、资源重大突破提供强有力支撑; 争取 2020 年建成国家地球深部

探测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地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示范区。五大任务即: 深部地质调查与深

部过程理论创新; 深部矿产资源、能源富集区“透明”探测; 实施科学钻探, 开展地下科学实验; 开展深部

过程与地球动力学模拟; 搭建我国“入地”计划平台。五个研究室分别为: 探测与能源研究室; 金属矿产资

源探测研究室; 科学深钻与地下实验研究室; 深部地质与地壳演化研究室; 探测数据中心与综合研究室。 
确定地球深部探测中心运行机制为: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指导下,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直接管理、相对独

立运行。中心实行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项目统一部署, 人员集中办公, 实行“开放、流动、竞

争、合作”的运行机制。大会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日祥为学

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董树文任名誉主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任主任。 
会上, 地球深部探测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中外委员代表相继做了报告。 
国内外从事地球科学和深部探测研究的相关机构、研究计划和科学家发来了贺信、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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