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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对各种地质情况比较全面的
、

综合的反映
，
用图件和

文字把它表示出来
。

因此
，
区域地质是进行各项地质工作的基础

。

世界各国都以测地质图

比例尺的大小和面积的大小衡量一个国家的地质研究程度
。

我国进行现代地质工作到现在

恰好七十年
。
特别是在新巾国成立后的三十二年中

，
做了大量的区域地质 调 查 工 作

。

各

省
、

市
、

自治区都开展了各种比例尺的地质制图
。

百万分之一地质图
，
全国已接近全部完

成 ， 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已完成一半� 五万分之一地质图也已在开始
。

这些成果对我国的

矿产资源调查
、

地层古生物
、

矿物岩石
、

大地构造以及水文工程和地震地质等各方面的研

究
，
都提供了基本的科学依据

。

当然我也认识到还有更多的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
，
需要

进行
。

正是由于区域地质是各项地质工作的依据
，
所以它必须真实地

、

准确地反映地质情况
，

仔细观察
，
详尽记录

，
而不能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事实

。

当遇着一种现象
，
尚不能作出恰当

的解释时
，
主要记录实际情况

，
把问题都摆出来

，
供后人的深人调查研究

〔 、

����年我到甘

肃区测一队
，
看到一位同志的野外记录

，
他当时对甘南合作一带三叠纪地层中的外来岩块

还没有正确的理解
，
就暂时沿着外来岩体边缘都画作断层

，
而在记录中则明确的写道

，
这

些临时画的断层
，
看来都不是真正的断层

。

这样忠实的记录给后来的工作者以 探 索 的 启

示
。

我们就是根据这种线索
，
验证了对那一带混杂堆积的发现

。

当一个地质工作者到野外调查时
，
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

最好的是遇到 的 地 质 现

象
，
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
这样他的记录或报道

，
当然正确可靠

。

也可能有另外的情况
，

或者是对遇到的现象
，
不知注意些什么

，
记录些什么

，
或者对一种事物不认识

，
以至地质

现象出现在眼前
，
未予注意

，

视而不见
。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 “
感觉到了的东西

，
我 们 不

能立刻理解它
，
只有理解的东西

，
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 。

为了对事物的理解
，
只有加 强 学

习
，

提高认识能力
。

还有一种情况
，
对事物有一定的认识

，
但缺乏正确的理解

，
这也不能

反映实际情况
。

所以我们希望多批述事物的现象
，
而少作过早的理论性的结论

。

新的理论在不断地发展
，
对事物的认识

，
也要随之不断地有所变化

，
不能墨守成规

，

受旧框框的束缚
，
去解释新的问题

。

例如在五十年代以前
，
遇到超基性岩

，
常常不怀疑地

认为它是侵人岩体
。

对那些窄而长的露头常称之为
“
顺层侵人

”

或
“
沿深大断裂贯人

” 。

而从

今天对蛇绿岩的认识看来
，
则认为它有可能是古代的大洋壳

，
受到后来的构造侵位

，
出露

地表
。

超基性岩与围岩是断层接触关系
。

现在 《 中国区域地质 》 出版
，
这对我们的学习将起很大作用

。

它可以互通情报
，

报道

新的消息
，
介绍新的地质现象和知识

，
讨论专业问题

。

它不只促进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的发展
，
也必将对地质领域内各项有关学科的研究

，
作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