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的讨论
。

鉴于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
，
综合性较强

，
涉及到地质科学技术的各

个领域
。

代表们认为目前由于区域地质工作一定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
，
使第一性

资料收集远不能满足近代地质找矿发展的需要� 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还比较薄弱 � 引用岩

石学
、

古地磁等资料解决一定的区域地质问题的文章还很少或没有
� 缺少实验数据和摸拟

数据等
。

这些均有待今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

会议期间有些代表呼吁
�

要注意研究板内构造活动与岩浆活动的关系 ， 要重视对我国

印支运动的研究 ， 要对我国大
、

中
、

小型各类盆地中的典型者进行剖析
， 对我国大地构造

分期和各期构造特点
，
还要继续有针对性地补充收集第一性资料

� 恢复古火山面貌和恢复

变质岩原岩性质等区域地质专题性研究要加强
。

东北代表欢迎专家们去东北研究花岗岩
，

那里
，
仅黑龙江省花岗岩的分布面积就有��万平方公里

。

�维�

地质部火山岩区调工作方法经验交流会议

在漳州召开

一九�又一年九月七 日至十
�

四 日
，
地质部区测局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了

“ 火山岩区调工

作方法经验交流会议气 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四个省
、

市
、

自治区地质局
、

区调队
、

地 质 队

和科研部门等��个单位的代表
，
共一百零六人

。

大部分代表来自区调工作的第一线
。

会议就火山岩发育地区的区调工作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经验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

一致认

为
�
我国自七十年代初以来

，
不少省

、

区
，
特别是东部如福建

、

浙江
、

江西
、

安徽等省
，

在中
、

新生代陆相火山岩区开展一比二十万
、

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
，
逐步采用了

岩石一地层学的双重制图工作方法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地层

学方法
，
在对火山岩的岩石

、

岩相
、

时代和划分对比
，
以及火山作用

，

特别是恢复古火山

构造及寻找与火山岩有关矿产等方面
，
都有重要进展和新的发现

，
并为评价区 域 矿 产 远

景
、

开展成矿预测提供了更多的基础地质资料
。

火山岩区双重制图法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

肯定
，
建议今后进一步总结并加以推广

。
对安徽

、

浙江
、

辽宁等省把区域地质构造背景与

火山构造有机地结合
，
并运用物

、

化探
、

遥感
、

钻探等综合技术手段来研究火山构造的方

法值得提倡
。

会议还就海相和老变质火山岩的工作
，
以及对火山岩区区调成果

，

内容
、

要

求和图面表现形式的科学性
、

合理性交流了经验
，
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会议认为
�

我国各时代火山岩分布十分广泛
，
许多重要的矿产与火山岩有密切的成因

联系
，
因此加强火山岩区的地质调查

，
提高研究程度

，
以扩大找矿途径和效果

，
十分必要

。

目前
，
许多省区正在或即将开展较多的大

、

中比例尺山火岩区调土作
，
为此

， ’

建义区测局

尽快组织编制火山岩区区调工作技术方法要求
，
并认真研究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火

山岩区区调工作方法指南
，
以满足区调工作发展的需要

。

会议期间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李兆鼎同志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翁世韵同志作了

学术报告
。

会上展示了各省提交的各类展品 �包括图件
、

文字报告
、

航卫片及各种火山岩

���



标本�五百余件和国外火山岩区区调图件
。

代表们还到福建省平和县福里石和龙海县港尾

牛头山中
、

新生代火山机构等地进行了野外考察
。

�田玉莹�

四川盆地�
�

��万区调大面积多图幅联测圆满完成

�

由四川省地质局航空区域地质调查队和一�七地质队五个分队承担的四川盆地约十五

万平方公里的二十个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大面积多图幅联侧
，
经过不到四年时间的努

力
，
已于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
并提交最终验收

。

与此同时
，
由四川地质局航空区

域地质调查队
、

一�七队
、

省局科研所
、

省局遥感地质站及有关单位协作的 《 四川盆地陆

相中生代地层古生物 》 、 《 遥感技术在四川盆地区域地质调查中的应甩》 专题研究项 目 也

同时完成
，
一并提交评审

。

通过审查检收和评审认为
�

四川盆地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
针对测区地质

研究程度较高
，
地质矿产资料丰富

，
陆相中生代和第四纪地层发育

，
大部分地区航

、

卫片

地质解译程度良好等特点
，
在一比二十万叙永幅航空遥感试点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

，
充

分利用前人资料
，
系统地应用以航空象片解译为主

，
编

、

填
、

译相结合的填图方法
，
同时

开展二十个图幅的分
�

片联测工作
，
其成图时间和投资都比常规方法减少一半以上

，
效果是

显著的
。

所提交图件的精度和质量也是符合要求的
。

这样大面积的多图幅联测
，
在我国尚

属首次
，
试验是成功的

。

在工作过程中
，
与科研院校紧密配合

，
采用生物地层

、

岩石地层

及多种测试手段
，
加强陆相中生代及第四纪地层的研究

，
这种科研紧密结合生产的作法

，

也是成功的
。

通过四川盆地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
，
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地层系统

，
改变了以往中

生代红层划分对比的混乱现象
。

而且
，
对自流井群

、

城墙崖群
、

嘉定群进行了细分
，

并重

新建组 � 对成都平原第四纪地层作了系统划分
，
探讨了沉积物的成因类型及其沉积机理

�

首次发现了上沙溪庙组
、

窝头山组
、

三合组中的火山碎屑岩
，
为大区地层对比以及分析四

川盆地古构造环境提供了新线索
� 系统收集整理了前人大量资料

，
阐明了区域矿产特征和

分布规律
，
基本查明了测区地层的含矿性

，
发现了三个新的含矿层位和各种矿点

、

矿化点

一百多处
，
圈定重砂

、

分散流异常一百多处 ， 在构造方面
，
亦新发现了一些褶皱

、

断裂
、

裂隙等构造形迹 ， 同时摸索出了一套利用遥感资料进行大面积区调联测的经验
。

�
护

巴 华�

《��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图式图例》

即将公并发行

《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图式图例 》 是在地质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 《 ���万区域

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试行图式图例 》 经过试行的基础上
，

由部区侧局重新组织力量修改
，
最后

了君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