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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质调查的新任务
－－－关于地质－生态环境调查新概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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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成矿远景区划室�北京　100037）

提要：提出确定地质环境的自然状态�查明危及生态环境的各类因素�预测未来地质环境的变迁�营
造人类最佳生存环境和评价环境效益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概念。地质－生态环境调查除完
成传统的基础地质调查任务外�还必须评价生态环境�应用当代高精度、数字化、深层次的观察手段�
确保填图质量。将全国分为经济区的、营造地质环境的、基础地质调查的和海洋的4类填图区�并以
长江经济带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为例�列出填图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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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质调查是国家公益性的基础工作之一�其成果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
资源、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的防治和规划、其他非金属矿产资源（建筑材料、农业肥料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也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规划、矿产资源评价、矿物原材料基地的建设、交通和水利
设施的规划、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增值管理、地质灾害的预测和防治、大江大河的保护和治理等
宏观调控提供基础地学资料�属国家超前的基础性地质工作。

国土资源部成立之后�总结了近50年来基础地质调查取得的成绩［1］�按社会需求、地学自
身的发展和当代技术进步的现状�在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确定了在全国开展基础地质调
查�要求开展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海洋地质及其他
专业的综合填图�将基础地质调查成果的应用由原来的“单一型”转为“多功能型”�变“单纯找
矿型”为“社会服务型”�变“科学导向型”为“宏观调控经济决策导向型”�把视野拓宽到地质和
生态环境的各个领域�全方位面向社会需求。同时按基础地质自身专业发展方向将地质科学
研究和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紧密结合�创建赶超国际水平的地学新理论�推动地学科技进步。

以上的战略目标将全方位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国土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更充
分地发挥国土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2～3］�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为开展新一轮基础地质调查�顺利进行地质－生态环境评价�下面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　基础地质调查的新任务

基础地质调查系指区域地质、区域化探、区域水文地质、区域环境地质、区域海洋地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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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业的综合地质调查。其内容的拓展和延伸的变化体现在：
（1） 由服务于矿产勘查转变为资源勘查与环境保护并重［3］�在基础地质调查的基础上拓

宽到地质－生态环境的评价。
（2）从传统的区域地质调查为主转变成面向不同用户、运用多学科、先进技术手段的综合

调查和专项调查［4］�多方位面向社会需求。
（3）从陆地调查为主转变为陆、海、空同时展开。
（4）从单学科的基础地质调查研究转向对岩石、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在现代人、地作用环

境下出现的地球化学作用［5］、地球动力作用和其他现代地质作用的综合观察和研究�将基础
地质理论拓宽为地质－生态、为人类创造最佳生态环境的地球科学创新体系。

开展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要求是：
（1） 要从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冰冻地质学、地球化学和放射性地球化学等专

业的跨学科综合调查成果评价生态环境? �推断未来�达到营造人类生活的最佳活动环境的目
的。这是当代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起点。

（2）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确立的用户观念�在地质－生态环境调查工作中具体化为服
务对象。保持自然体系的动态平衡、保护和利用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等具体要求�大多与地质
－生态环境调查直接或间接有关。尤其是人类与地球表面物质和生物直接作用进行着广泛的
以化学元素为基础的物质交换。例如�地球表层土壤中化学元素的迁移转化�是生物营养的主
要来源�其种类和含量的高低由母岩中的矿物成分直接控制；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的废物又直
接影响土地表层、水系和地下水的成分�改变着原有的自然体系和人类的生活质量［6］。这一
变化将为地质－生态环境评价这个总目标提供新的地质依据。

（3） 高起点和高技术应用是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基本技术路线。高起点既不从零开
始�避免重复；高技术即既不抛弃原有的技术�又要采用当代高精度、数字化、深层次的观察手
段�满足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要求。目前可普遍应用通讯卫星（CS）、全球定位系统
（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地质三维分析可视化（VS）等高新技术�确保地质－生
态环境调查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4）以往地质调查习惯应用纸质出版物和交流物�尤其是以不同类别的纸质地质图提供的
服务方式即将过去�而网络与 INTERNET 必将成为地学信息交流与服务的主要手段。地质
－生态环境调查成果必然与数字国土项目中的地学基础信息系统相接轨�实现信息共享�它既
有建立全国基础地学空间数据库的统一标准�又有单一地质图幅野外采取数据、室内资料综合
和数字化相关标准的具体要求。

（5）全面更新国家级基础地质图件�突出服务对象�表达方式要实用、新颖、准确�及时进入
INTERNET 网�与现代化和信息化潮流同步。从地质－生态环境调查到全国性图件的编制属
一项系统工程�项目设置和操作实施必须从系统工程的要求出发�协调进行。

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成果将大大深化对岩石圈、水圈、土壤圈、大气圈及生物圈的认识�
从三维空间认识地质－生态作用过程的变化机制�为保护和营造地球空间的自然体系�创建国
际水平的地学新理论建立地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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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概念
地质－生态环境调查是在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代地质填图工作�并逐步实

现三维可视化。建立填图－成图－用图系统的国家数字化地质图库�将由过去的地质填图基
本概念转化到发挥集约优势的新概念�具体内容是：

（1）地质－生态新概念�是基础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生态地质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其
中的生态－地质学是研究地球不同圈层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将人地相互作用置于同一个生
态系统中�从保持和维护生态自然体系的平衡出发�将地质填图和生态环境统一起来的地质调
查工作。按王长生等的意见［6］�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岩石圈、水圈、土壤圈、大
气圈及生物圈；研究方法是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研究内容是调查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时与地质相关的诸环境因子的变化程度。地球表层的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
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它是一个开放的、运动的系统�具有恢复、调节的能力�当外界干扰超过自
身调节能力时�就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这时环境就被污染。岩石圈是土壤圈、水
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的载体�它对维持生态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岩石圈处于稳定状
态�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作用不会很大；一旦处于运动状态�即出现地震、滑坡、崩塌、火山喷发、
植被破坏等现象�生态平衡就遭到破坏。人地作用产生的废料�常常局部地改变地球表层的成
分�使之失去稳定状态。综上所述�自然地质条件和客观自然环境在人类经济活动及其自身的
演化过程中变化的综合评价包括：①确定地质环境的自然状态�查明危及生态环境的各类因
素；②预测未来环境的变化�提出整治环境的方法、措施与建议�营造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
③评估环境效益。这些内容组成了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的基本任务�据此编制的地质－生态
系统图件被视为地质－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的成果表达式。

（2）多参数、多目标填图是第二个新概念。地质填图不仅是传统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的描
述�同时要获取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自然景观的形成、演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发生、发展和预
测�防止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等的实际资料［7］�与传统的区域地质调查有相当大的差异�要增
加许多新的填图内容［8］。

（3）计算机模拟技术［9］。应用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实际资料模拟未来地质环境的变
迁［10～11］�如黄河下游悬河的模拟、滨海河口水下三角洲的模拟、生物群体同生存区的模拟等�
是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内涵引伸的新概念［12］。

（4）发展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产业概念［13］。它包括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新技术、地
质－生态信息产业、环境监察工程和环境保护产业等。它是未来庞大的产业体系［12］。
3　地质－生态环境调查评价的类别

地质－生态环境调查评价概括了人地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的多学科交叉、多层次结构、全
方位为社会服务的基本特点。整个填图工作将按主要成矿区带、重要地质走廊、重要经济区、
重要城市、重要国家规划区、近海及海岸地带以统一技术标准进行�但由于各类地区岩石圈的
地质构造特征差异甚大�使用的技术方法相差甚大�据此目前地质－生态环境调查大体可分为
以下几类：

（1）经济区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这是经济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腾飞而需要解决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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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所开展的地质－生态环境评价工作�长江经济带和东北经济区的局部区段
的填图属于这一类。

（2）营造自然－生态环境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此类地区原来的地质－生态环境脆弱�
出现严重的生态失调�给区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在地质－生态环
境调查中�需要从深层次、多方位对区内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地质资源等地质背景进行系统
调查和研究�合理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地下水�为地下水的治理、生
物种类的优化提供地质依据�特别是岩石圈的地质背景材料。

（3）以基础地质调查为主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这类填图是在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区域
地质调查仅完成了1∶100万比例尺填图的地区的填图。该类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的基本任务
是对基础地质、矿产资源和有关生态做系统调查�对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如地质灾害的破
坏程度�做探索研究。青藏高原、大兴安岭北部填图空白区属此类。

（4）海洋区域地质填图。中国海域面积逾300万 km2�目前个别地段开展了1∶100万和
1∶5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海洋地质调查研究体系�实现陆地与海洋地质
调查密切结合�填图基本内容包括海底地貌及其性质、新生代沉积基底及其盖层性质、地质构
造、海底矿产资源远景。为国家海洋规划、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除以上4类不同性质的填图区外�尚有特殊地质－生态环境区、地质－生态环境保护区等
也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填图任务。现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说明该区地质－生态环境调
查的基本思路。长江经济带是中国自然资源（土地、矿产、水和水利、生物、旅游等）主要分布区
和产业经济带�但又是生态环境条件脆弱、自然灾害频繁、人地相互作用剧烈、自然环境日益恶
化的地带。为促进该区经济的腾飞�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自然和地质灾害的侵袭�防止区
内环境进一步恶化�开展长江经济带的地质－生态环境调查已十分迫切。在填图实施过程中�
围绕以下基本目标进行：（1）阐述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的分布、形成作用和地质背景；（2）分析
长江经济带的农业地质背景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关的地质因素；（3）查实区内地质灾害类
型、分布、形成机理和减灾、防灾的地质背景条件；（4）带内重要城镇人地相互作用对环境恶化
的影响因素（地下水利用、污染和保护等）；（5）长江流域的地层、构造、岩类分布及控制长江主
要湖泊形成的地质条件�构造运动表现形式和影响区域稳定性的地质因素；（6）调查长江沿岸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江堤稳定性的地质背景�影响重大工程稳定性的区域地质条件；（7）长江
流域中央造山系形成过程的壳幔作用、盆山转换和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地质背景；（8）长江经济
带岩石圈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化元素（地壳的自然赋存值和外来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
阐述它与地质找矿、生态环境的关系；（9）建立长江经济带地质－生态调查－成图－用图及其
资料空间数据库系统�提供向社会全方位服务的信息系统。

综上所述�地质－生态环境调查是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它要按新的
地质填图概念和要求实施。中国各地区 地质构造特征差异甚大�经济发达程度不一�自然生
态环境不尽相同�地质－生态环境评价可分为经济区的、营造地质环境的、基础地质调查的和
海洋的4类。从地质－生态环境评价的新概念可知它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向高水平、高技术、
深层次、全方位发展的新措施。这一计划实施后�中国的区域地质调查既与国际接轨�又能创
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学新理论�推动地学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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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ask of fundamental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A discussion
of the new concept of geologica-l ecological mapping

ZHU Yu-sheng
（ Div ision of Minerogenetic Regionaliz ation�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j ing100037�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geologica-l ecological mapping for determining the
natural state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ascertaining various factors of endangering ecological envi-
ronment�predicting the change of future geological environment�constructing the optimal living
environment of mankind and evalu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Besides completing con-
ventional fundamental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the task of geologica-l ecological mapping also in-
cludes the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current high-precision�
digitized and deep-level observation means for ensuring mapping quality．China may be divided in-
to four mapping categories of mapping areas�i．e：economic�geological environment-constructed�
fundament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sea．Taking for example the geologica-l ecological mapp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economic zone�the target and task of mapping are presented．
Key words：geologica-l ecological mapping；new concept；target and task；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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