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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域 １５ 万、１２５ 万(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基本实现可测区全覆盖ꎬ积累了海

量地质数据ꎬ基础地质研究水平显著提高ꎬ如何高效利用这些珍贵的地质数据ꎬ构建以数据为

中心的地质图件更新体系ꎬ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地质调查局基础保障ꎮ 中国已编制大量小比

例尺基础地质图ꎬ但多数使用的数据超过 １５ 年ꎬ六大区也没有统一比例尺的基础地质图ꎻ而且

小比例尺地质编图效率低、周期长、更新困难ꎬ成果转化严重滞后ꎬ地质图定制化服务不及时也

不精准ꎮ

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地质数据利用空间和成果深化ꎬ提高地质数据的社会化服务成效ꎬ中

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了«国家地质数据库建设与整合(２０１６—２０１８)»(编号:ＤＤ２０１６０３５１)和«地

质调查综合智能编图系统与应用(２０１９—２０２１)»项目(编号:ＤＤ２０１９０４１５)ꎮ 通过近五年的协

同创新ꎬ智能化地质编图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ꎬ基于最新基础地质数据ꎬ首次完成六大区

１１５０ 万、全国 １１５０ 万地质图编图建库ꎬ以及全国 １２５０ 万地质图更新编制与建库工作ꎮ

(１)研发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智绘地质 ｉＭａｐｏｗｅｒ”智能计算机辅助地质编图系统

首次提出并实现了智能地质综合编图理论、模型与技术方法ꎬ构建了基于“地质数据＋专

家知识＋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地质编图技术体系ꎬ在智能化地质编图原理和实用性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ꎮ “智绘地质”编图系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ꎮ

(２)通过试点示范建立了智能编图工作流程ꎬ提供了地质编图范例

开展了 １５ 万→１２５ 万、１２５ 万→１５０ 万、１２５ 万→１１５０ 万、１１５０ 万→
１２５０ 万地质图缩编试点示范ꎬ以及长三角重点地区第四系平原区、江苏海岸带第四纪地质

地貌专题图和定制化专题图件的智能编制试点ꎮ 通过试点示范ꎬ验证了“智绘地质 ｉＭａｐｏｗｅｒ”

智能地质编图系统的可用性和易用性ꎮ

(３)首次编制六大区 １１５０ 万地质图库图一体成果ꎬ完成全国 １１５０ 万、１２５０ 万地质

图编图与建库

全面系统应用了 １９９９ 年以来 １５ 万、１２５ 万地质填图、区域编图和科研新成果ꎬ重新

厘定了全国地层格架和构造－岩浆序列ꎬ创新地质图面表达方式ꎬ首次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１５０ 万地质图与数据库(分区)”库图一体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１５０ 万地质图空间数

据库”ꎬ形成“６＋１”创新性成果ꎮ 并在此基础上ꎬ编制完成了全国 １２５０ 万地质图ꎮ

(４)编制形成全国 １４００ 万 ６ 套专业图件

在全国 １１５０ 万、１２５０ 万地质图编制基础上ꎬ首次完成中国 １４００ 万大地构造单元划



分图、中国 １４００ 万构造－地层分区图、中国 １４００ 万侵入岩带划分图、中国 １４００ 万火山

岩带划分图、中国 １４００ 万(蛇绿)构造混杂岩带划分图和中国 １４００ 万断裂系统划分图 ６
套专业性图件ꎬ并分别建立了空间数据库ꎮ

“智绘地质ꎬｉＭａｐｏｗｅｒ”智能地质编图技术已向国内近 ４０ 家单位推广应用ꎬ在部分省份地

质志、“一带一路”编图、军事地形地质图编制等应用中ꎬ得到专家及技术人员的高度肯定ꎮ
ＡｒｃＧＩＳ 英文版智能地质编图系统与国际地科联、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组织和国家的相关专

家开展了有效交流ꎬ得到多国专家的普遍认可ꎮ 通过项目实施ꎬ培养研究生 １４ 名ꎬ获得各类人

才荣誉称号 ２ 名ꎻ形成了“以地调局相关部室为业务推进部门ꎬ发展研究中心和六大地调中心

为核心、省地调院和协作单位为辅助力量”的人才队伍ꎬ未来将成为中国基础地质图件编制和

数据更新的主力军ꎮ
本专辑发表的文章仅是 ２ 个项目取得的部分成果ꎮ 以最新地质数据为基础ꎬ基于智能地

质编图技术ꎬ通过全国编图和综合研究ꎬ统筹处理与表达了跨大区地质问题ꎬ更新和完善了地

层系统ꎬ对地层和侵入岩进行了系统更正ꎬ建立了全新的中国构造－地层分区、侵入岩带划分

方案ꎮ 全面解体了前寒武纪变质杂岩和造山带地质单元ꎬ以最新地质资料为基础ꎬ对中国大地

构造单元进行了重新划分ꎬ建立了中国蛇绿岩带划分方案ꎻ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地层取得重

要进展ꎮ 对部分岩体时代和构造环境进行了重新归属和判别ꎬ新确认一批区域性重要构造界

面ꎬ揭示了大陆边缘构造体制转换的重要地质事件群ꎮ 客观反映了构造－地质实体空间分布ꎬ
科学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区域地质构造面貌和基本特征ꎮ

希望本专辑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ꎬ促进智能编图技术进步和提高地质编图行

业效率ꎬ共同促进地质事业蓬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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