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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重要地质科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在京召开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精神，弘扬献身地质工作光荣，

鼓励更多的有志者投身到地质工作，为祖国寻找急需

的矿产资源。力争围绕重要成矿区带、重要含油气盆

地、国家重点煤炭基地，发现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实

现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以缓解国家经济建设中资源

供应的紧张局势。总结交流“十五”期间地质科技和找

矿成果，为“十一五”期间地质科技和地质找矿工作起

到借鉴作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８日，“十五”重要地
质科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国土

资源部部长孙文盛，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

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前

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前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杨文志，地质行业

各部门的领导和马宗晋、王铁冠、任纪舜、孙枢、沈其

韩、肖序常、邱中健、陈梦熊、陈毓川、於崇文、郑绵平、

赵文津、赵鹏大、袁道先、谢学锦、翟裕生、裴荣富（以姓

氏笔画为序）等１７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出
席了会议；来自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地震局、中国地质调查

局、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

中心、武警黄金指挥部和全国各省、市、区地矿行业专

家３０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共大会交流３１篇文章，为地质工作各系

统精选产生；分组交流了近４０篇文章。与会者交流认
真、讨论热烈，展现了百家争鸣的纷围。

与会者认为，“十五”期间是地质科技丰收的五年，

兴旺发达的五年，与“九五”相比，“十五”重要地质科技

成果和重大找矿成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基础地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十五”期间，国土

资源部实施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为社会提供了

一批重要的基础性成果，受到各部门的欢迎。在实施

的“大陆科学钻探项目”、“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中，产生了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

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矿产地。“十五”期间，普光大

气田、塔里木油田、罗布泊钾盐、三江地区的铜金矿床

等一批特大型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的

发现，大大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平

抑了国际矿产品的价格，基本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为保

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础地质勘查工作基本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

要。“十五”期间，我国启动了一大批大型国家骨干工

程，如：青藏铁路建设、西气东输工程、国家高速公路网

建设、城市基础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工程。在这些重大

工程项目中，地质勘查工作都发挥了前瞻性和先导性

的作用，为完成这些重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地质工作依靠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步伐大

大加快，最突出的是能源矿产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有色、冶金等部门都在国际矿业勘查开发市场

中，逐步建成了自己的产业基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极大的支持了国内经济发展。

地质科技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
科学钻探工程圆满完成，一批前沿问题研究和钻探技

术成果令世人瞩目；油气资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取

得新进展，发现一批矿产地，新增了一批资源量，为维

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地

质调查程度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基础地质调查全面推

进，１／２０万和１／５０万区域环境地质调查实现了陆域全
覆盖、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工程

和城镇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求迫切，国家投

入增加的同时，地质工作经费渠道来源多元化，特别是

社会资金大量涌入地质行业，带动了“十五”期间地质

事业的发展。在矿产资源领域，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

的高速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非金属等大

宗矿产品的需求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内外矿产品的价

格不断上升，直接带动了能源及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

发展；国家一大批重大基础建设项目、重点项目、城市

改扩建项目不断开工，促进了地质勘查工作前瞻性和

先导性作用的发挥。

地质工作者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大大加强，地

质工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十五”期间，在地震地质、灾

害地质、环境地质、气候演变预测预报、大洋地质调查、

南北极科学考察等方面，地质工作者都作出了许多贡

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西南岩溶石山和北方干旱

区的找水，以及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地质

工作与社会大众的距离，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

公众服务，已经成为我们地质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专家指出，面对几年前国家基础建设规模加大、工

业化步伐加快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十五”期间我国



政府加大地质投入与支持力度，为打开资源瓶颈创造

了条件。今年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

的决定》是资源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

“十五”期间我国在引进技术再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努

力。专家指出，新技术、新设备带来的效益有时比找矿

还可观。以金为例，２０年前只有品位达到４．５ｇ／ｔ才有
开采价值，而用新技术１ｇ／ｔ甚至０．８ｇ／ｔ都可开采；甚至
废弃多年的尾矿也能利用，既带来效益又防止了环境

污染。同时，地质科技取得一批原创性、具有国际影响

的重要成果。其中青藏高原、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岩石

圈结构研究获得新认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中国成矿

体系理论。

“十五”期间我国地质找矿工作硕果累累，呈现出

三个特点：一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

需求日益增大，带动了找矿勘探业的快速发展。国家、

地方、社会资金大量进入地勘行业，导致地质勘探任务

全面提升，五年的钻探、坑探、槽探的工作量是前１５年
的总和；正是通过这些大规模的工程施工，是找矿获得

重大突破的保障。二是一批新理论、新模型用于指导

找矿，发挥了极大作用，如推覆构造体之下找煤、找硼

矿、找金理论的应用；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在三江地区的

广泛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三是新方法、新技术在找

矿、钻探、采矿、选矿等领域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十

五”期间，我国地质工作者勇于创新，在找矿、钻探、采

矿、选矿等领域发明了一系列实用技术和设备，攻克了

一道道难关，取得找矿的重大突破，基本满足了国民经

济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中国地质学会在会前编辑出版了《“十五”重要地

质科技成果暨重大找矿成果交流会》会议材料（四册），

收录了“十五”地质行业各部门地质与找矿成果综述文

章６３篇，简介了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奖１项（刘东生院
士），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等奖４
项，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５１项，省部级
二等奖１０９项；收录并简介了“十五”期间全国地质找
矿重大成果１３６项；介绍了中国地质科学在国际地学组
织中的任职情况、参加国际合作项目情况及在国际核

心地学刊物发表论文情况等。

中国地质学会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后，都会同

有关部门举办重要地质科技成果和重大找矿成果交流

会，为地质行业各系统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很好平

台。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协、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

司、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地

质界各系统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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