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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暨“十二五”规划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２３日，由中国地质学会、国土资源部科
技与国际合作司联合地勘行业产学研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召

开的“十一五”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暨“十二五”规划学术交

流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地质

找矿两面旗帜，总结“十一五”期间我国地质科技与地质找矿

工作，发现典型，提炼经验，推广成果，进一步凝聚我国地质

科技与找矿骨干力量，调动全国地质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提

高资源保障能力，提高我国地质工作水平搭建了重要的平

台。

会议开幕式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孟宪来主持。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军司长受汪民副部

长委托宣读了汪民副部长的重要讲话。汪民在书面讲话中，

回顾了“十一五”时期我国基础地质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勘

查技术及仪器装备自主研发取得的新突破，和矿产勘查开发

取得的重大进展。他表示，“十一五”是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

盾凸显的５年，也是地质找矿取得积极进展的五年，对我国
国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他

提出，推进地质找矿新机制，实现地质找矿新突破，是国土资

源系统今后的重点工作和“十二五”主要目标之一。要高举

这两面旗帜，依靠科技进步，扎实推进工作，实现地质找矿重

大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

大会上，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叶玉江副司长介绍了科技部

“十二五”科技规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柴育成

常务副主任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十二五”科技规划，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于海峰副司长介绍了国土资源地质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计划，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

军司长介绍了国土资源“十二五”科技规划。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连长云副主任、中国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邹才能副院长、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质处程爱

国处长、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付水兴副主任、中国冶

金地质总局地勘处周尚国副处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

金指挥部李高生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张金带总工

程师、中化地质矿山总局韩豫川局长分别就“十一五”地质工

作成果及立足国内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等

内容作了大会介绍。

会上，“十一五”重大科技和找矿成果的部分专家，陈旭

院士、莫宣学院士、张宏福研究员、陈仁义主任、马曙光副总

工程师、齐金忠高级工程师、董连慧总工程师、胡凤翔副院

长、金之钧副总地质师、程爱国处长、郭庆银高级工程师、付

水兴副主任、殷跃平主任、王平主任、石建省所长、李文昌局

长等，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

佛、邓起东、康玉柱、李廷栋、刘家麒、卢耀如、马宗晋、裴荣

富、沈其韩、孙枢、汪集、肖序常、许志琴、杨文采、殷鸿福、

翟明国、翟裕生、钟大赉，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蔡希源总地质师，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立新，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

王瑞江等地质行业的领导和学者共２６０多人。
自“六五”开始，中国地质学会在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

后，都要组织地质行业各部门共同召开地质科技与找矿成果

交流会，至今已举办六届。会议始终得到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已经成为地勘行业展示各个“五年计划”所取得成就的重

要舞台，也是互相交流、总结经验的窗口。

“十一五”时期，全国地勘行业继续积极贯彻落实温家宝

总理此前提出的“两个更加”的要求；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颁布，被誉为“地质工作迎来了新的

春天”；２００９年，李克强副总理在视察国土资源部时提出了
“立足国内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思想，为未来一段时期地质

找矿指明了方向；自１９９９年实施、持续１２年的国土资源大
调查进入收尾阶段，我国矿产资源形势进一步好转；各省级

政府更加重视地质工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积极大力推动地质工作的科学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国基础地质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地

质大调查”历时１２年收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共完成１：
２５万区调４９４万平方千米、１：５万区调３０万平方千米，提交
１０４０幅国际分幅的１：２５万、１：５万区域地质图，编制了重要
成矿带系列地质图件，实现了一批区域性地质图的更新，初

步建立国家区域地质数据更新体系。此外，还完成两幅１：
１００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完成１６０万平方千米多目标区域
地球化学调查；完成全国１６４０个山地丘陵县（市）６５０万平
方千米的地灾调查与区划，完成全国 （下转第５８２页）

８４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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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４８页）　地下水资源第二轮评价。特别是青藏高
原１５２万平方千米空白区１：２５万区调工作的完成，宣告了
我国陆域中比例尺区域的全面覆盖，使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程度得到显著提高，为我国地质找矿、国土规划和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

“十一五”期间，全国新发现固体矿产地近２５００个，其中
大型以上规模约４５０个，新增石油地质储量５６亿吨，天然气
３万亿方，新增煤炭资源储量３３８０亿吨、铁矿７１亿吨。在资
源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煤、铁、铜、铝、铅锌和金等大

多数大宗重要矿产保有资源储量仍实现了较快增长，其中煤

增长了２６％，铜增长了１９％，铝土矿２１％，铁９％，铅２３％，
金３３％。此外，我国分别在南海海域深部、青海省祁连山南
缘永久冻土带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样品，在世界天然气水

合物研究领域位居前列。

“十一五”期间，我国学者研制了首套全轴航磁梯度测量

系统，集成了航重勘查系统，研发了时间域航空电磁和伽玛

能谱勘查系统、２０００ｍ以内系列全液压岩心钻探装备、Ｘ射
线荧光测井仪、大深度多功能电法仪和手提式Ｘ射线荧光仪
等仪器；应用干涉雷达监测地面沉降、北斗卫星传输地灾监

测数据效果良好；同时，高铁一水铝土矿和鲕状赤铁矿综合

利用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十一五”时期，地质勘察工作作为基础性、先行性工作，

为能源、环境、交通、水利、电力等领域大型工程的顺利开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青藏铁路等

重大工程选址提供基础地质资料，为汶川、玉树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提供重要数据资料；圈定我国土壤碳汇区，获取到

不同地区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情况。“十一五”时期地质工

作全面拓展，在为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农

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提供服务的同时，基础地学信息已成为各

级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制定规划的重要依据。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城镇化，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

国家重大战略和开展重大工程建设中，基础地质数据的服务

支撑急剧增加。社会公众也对生存环境、地质灾害、资源国

情等方面相关的地学知识与信息日益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时期地质行业单位共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１６项，国家技术发明奖８项，国家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２项、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６１项；３０人获李四光地质
科学奖，４３人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１９人和８０人
获青年地质科技金锤奖和银锤奖；地质行业新增中科院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９名。
“十一五”时期，我国地质勘查市场投资活跃，基本形成

了以社会资金为主的多元化地质找矿投资格局。同时，中央

财政支持地质找矿的力度逐步加大。然而，当前地质找矿工

作距离中央要求和社会发展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石油、天

然气、铁、铜、铝等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依然居高不下，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对资源的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立足国

内提供能源资源保障面临巨大压力。

本次学术交流会编辑了《“十一五”地质科技与地质找

矿成果汇编》、《“十一五”地质学科进展与国际交流汇编》、

《“十一五”地质科技与地质找矿获奖成果汇编》等内容翔实

珍贵的书籍资料。会议全面总结“十一五”期间我国地质科

技和找矿取得的重要进展和重大成果，将对我国“十二五”地

质工作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地质工作也必将为国民经济的

健康、快速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孟庆伟　供稿　　章雨旭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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