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持的，在全国范围

内 开 展 的!"#$$$$与!"%#$$$$比 例 尺 的 地 质 调 查 填

图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国土调查工作，相应

的!"#$$$$与!"%#$$$$地质图是其主要成果之一。在

这些野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更大区域（如一个

构造单元或跨越构造单元）通过编制小比例尺地质

图进行综合研究，将可能对一个区域的构造特征、

重大地质问题进行深入解释并得出新的认识。

%$世纪&$年代，已故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曾主

持编制!"!$$$$$$国际分幅地质图!&幅，在编图过程

中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大地构造单元，出版了《中国

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奠定了中国境内的构造

单元划分，许多单元格局与名称目前仍在使用。实

践结果充分表明：小比例尺地质图编图是一个高度

的综合研究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于!’()年依据建国后十几年的

!"%$$$$$地质调查成果与当时的地质研究成果，出

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这本图集一直使

用至%$世纪*$年代。随着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

的进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已无

法反映中国地质研究与调查的状况，也不能适应国

民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因此，编制新的全国性

图集并进行新的地质解释，是客观需要决定的。

新编制的《中国地质图集》，是在充分认识到地

质学是全球性科学、区域性科学、解释性科学、实用

性科学的基础上，在追踪世界地质科学前沿问题、

认真研究新的已有各种比例尺地质图及地质问题的

基础上编制的。新编《中国地质图集》于%$$%年底由

地质出版社出版，%$$)年已正式发行。《中国地质图

集》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

局，主编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马丽芳

研究员任主编。

! 地质图与地质图集

将一个地区的地质记录客观地表现于一个平面

图上称之谓“地质图”。地质图展示了某个地区的地

层分布、火成岩与火成活动、地壳表层的构造（古老

的山脉与盆地）、山脉的构造与盆地基底结构、地质

与构造的历史、地质事件的相互关系与顺序等。一张

平面的地质图实际是一个三维空间地质体压缩于平

面上的结果。由于它记录了地质历史中事件的顺序，

因此是一张动态的图。地质图与其他专业学科的图

件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地质学

家的目光里，一张地质图是一个地区古老历史的记

录，是一本具有年代历史的地质史书，是评价矿产资

源远景与国土整治的基础性资料。

地质图是野外区域地质调查的主要成果与表现

形式之一。如中国目前开展的地质调查，于野外填绘

!"#$$$$或!"%#$$$$比例尺地质图。对于一个更大区

域的地质图，则往往以原有各种比例尺的地质图为

基础，采取重点路线的调查与专题研究进行地质图

的编测，如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立项的!"!$$$$$$地质

区域地质调查与编图综合研究
———写在新编《中国地质图集》出版之际

乔秀夫，丁孝忠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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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幅的编制。对于一个大的构造单元、一个省、一个

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的地质图，则主要是依据已有

的地质图进行编制，以编为主，但是需要对一些重

大的地质、构造问题和有争议的地质记录进行研

究，重新解释确定后编绘于更小比例尺的图上。不

深入研究已有的地质问题，简单的比例尺转绘编

图，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大区域小比例尺编图是一

个研究过程，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地质工作与研

究水平，因此备受各国重视，应不断更新全国性小

比例尺的地质图。

地质图集是若干小比例尺地质图集中的图册。

各种比例尺地质图的测制或编制有严格的规范，地

质图集中的每幅小比例尺地质图所表示的地质体

有其精度规范。但是一个图集则无固定的规范，是

根据国家需要、当前研究程度与编者学术水平来确

定的。!""!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图集》是继$%&#年出

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之后的第二代《中

国地质图集》（下文简称图集），是一本八开本版面

的小比例尺的桌面用图册，由全球、亚洲、中国、中

国范围内大构造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小比例尺

地质图、全国性地质学分支学科专业图与地学边缘

学科的图件组成。

! 《中国地质图集》目录

地质年代表

中国地层分区

总图例包括：

一、地层

二、火成岩

三、变质岩

四、第四纪以前地层的沉积类型及岩性花纹

五、第四系成因类型及岩性花纹

六、地质构造

七、地理

八、地层分区及断裂系统

九、沉积构造演化图

十、变质作用略图

十一、地层柱状剖面图的主要岩性花纹

序图：

世界地质图 比例尺：$’()""""""
亚洲地质图 比例尺：$’#"""""""
中国地质图 比例尺：$’$!""""""
中国地势图 比例尺：$’$!""""""

中国第四纪地质图 比例尺：$’$!""""""
中国侵入岩图 比例尺：$’$!""""""
中国火山岩图 比例尺：$’$!""""""
中国变质地质图 比例尺：$’$!""""""
中国前寒武系同位素年龄图 比例尺：$’$*""""""
中国侵入岩同位素年龄图 比例尺：$’$*""""""
中国火山岩同位素年龄图 比例尺：$’$*""""""
中国大地构造图 比例尺：$’$!""""""
中国岩石圈板块构造图 比例尺：$’$!""""""
中国主要构造体系图 比例尺：$’$!""""""
中国及毗邻海区岩石圈动力学图 比例尺：$’$!""""""
中国地壳构造演化图 比例尺：$’!)""""""
中国新构造图 比例尺：$’$!""""""
中国布格重力异常图 比例尺：$’$!""""""
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空磁力异常图 比例尺：$’$!""""""
中国及周边地震震中分布图 比例尺：$’$!""""""
中国水文地质图 比例尺：$’$!""""""

大区域地质图：

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图 比例尺：$’%""""""
东北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华北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祁连山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秦岭+大巴山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长江中下游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南岭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青藏高原地区地质图 比例尺：$’))"""""

省、直辖市、自治区地质图：

北京市地质图 比例尺：$’)"""""
天津市地质图、基岩地质图 比例尺：$’("""""
河北省地质图 比例尺：$’$)"""""
山西省地质图 比例尺：$’$)"""""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图 比例尺：$’)""""""
黑龙江省地质图 比例尺：$’#""""""
吉林省地质图 比例尺：$’$&)""""
辽宁省地质图 比例尺：$’$)"""""
上海市地质图、基岩地质图 比例尺：$’("""""
江苏省地质图 比例尺：$’$)"""""
浙江省地质图 比例尺：$’$)"""""
安徽省地质图 比例尺：$’$)"""""
江西省地质图 比例尺：$’$)"""""
福建省地质图 比例尺：$’$)"""""
台湾省地质图 比例尺：$’,""""""
台湾岛地质图 比例尺：$’$""""""
山东省地质图 比例尺：$’$)"""""
河南省地质图 比例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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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质图 比例尺："$"%#####
湖南省地质图 比例尺："$"%#####
广东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地质图 比例尺："$"&%####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图 比例尺："$"&%####
海南省地质图 比例尺："$&######
海南岛地质图 比例尺："$"######
四川省、重庆市地质图 比例尺："$!%#####
贵州省地质图 比例尺："$"%#####
云南省地质图 比例尺："$!%#####
西藏自治区地质图 比例尺："$’######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图 比例尺："$"######
陕西省地质图 比例尺："$"&%####
甘肃省地质图 比例尺："$(######
青海省地质图 比例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图 比例尺："$%######

( 《中国地质图集》的特色与创新

()" 体现地质学是全球性、区域性与解释性科学

地质学是区域性科学，也是全球性科学。一个

地区局部的地质结构与历史往往需从更大的范围

与全球角度来审视。地质学是解释性的科学，对客

观地质记录进行诊断与解释。对地质记录的解释往

往是综合各种信息，有地质各分支学科信息，有边

缘学科信息。从《图集》的目录可知，区域地质图的

配置及专业学科、边缘学科图件，体现了地质学学

科的特点。读者可以从大区域地质图或从全国性专

业图件来分析全国或一个省范围的地质记录。由于

多种类型图件汇集于一本图集中，从不同尺度、不

同学科来反映研究程度并总结区域地质特征和规

律，因而地质图的比例尺虽小，但仍可作到对中国

境内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质记录的恰当表达。

()! 有统一的理论体系

地质图首先要反映最新的地质调查成果，对各种

地质记录、数据的表达应是客观的。但对这些记录的

解释与综合分析则有不同的观点。《图集》依据的理论

体系是板块构造学说，将板块构造理论与中国大陆壳

的地质记录相结合，对地质资料进行分析与概括，做

了大胆的探索。在地区性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质

图的说明及插图中有充分的体现。在时间上，《图集》

反映了从(*亿年至现代的漫长地质历史；在深度方

面，从地表、地壳延伸至岩石圈。其目的是，体现当代

地质学的前缘，从而达到与世界水平同步。

()( 信息量大

信息量是衡量一幅地质图或一册地质图集使

用价值的重要标志。《图集》的信息量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除一般传统的地质图外，有地质学分支学科

与边缘学科图件。在不影响图面负担情况下，在地质

图（图集的主图）上增加了有关沉积类型、火成活动、

变质作用的花纹和断层年代等，并尽量利用图的空

间边角编制关键性图件。这些角图包括地层分区、构

造格架、风景名胜地质景观、典型地区地质图、界线

层型剖面等，多数地质图均有角图（图"）。

（!）《图集》在文字说明方面，一改过去冗长的文

字叙述，代之以简洁文字与多样的图、表和照片来共

同说明一个地区的地质记录，大大增加了地质信息

量。以浙江省地质图的说明为例，其中包括地层分区

图、诸暨市芙蓉山破火山口构造岩相图、苍南县望洲

山早白垩世破火山口构造+岩相图、花岗岩类侵入

岩成因机制示意图、变质单元划分示意图、遂昌高亭

推覆构造图、构造沉积演化模式图、中生代火山岩与

侵入岩的球粒陨石标准化,--模式图、断裂系统图、

主要断裂简表、地层简表、火山岩简表、燕山中晚期

侵入岩化学成分及地球化学简表、花岗岩类岩体简

表、火山岩时代划分简表；地质图（主图）的角图有西

湖地区地质图与龙泉地区地质图。这些图、表提供了

大量信息，同时与主图地质图共同提高了对浙江省

地质的解释与分析。各省、区、市由于地质历史与构

造的差异，所选择的图、表是各有特色的。《图集》总

图例（共""项）所表达的地质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比

传统地质图例有很大的增容。

（(）引入地学断面的表示形式。地学断面是板块

构造解释地壳与岩石圈构造的一种表达形式，《图

集》中也予以引入，即在一部分地区和省增加了地学

断面图与沉积+构造演化流程图（图!，(）。这些图件

给使用者提供了某个地区岩石圈结构的信息。

（’）关于中国海洋地质有相应的图件，如中国及

毗邻海区岩石圈动力学图、中国及毗邻海区航空磁

力异常图、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图、海南省地质图

等。第四系覆盖区还专门编制了基岩地质图，特别是

某些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均有基岩地质图。

()’ 注意全球环境变化与环境地质

全球环境变化是当前地学研究的热点，环境质

量与地质灾害事件直接影响人民生命财产与生存环

境。《图集》充分注意到这些方面，对中国第四纪地

质、水文地质条件、新构造运动应力场、地震震中及

乔秀夫等：区域地质调查与编图综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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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州$巴拉望岩石圈地学断面图

%&’( ! )*+,’-./*$0+1+2+, 1&3./45.676 ’6/48&6,86 37+,4683

其与构造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有相应图件。某

些大城市的城市地质图还对含水层分布、地面沉

降、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威胁等方面给予关

注（图9，:）。一些著名风景区附有专门的地质图。

#(: 精确度与可信度高

《图集》的地质图虽系小比例尺图，但精度甚高，

如地质体的表示精度达; <<!。所有全国性专业图件

由国内相关专业学科的科学家编制，是他们长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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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云南省沉积%构造演化示意图

&’() $ *+,’-+./012%/+3/4.’3 +5467/’4. 48 97..0. :145’.3+

的成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质图均系长

期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编制的，是

他们多年野外地质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与研究

总结。因此，《图集》资料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是

这本图集所特有的。

$); 艺术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统一

《图集》在制图设计、图件表达形式、图

件系列组合、版面安排方面力求生动活泼、

美观。主图地质图采取全页排版，各图幅的

地 理 底 图 和 地 质 内 容 都 定 稿 在 绘 图 薄 膜

上，经过扫描输入、矢量化、图形编辑、上区

等。印前数据处理采用数码打样、<=:制版

技术，完成彩色地质图的数据制版、印刷。

地质图用"#色，文字中的插图>色印刷。

封面设计与装订美观。《图集》与国内

外同类型图件比较，在艺术性、美观性与科

学性的协调统一方面是很有特色的。读者

手中的《图集》将是值得珍藏的地质记念品。

> 《中国地质图集》的服务范围

与装订类型

根据《图集》的内容，除地质学家与地质调查

部门使用外，还可能提供给相关学科的科学家与

政府部门使用，如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建设规划、

城镇布局、国防、交通、基建、农业、能源、水资源以

及旅游等部门使用，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地质背景材

料。中文版分精装与散装（盒装）!类出版发行。前者

易于保存、便于系统阅读；后者便于研究某一地区

或专业学科时使用，更便于野外工作时依需要携

带。在《中国地质图集》出版之前，《中国黑色、有色

金属矿产图集》、《中国固体燃料非金属矿产图集》

业已出版，也分精装与散装!类。各省若将$个图集中

本省的地质图与矿产图散装页订于一起，可成为一

个省的地质矿产简介，便于各省有关部门使用。《中

国地质图集》的英文版由已故著名地质翻译家刘乃

隆主译。英文版《图集》在国内外同时发行，将为国

外同行全面、便捷地认识中国地质构造提供条件，

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地学研究的知名度。

笔者建议：在使用《图集》时应首先阅读《图集》的

前言，前言对《图集》编制的主导思想、科学内容及表

达形式均有介绍；还应浏览总图例及其分类图例，以

便使用《图集》时能迅速查找。除总图例外，在后面的

图件中尚有各自专门的图例。《图集》的文字说明反映

相关作者对地质记录的认识，仅供使用者参考。读者

将会从《图集》丰富的地质资料中得出自己的解释。

? 展望与结语

随 着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的 进 展 与 研 究 工 作 的 深

入，地质学家对已有地质体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

如对地层地质体、火成岩地质体的年代和构造的

解 释 ，对 主 要 断 层 展 布 、时 代 的 认 识 ，新 发 现 的 地

质记录等等，都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在相应比例尺

的地质图上反映。中国是国土面积辽阔、地质块体

众多的地质大国，及时用小比例尺全国性地质图

或图集表达研究成果与新的地质记录是国家地质

调查部门与研究机构的经常性任务。笔者相信，在

不断更新与编制小比例尺地质图的过程中，将不

断提高中国的地质研究水平并对全国地质构造不

断作出新的解释。

编制一本大型图集是一个系统工程，参加《中国

地质图集》编图的科学家很多，各人的认识、写作文风

乔秀夫等：区域地质调查与编图综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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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方面均不同，面对中国如此丰富多彩的地质记

录，对同一地质记录的解释可以迥异。《图集》虽有统

一思想及规范，但在个别地区与地质问题上不可避免

会出现不协调与矛盾。如对秦岭是否出现过洋壳，几

个图幅的解释就不一致。对若干名词的使用也有个别

与总体设计有异，这些都是在统一原则下许可的。

《中国地质图集》共计#""余页，装订成册厚达?
08，一篇短文难以全面介绍内容，只能挂一漏万。《图

集》实际是一本以图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科学专著，也

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工具性参考书。参与《图集》编制

的科学家、制图与翻译家共#$"余人，是大协作的集体

成果。在《图集》出版前，他们中的多数人业已退休，个

别人已离人世。这本《图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的

地质文献财富，让我们永远怀念与记住他们。

由于《图集》编辑历时较长，在出版之前，若干省的

地质图已被相关科学研究课题广泛使用。前地质矿产

部与新组建的中国地质调查局为《图集》的编制与出版

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对保障《图集》的顺利出版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有关方面的消息，自!""#年$月

面世以来，《图集》的中文版已售出!""余册，颇受使用

者欢迎，这对于《图集》的众多编者无疑是一极大鼓舞。

英文版《图集》已有驻京A"余个使馆购买。现正通过国

家图书发行渠道向境外发行。我们期待《中国地质图

集》能在一定的期间内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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