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

也充分搜集和利用现有的各种遥感资料
,

并根据矿区的地质构造情况和不同矿种进行必

要的多种图象处理
,

进行详细的地质解译
,

以提高矿产普查勘探的质量和效率
。

三
、

我国幅员广大
,

自然地理环境和地质构造情况复杂
,

同一地质体在不同的自然地理

环境下反映在遥感图象上的解译标志也多变
。

因此
,

可否在全 国范围内的不同地区
,

例如东

北
、

西北
、

西南
、

华南
、

华东地区
,

分别选择具有本区特点的小块典型地段进行多种遥感方

法的综合试验
。

这样
,

不仅可以为大面积利用遥感技术开展不同比例尺的区域地 质调 查 开

路
,

也可以为矿产的普查勘探的技术方法选择提供资料和依据
。

四
、

应该重视植物地球化学作用的波谱测试工作
。

目前可否组织一些力量或提出一些项

目着手进行试验
,

为矿产的普查方法开辟一条遥感植物找矿的新路
。

五
、

我国的遥感资料图象处理系统仪器设备
,

与国外相比
,

不相上下
,

但是处理方法和
·

服务范围不及他国
。

因此
,

应当充分发挥我 国现有装备的作用
,

加强图象处理方法的技术培

训特别是地质人员掌握图象处理方法的培训和有关用户技术人员的培训
,

让机器公开或半公

开
,

让用户根据需要配合机组人员自己动手处理
,

发挥机器的效能
。

同时
,

还应积极配合典

型地区的遥感方法试验
,

为全国各区域地质调查队
、

普查勘探队以及有关部门提供足够的遥

感图象
,

包括数据处理 图象
,

以满足地质
、

矿产普查勘探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

六
、

有必要建立我国自己的地球资源卫星地面接收站
,

以便取得更多更新的遥感信息资

料
,

更好地为地质找矿工作和 国民经济建设有关部门服务
。

抓紧抓好区域地质志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

一九八二年七月
,

由江苏省地质局主持
,

并由特邀评审 员及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了公开
.

出版审查委员会
,

对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 ,进行了审查
。

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

参加了会议
。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 》是在江苏省一比二十万区调总结成果《江苏省地质通论 》的

基础上
,

运用了江苏省
、

上海市及邻近省区各有关单位的钻孔及地表地质资料和研究成果
,

由江苏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编写的
。

通过审查认为
: 喀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 》 比较全面

、

系统地归纳
、

分析了建国三十

多年来全区的地质生产及研究成果
,

并有所创新
。

文章内容丰富
、

引用资料基本准确可靠
,

章节安排基本合理
,

文
、

图
、

表并茂
,

并附有反映区域地质构造特征的一比五十万地质图
、

基岩地质图
、

构造体系图
,

基本反映了江苏省及上海市的区域地质工作现状
,

提高了研究程

度
,

是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基础地质科学文献
。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第一个完成编写工作并提交审 查 和 验

收
,

是江苏省地质局领导重视
,

充分调动区调队同志的积极性的结果
。

自一九八一年八月正式确定公开 出版各省
、

市
、

区区域地质志系列 著 作 以 来
,

各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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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律可循
,

采用双力偶震源模型
,

可得到节面解
。

那么
,

这种结果是有代表意义的
,

它的解

卫p可代表研究区的应力场
。

图五为微震台网在广东大鹏半岛工作期间
,

用微地震资料得出的综合断层面解
,

两个作

法 主压应力轴均为近东西向
,

反映 出工作区断裂的现今活动方式
,

北东向断裂呈右旋顺扭
,

垅匕

西向断裂呈左旋反扭
,

这与广东东南沿海一带六个地震的震源机制结果一致
,

与附近矿山坑
_

道的岩爆现象反应出来的主压应力作用方向相符
。

除上述所介绍的几个方面外
,

微震台网在监测矿区勘探和矿山开采中巷道的塌陷
,

大型

工程的山地滑坡及石油开采回灌注水而触发的浅源地震等方面
,

均有一定的成效
。

期望我国

地质矿产工作在向地球深部发展 的过程中
,

微震台网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

、 .户 . 口 、 产 勺. ` 妇户叼产、 产 , 内妇户叼
. 、 尹、 . 、 扩

.

, , 、 口、 、 产、 ` 岛` 沪、 洲 氏、 产 , . 、 产叼晌、 产、 . 气、 产叼 , J 、 J自、 产 、 J、 朗 如 内、 产 , 气 ` 妇、 口泊、 矛, ` , 、 尸.

, , ` , 目晰 、 户叼 自、 户 , 今̀ 户叼 户、 . 沪、 “ , 、 户叼 . ,户 . , 、 户 , 口叼 、 口八 、 八甲加 、 护
、 帕、 韶、 J

`

、
`
尸、 “ , 钊内叼 、 .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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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区地质局都抓紧安排落实由区调队完成此项任务
。

截止 目前统计资料
:

除江苏省及上海

市区域地质志外
,

江西省于 1 9 8 2年 10 月完成
;
广西

、

福建
、

安徽
、

天津等四省
、

市
、

区计划

一九八三年完成并提交公开出版审查验收
; 广东

、

湖南
、

陕西
、

吉林
、

甘肃
、

山西等六省计

划一九八四年完成
,

其 中大部分可提供审查验收
; 辽宁

、

贵州
、

湖北
、

浙江
、

河南
、

河北
、

北京
、

上海等八省
、

市
,

予计一九八五年以前完成
; 云南

、

青海
、

宁夏
、

内蒙等四省 (区 )

分别计划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完成
, 予计一九八九年底以前

,

全国二十九个省
、

市
、

区 (不包括台湾 ) 绝大部分均可完成并提交进厂出版
。

系统地公开 出版各省
、

市
、

区区域地质志在我国还是首次
,

建国以来
,

已经完成全国大

多数地区的一比一百万至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

资料十分丰富
。

但是 由于工作时间

延续较长
,

不论在工作方法上
、

认识水平上和新理论
、

新技术的运用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

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
、

科研教学等方面对区域基础地质的需求以及便于国际上的

科学技术交流
,

促进地质科学的发展
,

都有必要对三十多年来的各种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
r

成果进行系统地总结
、

分析研究
,

编制一套全国性的系统的区域基础地质的综合性著作
。

为

了更好地全面反映各省
、

市
、

区现时地质研究程度及区域地质特征
,

在编制中除 以 本 省
、

市
、

区一 比二十万至一 比一百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外
,

要广泛收集各有 关 生 产
、

科

研
、

地质院 (校 ) 等单位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

内容可大体包括
:

地层
、

沉积岩及沉积作用
、

岩浆岩及岩浆作用
、

变质岩及变质作用
、

地质构造
、

区域地质发展史及主要成果等部分
。

鉴

于我国幅员辽阔
,

地质情况差异较大
,

在编制中各省
、

市
、

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减和突
.

出本区的地质特色
,

以文字著作为主
,

附必要的地质图件加以说明
。

因此
,

这套公开出版系

列著作也可以说是我 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共同劳动成果的结晶
,

是反映建国以来地质工作重大

进展和成就的著作
,

必将对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

地质矿产部要求各省
、

市
、

区地质局认真抓紧抓好区域地质志的编制出版工作
,

不断吸

取兄弟省
、

区的编制经验
,

在现有资料及当前认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质量
,

保证按时或提前

全部完成任务
,

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
。

(简人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