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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
,

中国政府十

分重视地质调查研究工作
。

40 多年来
,

在基

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地质资料

和创新认识
,

为在中国开展大陆科学钻探提

供了必要的地质地球物理依据
。

从 1 9 8 5 年开始
,

中国开展深部地球物理

探测
,

它的 目的一是研究地震危险区或地震

带的深部地质构造
,

为地震预报服务
,

二是勘

察油气构造
,

寻找石油天然气资源
。

进入 8 0

年代以后
,

中国逐步加强了岩石圈结构
、

构造

和动力学机制研究
,

并同国际地学组织和许

多国家的地学机构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

1 98 3 年成立 了中国岩石圈计划委员会
,

1 9 8 6

年 7 月又成立了中国岩石圈委员会地学断面

协调组
,

使中国岩石圈计划研究工作在更大

的范围展开
。

到 1 99 2 年
,

以探测岩石圈为 目

的的陆壳地震探测剖面完成了 1 万多公里
,

其中深反射地震近 I Oo ok m
。

在青藏高原
,

康

滇裂谷区
,

华北
、

华南和新疆地区
,

秦岭等主

要造山带和主要沉积盆地开展地质地球物理

综合研究
,

对中国地壳和上地慢结构 ;构造特

度超大型矿床的立体边界
,

任何单一信息都

无法做到这一点
。

上述理论和方法 尚需不断通过实践来补

充和完善
。

但是
,

我们确信
,

以地质异常理论

为基础
,

运用综合信息方法进行超大型矿床

预测不失为科学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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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大

地构造特征
,

在全国计划进行 n 条地学断面
,

研 究
,

总长度 23
.

5 81 km
,

现 已完成 9 条
,

长

2 6
.

7 7 z km (计划完成 1 4
.

3 6 5k m )
,

并编制出

版了地学断面图
,

预计 1 9 9 5 年可累计完成

1() 条
,

长近 2 0 0 o k0 m
。

与此同时
,

还开展了天

然地震岩石圈探测
,

以及主要造山带结构
、

构

造和沉积盆地演化研究
。

中国岩石圈计划新

进展不仅为大陆科学钻探选区提供了条件和

依据
,

而且增强了通过大陆科学钻探解决一

些关键地质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中

国提出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时机 日益成熟
。

一
、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前期准备

工作

19 7 9 年 n 月 7 日刘广志教授在北戴河

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上
,

首次介绍了国外超深钻探的发展概况与

前景
。

1 9 8 5 年 早 月
,

地质矿产部科技司和情

报所联合出版了《国外探部地质研究 》专辑
,

到 1 9 9 2 年底 已出版 8 集
,

详细介绍了美国
、

前苏联
、

加拿大
、

德国
、

法国等国的深部地质

研究和科学钻探情况
。

1 9 8 8 年
,

顾功叙教授在 《中国科学导报 》

第一期著文
,

建议中国在近期制定大陆科学

深钻井的长期规划
。

1 9 8 8年 8 月刘广志教授主编的《超深钻

孔地质信息资料专辑 》 (后改称《深部陆壳勘

察系列丛书 ))) 出版
,

有计划地介绍了国外大

陆科学钻探进展和国际会议情况
,

现 已出版

7 集
。

1 98 9 年 8 月
,

地矿部科技司组织制订了

《中国大陆科学深孔 地质钻探科学研究规

2 7



划 》 ,

个别项 目已列入地矿部科技发展计划
。

1 9 8 9 年
,

国家计委
、

教 委正式批准 中国

地质大学 (北京 )筹建 《地质超深钻探技术中

国实验室 》现正在边筹建边研究
。

1 9 9 0 年 6 月
, 《国外地质勘探技术 》期刊

开辟
“

科学钻探快讯
”
专栏

。

1 9 9 0 年 2 0 月
、

1 9 9 1年 1 0 月地矿部科技

司组团分别赴德国
、

日本考察大陆科学钻探
。

1 9 9 1年 3 月
,

张炳熹教授主持召开
“
我

国深部地质研究中现存关键性问题研讨会
” ,

专家们一致赞同开展 《大陆科学钻探前期研

究 》
。

同年 7 月
,

经地矿部批准
, 《中国大陆科

学钻探先行研究 》正式列入地矿部 1 9 91 年科

技计划
。

项 目负责人是许志琴研究员
。

1 9 9 2年 3 月
,

国务院批准发布的 《国家

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 》指出
,

2 0 0 0 年前
,

“

为实施地质科学超深钻井工程进行技术准

备
” ; 2 0 2 0 年前

, “

实施地质科学超深钻井工

程
” 。

1 9 9 2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了
“

第一次中国

大陆科学钻探研讨会
” ,

明确 了选址原则
,

提

出了侯选地 30 个
,

探讨了有关钻探理论
、

技

术工艺和设备配套等问题
。

1 9 9 3年 5 月
,

在北京举行
“

第二次 中国

大陆科学钻探研讨会
” 。

会议重点讨论了近期

实施大陆科学钻探的选区间题
。

目前
,

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等单位
,

正

在编写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与岩石圈动力学 》

计划任务书
,

准备申报 1 9 9 6~ 2 0 00 年国家重

大基础性研究项 目
,

计划井深 3 0 0 o m 以深
。

二
、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先行研究 》的进

展

1
.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先行研究项 目由

信息组
、

选址组和技术组 3 个部分组成
。

研究

内容是
:

①综合分析研究主要国家大陆科学

钻探的现状
、

水平和发展趋势
,

并做出评价
。

②综合分析研究国 内深部地质地球物理 资

料
,

明确今后中国开展大陆科学钻探的目的
、

任务和实施步骤
,

提出重点要解决的重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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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科学问题
,

提 出多种选区方案
。

③对我国深

部钻探
、

测井和测试现状
、

水平作出评估
,

提

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计划
。

④从地质
,

技术

和经济方面
,

论证中国开展大陆科学钻探的

可行性
,

提出中国开展大陆科学钻探规划方

案和政策建议
。

2
.

战略 目标
:

由易到难
,

到浅入深
,

分两

个阶段推进
。

近期目标是争取在 2 0 0 0 年内实

施 3 一 s 0 0 0 m 的科学钻探
, 2 0 2 0 年前施 工

6 0 0 0 m 以上的深钻
、

超深钻
。

同时
,

积极争取

国际合作
,

提早实施深钻或超深钻
。

3
,

选址原则
:

①地质地球物理研究程度

较高地区
。

②有助于解决重大的
、

关键性的
、

对国际地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多种地质科学

间题
。

③服务于寻找新能源
、

矿产资源
、

减轻

地质灾害和保护环境
。

④技术可行
。

⑤地势
、

交通
、

能源
、

通讯
、

环境保护等外部条件好
。

⑥

有利于建立长期进行观测研究的野 外实验

室
。

4
.

需要用科学钻探解决的关键性地质

科学问题和初步选区

中国地处欧亚板块
、

太平洋板块和印度

板块交接部位
,

地质构造极其复杂
,

地质灾害

又极为频繁
。

当代中国面临的资源
、

能源
、

灾

害
、

环境等重大问题的解决
,

同查明深部关键

性的地质问题息息相关
。

这些问题是
:

①古亚洲构造域深部地质的关键问题
:

1 )华北地块北缘最古老变质基底 ( 38 亿年 )

深部的成分
、

结构和构造演化
; 2) 是否存在元

古代造山带
,

其古老板块体系和构造演化
,

其

超高 压变质带的岩石 圈动力学及隆升机制
;

3) 秦岭一祁连一昆仑造 山带中地体的造 山类

型
、

造山机制
、

地体拼合及增生
,

造 山带中部

隆升机制
,

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及其岩石 圈

结构
,

物理参数和大陆动力学
; 4) 华南板块的

基底构造性质
、

深部物质成分及其构造演化
,

地体的拼合离散类型
、

花岗岩成矿作用
。

②特

提斯一喜马拉雅构造域深部地质的关键 问

题
:

l) 冈瓦纳大陆的位置及其与欧亚板块 的



拼合关系
; )2 古特提斯海的演化历史

、

年代
、

规模及形态
; )3 青藏高原新生代构造变形及

候选地

①京津唐地区

②三峡地区

③胶南地 区

④南阳盆地西缘

⑤金川地区

⑥攀西地区

⑦龙门山地区

⑨青藏高原

⑨江南古陆东侧

地 质 科 学 问 题

最古老变质基底出露地区
、

地震带
;

扬子板块基底
、

危险地质作用及 生
态环境

;

元古代缝合带
、

超高压变质带
、

多金
属矿产 ;

L阿尔金 山地区

北中国板块和南中国板块结合带
、

秦岭造山带
;

阿拉善地块南缘
、

金属矿产 ;

攀西 P一 T 裂谷
、

南北地震带
、

金属

矿产
;

松潘一甘孜造山带的前陆逆冲带
、

薄皮构造
、

石油
;

隆升机制
;

南中国板块基底
、

中国东南部大陆
增生和 拼合

、

西南太平洋的构造演
化

;

大规模走滑断层
。

其对周缘的影响
; )4 青藏高原隆升的动力学

机制
,

深部构造作用及其在全球地质研究的

作用
; 5) 青藏高原物质组成及其中

、

下地壳变

化
; 6) 地质灾害的深部地质背景

。

③滨太平洋

构造域深部地质的关键问题
:

1) 中国东部内

陆造山带的变形体系
、

造山机制和板块动力

学 ; 2) 中国东部新生代盆地形成
,

岩石拉伸变

薄的动 力学机制
; 3) 花 岗岩类型

、

形成和矿

化
,

以及同深部构造的关系
; 4) 滨太平洋构造

体系同古亚洲构造体系
、

特提斯一喜马拉雅

构造体系的截接关系
。

根据对 已有资料的研究
,

初步选出 10 个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候选地区如表
:

三
、

展望

目前
,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还处于准备阶

段
。

有利的条件是
,

有一定的地质地球物理工

作基础
; 国家和地矿部重视基础性研究

,

长期

稳定地给以支持
;
具有施工七八千米石油钻

井和二三千米岩心钻探能力
;
有一批热心大

陆科学钻探的科学家
,

建立了
“

超深钻探技

术
”
国家实验室

。

今后
,

拟对上述 10 个初步选

出的地 区进行详细论证
,

从中优选出 2 个侯

选地
,

并根据需要再补作一些地质地球物理

工作
,

最终确定选址
,

明确科学钻探的目的
,

完善大陆科学钻探所需的各种测井和实验测

试设备
,

争取先实施一口 3 0 0 o m 深的科学钻

孑}
二 。

与此同时
,

计划通过国际合作
,

选出 2 ~ 3

个对全球地学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侯选

井位
,

实施超深钻探
,

并建立长期观测的野外

实验室
。

》 , , 》 , 》 冷 , , 井冲 , , 》 马 , , 沙 》 , 》 , , , 协 冲 》 , , , 冷 , 协》 》 井 冷 , 净协 , 冷 , 》 , 》 , 卜 , 协 》 沙 , 乡 》 沙》 , , , , 万 , 冷 》 冲 , 》 , 》 , , , 冷》 冲 , 协 , 》 忿 冲卜 , 协 协 冲

(上接第 20 页 )关系的方法都是相似的
。

我们

可以通过一个通用的计算机程序来简化这一

工作
。

2
.

不同强度灾害的发生概率分析

各利吹害的发生概率分析与预测是判断

防灾经济效益的基础
,

也是 防灾经济决策的

基本依据
。

由于不同灾种发生概率分析都是

专门的学科
,

在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

3
.

防治各种强度灾害所需的投入及 可

能降低的损失

灾害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

也是不能完

全避免的
。

对一个灾害
,

究竟要防治到什么程

度
,

关键要看所需的投入多少
,

可降低的损失

有多少
,

不能因为地震要死人
,

要倒房子
,

就

各地都按 xI 度设防
,

不能因为洪灾可怕就把

河道都建成
“

钢铁长城
” ,

但是一个地方的一

种灾害究竟应
“

防治
”
到什么程度呢 ? 在作出

决策前
,

必须认真分析防治各种强度灾害所

需的投入及可能降低的损失
。

4
.

防灾经济决策

掌握了防治各种强度灾害所需的投入及

可能降低的损失就可以作出科学的防灾经济

决策方案
。

一般地说
,

投入越大
,

防治标准越

高
,

能降低的损失就越大
。

但当投入增加到一

定程度后
,

再增加
,

则效益的增加可能就不明

显了
。

在投入— 产出 (即可能降低的损失 X

发生概率 )的关系曲线上我们总能找到一个

点
,

这个点能满足下述 3 个条件
:

①投入 < 产

出
;②产出> 由于投入而放弃的其它收入

;③

如果增加投入
,

则尽管投入可能仍然小于产

出
,

但产出却小于由于投入而放弃的其它收

入
。

这个
“

点
”

就是防灾经济决策的最终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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