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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要求附录A和 B是规范性附录；附录C是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负责解释。 

本技术要求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研究院联

合起草。 

主要起草人：于庆文 张克信 庄育勋 翟刚毅 李长安 王义昭 刘鸿飞 张雪亭 王克卓 

本技术要求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张洪涛、周家寰、王平、叶天竺、陈克强、潘桂棠及标

准化中心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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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青藏高原艰险区高寒缺氧、人迹罕至。它占据了素以“世界屋脊”著称的青藏高原的

主体，具有丰富的地质现象和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地球科学研究的宝库。复杂而漫长

的地质演化和晚新生代以来高原的强烈隆升，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各种

矿产的聚集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开展系统的青藏高原艰险区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查

明青藏高原地质特征及隆升过程与机制，对于青藏高原国土资源开发、环境预测以及发展

地质科学理论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50000青藏高原艰险区（B类区）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是在《1:250000区域

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 （以下简称“原技术要求” ）的基础上，充分依据中国地质

调查局 1999-2001 年度在青藏高原空白区开展的 45 幅 1:250000 图幅的初步成果，并结合

青藏高原空白区地貌、地质结构、遥感地质解译程度分区和地面可穿越程度等特点，通过

适当的地质考察而制定的。是青藏高原艰险区（B类区）开展1:250000区域地质调查设计

编审、调查内容、技术方法、工作程度、精度要求、资料综合整理、图件编制、地质调查

报告编写、质量监控和成果验收的主要依据。 

根据地域范围等特点所划分的青藏高原艰险区（B类区）图幅类型详见附录A。原技术

要求中已有的通用条文（如1～10、12～18、附录A～L中的全部或相关部分）均适用于青

藏高原艰险区（B类区）。 

将《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手册》(中国地质调查局编,2001)作为本要求的资

料性附录，目的是尽可能全面正确地对各种地质现象和地质体进行客观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取全、取准野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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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万 B类区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的与任务要求 

“1:25 万 B 类区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编制后改为“青藏高原艰险区 1:25 万区域

地质调查技术要求”）的编制, 是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1 年 6 月公布的“1:250000 区域地

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 （简称“技术要求” ）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青藏高原地质调查

空白区(可称“地质调查艰险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一些独特性（如地貌、地质和工作环境

等方面的独特性）设立的子项目。该子项目任务书编号为 199920190101。项目实施单位为

中国地质调查局。子项目提交报告时间是 2002 年 12 月。 

任务书中确定的总体目标任务是:“针对我国西藏全区和青海西部、新疆西昆仑－阿尔

金地区所开展的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 在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的

基础上，根据这些地区的地貌、地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制定地质调查技术要求。

主要内容包括：划分区调工作重点研究内容、确定精度要求、图件类型(如基础地质图件和

专项应用图件)和各类图件的测制及表达方式等”。 

项目组接到任务书后，按照地调局有关要求，在广泛调研、收集资料、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编制了本技术要求。 

 

二、编制思路与主要工作内容 

     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 1999-2001 年在青藏高原空白区巳开展的 45 幅 1:250000 图幅所

取得的初步成果，并结合青藏高原空白区地貌、地质结构、遥感地质解译程度分区和地面

可穿越程度等特点，通过适当的实地考察，从如下几方面对青藏高原艰险区地质调查内容、

地质调查精度和相关技术方法应用进行调研。 

1) 对青藏高原艰险区进一步细划，作出艰险区区划图；并具体拟定艰险区各岩类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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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体，特別是一些特殊地质体和地域（如蛇绿混杂岩区、复理石区、冰土和冰雪永久覆

盖区、荒漠区等）地质调查内容。  

2) 对中国地质调查局 1999-2002 年在青藏高原空白区选择的四个地质走廊带(西昆仑

—阿尔金—东昆仑东西向地质走廊带、可可西里—羌塘—冈底斯南北向地质走廊带、喜马

拉雅—冈底斯东西向地质走廊带和西昆仑西段—喜马拉雅西段南北向地质走廊带)的 1：25

万区调和地质走廊带之外的“面积性调查”地区的 1：25 万区调的调查内容和精度要求分

别给予确定。 

3) 充分应用 RS、GIS、GPS 等高新技术，尤其要充分发挥遥感技术在艰险区填图工作

中的先导与基础作用，全面提高区域地质调查的高科技含量和调查的质量与效率，在保证

填图精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减少艰险区野外实地地面路线调查工作量，在提高图幅整体调

查水平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注重隐伏地质信息的调查。因此，本“艰险区技术要求”重

点规定了艰险区遥感等高新技术应用方面的有关专门规定。 

4) 在编制中，强调了区调填图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 即按照大地构造单元、重要成

矿区带和重要的经济区，面向国家、社会以及地学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针对地学领域

的一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合理部署地质填图工作。在填图过程中围绕需要解决的重大地

质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工作。通过地质填图和专题研究相结合，提高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

水平，在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获得新突破，取得新成果。 

5) 对艰险区区调的室内资料综合整理、质量监控、图件编制、报告编写、最终成果提

交等内容和相关要求作出规定。对艰险区区调的设计书、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和图幅说明书

编写提纲，1:25 万区调填图中有关专项调查内容，各类样品采集与测试登记表等均作出了

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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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方法、技术路线与编制过程 

 1) 充分收集、分析和合理利用前人资料。所收集和利用的资料主要是： 

(1) 我国已有的有关区调填图的标准、规范、技术要求等； 

(2) 我国一九九六年在不同类型区启动开展的九幅 1:25 万试点填图和填图方法研究

初步成果； 

(3) 我国一九九九年至现在正在青藏高原进行的几十幅 1:25 万区调填图的初步经验、

方法与成果;  

(4) 国际发达国家地质填图新理论、新技术与新方法。 

本“技术要求”在编制中，引用的有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要求如下： 

GB958-2000  区域地质图图例 

DZ/T0001-91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暂行规范(1:200000) 

DZ/T0158-95  浅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细则(1:50000) 

ZB/T D10 004-89  城市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技术要求(1:50000) 

GB/T14158-93  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1:50000) 

省（自治区）环境地质调查基本要求（试行）(1:500000) 

DZ/T0179-1997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1:250000数据库技术规定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 

    2) 确定编制方案，形成初稿, 反复研讨修改与完善。 

本项目组于 2002 年 2 月中旬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第一稿，2002 年 2 月 27 日中国地调局

组成以张洪涛研究员为组长、叶天竺教授级高工为副组长的审查组，对第一稿进行了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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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按初审意见对第一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第二稿，并于 3 月 2-5 日

中国地调局在昆明召开的“青藏高原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汇报会上”进行了宣讲，向

30 多个项目实施单位和有关专家广泛征求意见，调研修改。 

2002 年 3-11 月，项目组有关成员赴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贵州、河南和湖

北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座谈、咨询，针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在反复研讨修改

与完善的基础上，于 2002 年 12 月形成了“1：25 万 B 类区技术要求(青藏高原艰险区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 ”终审稿 。 

 

四、征求意见与处理情况 

    按照标准编制程序和要求，2002 年 2 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以中国地调局基础部

区调处名义分别于 2002 年 2 月下旬、2002 年 3 月和 2002 年 5 月—10 月三次向全国广泛征

求专家意见，同时先后赴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贵州、河南和湖北等省(自治区),

向多年从事野外区调填图第一线的有关专家座谈、征求意见。截止 2002 年 11 月底共有 14

个单位反馈了意见，共提出主要意见 55 条，具体意见及处理情况详见附表（征求意见处理

一览表）。 

对所提意见经过分析讨论，在送审稿修改中采纳 43 条，部分采纳 4 条，未采纳 8 

条。其中未采纳意见多为所提意见或从地域范围出发，或未理解条款的整体内容，或为个

别见解（与多数人意见不一致），也有超出本技术要求范畴的。采纳的意见在相应部分进行

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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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组人员及分工 

姓名 职称 专业 单位 分工 参加时间

于庆文 研究员 第四纪地质，区调 中国地调局基础部 总述，图件编制方

法，统稿 
3 个月 

张克信 教 授 地层学， 
区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调院 

沉积岩，混杂岩，

报告编写方法，统

稿 

5 个月 

庄育勋 研究员 岩石学， 
区调 

中国地调局基础部 变质岩 0.5 个月 

翟刚毅 教授级 
高 工 

矿产地质， 
区调 

中国地调局基础部 矿产地质 0.5 个月 

李长安 教 授 第四纪地质，区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调院 

第四纪地质，环境

地质 
3 个月 

王义昭 教授级 
高 工 

构造地质， 
区调 

云南省地调院 蛇绿岩， 
构造地质 

3 个月 

刘鸿飞 高 工 遥感地质， 
区调 

西藏自治区地调院 火山岩 3 个月 

张雪亭 高 工 侵入岩，遥感 
地质，区调 

青海省地调院 侵入岩，遥感 3 个月 

王克卓 高 工 火山岩，区调 新疆区地调院 火山岩 3 个月 
 

                                                           编  写  组 

                                                            200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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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征求意见处理一览表 

序

号 
提出意见单位和

专家 
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 

情况 
备注

1 
 
 

中国地质调查局

张洪涛研究员 
1) 三类地区的分类方案，可根据具体情况作进一步

调整； 
2) B3 类区应普遍加强第四系地质调查 

 
釆纳 

 

2 
 
 
 
 

 
 
中国地质调查局 
叶天竺教授级 
高工 

1) 对 B 类区内的特殊自然地理区采用更加灵活的精

度要求； 
2) 对调查内容中有关复理石、侵入岩、混杂岩、蛇

绿岩、第四纪地质、区域矿产等内容适当修改补充；

3) 对 B 类区野外验收需提出特殊要求； 
4) 建议取消构造单元区划的有关要求； 
5) 重要的地质现象要录相 

 
 
 
釆纳 

 

3 
 
 
 
 

 
 
 
中国地质科学院

陈克强教授级 
高工 

1) B 类区划分应考虑自然环境和经费投入等实际问

题； 
2) B3 区应强化遥感解译 
3) 剖面测制必需按正规要求，每个填图单位 1-2 条；

4) 样品釆集和测试不能减少； 
5) 加强第四纪地质调查； 
6) 无法验证的独立地质体的遥感解译地质界线，要

另设计线划方式加以区別 

 
 
 
 
釆纳 

 

4 中国地质调查局 
王平研究员 

1) 地质调查要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2) 重点投入，打破点线密度，不平均使用工作量； 

釆纳  

5 中国地质调查局 
庄育勋研究员 

1) 对石油部门己进行过 1/10 万填图区要单独考虑工

作量的投入使用； 
2) 对大面积不能穿越区可用特殊方法完成填图 

 
釆纳 

 

6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2 年 2 月 27 日

审查组修改意见 

1) 适当调整有关章节; 
2) 对 B 类区内的特殊自然地理区采用更加灵活的精

度要求； 
3) 对调查内容中有关复理石、侵入岩、混杂岩、蛇绿

岩、第四纪地质、区域矿产等内容适当修改补充 

 
 
釆纳 

 

7 
 
 
 
 

 
 
 
 
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 
潘桂棠研究员 

1) 各图幅具体的路线间距、路线长度应在设计时经

图幅承担人员与审查专家周密细致地讨论认定，以设

计批复意见书确定的为准； 
2) 各图幅实测剖面工作量可据地质填图区的情况，在

设计审查中认定，以设计批复意见书确定的为准； 
3) 混杂岩填图“应尽量选择关键地段加密路线，绘

制大比例尺表达不同时空尺度的混杂岩地质图”； 
4) 第 15.2.2 条中应增加“尽量制备 1/10 万比例尺三

维立体遥感影像图”； 
5) 附录 C 各表中的“工作精度要求”应去掉； 
6) 各类区平均路线间距应适当放宽：B1 区平均路线

间距 4-6km; B2 区平均路线间距 5-8km; B3 区平均路

线间距 7-10km; B4 区平均路线间距 12km 左右 

 
 
 
第 1)—5) 条
釆纳； 
第 6) 条不釆

纳，理由是偏

宽。 

 

8 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 
雍永源研究员 

1) 观察点距在基岩区一般应在 0.5-1.5km, 第四系和

产状平缓（）的新近纪大片分布区可放稀至 1.5-3km;  
2) 取消“按时代+岩性方法和谱系单位命名两种花岗

岩填图方法”； 
3) 调查蛇绿岩与其它相关岩石的关系是必要的，但

第 1)条不釆

纳，按规定

1/25万基岩区

平均点距应

为 2.5km;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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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应以造山带整体为研究对象”强调过重不必要；

4) “详细调查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 ” 的
要求中，黄河已在类区之外, 建议将这段改为“详细

调查长江、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江河……”；

5) 夷平面调查中应查明夷平面的海拔高度、保存状

况和堆积物的厚度、结构、物质成分与胶结程度等；

6) 补充一条青藏高原隆升的古生物调查； 
7) 取消对黄土的调查要求； 

2) 和第 3)条
不釆纳; 
第 4)—7) 条
采纳； 

9 
 
 
 

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 
张二朋研究员 

1) 对火山岩填图，可能时对海相、陆相分别提要求；

2) 点、线控制除一般要求和考虑航卫片资料外，还应

考虑自然地理（如雪线以上），大面积戈壁滩等。 

第 1) 条部分

不采纳; 
第 2) 条采纳 

 

10 
 

西藏自治区地调

院 
1) 对“三河源”应开展有关生态环境的研究； 釆纳  

11 青海省地调院 1) 对 B 类区造山带区特殊类型地质建造填图方法要

具体； 
2) 加强 B 类区新生代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化的调查；

釆纳  

12 
 
 
 

四川省地调院 1) 强化 B 类区混杂岩、蛇绿岩、复理石等类型的调

查； 
2) 强化 B 类区遥感技术的应用 

釆纳  

13 
 
 
 
 

贵州省地调院 1) “所有正式命名的组级或组级以上地层单位的年代

地层（地质年代）需确定到统（世）级”，有些组很

难做到，是否可改为“尽可能根据生物资料和测年资

料确定到统级”； 
2) 15.9 条沒有必要，因为地质图就是根据和参考了遥

感图像； 
3) 2.5 条中规定“单幅实测总路线长与遥感解译的地

质路线总长之和应控制在 4000km 以上”，其中遥感解

译路线是指路线之间的解译路线，还是指路线上的解

译路线？应明确； 
4) 规范工作量应与工作费用相适应 

第 1)—3) 条
采纳； 
第 4) 条部分

采纳 

 

14 
 
 
 

甘肃省地调院 1) 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工作精度和工作量应与图幅的

工作费用相匹配； 
2) 遥感方法在 B 类区的应用要求应力求具体，易于

遵循 

第 1) 条部分

采纳; 
第 2) 条采纳 

 

15 
 
 
 

湖北省地调院 1) 空白区开展地质填图时，即使条件困难，亦应按要

求测好剖面，切不可草率； 
2) 矿产专项调查与区调中的矿产工作在工作方法上

应有明显差别，不然很难操作。 

采纳 
 
 
 

 

16 
 
 
 
 
 

河南省地调院 1) 年代地层属于研究的范畴，建议取消； 
2) 对混杂岩“岩块”、“岩片”定义争议较大，我们认

为，无论混杂“岩块”、岩片的概念怎样定义，在“要

求”中只要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即

可。 

第 1) 条不采

纳; 
第 2) 条采纳 

 

17 
 
 

吉林大学 1) 从环境填图的角度，各类剖面都应进行放射性能谱

测量。 
不采纳  

18 
 
 
 

陕西省地调院 1) 第四纪地质体填图单位划分，应明确用成因地层单

位加岩石地层单位；  
2) 遥感解译程度有关的路线控制问题需进一步明确。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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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南省地调院 1)  浆混岩、浆混单元、浆混单元组合、“岩片（块）”

等术语不成熟，需经过实践拟定； 
2) 经岩石地层清理的地层单位可不作详细剖面描述。

第 1) 条部分

釆纳 
第 2) 条不采

纳 
 

 

 



 1

1. 范围 

本要求对青藏高原艰险区（B 类区）各岩类区、地质体、地域等的地质调查

内容、地质调查精度和技术方法应用等作出了规定。 

本要求适用于青藏高原艰险区（B 类区）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 

 

2.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DZ/T0001-91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1:50000）》 

GB 958《区域地质图图式图例》 

DZ/T 0179-1997《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 

DD 2001-02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 

DD 2001-01 《1:250000 遥感地质调查技术规定》 

GB/T14158-93《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1:50000)》 

DZ/T 0191-1997《1:250000 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 

DZ/T 0197-1997 《数字化地质图图层及属性文件格式》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库工作指南》(中国地质调查局,2001) 

《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全国地层委员会, 2001)  

《国际地层指南  地层分类、术语和程序》(国际地层委员会，2000)  

《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全国地层委员会,2002）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青藏高原艰险区是特指我国西藏大部、青海西部和新疆西昆仑－阿尔金地

区未开展过中比例尺（1:200000）区域地质调查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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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1 区是指为控制青藏高原艰险区周边的重要地质走廊带，对青藏高原中比

例尺地质填图中的构造框架起总体控制作用的西昆仑—阿尔金—东昆仑东西向地

质走廊带、可可西里—羌塘—冈底斯南北向地质走廊带、喜马拉雅—冈底斯东西

向地质走廊带和西昆仑西段—喜马拉雅西段南北向地质走廊带的 62 幅 1:250000

图幅所在范围; 

 B2 区是指分布在青藏铁路沿线南北向地质走廊带，穿越条件相对较好的 7 幅

1:250000 图幅范围;  

B3 区为海拔较高，高原夷平面、湖泊发育，穿越条件差的青藏高原腹地及国境

线偏远地区的 42 幅 1:250000 图幅（除位于羌塘地块上石油部门已进行过大、中

比例尺地质填图的 4 幅 1:250000 图幅）中的 38 幅； 

B4 区为位于羌塘地块上石油部门已进行过大、中比例尺地质填图的 4 幅

1:250000 图幅。B1、B2、 B3 和 B4 区的具体范围详见附录 A。 

 

4.总则 

4.1 应用 RS、GIS、GPS 等高新技术，充分发挥遥感技术在艰险区填图工作中的

先导与重要作用，提高区域地质调查的高科技含量和调查的质量与效率，在保证

填图精度的前提下，减少艰险区野外实地地面路线调查工作量，提高图幅整体调

查水平和专题研究效果，注重隐伏地质信息的提取。 

4.2 对 B1、B2、 B3 和 B4 区通行条件困难地段，如冰川覆盖区、雪线以上地区、

大面积沙漠区、大面积湖沼区、国境线特殊区和其它无法穿越区，应以遥感地质

解译为主，在此基础上，实测路线间距可适当放宽。  

4.3 各图幅路线间距、路线总长应在设计审查时，经专家与图幅承担人员共同

研究确定，投入的实测路线工作量以图幅设计批复意见书为准。 

4.4 野外路线调查以穿越路线为主，追索路线为辅。穿越路线的间距主要根据

图幅内地质结构复杂程度、遥感地质解译程度及通行条件等因素而定。部署填图

路线时，可打破点线密度,不平均使用工作量。尽量布置在露头好、遥感地质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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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显反映出地质特点的关键地段。 

4.5 路线间距和观察点的布置以能控制各种地质体、构造线、矿化带、蚀变带

和地质界线等为原则。凡重要的地质界线和矿化（或蚀变）地段等均应有一定的

点、线控制。对构造混杂岩带及其两侧、成矿有利地段、地质关键地带要适当加

密路线。在穿越路线的基础上，对重要的地质现象进行适当的追索。 

4.6 对关键地段的重要地质现象、地质剖面和地貌景观等应辅以数码录相记录、

拍照或素描。所有的主干地质路线应作相应的解译路线记录描述并附解译图，详

细记录地质解译标志有关的影像特征，并作地质信手剖面图。 

4.7  B1、B2、 B3 和 B4 区在剖面测制内容与精度要求等方面，均按原技术要

求执行。若测区内测全某填图单位确有困难，以下情况可在邻幅相邻地段相同的

地层或构造分区内进行测制，使其测区内所有的填图单位均有实测剖面控制。 

a) 测区内某填图单元露头覆盖率大,且难以进行工程揭露，而在邻幅相同的地

层或构造分区内出露良好； 

b) 测区内某填图单元，基本分布在人迹稀罕的无法穿越区，而在宜于穿越的邻

幅相同的地层或构造分区内露头良好。 

4.8 B1、B2、 B3 和 B4 区在样品采集与测试、岩矿与古生物鉴定等方面，均按

原技术要求执行。单幅 1:250000 图幅的样品测试与鉴定费用，一般不低于单幅总

费用的 10%。 

4.9 为保证各类样品测试与分析质量,对不同地质体（侵入岩、中高级变质岩、

第四纪地质体等）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数量，应在设计审查时，由专家与图幅承担

人员依具体情况而初步确定，并在图幅设计审查意见中反映。最终以批复意见书

为准。各类测试样品应送国家认证的权威机构或国家级、省部级开放实验室测试

或鉴定。 

4.10 要处理好图幅专题研究与图幅调查内容之间的关系，专题设置应针对国家、

社会以及地学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并起到深入研究、详细解剖的作用。专题

成果在图幅最终报告中单列一章撰写，如果专题成果内容较多，涉及面较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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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单独提交。  

 

5. 野外路线调查控制程度 

  工作精度要求：B1 区单幅 1:250000 图幅有效实测路线的平均间距一般控制

在 3-5km, 单幅有效实测路线总长不低于 3000km ; B2 区单幅 1:250000 图幅有效

实测路线的平均间距一般控制在 4-6km, 单幅有效实测路线总长不低于 2500km; 

B3 区单幅 1:250000 图幅有效实测路线的平均间距一般控制在 5-7km, 单幅有效实

测路线总长不低于 2000km； B4 区 1:250000 图幅应在充分利用石油部门已完成的

大、中比例尺地质填图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修测，单幅有效实测路线平均

间距一般控制在 6-8km，单幅有效实测路线总长不低于 1500km,单幅实测路线总长

与利用前人的地质路线总长之和应控制在 4000km 以上。 

 

6. 地层单位划分 

6.1 以岩石地层单位（群、组、段）划分为基础。青藏高原地层分区应以相关

省地质志的划分为基础，其岩石地层序列以相关省岩石地层清理成果为基础，在

区调填图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优化。 

6.2 在岩石、生物、年代地层单位划分、对比的基础上，视情况进行层序、事

件、化学、磁性、构造地层单位等多重地层单位划分、对比，并且结合接触界面

性质进行综合对比研究，为建立区域层序地层，有关年代地层格架和认识海（湖）

平面变化规律，总结沉积岩岩性岩相变化和盆地充填序列及形成演化规律提供基

础资料。  

6.3 各图幅的年代地层格架均需按全国地层委员会(2001) 编制的《中国区域年

代地层（地质年代）表》执行。 

6.4 要对艰险区所有正式命名的沉积岩石地层单位（群、组、段）进行地质时

代归属确定, 凡显生宙以来未变质或低级变质的沉积地层或火山—沉积地层，均

应收集有关古生物化石（包括各类微体化石），利用化石带或化石组合进行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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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显生宙或经中高级变质改造的“哑地层”，应尽可能利用同位素测年等方法确

定其地质时代。对年代地层（地质年代）的确定须有充足的依据（古生物、同位

素测年或古地磁证据）。 

6.5 第四纪地层填图单位划分，应以成因地层单位或岩石地层单位为基本单位，

系统建立测区第四纪地层层序格架。查明第四纪地层分布特点、沉积构造、古生

物、厚度、产状、成因环境。视情况进行第四纪地层岩石学、地貌学、古生物学、

古地磁学、气候学、年代地层学等综合地层调查，开展第四纪多重地层学填图。

对重要剖面要开展高精度年代地层学研究。 

6.6 剖面测制的比例尺一般选择在 1:1000-1:5000 之间，但对不同特殊类型地

质体地层剖面（如蛇绿混杂岩、第四纪地层体等），应选择更大比例尺（如 1:100、

1:50 等）进行测制。对一些岩性简单、单调、沉积厚度巨大（厚达万米）的地层

单位，可用较小比例尺（如 1:10000 等）进行测制。 

6.7 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层序地层、磁性地层… … 等多重地层单

位划分与命名术语等参照《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全国地层委员

会, 2001) 和《国际地层指南  地层分类、术语和程序》(A. 萨尔瓦多著，金玉

干等译，2000) 执行。 

 

7. 沉积岩 

7.1 查明各岩石地层单位主要岩性特征（物质成分和结构构造），基本层序构成

（内部结构、层厚、类型、数量等）、厚度、接触关系性质、叠覆特征及空间变化

特点以及地球化学特征，并注意收集沉积相（原生及成岩构造特点，古生物化石、

遗迹化石和古生态、古环境、古流向等）资料。 

7.2 对青藏高原造山带盆地形成发展中的沉积环境、沉积建造（如新生代盆地

周缘的磨拉石建造）、古构造环境、盆地与山脉转变演化的综合关系进行调查，为

探讨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历史奠定基础。 

7.3 对青藏高原造山带区出现的巨厚且广布的复理石沉积，除按上述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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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有关要求执行外，对这类沉积岩分布区的调查需注意如下几点： 

a) 进行复理石基本层序(鲍玛序列)和基本层序组合的调查。根据造山带复理

石发育特点,划分不同类型的基本层序组合。在野外工作中，应调查基本层序及其

组合的垂、横向叠覆与变化特点，包括岩性组合、沉积构造、粒度变化、颜色变

化、厚度变化、实体化石与遗迹化石、接触界面等内容，分析其沉积作用机制，

为盆地分析提供依据。 

b) 在调查复理石基本层序和基本层序组合的基础上，可对复理石沉积进行有

关扇体（海底扇、斜坡扇）组构调查（包括扇体群恢复和扇体群内单个扇体的解

剖）。 

c) 巨厚且广布的复理石沉积，应注意识别复理石沉积中的标志层，如较厚的

砾岩层、远洋极细粒的凝缩沉积、火山岩夹层等, 借助标志层进行复理石岩石地

层单位的细划与对比。  

d)复理石沉积中所含的各种类型的岩块（片），如碳酸盐岩岩块、基性超基性

岩岩块、变质岩岩块等，应作为非正式填图单位单独勾绘，尤其在剖面图中必须

单独分层标绘，若复理石中所含岩块（片）类型多、数量大，应按混杂岩填图方

法进行。                                                                          

7.4 赋存沉积矿产的岩石地层单位，除初步查明有关矿种的产状规模以外，还

应注意收集有关沉积成矿作用的岩相古地理和构造等资料，为研究有关矿产的形

成分布规律提供依据。 

7.5 对具特殊意义，或对地质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或现代沉积，应视

情况重点开展以某专项内容为主的专项调查，有关要求参见本“技术要求” 的第

12、14、15 节。 

 

8. 火山岩 

8.1 火山岩区调查采用岩石地层－火山岩相双重填图法。 

8.2 参照沉积岩岩石地层工作方法，根据沉积或喷发叠复或横向变化关系、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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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旋回、喷发韵律、岩浆演化特点综合考虑，建立岩石地层层序，划分正式与非

正式岩石地层单位。寻找沉积岩夹层中的化石，为地层时代对比提供依据，在无

化石的情况下，应采集同位素年龄样品确定其喷发时代。 

8.3 查明火山岩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原生和次生构造）、矿化蚀变

特征、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查明火山岩厚度、产状、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规

律。注意观察火山岩中的各种接触关系和火山作用现象, 如火山通道、标志层、

沉积夹层、岩流流动单元、冷却单元、流动方向标志、火山集块岩、角砾岩、火

山断裂等，重要现象要在图上夸大表示，并进行必要的素描和照相。 

8.4 依据岩石矿物结构构造特征及火山岩地质体产出分布状态，划分火山岩相，

调查原生和次生构造特点，查明火山构造特征等，调查火山喷发过程中形成的火

山机构特点，研究火山机构的活动历史。 

8.5 根据火山岩岩石特征及产出分布特点，划分火山岩相及其组合类型，研究

各种火山岩相组合类型和各种火山岩相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形成的地质环境，探讨

火山作用的规律及历程。 

8.6 火山岩区应编制火山岩相—构造图，图面主要表示：岩性、岩相、岩层产

状、流向、火山通道、火山断裂、潜火山岩、蚀变矿化、火山沉积夹层中古生物

化石、同位素年龄值等，内容和原始资料应吻合。 

8.7 调查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地质构造特征; 查明区内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火山

岩岩石学、岩石化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以及与岩浆活动相关的其

它资料。揭示岩浆起源、演化和成岩的物理化学和构造条件。探讨火山作用的大

地构造环境及有关成矿作用。 

8.8 收集青藏高原新生代岩浆活动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反映新生代高原岩石圈

深部的岩浆活动的相关证据（如深源岩石包体、火山岩的同位素组成测试等），探

讨新生代以来的岩浆活动与青藏高原隆升机制的深部信息过程。                          

 

9. 侵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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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对花岗岩多样性进行调查，通过详实的野外、室内工作，区分同源、异源、

变位花岗岩类等类型，按时代+岩性的方法表示不同类型的花岗岩，并进行填图单

元的划分和填绘。 

9.2 查明不同类型侵入岩体的产状、规模、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岩石

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岩体原生和变形构造;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关系

与产状；复式岩基侵入体间以及不同单元间接触关系性质和产状; 脉岩和岩体中

捕虏体、残留体及深源岩石包体（成分、形态、分布、含量等）特征。 

9.3 查明不同类型侵入岩体形成的先后顺序和侵入时代。对侵入岩时代可按有

关地层和岩体的相互关系加以确定，没有直接地质时代证据的岩体，应采集同位

素测年样，测定其时代。侵入岩体的各个填图单元必须有较确切的定年依据。 

9.4 调查不同类型侵入岩体形成的温压条件和剥蚀情况。调查岩体与区域构造

的关系。在综合研究不同类型侵入岩资料的基础上，探讨其就位机制。 

9.5 调查侵入岩体的同化混染和分异作用、内外接触带的变质、蚀变及变形作

用，以及岩体相带划分及其成矿作用特点等。 

9.6 在综合研究不同类型侵入体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其就位机制与成矿作用的

关系。以及各类侵入岩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建立区域岩浆演化旋回或序列，探

讨岩浆活动演化历史。 

9.7 对于基性和超基性岩（镁铁－超镁铁岩）的调查研究，除按上述侵入岩调查

的有关内容外，还应对岩体周围沉积岩的沉积岩相特征和岩体与其关系进行调查，

以便获取岩体形成环境和形成时代的某些证据。 

 

10. 变质岩 

10.1 区域变质岩区应采用构造－地（岩）层—事件或构造－岩石—事件法，建

立变质岩构造—地(岩)层或构造—岩石填图单元，查明不同变质岩系的空间分布

以及接触关系，建立序次关系；查明不同变质岩系的变质岩的原岩成分、建造类

型及其后期变质、变形叠加改造的特点，单元间界面性质及叠置关系，变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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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划分变质相带和相系，研究其期次、时代及其相互关系，探讨变质作用发

生、发展的地质环境；建立地（岩）层序列以及变质岩层构造叠置序列，并研究

其新老关系和岩石单位的热动力事件演化序列以及与岩浆作用和成矿作用的关系

等，为建立区域大地构造演化模式提供依据。 

10.2 低级、极低级变质的沉积岩和火山沉积岩区原则上按本技术要求的第 5 和

第 6 节的要求进行。注意调查变质—变形作用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观察和总结

变质带与地层、岩层界线、构造走向线的关系。 

10.3 对中高级变质岩系，要查明变质岩石(包括变质构造岩)的岩石类型、矿物

组合、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及主要变质岩的岩石化学、地球化学以及变形特征，

恢复原岩；研究变质岩的原岩建造类型、探讨其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 

10.4 构造变形调查应先低级变质区后中高级变质区，先简后繁，先弱后强。选

择变质岩区的标志层或标志的岩石组合，确定变质岩层展布标志，结合遥感资料

的解释和应用追索法与穿越法，确立岩层客观空间展布特点和构造形态。查明不

同变质、变形阶段中产生的脉体矿物组合、组构、地球化学特点，作为野外划分

变质变形期次、阶段的佐证。 

10.5 以主期构造变形产生的片理以及变质矿物组合为计时标，结合变质构造叠

加关系的调查和显微组构的研究，确定变质、变形序列及其相应的变质带形成的

时空变化关系。野外应注意采集不同幕次、同幕次不同阶段变质岩石样品，以备

变质作用矿物对温压计研究。 

10.6 中高级变质岩区的调查中，需对混合岩化作用进行调查。本技术要求暂以

局部熔融或部分熔融的混合岩成因观点为指导，开展混合岩区的调查工作。应查

明混合岩化范围，基体与脉体之间的比例关系，混合岩化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不

同类型的混合岩化岩石，查明产生混合岩化的构造环境，收集有关变质地质体的

变质变形特点以及脉体流变特征，确定混合岩化范围所处的构造层次及形成深度

的温压条件。 

10.7 同位素测年资料是地质事件研究中十分关键的数据，应保证测年样品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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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测试的可靠性。 

 

11. 蛇绿岩 

11.1 蛇绿岩发育保存完好的地区，应查明蛇绿岩岩石类型、结构、矿物成分、

规模、产状、原生和变形构造、岩石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建立系

统完整的“蛇绿岩”序列。注意将蛇绿岩与一般的镁铁－超镁铁岩区分开来。 

11.2 调查蛇绿岩上覆沉积单元的沉积岩相特征，注意采集古生物化石，并结合

蛇绿岩同位素年龄资料，确定蛇绿岩形成时代。 

11.3 调查蛇绿岩与其它相关岩石(如蛇绿岩与蓝片岩、蛇绿岩与榴辉岩等)的关

系，应以造山带整体为研究对象， 查明各个蛇绿岩及其相关岩石的关系、时代、

性质，探讨其成因、就位机制和演化模式。 

11.4 注意蛇绿岩的多样性调查研究。视情况探讨蛇绿岩与板块运动学、动力学

及其与地幔过程的关系。 

11.5 在“蛇绿混杂岩”地区，应着重查明有关岩浆岩组成的不同类型岩石的岩

块规模、物质组成、产状、形态、相互接触关系，以及伴生沉积岩的沉积岩相和

构造变形特征，寻找古生物化石。结合同位素年龄、岩石学、岩石化学和地球化

学资料提出对“蛇绿岩”形成环境和时代的认识。 

 

12. 混杂岩 

12.1 对“混杂岩”或“蛇绿混杂岩”的调查和研究，采用特殊的方法进行填图。 

12.2 在整体上查明“混杂岩” 或“蛇绿混杂岩”分布延伸范围的基础上，重

点对内部构成进行观察记录,分别收集混杂岩的岩片（块）和基质两者各自的岩性、

岩相和时代依据。要从构成混杂岩的基本构件之一－各类岩块（片）的物态（物

质组成）、时态（时代依据）、相态（岩相特征）、位态（原始生成部位）和变形、

变质调查入手，追寻其原始生成环境、时空结构和变位、变形、变质历程，为恢

复其造山带三维结构和揭示造山带形成机制及大地构造演化历程提供有关基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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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12.3 对混杂岩岩块（片）赋存的“基质” 进行物质成分、时代、变形变质特

点调查。 

12.4 在混杂岩地层剖面或主干调查路线上要按基质和岩块（片）对内部物质组

成进行详细描述，采集岩矿、古生物、岩相、构造定向、岩石地球化学、粒度分

析等样品，选择代表性岩块（片）采集同位素年龄测试样。特别要注意岩块（片）

与基质之间、岩块（片）与岩块（片）之间接触关系特征性质的调查。 

12.5 对混杂岩中不同类型的岩块或岩片，需详细圈定和填制。在测区内的混杂

岩区，应选择关键地段加密路线填绘大比例尺(1:50000 或 1:25000) 的混杂岩地

质图，表达不同时空尺度的岩块（片）与岩块（片）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岩块

（片）与混杂岩基质之间的关系。 

13. 第四纪地质 

13.1 查明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岩性、物质成分、厚度、成因类型、接触关系及空

间分布、岩相纵横变化。对于具有重要的构造意义、地层对比意义、环境意义的

第四纪地质体中的特殊夹层（如生物层、古土壤层、地球化学异常层、磁性层、

风化层、含矿层、砾石层、古文化层、古地震层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采集

必要的测试样品。 

13.2 根据第四纪沉积物的动力学、地貌学和环境指示标志，开展沉积物的成因

调查，划分第四纪沉积物的成因类型。特别要加强对冰川堆积物、岩溶沉积物、

湖积物、风积物、红土残积物的调查。 

13.3 查明区内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地貌形态特征、描述地貌的形态要素，研究

地貌的成因类型、形成时代与发展演化过程。特别注意调查与现代自然环境不协

调的古地貌的调查，研究其形成时代。特别对外力作用形成地形地貌景观和堆积

物特点（如滑坡、崩塌堆积、钙华堆积、泥石流、倒石堆、冻土层及分布特点等）

进行综合调查。注意对构造地貌(活断层、古地震等)、环境地貌(冰川、风沙、岩

溶、夷平面等)、灾害地貌的调查。 



 12

13.4 开展河流地貌演化与青藏高原隆升的关系调查。对测区河流阶地的发育情

况进行系统调查，调查不同河段河流阶地级次、高程、形成时代，研究河流的溯

源侵蚀过程与高原隆升的关系。 

13.5 夷平面调查中，应查明存在的证据、级次、海拔高度、保存状况和堆积物

的厚度、结构、物质成分与胶结程度等，视情况确定夷平面形成时代。  

13.6 调查冰川活动遗迹和冰川堆积物特征，古冰川活动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其分

布高度，冰川堆积物分布特征和不同堆积物间的相互披盖或切割关系，并在有关

堆积物中注意寻找古生物化石，采集必要的测试样，尽量获取有关冰川活动的时

代，划分冰期和间冰期，为第四纪新构造活动阶段的划分及隆升速率的确定提供

依据。 

13.7 对图幅内的常年冰雪覆盖区，通过遥感解译采用不同符号和颜色在实际材

料图圈定表示出不同期次冰川界线、冰碛垄（丘）、冰斗、坡缘雪堤、雪蚀洼地等，

并反映在地质图上。 

13.8 调查区内冻土层分布范围，划分永冻层和季融层, 收集前人有关冻土厚度

的资料， 调查冻土地貌、冻融堆积物、冻融构造和构造土, 为冻土区的水文地质

和工程地质勘探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13.9 调查区内沙漠的地貌形态特征，分析沙漠活动特点、分布规律及成因；查

明对沙漠形成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提出预防建议。 

13.10 调查新生代盆地形态、盆地类型、物质来源、形成时代及演化。查明盆

地充填序列，分析研究同沉积构造作用特点。调查盆地沉积与山体隆升剥蚀的关

系。 

13.11 调查区内的古人类活动特点，加强古文化层的综合研究。 

 

14. 地质构造 

14.1 与变质岩有关构造的调查，按本技术要求的变质岩节有关要求进行。 

14.2 应用构造解析方法，对测区各种规模大小不等的构造变形形迹（包括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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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韧性剪切带以及各种面理、线理等）的产状、性质、规模、位态及有关运

动学特征等资料进行详细收集，查明其区域分布特点和组合规律；研究其构造层

次及构造变形相，建立区域构造变形序列，为探讨认识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奠定基

础。 

14.3 查清测区造山带三维空间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特征，研究造山带盆山形

成与发展演化的地层层序构筑特征和物源成分特点。同时对各构造单元构造变形

特征进行系统调查，调查各类构造变形的运动学特征，为建立造山带形成演化过

程中构造运动体制的演化转变，探讨造山作用产生的地球动力学机制提供依据。

对造山带基底形成阶段、洋陆转化阶段、后碰撞阶段和造山后隆升-剥蚀阶段的物

质建造、变形、变质特点进行研究，探讨其地质构造演化历史。 

14.4 调查测区盆地基底构造;调查测区盆—山的分布格局与地貌特征，分析盆

—山组合的三维形态; 调查控盆构造的性质及特征，分析盆—山组合的构造样式，

研究盆—山组合动力学特征及大地构造背景; 分析盆—山耦合与高原隆升作用关

系，研究盆—山耦合机制。据已有的资料，了解盆—山的地球物理场及界面、地

壳形变特征等。 

14.5 对测区内的活动构造进行调查，对活动性断裂应尽量查明其延伸、规模、

性质、产状及运动学特征; 查明区内活动断裂、夷平面、多级河流阶地、岩溶、

洪积扇和阶地的变形变位，山脊、水系错断及扭曲特征。广泛收集资料，研究新

构造运动的时期和类型。 

14.6 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应查明引起灾害的地质构造背景及具体构造部位。地

震发育地区，应收集有关地震方面的资料，为分析研究区域地质灾害规律和环境

工程评价提供依据。 

 

15. 青藏高原隆升调查 

15.1 高原隆升的地貌学调查。调查地貌类型、分布、空间组合及河流的发育形

式、阶地类型及堆积物特征，分析高原水系格局变化、地貌演化阶段与高原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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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通过对高原区夷平面、阶地、古岩溶面的级次、高度、形态、形成时代

的调查，分析高原隆起的时代、隆升的速率和空间差异性。 

15.2 高原隆升的构造地质调查。调查与青藏高原隆升有关断裂系统的性质、产

出状态、生成序次、组合特征。分析主断裂的运动学、动力学特征。系统调查新

生代以来的构造应力场的转变过程。 

15.3 高原隆升的沉积学调查。调查反映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重大环境转型变化

的各种沉积现象，如高原内部及周边盆地形成的山麓堆积物（砾石层—粗碎屑岩）、

湖相沉积、红色风化壳、岩溶堆积物、区域不整合面等，查明其空间分布及原始

高程、岩性及岩相组合、沉积韵律及变化规律、地层时代及年龄，分析其成因、

演化规律、构造意义及其与高原隆升的关系。 

15.4 高原隆升的岩石学调查。调查新生代以来的岩浆活动的岩石类型、时空分

布、成因及构造环境。研究高原隆升与岩石剥蚀速率。 

15.5 高原隆升的古生物证据调查。在新生代不同时期不同成因的堆积物中注意

寻找和采集动植物化石和孢粉，据由动植物化石和孢粉所提供的古环境、古海拔

高度与古地貌特征，从而为分析新生代各时期高原大致的海拔高度和高原隆升提

供依据。 

15.6 搜集已有的资料，分析青藏高原隆升的地球物理特征，综合各类相关研究

成果，探讨青藏高原隆升机制。 

 

16. 生态环境变化及地质灾害的地质背景调查 

16.1 调查区内荒漠的分布状况，连片沙地的形成时代；第四纪时期荒漠的演

化过程。研究 3 万年以来荒漠的扩大与缩小的范围及其控制因素。以及分布与特

点,分析相互之间关系及内在的地质因素。 

16.2 调查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区的现状和历史演化。 

16.3 调查区内水资源的分布，分析水资源演化与气候、地貌、构造活动的关

系，研究第四纪沉积物的岩性、成因与地下水赋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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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分析引起生态环境演变的各种地质因素，研究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

地质背景与地学因素。 

 

17. 矿产地质调查 

17.1 充分收集分析区内已有矿产资料。 

17.2 加强成矿地质条件研究，在系统分析区域资料基础上，注意收集找矿标

志，总结分析区域成矿规律。 

17.3 对于新发现或前人研究程度较低矿点进行踏勘和追索，了解矿点（体）

及含矿岩系（体）的地表分布范围和地质条件，并提供进一步工作的依据和意见。 

18. 遥感技术应用 

18.1 要将艰险区遥感技术应用贯穿到整个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始终。从项目

设计、野外工作、综合研究到编写报告各阶段，均应按 DD 2001-02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18.2 1:250000 区调中，主要使用以下几种遥感影像图： 

a) 标准 1:250000 地理分幅影像图; 

b) 1:100000 区域镶嵌图像或 1:250000 图幅九等份影像图（1:100000）。 

18.3 遥感图像的地质解译和解译标志的建立要贯穿区调工作的始终，遥感解

译及其相应的信息提取应在区调项目的工作设计、野外扫面填图、室内综合研究

与编图等几个主要工作阶段中密切结合。 

18.4 在填图期间，区调图幅人员应与有关遥感专业人员应在图像处理、信息

提取、解译标志、遥感图像在剖面测制和实测填图中的使用方法等技术问题上广

泛交换意见，并应在以下方面充分应用遥感图像资料： 

a) 新选路线和预选路线的前期技术准备，包括对地形地貌的了解、路线可能

遇到的交通状况以及对地质问题的前期准备等，增强对野外路线地质现象及调查

内容的预见、穿越条件的提示等； 

b) 帮助野外定点，特别是在 GPS 支持下，参照遥感图像更准确将地质点标绘

在影像图或地形手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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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比邻区、邻线进行地质接图、连图和地质现象、填图单元的追索,特别 

是在路线间距跨度较大的区域，如山脉相隔的两个沿沟路线等，通过参照遥感图

像连图确保填图质量； 

d) 对填图重点区段关键地质问题的调查，要充分挖掘遥感解译信息。如在第

四系划分中，实测界线应充分与遥感影像信息相结合。 

18.5 加强野外现场解译，不断丰富不同地质体和地质现象的解译标志。野外

现场解译应要在初步掌握测区区域地质构造格架、各填图单元的基本特征的基础

上进行。解译标志的建立和地质解译必须由野外地质人员亲自完成，做到反复解

译，反复验证，不断完善。随时利用新建影像标志和影像标志层，及时对遥感图

像进行再解译，为室内波谱测试与针对性的图像处理提供参考资料,及时更新地质

内容和完善图面地质结构。 

18.6 用于建立解译标志的实测地质路线要有野外素描图或实地照片等，并描

述与影像特征有关的内容。 

18.7 野外解译和调查观测点以及重要地质界线应刺点标定在影像图上，解译

内容应在记录簿中有相应记录、描述（描述要求见附录 B）。解译成果用相应符号

转绘到 1：100000 实际材料图上。遥感地质解译记录的具体内容是：(1) 解译点

号和解译区位置；航（卫）片号（或名称）；所解译的地质体或地质界线及其两侧

影像特征及解译标志；地质解译插图和解译质量评述（描述要求见附录 B）。 

18.8 区调报告内容要包括遥感图像资料应用情况、地质解译方法和成果、解

译质量的评述等。并附各有关地质体影像特征插图。 

 

19. 野外验收 

野外验收时应达到以下要求： 

19.1 各分区单幅图幅必须达到规定的相应实测地质路线总长； 

19.2 完成规定的实测剖面工作量； 

19.3 全面完成规定的样品采集与全部样品的送样任务， 70％的样品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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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鉴定； 

19.4 遥感解译的应用状况，包括地质体解译记录和影像特征解译插图、解译

质量评述等均为野外成果验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19.5 遵照原技术要求中提出的有关要求. 

 

20. 报告编写与图件编制 

20.1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a)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的编写应以现代地质理论为指导，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的

基本内容，应根据各图幅的具体任务要求和图幅丰富翔实的实际资料为基础，实

事求是地总结客观地质规律。报告编写必须在各种资料高度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进

行，内容要求全面、重点突出，既不繁琐，又要避免简单化，既客观地反映图幅

总体研究水平，又要敢于从地球科学国际先进领域的高度和深度揭示深层次问题。 

b)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前，必须组织全体调查人员对图幅内主要地质构造

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统一观点、认识的基础上编制出详细编写提纲，并交西南、

西北大区中心技术主管部门审查。然后遵照详细提纲所列内容，按项目技术人员

各自业务特长分工负责进行编写。各图幅承担单位应加强对报告编写的指导。 

c)  联测的 1∶250000 图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均按单幅编写。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地质部分）可参照“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暂行）”附录 C 中

的提纲编写。报告编写要有综合性、逻辑性。应做到内容真实、文字通顺、主题

突出、层次清晰、图文并茂、插图美观、图例齐全、各章节观点统一协调。 

20.2 地质图编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a) 最终地质图件的编制，必须经过野外验收后按验收意见完成有关补充工作

的基础上进行编制，所编制地质图所用资料必须与各项原始资料和基础图件吻合

一致, 並正确处理好与周围邻幅的接图问题。 

b)地质图的编制要严格遵循比例尺由大到小的原则，编制地质图最基础的原

始资料，是已经编好并经整饰完善的实际材料图; 本阶段的编图和建库所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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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稿原图为：1：100000 或 1：50000 实际材料图。实际材料图可采用直接入机编

绘。地质图件的微机编制过程及技术要点，严格遵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建库工作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c) 地理底图采用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所建 1：250000 地理底图空间数据库数据，

并视工作区情况，补充公路、铁路等现势性资料; 地理底图的综合取舍参照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996)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 1∶250000 数据库技术

规定”和 DZ/T0191-1997 中的有关规定。 

d)地质图的编制按照 GB958-89 和 DZ/T0179-1997 中规定的图式图例、符号等

进行表示；在 GB958-89 和 DZ/T0179-1997 中未涉及到的部分可自行设计有关花纹

符号。 

e)地质体的宽度表示在图上最小为 1 毫米，小于这个限度的可以合并，但性

质不相同的岩体则不得合并，脉岩不能过于简化；含矿层、标志层、有意义的岩

层、岩体和具有特殊指示意义的地质体（如榴辉岩或深源包体等）即使很小也应

夸大表示；第四纪沉积物的一般类型，当其宽度小于 500 米或面积在 20 平方公里

以下的不表示，如为含矿的或特殊成因的第四系地质体可夸大表示，零星的第四

纪沉积物可以合并或删去。 

f)图面表示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区域地质调查中无论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研

究程度上的差异，编图中应如实加以反映，不能人为掩盖客观存在的问题。如因

客观条件限制，人迹罕至地区，允许利用遥感影象资料进行编图，如属此种情况，

则须注明，以使资料应用者了解实际情况。 

g)附在 1∶250000 地质图图框下方的图切剖面，要求能充分反映区域地质构

造特征。剖面位置一般应选在反映区域地质构造最为系统完整，地质现象最为丰

富的部位进行切割。当一条剖面难以完全反映区域地质构造特征时，可以另切辅

助剖面，补充反映有关内容。地质图的图式图例，应包括图面表示的所有地质代

号、符号、花纹、颜色以及各种结构构造和产状要素等。 

h) 图框外除表示图例和图切剖面外，各图幅根据实际情况，突出各图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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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特色表示有关内容。如可附测区小比例尺数字地面模型、布格重力、磁化

强度、伽马射线光谱测定等数据影像图。总之应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表现特

色，充分展示图幅区域地质特点和研究程度。 

20.3 其它专项调查图件的编制 

a)  与区域地质调查同时进行的其它专项调查，其调查范围与区域地质调查

相同或调查范围较大的，均应视需要和可能编制相应的专题附图（如矿产地质图、

水文地质图、环境地质图、旅游地质图、工程地质图和农牧业地质图等）。 

b)  专项调查图件的编制，必须以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形成的 1∶250000

地质图为底图进行编制。 

c) 据图幅特点，充分注意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尽可能编制一些生动活泼、通

俗易懂的科普图件（附图），扩大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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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规范性附录): 地质调查野外原始记录格式及内容 

B1.  野薄记录格式 

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如:睛、阴、小雨等）       地点：（如:野外基站） 

路线：( 如:自         经         至           ) 

手图号： 

航片号： 

任务：(如:         岩区（或地层分布区）主干（或一般）穿越（或追索）路线地质调查；追索         断

层（或         层）) 

人员：           （记录）；             （手图与航片）)   

 

 

点号：        （如:0066） 

座标： X:            Y:         

GPS: (如:经度            纬度              高程            ) 

位置：(如:         村（或高地）NE35
°
460m处小路东侧) 

露头：(如:人工采场（或天然），良好（或一般、差等） 

点性：(如:地层界线点、构造观察点、化石点、岩性岩相观察点等) 

描述：(如:点 E为………..  

      点 W为………  

      接触关系为………) 

 

标本: (如:于 900m处采同位素年龄测试样一件, 样号为0066-1, 样品岩性为………) 

 

照相:( 记录照相序号、位置、照片内容简述等) 

 

遥感影像特点:（仅对要求建立遥感解译标志的地质路线进行遥感影像的描述与记录; 遥感地质解译记录

的具体内容是：(1) 解译点号和解译区位置； (2)所解译的地质体或地质界线及其两侧影像特征

及解译标志） 

 

点间：(如: (1) NO0066
SE+650m 

650m: 沿途为……… 

(2) 650m
s+850m

1500m: 沿途为………   

(3) 1500m
ssw+900m 

2400m  NO0067: 沿途为………  ) 

 

………  ……… 

 

路线小结：(当日路线结束后必须认真撰写小结，小结含三项基本内容: 一是对当日路线工作量统计（路

线总长、地质点个数、素描图个数、照相数量、各类标本采集数量）;二是对当日路线的地

质认识; 三是对存在问题及对相邻工作路线的工作建议。) 

 

（注意：所有主干穿越路线必须有信手剖面，1/3 的点须野外素描或照相；所有的一般穿越路线 1/5 的

点须野外素描或照相; 追索路线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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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野薄记录格式说明 

①每天开始一页应记录日期、工作区、天气状况，其中工作区记录工作站或填图地区。 

②点位应以观察点附近的高程点、村庄或其它固定地物作标志。 

③记录本的右面作文字记录，左面作素描图、路线剖面或附贴照片，必要时也可作简要文字批注或

补充记录。摄影资料记在相应地质观察记录之后，应注意数码照相编号或底片编号、摄像对象和内容及

方位，凡图上有路线通过的地点必须有文字记录。 

④工作小结应另起一页。记录本内不得记与野外地质调查无关的内容。 

⑤产状标记方法（记录或信手剖面） 

层理140°∠30°；次生面理50°∠40°，可在产状前注明S0、S1、S2……或糜棱片理等； 

断层 120°∠45°；节理 320°∠70°；轴面 A40°∠50°；枢纽 Fh30°∠60°;线理 L300
0
∠10°

等。 

 

B3. 野外工作手图勾绘内容 

野外工作手图必需标记和勾绘如下内容： 

① 地质点（直径1mm的小圆）及点号（一般标记在地质点的右下方）; 

② 地质点上所观测到的岩层产状和各种面理产状； 

③ 地质界线（地层单位之间的分界线、断层线、岩性岩相分界线、侵入体侵入界线、含矿层界线、

地貌单元之间分界线等，勾绘时需遵循“V形法则”及野外实际展布情况）； 

④ 地质体填图单位（各种正式和各种非正式填图单位）代号及岩性岩相代号或花纹； 

⑤ 各类样品采集点及编号； 

⑥ 地质路线（用绿色虚线标绘）和实测剖面线（用黑色实线标绘）及剖面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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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要求” 将《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手册》(中国地质调查

局编,2001)作为该“要求”的资料性附录，供在青藏高原 B 类区开展区域地质调

查中参考。 

 

中国地质调查局编，2001,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手册,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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