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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性质、目的任务、工作内容、技术方法、精度要求、

综合整理、图件编制、数据库建设、报告编写、成果提交等。 

本标准是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设计编审、质量监控、成果验收和资料归档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58-1999 区域地质图图例 

DZ/T0001-1991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1∶50 000） 

DZ 0004-1991 重力调查技术规定（1∶50 000） 

DZ/T 0011-91 地球化学普查规范（1∶50 000） 

DZ/T 0051-1995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 000） 

DZ/T0158-1995 浅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细则(1∶50 000) 

DZ/T 0071-1993 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 

DZ/T 0171-1997 大比例尺重力勘查技术规范 

DZ/T 0179-1997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 000） 

DZ/T 0246-2006 1∶2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 

ZB/T D10004-1989 城市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技术要求（1∶50 000） 

DD 2006-06 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中地调总函［2015］2号  1∶50 000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行）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地质调查（简称区调、地质填图、填图）是地质工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综合性基础地质工作，

是一切地质工作的先行，同时又是一项由国家有计划部署和实施的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的基础

性、公益性地质工作。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内容涉及地学的各个领域，其进展情况与研究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地质

工作和地质科学技术总体水平的标志，也是制约国家对地下资源潜力预测和地质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能

力的重要因素。所提交的成果图件报告名称前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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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和成果，不仅促进了地质科学理论和各种勘查工作的发展，而且也广泛

为国防、冶金、煤炭、石油、化工、轻工、建材、水电、交通、铁道、海洋、农林、地震、环保、旅游

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全社会利用。 

3.2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  

根据对地质调查工作的精度要求，在1∶50 000比例尺图幅为单位部署的工作区内，运用当代地质

理论和各种技术方法手段，全面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区域地质填图和科学研究

相结合，对区域内的地层、岩石、岩体、构造、矿化等各种地质体和地质现象进行系统的观察研究，阐

明区域内各地质体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和地质发展史。与此同时，对区域内岩石分布以及地球化学

场、地球物理场进行调查，对矿点（矿化点）和各类主要异常进行检查，圈出成矿远景区和找矿有利地

段，编制相应图件。 

3.3  

数字填图技术 

基于GIS、GPS、RS技术的区域地质调查野外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化获取，成果的一体化处理、组织、

管理和表达的计算机辅助区域地质调查技术。 

4 总则 

4.1 目的 

4.1.1 地质填图是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最基本的核心和内容。扩大和更新地质图，提高和改善区域填图

覆盖水平，为资源评价、开发和环境保护提供地质资料，促使地质填图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区域地质调

查工作在国土综合理用和整治及生态系统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更加面向社会需求，服务领域扩大。侧重

于长远的、战略性和基础性的地质调查研究及探索性研究，使战略研究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更紧密结合

起来，加强地质填图和基础数据库的工作。 

4.1.2 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先导，在综合考虑推动国家重大地学理论创新和改进地质调查技术方

法需要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发展需求和国际地学发展趋向，注意工作部署规划的超前性。根据急需程度，

优先部署在重点地区，着重解决区内主要的基础地质问题，查明矿产、能源形成的区域地质背景和地质

条件，服务于国家资源保障、环境保护、地球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4.1.3 强调区域地质调查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地表地质与深部地质相结合。在学科交叉渗透的基础上，

发挥区域地质调查的优势，针对调查区地质构造、地质地貌特点等采用相应的调查方法，使其所形成的

成果，为深入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环境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重大工程建设等提供基础地质背景资

料。进而研究解决所面临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建立一完整的区域地质调查研究体系。 

4.2 任务 

4.2.1 部署在成矿远景区带的图幅，主要任务是从基础地质调查入手，研究区域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

着重解决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地质问题，指出进一步找矿方向和成矿有利地段；部署在中心城市及其周围

地区的图幅，主要任务是从基础地质调查入手，提高城市地区的基础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同时对城市地

区的矿产资源、地质旅游资源及环境地质调查等提供地质背景资料，着重调查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关

系密切的基础地质问题，为城市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及其治理、矿产资源与地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提供决策性的地质背景资料；部署在国家重点项目和重点经济建设区的图幅，主要任务除必要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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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质工作和可能的矿产地质工作以外，侧重区域地壳稳定性及灾害地质、环境地质等方面的地质背景

资料总结。 

4.2.2 在全面系统的基础地质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填制 1∶50 000 地质图等相关专题图件，着重查

清区域成矿（能源）地质背景，为国家科学合理规划和部署矿产（能源）勘查工作提供依据；同时为环

境地质、灾害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和旅游地质等专项调查，为国土资源规

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地球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提供基础地质资料，并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的

地质信息。 

4.3 工作程序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一般包括组织队伍、收集资料、野外踏勘、设计编审、野外调查、资

料整理、原始资料数据库建设、野外验收、报告编写、图件编制、最终成果数据库（区域地质图空间数

据库）建设、成果验收、成果出版、资料归档与汇交等程序。上述程序之间是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的有

机整体。 

4.4 基本准则 

4.4.1 区域地质调查必须以野外观察为主要手段, 客观准确地观察记录野外地质现象，取全、取准野

外的各项原始地质资料。 

4.4.2 通过野外室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地质观察研究，查明区内地层、岩石、古生物、构

造、矿产以及其他各种地质体的特征，并研究其属性、形成时代、形成环境和发展历史等地质问题。 

4.4.3 在找矿远景区为区域矿产调查布设的图幅，要在野外实际调查的基础地质和矿产调查研究基础

上，充分综合运用物、化、遥和轻型山地工程等多种技术方法，多途径、多角度提取调查区内与成矿相

关的地质信息（成矿要素），加强与成矿相关的深部地质结构构造等隐伏地质信息的提取。分析区域成

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为国家科学合理规划和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4.4.4 加强重要成矿带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的综合研究工作，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综合

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自然重砂等资料，分析地质作用与成矿关系，编制专题图件

（如建造构造图、岩相古地理图、侵入岩浆构造图、火山岩相构造图、变质建造构造图等），反映区域

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 

4.4.5 对部署在成矿区带的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图幅, 尚未进行过正规 1∶50 000区域性物化探

测量，视情况开展 1∶50 000 水系沉积物或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以及必要的高精度磁测、重力激电法等

测量工作。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重点成矿区带基础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工作，深化对重点成矿背景和成

矿规律认识，发现新的物化探异常、矿（化）点和矿化线索，圈定新的找矿远景区。具体工作方法和精

度、以及应提交的成果图件（数据）等参照相关技术标准执行，并在设计书中加以明确。 

4.4.6 对于植被、黄土、风沙堆积或残坡积连续覆盖的丘陵山区和冲积、洪积平原区，覆盖层面积占

图幅面积 30%以上的地区，应参照 1∶50 000 浅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细则来开展工作，并在图幅设计书

中将填图方法和研究内容、工作量安排、应提交的系列成果图件（数据）等加以明确。 

4.4.7 除进行翔实的基础地质、矿产地质调查外，对调查区存在的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工程地质、

农业地质和城市地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开展相应的地质背景专项调查，具体调查内容应在

任务书和设计书中予以明确。 

4.4.8 区域地质调查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和测试方法，多途径、多角度解决调查

区内存在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提高整体调查和研究水平。 

4.4.9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区范围采用 1∶50 000 国际分幅的单幅或多幅 (一般 2～4 幅)，

应用数字填图技术测制，项目实际工作周期一般为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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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对地质复杂程度、工作条件和研究程度不同的地区，其工作重点和工作内容要有所侧重和区别，

不平均使用工作量。结合区内地质、自然地理和气候特点，科学合理地部署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4.4.11 根据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所涉及的专业内容、技术要求和工作量等，合理组队，并保持项目负责

和技术骨干人员的相对稳定。项目负责应承担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专业综合素质高。项目组构成应有

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等专业技术骨干人员。一般一个 2 幅联测项目组应由 5～6 名地质技术骨干组

成。4 幅联测的项目组应由 8～10 名地质技术骨干组成。 

5 资料收集利用 

5.1 地理地图资料准备 

5.1.1 1∶50 000地质图的地理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局出版的 1∶50 000地形图或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的 1∶50 000 矢量化地形图（数据）。野外工作底图（野外数据采集手图）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 1∶

25 000（矢量化）地形图。 

5.1.2 如调查区没有 1∶25 000比例尺地形图，可采用 1∶50 000地形图按有关规定放大编制成 1∶

25 000 （矢量化）地形图（数据），并搜集补充有关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现势资料，作为野外工作底

图，并报请上级主管单位审批后使用。 

5.1.3 如调查区无 1∶50 000 比例尺地形图（如青藏高原的某些地区），可选用年代最新的、拍摄时

冰雪覆盖程度最低、无云层遮盖、分辩率 1m 左右的遥感数据，编制成正射图像（数据），补充经纬网

和有关地名，作为地形图（数据）和野外工作底图，并报请上级主管单位审批后使用。 

5.2 资料收集利用 

5.2.1 收集资料的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前人对调查区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现状。在综合分析基础上，充分利用已有资料，找出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将所搜集并分析利用的前人资料储存在数据库中，科学地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法及技术路线。 

5.2.2 系统收集调查区已有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物化遥等调查成果和综合或专项调查报

告、专著（如地质志、矿产志、各省成矿预测和规划图、地层典等）、科研论文等。 

5.2.3 尽可能收集调查区已有各种实物资料，如岩石标本，矿物标本，化石标本，钻孔岩心，各类岩

石薄片等。对不同时期形成的资料，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和综合研究。 

5.2.4 尽可能收集调查区已有样品测试成果，在对其采样位置、测试方法、测试精度、测试单位全面

了解的基础上，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估，合理利用。 

5.2.5 尽可能收集与本图幅调查相关的各种地学数据库资料，如 1∶200 000、1∶250 000地质图空

间数据库，《中国地层数据库》，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完成的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预测数据库，

1∶200 000、1∶50 000 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基础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全国矿产地数据库，全

国重砂数据库，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等。 

5.2.6 查阅调查区有关人文、地理、气候、交通等方面资料，详细了解调查区野外工作条件，为野外

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地形、道路、物资供应、居住等背景资料。 

5.3 遥感数据收集与利用 

5.3.1 遥感影像图是区域地质调查的重要野外工作图件，应在野外工作开展之前完成数据的收集、处

理和制图，为解决调查区地质填图中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等问题提供空间信息。 

5.3.2 尽可能收集多时相、多波段分辨率高的遥感数据。选择其中现势性强、各种干扰小、特征信息

量（色调、形态等）丰富的数据作为基础遥感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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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应分别采用预处理、基础图像处理和专题图像处理等多种类型的遥感数据处理方法，以获取满

足区域地质调查各个阶段所需要的遥感数据图像。 

5.3.4 在找矿远景区必须系统提取矿化蚀变信息和与成矿关系密切的遥感异常，为研究成矿地质背景

与成矿地质条件提供资料。 

5.3.5 遥感地质解译工作重点是：区域构造格架解译；各类地质填图单元解译；矿产地质解译（如已

知成矿、控矿地质体、地质构造追索圈定，矿化蚀变信息，与成矿、控矿相关的遥感线、环、纹、斑、

色调等特征影像提取，与成矿、控矿相关的隐伏岩体圈定等）；灾害、环境地质解译（如滑坡、泥石流、

地裂缝、地面塌陷圈定等）。 

5.3.6 经处理的遥感影像应整合在数字填图系统中，作为野外数据采集的基础背景图层。遥感地质解

译应贯穿区域地质调查的全过程。 

5.4 地球物理资料收集与利用 

5.4.1 详细收集调查区内有关地球物理资料，如区域重力、航磁、航放以及电磁测深、地震剖面、物

探测井和放射性等资料。应收集使用最新资料和高精度资料。配合区域地质调查挖掘有关浅覆盖或深部

地质体物质组成、结构构造等特征，提取隐伏地质体的地球物理信息。 

5.4.2 对收集到的资料应按现行有关“规范”要求进行整理和综合评述。 

5.4.3 在对不同比例尺、不同精度的地球物理资料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编制各种相应比例尺

的地球物理基础图件，如布格重力异常图、航磁异常图、航空放射性异常图等。在综合研究和解释推断

的基础上，结合钻孔等地质资料编制推断解释成果图（如地质构造格架图、控制剖面地质断面图以及局

部典型地段的三维地质构造格架图）。 

5.4.4 对找矿远景区取得的 1∶50 000 高精度磁测和重力资料及激发极化法测量资料应进行系统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解释。对高精度重力和高精度磁测数据一般要进行滤波、位场转换、解析延拓、局部异常

的求取等数据处理。通过大比例尺物探数据的各类常规处理和对场源空间特征的分析，结合区域地质矿

产特征，系统地推断控矿构造、岩体、地层或标志层。 

5.4.5 应充分利用收集到的钻孔岩芯物性参数，也可利用物性测井资料反演物性参数，了解岩石的垂

向变化规律，为综合利用地球物理场资料进行地质矿产解释奠定基础。 

5.4.6 根据各种地质体（包括矿体）之间的物性差异、规模和分布情况，确定地球物理场进行地质

和矿产解释的解译标志；利用解译标志，并与野外实际调查紧密配合，合理反映区域地质矿产解译分

析成果。 

5.5 地球化学等资料收集与利用 

5.5.1 全面收集和应用调查区区域地球化学、矿区地球化学（化探）及异常查证等资料，分析调查区

主要地质体的地球化学组份特征。 

5.5.2 对于化探原始资料利用，特别是西部景观复杂地区化探资料，应进行方法技术质量评估，以便

正确利用。 

5.5.3 在找矿远景区，应系统整理化探资料，按相关技术标准编制采样点位图、原始数据图、地球化

学图、地球化学异常图、异常剖析图及其它专题解释图件。研究分析化探异常分布规律、元素组合规律

及与物探异常关联对比等，结合异常地质背景和成矿条件，以及地表矿（化）点、蚀变带分布，对化探

异常进行定性解释和分类排序，提出进一步开展矿产调查工作的建议。 

5.5.4 系统整理重砂矿物资料，在开展重砂矿物共生组合、标型矿物特征、有用矿物的含量和空间分

布规律等综合研究基础上，编制有关图表，如重砂矿物分布图、圈定有用重矿物异常扩散晕，进行异常

的解释和推断；分析重矿物来源，排除非矿异常，确定因矿引起的异常特征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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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充分利用区域地球化学资料，加强对调查区第四系分布区的环境地质背景调查，具体内容是：

城市及重要经济区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重要农业区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地方病发生区元素地球

化学分布特征; 重要自然景观区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等。 

5.6 钻孔资料收集和利用 

5.6.1 全面系统地收集调查区已有的各类钻孔岩芯编录资料；尽可能收集岩心实物资料，如岩芯岩性

岩相、矿化、化石标本等。对岩芯编录资料的收集要注重其原始性，包括岩芯描述、各种照片、素描或

影像资料、各种样品测试分析数据等。 

5.6.2 对收集到的钻孔资料应进行质量综合评价，用于揭露重要地质界线、重要含矿层位、蚀变带、

矿（化）带、矿（化）体、第四系等而施工的钻孔资料，均应在数字调查系统钻孔录入模块中进行详细

编录。通过钻孔资料综合利用，建立调查区第四纪地层层序格架和了解深部地质体的基本特征。 

6 野外踏勘 

6.1 在区域地质调查设计书编写前必须进行野外踏勘，为设计书的编写提供第一手实际资料。 

6.2 针对基础地质调查，应选择不同类型地质体分布区并结合自然地理区进行路线踏勘。踏勘路线应

选择以穿越地质体最多、地质构造复杂的路线为主。每幅图必须有一条贯穿全图幅的踏勘路线，同时应

采集一些必要的岩矿样品，进行鉴定和测试分析。 

6.3 野外踏勘以能最多穿越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矿化带、典型地质体、重要构造带的路线为主。对重点

地段应进行全面踏勘，适当采集关键地段有代表性矿化现象的岩矿标本，进行必要的岩矿鉴定或快速分

析测试，了解矿化特征和成矿地质背景。 

6.4 对调查区已知的不同类型的矿化线索，必须进行实地踏勘。对有较高工作程度和较多矿产地的地

区，应通过分类，对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矿产地进行全面踏勘，详细了解矿化特征，成矿地质背景，工作

程度，以往评价存在问题等情况。 

6.5 在环境和灾害地质问题突出的地区，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区域环境和地质灾害易发地段，穿越和追

索路线相结合，重点对外动力地质作用引发和控制的环境地质问题进行踏勘。在城镇密集区、水电站密

集区、高速公路和重要铁路干线等地区应重点开展区域地壳稳定性的踏勘。 

6.6 在路线踏勘的基础上，选择代表性强、地层出露齐全、层序清楚的地区进行地层和岩体剖面测制，

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填图单位。 

6.7 踏勘过程中，对区内有关人文、地理、气候、交通等方面进行适当了解，为野外工作条件（如营

地设置、用电、交通、物资供应、安全保障等）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 

6.8 通过踏勘，在对现有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测区的区域构造格架、各类地质体的

填图单位和遥感解译标志。 

7 设计编审 

7.1 设计书编写 

7.1.1 根据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书，针对调查区的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和自然地理条

件，在对前人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物化遥数据处理与解译和野外踏勘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设计。 

7.1.2 设计书内容主要包括: 目的任务；地质和地理概况；工作程度和研究现状；存在的主要地质、

矿产和环境问题；填图单位的初步划分；调查内容和实物工作量；精度要求；填图方法；技术路线；

队伍组织；实施步骤；年度计划；质量管理；预期成果和经费预算等。并附调查区地质草图、物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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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译草图、工作程度图和工作部署图等图件。设计书内容要齐全，文字应简明扼要。设计书编写提纲

见附录 A。 

7.1.3 设计书要求在任务书下达后的 4－6 个月内完成，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经批准的设

计书是进行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质量监控及其成果评审验收的主要依据。 

7.1.4 设计书编写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可行。工作过程中，因情况有较大变化时，应及时编写补充修

改设计，报请原审批单位批准。 

7.2 设计审查 

7.2.1 设计审查一般在任务书下达后 6 个月内进行。设计审查前项目承担单位应进行初审。 

7.2.2 按项目主管部门项目管理的相关办法，组织设计审查。 

7.2.3 设计书、设计所附的地质草图、物化遥解译草图、工作程度图和工作部署图等资料至少在设计

评审会的前 10 天送达评审员。 

8 调查内容 

8.1 填图单位划分与调查 

8.1.1 沉积岩 

8.1.1.1 沉积岩区采用岩石地层单位填图，进行多重地层划分、对比，建立区域地层序列与地层格架。 

8.1.1.2 沉积岩岩石地层的填图单位要划分到组，组内必须划分到段并进行翔实填绘。 

8.1.1.3 在段内必须详细划分出与沉积成矿作用或层控成矿作用相关的特殊地质体、含矿层、蚀变带、

特殊的化学沉积层（如岩盐层、铁质壳层、结核层等）、黑色页岩层（烃源岩层）、硅质岩层、微生物

岩层、砾岩层、滑塌沉积层、生物礁、生物滩沉积层、岩舌、岩楔、火山岩夹层等标志层，作为非正式

填图单位填绘在图上。 

8.1.1.4 调查区地层区划归属以相关省地质志的划分为依据，岩石地层序列以相关省岩石地层清理

成果和全国各纪地层典为基础；在充分利用最新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可在填图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

优化。 

8.1.1.5 对正式命名的岩石地层单位（群、组、段）要确定地质时代（年代地层）。对地质时代确定

须有充足的依据（古生物、同位素测年或古地磁证据）。凡是新命名的地层单位，要按全国地层委员会

有关规定的程序，提供相关资料，报请批准和公开发表。 

8.1.1.6 详细观察记录各个岩石地层单位，特别是与沉积成矿作用或层控成矿作用相关的岩性特征、

岩石结构、岩石组合、沉积构造、矿化特征、蚀变特征、接触关系、基本层序、叠覆特征及空间变化、

产状、厚度等资料。 

8.1.1.7 对含化石的沉积地层，每个填图单位组或段必须要详细采集足够的化石。利用标准化石确定

地层时代，利用指相化石恢复沉积环境，为建立区域等时地层格架和沉积相分析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 

8.1.1.8 对赋存沉积矿产的岩石地层单位，要基本查明有关矿种的赋存层位、产状，注意收集有关沉

积成矿作用和成矿要素的资料。 

8.1.1.9 在上述内容详细调查基础上，分析其与成矿作用相关的沉积作用和表生作用类型，如化学沉

积作用、蒸发沉淀作用、低温热液沉积作用、氧化作用、还原作用、表生富集作用、淋滤作用、风化作

用等，为研究有关矿产的分布规律提供依据。 

8.1.1.10 确定海相和陆相沉积区与剥蚀区（古陆）的分布范围、总体地貌特征及分布规律。沉积区物

源供给方向，古水流方向，水动力状况。划分沉积相、沉积体系，研究盆地类型和盆地充填序列及形成

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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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1 利用沉积相、生物相和沉积地球化学等资料进行沉积盆地的古环境恢复。 

8.1.1.12 针对调查区某些沉积矿产可能赋存的层（时）段，可视情况编制 1∶50 000 或更大比例尺的

（构造）岩相古地理图。图面主要表示：编图所依据的剖面点和剖面柱状图；沉积相和沉积亚相及其主

要岩石组合；沉积等厚线；古地理单元；盆地构造；矿（化）点或含矿层；重要化石分布点及名称；物

源供给方向；古水流方向、古水深、古盐度、古纬度、古气侯带等。 

8.1.2 火山岩 

8.1.2.1 火山岩区调查采用岩石地层－火山岩相－火山构造三重填图法。 

8.1.2.2 火山岩区的岩石地层单位划分，参照本标准 8.1.1 中的有关要求，根据沉积或喷发叠覆或横

向变化关系、喷发旋回、喷发韵律、岩浆演化等综合因素，合理划分正式与非正式岩石地层单位，正确

建立岩石地层序列。充分利用物化遥地质解译资料，判别弧形（环形）和放射状等火山原生断裂构造，

确定火山机构类型。 

8.1.2.3 按本标准 8.1.2.1 和 8.1.2.2 的要求，火山岩的岩石地层填图单位要划分到组，组内必须划

分到段；在填绘到段的同时，必须进行翔实的火山岩岩相和火山构造填绘。 

8.1.2.4 注意鉴别冷却单元等非正式填图单元，寻找沉积岩夹层或特殊火山岩相层等地层划分对比标

志层。在确定火山机构（如破火山、火山穹隆等）时，应测制火山构造剖面。查明火山岩岩石类型、矿

物成分、结构构造（原生和次生构造），大致查明含矿层位、矿化蚀变类型等特征。 

8.1.2.5 查明火山岩厚度、产状、各种接触关系和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规律。重要的地质现象要在图上

夸大表示。 

8.1.2.6 注意在火山岩中的沉积岩夹层中寻找化石，为地层时代划分对比提供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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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收集有关年龄资料。 

8.1.2.7 根据火山岩岩石特征及产出分布特点，详细划分火山岩相类型及其组合；查明火山构造和与

火山活动有关的地质构造特征；研究恢复火山机构和火山喷发类型；探讨火山作用规律、活动历史与成

矿的关系。 

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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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火山喷发旋回，探讨火山岩浆成因演化过程。 

8.1.2.9 分析火山喷发古地理环境、火山岩成因类型和火山喷发构造背景。 

8.1.2.10 调查研究火山岩相、火山机构、原生火山断裂构造、裂隙等对矿液运移和富集的控制作用及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岩浆期后热液蚀变、矿化特征。研究探讨火山作用与区域构造及成矿的关系，确定与

成矿有关的火山喷发时代。 

8.1.2.11 针对调查区火山岩区成矿地质背景分析，视情况编制 1∶5 0000 或更大比例尺的火山岩相—

构造图。图面主要表示：基底岩系；火山岩岩石地层单位“段”；岩性、岩相、岩层产状；面理和线理（以

火山熔岩流动形成的面理和线理为主）；火山机构、原生火山断裂、潜火山岩；岩墙（群）、岩席和岩

脉；蚀变矿化；火山沉积夹层中古生物化石；同位素年龄值；物（磁、重、电异常）、化探异常、与火

山岩成矿作用相关的遥感解译信息等。 

8.1.3 侵入岩 

8.1.3.1 侵入岩按侵入体为基本填图单位，对不同类型的侵入岩，均按 “岩性+时代” 的方法进行填图

单元划分和填绘。侵入岩的每个填图单元必须有较确切的定年依据。 

8.1.3.2 对花岗岩多样性进行调查，通过翔实的野外、室内工作，区分同源、岩浆混合（magma mixing）

（可简称浆混或混浆）等类型。 

8.1.3.3 查明不同类型侵入体的形态与规模。视条件填绘侵入体平面展布形态；用物探等方法确定侵

入体底面形态，结合侵入体平面形态分析结果确定侵入体三维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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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4 查明复式岩基侵入体间以及不同单元间接触关系的性质和产状。基本查明不同类型侵入体的

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线理和面理组构（流动构造和变形构造）特征。 

8.1.3.5 查明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关系与产状；对围岩蚀变要进行详细填绘，包括蚀变岩石和蚀变矿物

的类型、特征，进而确定流体类型及其与成矿过程的可能联系。 

8.1.3.6 调查侵入岩体的同化混染和分异作用、内外接触带的蚀变矿化、变质及变形作用，岩体相带

划分及其成矿作用特点。探讨侵入体演化与围岩和矿产的关系及时空分布、控矿特征。 

8.1.3.7 要特别注意对与成矿有利的侵入体的划分和时代确定，并在图上详细标绘岩相带、蚀变和矿

化点（带）等。查明不同类型侵入岩体形成的先后顺序和时代。 

8.1.3.8 基本查明岩体中捕虏体、残留体及深源岩石包体（成分、形态、分布、含量等）和脉岩（派

生脉岩和区域性脉岩）特征。 

8.1.3.9 调查不同类型侵入岩体与区域构造的关系，选择有代表性的岩体进行组构测量。在研究侵入

岩岩石化学，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等资料的基础上，探讨其就位机制。 

8.1.3.10 对于基性和超基性岩的调查研究，除按上述侵入岩调查的有关内容外，还应对岩体外围的沉

积岩特征和时代进行调查，以便获取岩体形成环境和形成时代的某些证据；正确区分蛇绿岩与基性、超

基性侵入体。 

8.1.3.11 在综合研究不同类型侵入体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各类侵入岩形成的区域构造环境，建立区域

岩浆演化旋回或序列，探讨岩浆活动演化与成矿作用历史。 

8.1.3.12 针对侵入岩区特点，视情况编制 1∶25 000 或更大比例尺的侵入岩浆构造图。编图内容主要

包括：侵入体单元类型及其时代；侵入体的岩石和构造；岩石组合及构造环境；岩石系列；侵入岩岩相

带；内外蚀变带；矿化点（带）；围岩和与围岩的接触关系及产状；同位素测年方法；物探（磁、重、

电）异常、化探异常、与侵入岩成矿作用相关的遥感解译信息等。 

8.1.4 变质岩 

8.1.4.1 变质岩区应采用构造—地（岩）层—事件或构造—岩石—事件法填图。 

8.1.4.2 在系统建立变质岩构造—地(岩)层或构造—岩石填图单位的基础上，查明不同变质岩系单位

间界面性质、叠置关系及空间分布特征，建立序次关系。 

8.1.4.3 中－高级变质地层的填图单位按岩组、岩段表示。低级变质的沉积岩和火山沉积岩区原则上

按本标准的 8.1.1 和 8.1.2 进行工作，低级变质的侵入岩可参照本标准 8.1.3 进行。但要注意调查变质

—变形作用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观察和总结变质带与地层、岩层界线、构造走向线的关系。 

8.1.4.4 注意区分经过强烈变质变形改造的古老侵入体，区分正片麻岩和副片麻岩，切忌将古老侵入

体与变质地层相混淆。 

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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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岩石化学、地球化学以及变形特征，恢复变质岩的原岩建造类型。 

8.1.4.6 查明变质作用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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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7 在中高级变质岩区应对混合岩化作用进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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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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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构造层次、条件及形成的温压条件。 

8.1.4.8 查明不同变质岩系的后期变形变质叠加改造的特点，建立变质岩层构造叠置序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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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9 调查研究各类变质岩内的含矿地质体、含矿建造及矿产在变质岩中的分布规律，变质岩石、

变质带、变质相对矿床、矿化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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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10 对变质岩的构造变形调查要与变质作用调查紧密结合，查明各种构造基本类型、各种构造要

素的形态，产状、性质、生成序次和组合特征，并对其动力学特征作出分析。建立区域变质、变形事件

演化序列。 

8.1.4.11 以查明变质地体中脉岩的矿物组合、组构、地球化学特点、变形特征及其与围岩的关系，作

为野外划分变质、变形期次、阶段的重要依据。 

8.1.4.12 注意采集不同期次、同期次不同阶段变质岩石样品，进行变质矿物温压条件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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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13 针对变质岩区特点, 视情况编制 1∶50 000 的变质建造构造图。编图内容主要包括：变质建

造类型及其时代；含矿层、标志层、特殊岩层；基性岩墙（群）；基性层状侵入体；具有特殊指示意义

的地质体及其时代，如榴辉岩、蓝闪片岩、高压麻粒岩等；变质相（系）类型及变质期；主要构造边界；

各种变质构造、性质、产状及其相互关系；各种变质建造类型同位素测年方法；物探（磁、重、电）异

常、化探异常、与变质岩成矿作用相关的遥感解译信息等。 

8.1.5 蛇绿岩和混杂岩 

8.1.5.1 在造山带，要特别注意对混杂岩（Mélange）和“蛇绿岩”（Ophiolite）的调查和研究，对

蛇绿混杂岩的基质部分应采用岩石地层方法建立正式和非正式地层单位，对蛇绿混杂岩中不同类型的岩

块或岩片必须详细填绘。 

8.1.5.2 在查明“混杂岩” 或 “蛇绿混杂岩” 空间分布的基础上，重点对其内部构成进行观察记录

与填绘，特别要注意查明混杂岩的岩片（块）和基质各自的岩性、岩相、时代和变质变形特征以及它们

之间接触关系特征与性质。 

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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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绿岩与围岩的接触关系、岩石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等，尽可能建立系统、

完整的“蛇绿岩”序列。注意区分洋中脊蛇绿岩与非洋中脊蛇绿岩。 

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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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5 调查和研究蛇绿岩与区域内其它相关岩石（如俯冲期和碰撞期岩浆岩组合；碰撞期超高压蓝

片岩、超高压榴辉岩分布带等）的关系、时代、性质，探讨其成因和演化过程。 

8.1.5.6 调查和研究造山带蛇绿混杂岩带受深大断裂和超镁铁质—镁铁质岩体控制的铬、镍、铜等成

矿条件与成矿信息，包括物探（磁、重、电）异常、化探异常、与蛇绿混杂岩带成矿作用相关的遥感解

译信息等。 

8.1.6 第四纪地质 

8.1.6.1 以岩石地层或成因类型为第四系的基本填图单位, 在系统建立调查区第四纪地层层序的基础

上，开展第四纪多重地层划分、对比研究。 

8.1.6.2 查明第四纪不同成因类型或岩石地层单位的沉积物岩性、物质成分、沉积构造、厚度、接触

关系、岩相纵横变化及空间分布。查明区内各种地貌形态特征和成因类型，探讨其形成时代与发展演化

过程。 

8.1.6.3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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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异常层、风化

层、含矿层、砾石层、古文化层、古地震层等）应进行调查研究和填绘，采集必要的测试样品。 

8.1.6.4 调查第四系中赋存的矿产，如砂矿、表生型（风化—淋漓型、残坡积—冲积型）多金属矿等

的成矿条件和成矿信息。重要的矿种应大致查明其赋存条件，分布范围。 

8.1.6.5 在第四系大面积分布区，要进行地貌调查：按照地貌要素和几何形态对单体地貌形态和组合

地貌形态进行观察和描述, 划分地貌形态类型和成因类型，确定不同地貌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调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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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类型形成的相对顺序、形成年代并建立区域地貌演化序列；调查地貌形态与岩性、构造、气候的关系。

按地貌类型的区域分布特征，进行地貌类型分区。 

8.1.6.6 在第四系发育良好的地区，要进行第四纪地质事件调查：主要包括古地震事件、火山喷发事

件、（海岸带）海泛事件、风暴沉积事件、气候事件（如短暂的、极端的热、冷、干、湿气候事件等）

等地质事件类型。查明地质事件的发生年代、规律和强度，评价地质事件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8.2 地质构造调查 

8.2.1 应用构造解析方法，查明各种构造变形形迹（褶皱、断裂、韧性剪切带、各种面理、线理等）

的形态、规模、性质、产状、构造置换、形成序次和组合特征，配合定向薄片组构分析，研究其运动学

和动力学特征。与变质岩有关构造的调查，按本标准 8.1.4 开展工作。 

8.2.2 系统收集与中、大型褶皱有成因联系的从属小构造资料。观察分析褶皱的类型及其组合型式。 

8.2.3 查明中、大型断裂（含韧性剪切带）的空间展布特征及其两侧的地层序列及其产状变化、断裂

面产状、断裂带宽度、断层岩类型、断裂带内各种面理和线理类型、断裂的组合型式及其运动学特征。 

8.2.4 观察褶皱、断裂构造或韧性剪切带、构造活动等及新构造运动对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变质作

用、矿化蚀变、成矿的控制作用和对矿体的破坏作用，以及矿体在各类构造中的赋存位置和分布规律。 

8.2.5 建立区域构造变形序列和构造格架，研究不同期次构造叠加关系及演化序列。 

8.2.6 调查控盆构造的性质及特征，分析盆—山的构造组合样式，探讨盆—山耦合的动力学特征与

机制。 

8.2.7 调查区内的活动构造，查明其延伸、规模、性质、产状及运动学特征，分析活动构造运动类型

和期次。 

8.2.8 在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多发地区，要查明引起灾害的地质构造背景及其具体构造特征，探讨

其形成及分布规律。 

8.2.9 地震频发地区，应收集有关地震方面的资料，为分析研究区域地震活动规律和环境工程评价提

供依据。 

8.3 专项调查 

8.3.1 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调查 

8.3.1.1 一般要求 

工作主要围绕部署在成矿远景区内，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矿产地质填图、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

查、异常查证和矿点检查。矿产地质调查除完成本标准5、8.1、8.2和9中涉及的有关的物化遥资料收集

与综合分析利用和矿产地质填图等内容外，结合所开展的面积性1∶50000物化探调查工作及成果，开展

异常查证、矿点概略检查。 

8.3.1.2 异常查证 

8.3.1.2.1 充分收集、分析、利用调查区内已有的地、物、化、遥、矿产及钻探等资料。对上述资料

收集利用的具体要求详见本标准的 5.2～5.5。 

8.3.1.2.2 选择有效的方法进行遥感异常提取，对所提取的遥感异常信息均应根据地质特征、成矿类

型等进行分析处理，压低或剔除强的干扰信息，强化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微弱信息，突出这类信息与找矿

信息的一致性，为划分成矿有利地段（带）或异常查证提供依据。对遥感异常区带，应根据异常特征、

成矿地质条件等进行成矿远景分级。遥感异常图上应标明重点查证的异常区带号、异常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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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3 结合区域矿产地质背景研究，在充分考虑地球化学背景、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及其组合、异

常空间结构等因素或物性的前提下，对区内已有的物、化探异常进行评述和筛选，优选出需要查证的异

常，圈定成矿有利区段（带）。 

8.3.1.2.4 对已优选的成矿有利区段（带）、化探异常、航磁和其它物探异常要进行异常查证。 

8.3.1.2.5 针对优选的 1∶50 000 化探异常区，应布置 1∶10 000 地质地球化学剖面或面积性测量工

作。工作方法采用土壤测量或岩石测量。在异常区内至少要测制 2 条以上控制性地质地球化学剖面。 

8.3.1.2.6 针对优选的 1∶50 000 物探异常区，应布置 1∶10 000 地球物理剖面测量，具有大中型矿

床成矿远景的地区应开展面积性测量工作。物探剖面测量可根据地质地球物理条件，选择采用电法、磁

法、重力及各种电磁法等物探方法。面积性物探工作可以在剖面测量的基础上，以一种方法为主，其它

方法为辅，相互配合。 

8.3.1.2.7 在查证的物、化探异常区内，要根据实际需要填制 1∶10 000 地质草图。对重要含矿地质

体和矿化蚀变带等成矿有利地段的调查路线，要加密调查路线，采用追索与穿越路线相结合的方法。要

调查矿化地质体、含矿标志层、控矿构造、蚀变带、矿化带，与成矿有关的其它地质体的分布范围、规

模、产状、分布特点及其控制因素，矿（化）体（层）的矿物组成、有益组份及含量等。分析异常区的

成矿地质条件，初步查明引起异常的原因。 

8.3.1.2.8 矿化蚀变带、含矿层、矿体（点）应系统采样，并进行必要的素描或照相，在图上详细填

绘有关矿产内容。 

8.3.1.3 概略检查 

8.3.1.3.1 已知矿(化)点概略检查要求如下： 

a) 对有找矿意义的已知矿（化）点、含矿地质体、蚀变带、矿化带要进行概略检查。 

b) 概略检查要对各类自然露头、已有勘查工程进行详细观察，系统编录和采样。了解矿（化）体

的形态、规模、产状、围岩蚀变、成因类型以及矿石的类型、结构和组份等。 

c) 通过区域追索调查，概略了解矿化（体）的地表分布范围，分析成矿地质背景，指导区域找矿。 

8.3.1.3.2 新发现矿（化）点概略检查要求如下： 

a) 对新发现的矿（化）点、含矿地质体、蚀变带、矿化带和其它重要找矿线索都应进行概略检查。 

b) 要了解矿化地质体的分布特征，包括含矿标志层、控矿构造、蚀变带、矿化带，与成矿有关的

其它地质体的分布范围、规模、产状、分布特点及其控制因素，矿（化）体（层）的矿物组成、

有益组份及含量等。 

c) 对矿（化）体应连续采样，了解矿石的类型、结构和组份以及矿（化）体的变化特征。 

d) 检查结束后，应提交检查工作简报和相关图表，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建议。 

8.3.1.4 在成矿地质背景与成矿地质条件调查的基础上，提交成矿地质背景图和相关文字报告。 

8.3.2 环境地质背景调查 

8.3.2.1 地质灾害调查以成因分类为基础，划分区域地质灾害组合类型，调查区内的各类地质灾害现

象。重点分析区域内产生地质灾害的关键性环境因素，探讨地质灾害的产生和发育规律及其危害性质。 

8.3.2.2 重点进行物理性地质作用引发和控制的环境地质问题的调查，包括内营力地质灾害和外营力

地质灾害。 内营力地质灾害调查内容主要有：由构造运动引发的活动断裂、地震、地裂缝、地面沉降、

地壳形变、区域稳定性评价等，外营力地质灾害调查内容主要有：河岸侵蚀、河道淤塞、水土流失、地

面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8.3.2.3 在地方病发生地区，在收集和综合分析地方病发生现状资料的基础上，重点选择环境、生物

地球化学异常区和水体、土壤重度污染区进行检查；研究地方病区域性分布特征和诱发因子，为区域性

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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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 在生态环境方面，除按上述相关要求进行外，还应调查如下内容： 

a) 沙漠、戈壁、基岩山地、冰川冻土、湿地、河流、湖泊、水库等的分布范围和规模数量。 

b) 大型矿山设施、工业设施区和人类活动密集区的污染物诱发的地质灾害。 

c) 因开采地下水、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等地下资源而导致的地面沉降、塌陷、水污染、植被

破坏等现象的分布、规模。 

8.3.2.5 在上述环境地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提交区域环境地质图和相关文字报告。 

8.3.3 农业地质地质背景调查 

8.3.3.1 在农业区开展的农业地质地质背景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a) 农业地质体背景、土壤类型及分布特征以及与地质体风化成壤关系调查。 

b) 农业地质灾害类型调查，如水土流失、荒漠化、农田引水灌溉引起的农田沼泽化、盐渍化等。 

c) 了解农田水文地质、土壤元素含量和元素有效态地球化学等，进行农业地质环境综合评述。 

8.3.3.2 在农业地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提交相关专项调查图件和文字报告。 

8.3.4 城市和工程地质地质背景调查 

在城镇密集区、水电站密集区、高速公路、重要铁路干线和大中型工程设施等地区应重点开展区域

地壳稳定性调查与评价，其调查内容参照城市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执行。在综合调查

的基础上，提交相关专项调查图件和文字报告。 

8.3.5 旅游地质专项调查 

8.3.5.1 旅游地质调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详细收集各类有关资料，对现有的地质旅游资源进行普查，注意地质遗迹的分类定级评估。 

b) 对已开发利用的旅游景区的内涵及外延部分进行补充调查。 

c) 对区域地质调查中发现的新景点进行重点调查，对景点进行全面摄像和拍照，并进行初步评

价。 

8.3.5.2 具体调查内容为： 

a) 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可供科普和地质考察旅游的典型地层剖面、化石产地、火山遗迹、地震遗

迹等。  

b) 构成奇峰异石山体的岩石、地层、节理、断层、褶皱等。 

c) 构成奇特地貌的山峦、冰川、峡谷、岩溶洞穴、丹霞地貌、雅丹地貌等。 

d) 构成美妙水景的湖泊、温泉、溪流、瀑布等。 

e) 有观赏价值的各种人文地质景观，如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人类遗迹、古采矿坑、冶炼遗迹等。 

8.3.5.3 在旅游地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提交区域旅游地质图和相关文字报告。 

9 地质剖面测制方法与精度要求 

9.1 测制目的 

通过实测地质剖面，建立各类地质体空间接触关系以及地质体组合顺序，合理确定区域地质填图中

各类地质体的基本填图单位，有效地掌握区域地质构造格架，为区域地质调查需要解决的基础地质问题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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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布设原则 

9.2.1 每幅图每个填图单位至少有 1～2 条实测剖面控制，联测图幅 2～3 条。 

9.2.2 一个图幅范围内一般至少应有一条以上贯穿全区的控制性地质构造剖面，全面系统地反映区域

成矿地质构造特征。 

9.2.3 在找矿远景区，针对区内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矿化蚀变带均应有实测剖面控制。地表矿化强烈或

地表露头覆盖较大的地段，要安排剥土、槽探工作，必要时可施工少量浅井或浅钻等轻型山地工程。 

9.3 剖面类型及测制内容 

9.3.1 沉积岩剖面   

测制沉积岩地层剖面的目的是了解沉积序列的岩石组成和结构构造，正确建立调查区的岩石地层层

序，合理划分正式和非正式岩石地层填图单位。在剖面上要详细分层，逐层进行岩性描述，系统采取岩

矿、岩相、岩石地球化学样品，逐层寻找和采集大化石和微体化石样品，必要时采集人工重砂、粒度分

析、古地磁等样品，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地层中的各种地质特征,视具体情况进行生物地层、

年代地层、事件地层、层序地层、化学地层和磁性地层等多重地层划分对比研究。 

9.3.2 火山岩剖面   

测制火山岩剖面的目的是确定火山机构类型，研究火山岩相、划分火山地层。在研究划分火山岩和

沉积夹层的基础上，结合火山地层的结构类型，划分岩石地层单位和火山喷发旋回、火山喷发韵律，建

立地层层序，确定火山喷发时代和火山喷发方式。查明火山岩岩石的矿物成分、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

征、岩石类型、结构构造、产状、厚度、接触关系、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划分火山岩相

类别。查明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构造特征，研究古火山机构。重点研究的火山机构必须进行解剖，测制岩

性岩相剖面。在剖面上应系统采集岩矿、岩石化学、地球化学样品，在沉积夹层中要注意寻找大化石或

采集有关微体化石样品，有选择地采集同位素测年样品。 

9.3.3 侵入岩剖面    

测制侵入岩剖面的目的是对岩体（岩基）进行解体，划分侵入体，确定侵入体间相互关系、侵位顺

序、侵入时代及其演化关系，研究就位机制。对同源岩浆演化系列的侵入体，可进一步归并单元，超单

元，分析岩浆起源和岩浆演化过程；对岩浆混合作用（简称浆混）演化的侵入体，要在岩浆混合、分异、

演化、就位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填图单元。在侵入岩剖面上应详细研究侵入体岩相变化的各种

基本特征并系统采集岩矿、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样品，有选择地采集同位素测年样品。 

9.3.4 变质岩剖面   

测制变质岩剖面的目的是确立变质岩构造—地(岩)层或构造—岩石填图单元，划分变质相系、变质

带和区分不同的构造变形域。低级变质的沉积岩和火山沉积岩原则上分别按本标准的9.3.1和9.3.2进

行，但应注意研究变质—变形作用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对中高级变质岩，要在查明岩层构造叠置序列、

变质变形样式及其组合，在研究其新老关系基础上测制剖面，确定变质岩石(包括变质构造岩)的矿物成

分、结构构造、岩石类型及主要变质岩石的岩石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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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形成的区域构造环境，以及变质作用与变形作用和成矿作用的关系；查明不同

变质岩石类型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接触关系并建立序次关系；查明变质变形作用特征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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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序列和热动力事件演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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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第四纪地质体剖面   

测制第四纪地质体剖面的目的是查明第四纪地质体种类、成因类型、物质成分、厚度、接触关系和

分布范围。研究第四纪地质体与地貌类型的关系，根据物质成分及其所处的地貌部位划分填图单位，建

立堆积层序；调查第四系古风化壳和可能赋存的矿产；研究各类第四纪地质体形成时期及其与年代地层

的对应关系；在剖面上要详细分层，逐层描述并选择性地采集有关样品，如孢粉样、微古化石样、古地

磁样、地球化学样、热释光、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C
14
等同位素测年样品。 

9.3.6 构造混杂岩剖面   

测制造山带区构造混杂岩剖面的目的是进行基质和岩片（块）的划分、对比研究。对基质的划分研

究可据基质的变质程度不同分别按本标准的9.3.1、9.3.2和9.3.4进行。在剖面上特别要注意岩片（块）

与基质之间、岩片（块）与岩片（块）之间接触关系特征调查，分别按基质和岩片（块），对混杂岩内

部物质组成逐层详细描述，选择性地采集岩矿、古生物、岩相、构造定向、岩石地球化学、粒度分析、

同位素测年样品，进行时代、岩相、变形和变质历程研究。 

9.3.7 构造地质剖面   

剖面上对各种地质构造要素、构造形迹、构造叠加改造和交切关系均应翔实记录，并附必要的素描

和照片。各种产状要素和所需参数齐全，判别运动学特征的现象和必要的数据清楚，所述现象定性基本

准确。必要时在剖面上需进行地质构造野外统计测量，测量数据必须系统完整，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

其属性和期次关系清楚。对重要接触关系，均应有专门的控制点，记录内容应包括界面产状、性质、界

面特征，界面上下地层的岩性、产状、变质变形差异。其时代应有资料依据。附必要的素描图或照片，

采集必要的标本。对区域性的断裂带和韧性剪切带，必须有较系统的构造岩标本和有关样品控制（如定

向标本，岩组分析样等）。 

9.3.8 矿化（体）带剖面  

针对出露在地表及近地表的重要含矿地质体、蚀变带、矿（化）带、矿（化）体、前人采矿遗迹（采

坑、老硐）而布设的剖面。在剖面上施工的剥土、探槽等轻型山地工程应揭穿矿（化）体的顶底板，并

进行详细的地质编录。针对蚀变带、矿（化）带、矿（化）体要进行正规的刻槽取样，分析矿石质量，

了解矿石的类型、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矿体与围岩的关系、蚀变特征、矿化类型及矿化标志等。

要取全、取准各类测试样品并标绘在素描图上，文字描述应做到内容翔尽翔实、重点突出。对于与成矿

相关的重要地质现象要绘制大比例尺素描图、拍照或摄像。测制矿化（体）带剖面时，其测制、观察、

描述、编录和取样工作参照相关规范要求执行。 

9.4 测制精度要求 

9.4.1 在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中，地质剖面测制的比例尺为： 

a) 沉积岩和沉积－火山岩剖面（第四系除外），比例尺控制在 1∶1 000～1∶5 000 以内，剖面

分层厚度一般控制在 1m～5m。 

b) 第四系剖面，厚度巨大的粗碎屑沉积，比例尺一般为 1∶2 000～1∶5 000，剖面分层厚度一

般控制在 2m～5m； 厚度较小的细碎屑沉积，比例尺一般大于 1∶100～1∶1 000，剖面分层

厚度一般控制在 0.1m～1m。 

c) 岩浆岩剖面，比例尺一般为 1∶2 000～1∶5 000。 

d) 变质岩剖面，比例尺一般为在 1∶1 000～1∶5 000。 

e) 构造地质剖面，比例尺一般为 1∶500～1∶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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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矿化（体）带剖面，比例尺一般大于 1∶500。 

9.4.2 剖面线位置选择分两种情况： 

a) 对于地质剖面，要注意露头的连续性，剖面线上的露头应大于 60%，顶底界齐全，有代表性，

接触关系清楚。当难以选择露头连续性好的剖面时，可布置一些短剖面加以拼接，层位拼接要

准确，防止层位重复和遗漏。 

b) 对于矿化（体）带剖面，剖面线要安排在矿化最强的地段。剖面线上如某些地段有掩盖，应使

用剥土和探槽揭露。 

9.4.3 实测剖面线方向应基本垂直于地质体和矿化（体）或蚀变带走向，一般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夹角

不小于 60 度。花岗岩区要横穿岩基主体，火山岩区要横穿火山机构发育地区。 

9.4.4 造山带构造混杂岩地质剖面和构造地质剖面，要求各种重要构造界面和剖面的顶底界无掩盖，

接触关系清楚。 

9.4.5 第四系平原区如无天然或人工挖掘剖面，又无前人的钻孔资料利用时，可布适量钻孔取芯建立

剖面柱。钻孔数量以控制区内第四系成因类型为宜。 

9.4.6 实测剖面记录要按规定的记录表格式详细逐层记录岩性、岩相、古生物、蚀变、矿化、构造、

产状、各类样品采集、素描、照相等内容。室内资料整理要完成计算表中要求的各项计算。 

9.4.7 实测剖面图和柱状图制作： 

a) 沉积岩、沉积—火山岩（含低级变质的沉积一火山岩）一般要编制实测剖面图和柱状图。 

b) 如为水平岩层（如第四系堆积物），可只编制柱状图; 

c) 中高级变质岩、侵入岩和造山带区混杂岩剖面和构造地质剖面一般只要求编制实测剖面图，根

据需要，该类剖面或其中的某些层段可编制柱状图。 

d) 矿化（体）带剖面除编制详细的剖面图和柱状图外，还应编制详细的矿化（体）带的平面图。 

10 地质路线调查方法与精度要求 

10.1 部署原则 

10.1.1 按照野外工作不同阶段将地质路线划分为踏勘路线、系统观测路线和检查路线。 

10.1.2 踏勘路线： 一般尽量以垂直各类地质体、矿化体界线和区域构造线方向布置，以穿越路线为

主；对难以满足全面系统掌握区域地质矿产情况、或新发现的重要地质体和重要成矿带，采用穿越和追

索路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踏勘。 

10.1.3 系统观测路线：必须全面控制调查区所有地质体、矿化体和主要构造形迹的空间展布形态及其

分布规律; 此类路线应以垂直区域构造线方向的穿越路线为主，适当辅以追索路线。具体布设要求如下： 

a) 穿越路线要尽量控制地质体、矿化体及其间的重要接触关系或重要构造部位。 

b) 当岩性岩相变化较大，地质体、矿化体走向延伸关系不清，或为了解某些重要接触关系、矿化

带边界的空间延伸情况等特征时，可布置追索路线。 

c) 路线线距应以有效控制各类地质体为原则，根据测区的地质矿产复杂程度、已有工作程度、基

岩出露情况、自然地理条件、遥感解译标志的明显程度等，适当加密或放稀。  

d) 有实测剖面控制的地段，不必重复布置地质路线。 

10.1.4 检查路线：根据实际需要针对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地质和矿产问题，应布置相应的观测路线和观

测点。此类路线，可以重复原有观测路线，也可以是新布置的野外地质观测路线。 

10.2 控制程度和调查精度 

10.2.1 地质点和地质观测路线控制程度和调查精度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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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幅有效观测路线总长度一般控制在 550km 以上；基岩区的路线线距一般控制在 500m～800m，

大片第四系分布区线距可放宽到 1000m～1500m。其路线控制程度，应以能较准确地圈定出地

质构造、地质体和矿化带形态为原则，不要机械按网格布置路线。 

b) 对区域性的主要构造带、地质体和矿化带，必须要有足够的地质路线控制。对成矿有利地段应

视需要适当加密调查路线。 

c) 对地质界线、重要接触带、断层带、化石层、含矿层位、标志层、蚀变带、矿化体等重要地质

现象均应有地质观测点控制。观测控制点的记录务必翔实，测量数据准确齐全，并附素描图和

照片，采集相关样品和实物标本。 

d) 要着重查明不同地质体间的接触关系（包括地层间的整合、假整合和角度不整合接触）、岩体

间的侵入关系和先后顺序、不同岩性及岩相间的渐变过渡关系、矿化带与围岩的接触关系、各

种构造接触关系等。 

e) 踏勘路线、系统观测路线和检查路线要求作好路线信手地质剖面（比例尺 1∶5 000～1∶

10 000）。 

10.2.2 地质观测内容标绘要求： 

a) 野外手图采用 1∶25 000 数字化地形图。所有地质体、矿化体界线、正式填图单位和非正式填

图单位、各种有意义的地质现象、各种构造形迹及各种有代表性的产状要素（含地层、岩层、

面理、线理以及原生构造产状及各类样品的采样位置等）均应准确标绘到野外手图上。 

b) 野外调查工作中的地质观测点、线在野外手图上标定的点位与实地位置误差，一般不得大于

25m。 

c) 对直径大于 50m 的闭合地质体、宽度大于 25m，长度大于 50m 的线状地质体、长度大于 250m

的断层及褶皱构造均要标绘在野外手图上。对分布面积过小，但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地质体和

矿化体，要用相应符号、花纹夸大或归并表示在图上。 

d) 基岩区内面积小于 1km
2
和沟谷中宽度小于 100m 的第四系，在地质图上不予表示，但类型特殊

或含有重要矿产的第四纪沉积，其范围虽小，均应适当夸大表示。 

e) 1∶50 000 地质图只标定：直径大于 100m 的闭合地质体；宽度大于 50m、长度大于 100m 的线

状地质体；长度大于 250m 的断层、褶皱构造。对其范围虽小，但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地质体

和矿化体，均可用相应符号、花纹夸大或归并表示在图上。 

11 测试鉴定要求 

11.1 为保证各类样品测试与分析质量，对不同地质体（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混杂岩、

构造带、矿化体、第四纪地质体等）的测试技术方法和测试数量，均应反映在设计书中，按上级主管部

门批复意见执行。 

11.2 应收集前人在测区完成的岩石、矿石、古生物等各项鉴定测试成果，经认真复查、筛选，充分加

以利用。 

11.3 调查中的样品采集、测试和鉴定，应本着针对性、有效性、先进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达到

投入较少，而效果较好的目的。  

11.4 调查中采集的古生物化石、同位素测年、岩矿化学分析、电子探针、稀土元素、稳定同位素、微

量元素、古地磁测定等重要样品应及时送交国家认证的测试机构或国家级、省部级开放实验室进行测试

或鉴定。 

11.5 分析鉴定结果须按有关技术规范进行抽检，并对其质量作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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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整理 

12.1 野外调查过程中的资料整理 

12.1.1 野外调查过程中的资料整理任务是把观察搜集到的各种实际资料进行日常综合整理，不断加以

系统化、条理化，从整理中及时总结、逐步认识区域地质规律，并及时发现问题，现场予以解决，使后

续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12.1.2 野外调查过程的资料整理工作可按具体工作时间周期和工作性质分为：当日、数日观测资料的

整理和一条路线或一条剖面资料的整理两种情况进行。 

12.1.3 当日、数日资料的整理是指每天或数日所收集文字、图件资料的整理和实物资料的整理两个部

分。文字和图件资料的整理包括: 

a) 检查记录是否系统、连续和全面，各种地质体、矿化体构造要素的产状及各种参数是否完整。 

b) 各种必须的样品是否采集齐全；各类实物标本和各类分析测试鉴定样品的分类包装、清点数量、

采集编号等检查的正确性。 

c) 对实测剖面应注意导线、分层和各类样品采集编号的正确性，要检查各类采集数据编号，防止

重复或遗漏。 

d) 及时作好当天地质路线小结，小结内容主要突出新进展、新认识或新发现以及存在的问题，并

阐明与相邻路线连绘的看法。 

e) 若发现有重大遗留问题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加注到原路线记录中的相应位

置，并注明检查人姓名、检查日期。 

12.1.4 每个基站的野外调查工作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应检查该站获取的各项原始资料和实际材料图勾

绘情况，对存在的地质问题采取措施，及时弥补解决。 

12.2 阶段性和年度性资料整理 

12.2.1 阶段性和年度性的资料整理是野外资料逐步达到系统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对已收集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的中间环节。在此阶段，项目组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检查，每次质检均应形成相关记录

和评述。 

12.2.2 阶段性和年度性整理内容与要求是：  

a) 完成野外纪录资料和实物资料的核实吻合工作。要求做到野外记录、路线信手剖面图、素描图、

照片、录像资料、各类样品等野外实际资料与实际材料图相互吻合。 

b) 进行系统连图和接图，使区域地质图分阶段逐渐连片完善。 

12.3 野外资料的最终综合整理 

12.3.1 全部野外工作结束后，项目组应安排足够的时间，全面检查原始资料和综合资料的完备程度、

基础地质调查和综合（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质量、工作任务完成的情况。 

12.3.2 野外验收时，对全部野外资料的综合整理应达到以下要求： 

a) 调查区的地质填图和剖面测制工作已全部完成；单幅图幅实测地质路线总长和实测剖面工作量

已达到规定的要求。 

b) 综合（专题）研究的野外工作全部完成。 

c) 完成规定的样品采集与全部样品的送样任务，70％的样品已完成测试和鉴定。 

d) 完成全部原始资料（含实物资料）的系统整理、质量检查和编目。 

e) 完成实际材料图数据库的建设。初步建立了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f) 完成野外区域地质调查简报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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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综合（专题）研究 

13.1 在全面完成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要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技术和测试方法，多途径、多

角度开展综合研究工作，提高图幅整体调查和研究水平。 

13.2 区调工作中的综合研究针对性和应用性强，要根据解决的基础地质、矿产（能源）和水工环等方

面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 

13.3 部署在找矿远景区的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要重点解决与找矿（能源）有关的重大（关键）基

础地质问题。 

13.4 部署在重要经济区的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要重点解决与水工环所需的地质背景和地质条件有

关的重大地质问题。 

14 野外验收 

14.1 野外验收应提交的成果资料 

14.1.1 审批类文件：任务书、设计书和相应的图件以及设计审批意见书。 

14.1.2 纸介质打印资料：彩色喷墨地质图；彩色喷墨专项调查图件（如环境地质图等）；实际材料图；

实测地质剖面图和相关记录；野外地质路线记录。 

14.1.3 系统的主干剖面和路线标本、典型的岩（矿）石、化石标本及岩矿薄片等实物资料。 

14.1.4 化石鉴定结果；岩矿鉴定结果；各类样品分析测试结果；各种专项调查资料的采（送）样单及

相应的鉴定成果、数据和图表等。 

14.1.5 野外数据采集形成的数据库资料：野外地质路线调查数据库；实际材料图数据库；实测地质剖

面数据库。 

14.1.6 针对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调查，需提交如下资料： 

a) 收集、整理的各类物探、化探、遥感异常资料，物化探和遥感异常图，并建立登记卡片和简表。 

b) 尽可能搜集、整理区内己有和正在普查、详查、勘探、开采的矿床（点）资料，并建立登记卡

片和简表。 

c) 概略检查应提交矿点检查形成的原始记录和测试资料（文字和相关图表）；检查区的 1∶10 000

地质矿产草图及相关数据库；物化探异常图；概略检查简报等。 

14.1.7 野外区域地质调查简报。简报主要反映工作量完成情况、工作方法、以及基于野外调查实际资

料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存在的问题。简报应文图精练、重点突出、进展成果依据充分。 

14.1.8 其它类文件：阶段性总结（如半年和年度简报），各级质量检查记录资料。  

14.1.9 上述全部资料经项目工作单位组织初审通过，并提交初审意见书。 

14.2 野外验收要求 

14.2.1 野外验收由上级主管部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验收委员会，在野外现场进行验收。验收以项目任

务书、设计书、设计审批意见书为主要依据。 

14.2.2 验收委员会应着重检查如下内容： 

a) 设计执行情况。 

b) 原始资料质量及文图吻合程度。 

c) 基础地质、矿点检查、成矿地质背景、矿产预测和环境地质等问题解决的程度。 

d) 检查地质图和相关专项调查图件是否正确反映了图幅的主体地质矿产特征；各类地质体、矿化

体（点）等内容的图面表达、编制原则是否正确；图面结构是否合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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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野外验收要对野外第一性资料（地质路线、实测剖面等）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价，对重要的地

质点、矿化体（点）、地质路线、剖面资料进行评级。评级按有关管理办法执行。 

14.2.4 在室内对野外资料检查之后，要进行野外实地检查。野外实地检查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2 天。主

要检查内容为： 

a) 经资料检查认为有疑问，需要进行野外查证。 

b) 重要的基础地质、矿产和环境地质现象、接触关系和矿化（体）点。 

c) 重要地质剖面的分层及接触关系、产化石点等。 

14.2.5 经室内资料检查和野外实地检查后，由验收委员会形成野外验收意见书，对调查区的任务完成

情况、主要实物工作量、工作方法、控制程度、原始资料质量、取得成果、存在问题等作出系统全面客

观的评价。提出需补充调查的工作内容及意见。 

14.2.6 对验收中所提出的野外补充调查，应责成项目承担单位组织有关技术人员限时认真完成。 

15 图件编制与报告编写 

15.1 报告编写前的综合整理与分析 

15.1.1 通过野外验收，按验收意见完成野外补做工作，经上级主管部门检查审核后，可转入最终室内

综合整理与分析阶段。 

15.1.2 室内综合整理与分析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如下： 

a) 全面整理各种岩石、矿石、矿物、化石、岩相、构造及其它标本，陈列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标本，

供编图和编写报告时参阅、对比。 

b) 技术人员应对重要的实物标本和光、薄片，矿物、化石等进行进一步观察鉴定，加深认识。 

c) 整理分析各种岩矿样品的分析测试鉴定报告，分别编制成册，对测试数据按编写报告的需要进

行必要的数据处理和计算。结合标本和其它原始编录材料，综合分析研究、绘制综合性图件和

成果图、以及报告所需的插图、插表。 

d) 根据综合研究及分析鉴定结果，批注野外记录和其它原始资料，对相应的图件应予以订正或修

改。 

e) 根据古生物鉴定和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结合野外资料确定地层及岩浆岩的时代、顺序，并进

行详细划分和对比，编制图表。选择有意义的典型素材，作为编制报告的基础资料。 

f) 对各种构造现象应结合区域性地质构造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建立完整的区域构造格架概念。 

g) 综合找矿信息分析与研究，主要包括： 

1) 根据对区域地层、岩浆岩、变质岩、构造等与成矿关系的综合研究，分析判断相关矿产和

异常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远景及意义。 

2) 根据同位素年龄测试、古生物化石定年等结果，确定重要成矿类型的成矿时代。 

3) 对实测的地、物、化、遥、重砂等找矿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资料的综合整理，分析区域成

矿地质背景。 

4) 在对找矿信息全面综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规律，确定找

矿标志。 

h) 在对所有资料全面综合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本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拟定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编写提纲。 

15.2 成果图件编制 

15.2.1 地质图编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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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终地质图的编制，应在完成野外验收后的有关补充工作基础上进行编制，编制地质图所用资

料应与各项原始资料和基础图件吻合一致, 并正确处理好与周边邻幅的接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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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完善的 1∶25 000 实际材料图数据库和相关的物化遥综合处理分析数据。 

c) 地质图的编制应按照 GB958-1999 和 DZ/T0179-1997 中规定的图式、图例、符号、用色原则

等进行表示；GB958-1999 和 DZ/T0179-1997 中未涉及到的部分可自行设计有关花纹符号。 

d) 各类地质体表示在图上的精度，参见本标准的第 10.2.2 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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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应如实反映，不能人为掩盖客观存在的问题。 

f) 附在 1∶50 000 地质图下方的图切剖面，应选在反映区域地质构造最为系统完整，地质和矿产

现象最为丰富、最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切割。当一条剖面难以全面反映区域地质构造和区域矿

产特征时，可以另切辅助剖面，补充反映有关内容。 

g) 图框外除表示地层综合柱状图、岩浆岩序列图、图例和图切剖面外，根据实际情况，可附反映

图幅的调查重点和取得重大成果的有关图表内容，充分利用图面空间展示图幅区域地质、矿产、

环境等特点和研究程度。 

15.2.2 矿产图编制要求如下： 

a) 在完成地质图的基础上，以地质图为底图编制矿产图。 

b) 底图上应标绘： 

1) 矿床、矿（化）点、矿种、规模、成因类型、共伴生矿种； 

2) 转绘各类地、物、化、遥主要异常，标出找矿标志； 

3) 划分和圈定矿区（带）界线、级别、编号、命名等。 

4) 图上应尽可能标明控矿条件。 

15.2.3 其他专项调查图件编制要求如下： 

a) 任务书和经审批执行的设计书中若规定了环境地质、灾害地质、旅游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

质等其他专项调查，应按任务书和设计书的要求编制相关的专项调查图件。 

b) 在完成地质图的基础上，以地质图为底图编制专项调查图件。 

c) 专项调查图件的编制按相关标准和规范执行。 

15.3 报告编写 

15.3.1 联测的 1∶50 000 图幅，按联测图幅编写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并按单幅编写区域地质说明书；

矿产部分内容在区调报告单列章节编写即可。 

15.3.2 如任务书和经审批执行的设计书中规定了其它的专项调查（如环境地质、灾害地质、旅游地质、

农业地质、城市地质等），应按任务书和设计书的要求编制相关专项调查报告。专项调查报告应作为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单列章节编写。 

15.3.3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的编写应以地球系统科学观、现代地质理论和成矿理论为指导。区域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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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总结区域地质

规律。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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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到实

用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要在客观反映各种符合精度要求的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等特征的基础

上，从地球科学前沿的高度反映图幅区域地质、区域矿产、环境地质等的总体研究水平。 

15.3.5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可参照本标准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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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节观点统一协调，避免讨论性和文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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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内容出现，造成章节内容过大，着重突出本次所取得的大量实际资料及进展成果。所附插图美观、

图例齐全。 

15.3.6 分幅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文图应精炼，突出反映本图幅区域地质构造特点等，其内容有助于

阅读地质图。   

16 数据库建设要求 

16.1 原始资料数据库 

16.1.1 原始资料数据库的内容包括从设计编制、野外数据采集、实际材料图数据库、数据处理、地物

化遥等成果综合、质量检查等全部的数字化原始资料。 

16.1.2 原始资料数据库建设的有关要求详见 DD2006-06《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 

16.2 最终成果数据库 

16.2.1 最终成果数据库是通过继承原始数据库数据提炼、缩编而成的最终成果库。 

16.2.2 最终成果数据库建设内容和有关要求详见 DD 2006-06《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 

17 成果评审与资料归档 

17.1 提交成果评审资料要求 

最终成果评审时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提供下列资料： 

a) 实际材料图（纸介质）和实际材料图数据库。 

b) 物化探异常、遥感解译成果图件和相关说明。 

c) 地质图（纸介质）和空间数据库。 

d) 根据需要编制的专项调查图件（纸介质）和空间数据库。 

e)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和分幅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纸介质与电子文件）。 

f) 项目任务书、设计书、野外验收意见及审批文件、项目承担单位的初审意见书（纸介质与电子

文件）。 

17.2 成果评审要求 

17.2.1 最终成果评审一般在野外验收后 6 个月内进行，评审由项目管理单位聘请评审员组成评审委员

会进行评审。最终成果评审前，项目承担单位应进行初审。 

17.2.2 地质图、根据需要编制的专项调查图件、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分幅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至少应

在评审前 10 天送达评审员。 

17.2.3 最终成果评审的要点是： 

a) 野外验收后野外补充工作的完成情况。 

b) 地质图和根据需要编制的专项调查图件中各项地、物、化、遥等综合资料与原始资料（实际材

料图数据库）的吻合程度。 

c) 地质图的编绘精度和编绘质量。 

d) 根据需要编制的环境地质等专项调查图件的编绘精度和编绘质量。 

e) 各类图件空间数据库建库内容的精度与建库质量、建库流程的正确性、原始数据库（实际材料

图库）数据与成果数据库数据继承性质量。 

f)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和专项调查报告编写内容与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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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调查区的基础地质、矿产地质和根据需要开展的环境地质等专项调查与研究所取得的新发现、

新进展和新成果。 

h) 由评审委员会在听取成果汇报，审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专项调查报告和图件及有关资料，与

项目人员交换意见并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最终成果评审意见书，并评定分数和等级。 

17.3 资料归档要求 

最终成果评审通过后，区域地质图及其空间数据库、根据需要编制的其它专项调查图件和相关空间

数据库、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必须按最终成果评审意见进行全面检查和修改，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查通过

后，按有关标准和规范进行归档，以备向国家有关地质调查资料部门汇交。资料归档一般在最终成果审

查通过后的6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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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设计书编写提纲 

A.1 绪言 

简要说明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和调查区自然地理概况。 

A.2 资料收集利用和野外踏勘 

A.2.1 研究程度和地质调查资料综合分析与利用 

简述调查区研究程度及存在主要问题；对前人地质调查成果资料的综合分析与利用。 

A.2.2 物化遥等资料的收集与初步应用 

简述遥感、物探、化探等数据的收集与初步应用。 

A.2.3 地形图准备与质量评述 

A.2.4 野外踏勘 

简述野外踏勘所取得的初步认识及完成工作量情况。 

A.3 区域地质调查 

A.3.1 区域地质概况及填图单位厘定 

A.3.1.1 简述调查区域地质概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A.3.1.2 提出区域地质图填图单位划分的初步方案。 

A.3.1.3 提出专项调查（根据需要开展的）图件的填图单位划分的初步方案。 

A.3.2 主要调查内容 

简述区域地质的主要调查内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A.3.3 工作方法及精度要求 

简述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法、精度要求及其选择的依据。 

A.4 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调查 

A.4.1 区域矿产概况 

简述调查区域矿产概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A.4.2 主要调查内容 

简述针对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主要调查内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野外踏勘和区域

地质图填图单位初步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对前人矿产、物化遥资料的处理和综合分析研究成果，拟定区

域矿产图的图面表达的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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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工作方法及精度要求 

简述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调查工作方法及其选择的依据、精度要求。 

A.5 其它专项调查 

简述其它专项调查的内容及工作方法（如环境地质、灾害地质、旅游地质等）、选择的依据、技术

要求、精度要求。 

A.6 数据库建设 

简述区域地质、专项调查（根据需要开展的）野外原始数据库、地质图、专项调查图件的空间数据

库建设初步方案。 

A.7 总体工作部署 

简述人员组织、技术装备、工作计划、工作程序、时间安排、计划实物工作量以及质量。 

A.8 质量保证 

简述区域地质调查的质量保证体系。 

A.9 预期成果 

简要说明通过本次工作预期取得的区域地质、专项调查（根据需要开展的）的主要成果。 

A.10 经费预算 

简述各工作阶段（或项目）的经费预算。 

A.11 设计书附图 

地质图草图；其它专项调查(根据需要开展的)设计草图；物化探异常图；遥感解译草图；工作部

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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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提纲 

B.1 绪论 

交通、位置；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任务要求；工作条件及研究程度概况； 

区域地质调查数字地形资料和前人地质资料收集、综合情况； 

针对本区地质地貌特点及存在问题，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及技术路线，本次区域地质调查完成任务

情况。 

附：交通位置图、研究程度图、完成工作量表。 

B.2 地层 

由老到新区域地层系统，重点为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的划分、标志、组成、岩性岩相和

岩石学特征；几何形态、相互关系、时空关系、时空展布与变化规律；同时视需要对层序地层、事件地

层、磁性地层等进行划分对比；总结区域地层时空展布特点，建立区域地层格架和模型，进而论述地层

序列形成的环境，结合其它地质作用，建立区域沉积盆地形成演化模式。 

附各填图单位的岩石地层实测剖面图和柱状图；相剖面图；多重地层划分对比图；区域地层格架图；

视需要编制的重要地史时期的盆地充填序列及其演化模式图、岩相古地理图等。 

B.3 岩浆岩 

B.3.1 侵入岩 

B.3.1.1 基性－超基性岩侵入岩 

    按时代从老到新，并按超基性岩、基性岩顺序，分述各时代侵入岩的特征，出露面积、岩体（群）

数量产出部位、产状、形态；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原生构造和次生变化、接触关系；岩石

化学、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蚀变、内外接触带特点，岩性岩相划分；时代归属及其依据。并以研究较详

细的岩体为例，反映岩浆岩特点。综合各种资料，结合野外客观特征，探讨与岩浆岩活动有关的大地构

造环境。（“蛇绿岩”归入此节） 

B.3.1.2 中酸性侵入岩 

应全面反映调查区花岗岩类的野外地质特点和室内分析鉴定综合特征。可按概述、各论和综合特征

对比三部分编写。 

概述：主要简述调查区花岗岩类活动规模、产出地质位置、形成时期、产状以及岩石类型和各自所

占比例。填图单位划分。 

各论：一般以填图单位划分从早到晚依次叙述。首先简述每个单位（或独立侵入体）出露地理位置、

面积、单位划分、岩体数量等。然后详细叙述每一单位的下列特征： 

a) 地质特征； 

b) 岩石学特征； 



XX/T XXXXX—XXXX 

27 

c) 组构、节理、岩脉、岩墙及包体发育情况和产状变化规律； 

d) 内蚀变作用和外接触变质作用； 

e) 岩体的侵入深度、剥蚀程度及形成物理化学环境、侵入机制等； 

f) 时代归属及其依据。 

综合对比：综合对比各时代花岗岩类填图单位或序列特征，对各论部分具共同性的问题统一综述，

不能肯定属于那个时代填图单位的一些问题，如隐伏岩体的预测等可在此部分叙述。可按下列内容叙述： 

a) 各时代花岗岩类填图单位或序列的特征对比和演化特点； 

b) 花岗岩类成因； 

c) 花岗岩类的就位机制； 

d) 隐伏花岗岩体的预测； 

e) 综合上述特征讨论区内花岗岩类岩浆活动形成演化环境。 

附侵入岩分布图、主要岩体剖面图、岩体岩石化学、地球化学特征、副矿物等鉴定、对比资料和接

触关系资料等。 

B.3.1.3 火山岩 

火山岩产出层位时代归属及其依据，空间分布特征（火山岩地质体的产出分布状态和火山岩相划

分），岩石地层单位（填图单位划分）、岩石－地层层序特点、接触关系、火山喷发旋回和韵律特点；

总结区域各时代火山岩岩石学特征（岩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等）、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

以研究较详的火山机构为典型，详细总结区域火山岩浆喷发活动特点、火山机构的火山岩相、原生火山

断裂构造、火山岩岩石类型变化、火山喷发类型等，结合其它地质作用，探讨火山作用的大地构造环境

及有关成矿作用。附火山岩相—构造图。 

B.3.1.4 脉岩  

脉岩产出时代，岩石学特征，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空间分布特征。 

B.4 变质岩 

在全面论述变质地质体特点（岩石学特征、矿物共生组合、变质相带、相系、变质作用类型划分及

特征、原岩恢复、变质期次划分及其时代等）的基础上，以地质事件（包括建造事件、构造变形事件、

变质作用事件、岩浆作用事件等）演化的观点，合理划分构造变形相、构造层次，根据变质变形叠加改

造关系并结合区域构造运动特征，建立构造变形序列。将变质与构造变形相结合，分析各种事件的时、

空关系，划分地质事件的演化阶段，归纳总结演化趋势，探讨随着地质事件演化所反映出的构造环境的

变迁，尽可能使地质报告和地质图能反映地质事件的动态演化过程。 

附简要变质地质图，突出表示测区变质岩地质特征；有条件时可附变质变形构造序列表等。 

B.5 地质构造及构造发展史 

指明调查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概述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划分构造单元，叙述各构造单元间界线特

征及性质，归纳总结各构造单元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形特征等，描述各单元主要构

造形迹（褶皱、断裂、韧性剪切带、区域性面理发育及置换特点、节理等）的形态、类型、级次规模、

运动学特征，产状，性质与组合关系、构造组合样式和总体构造特点。叙述各构造层次、构造变形相的

构造变形特征，不同构造运动体制构造变形变质和构造运动时间，综合反映各种地质作用过程及成矿作

用特点等，建立区域地质构造演化模式，重塑区域地质发展史。造山带地区，应叙述造山带不同构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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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特点，逆冲－推覆构造、伸展剥离断层、平移剪切带等的产状、性质和运动学特征等。叙述造山带总

体构造特征，结合构造变形、变质作用和岩浆活动等，建立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模式，结合与造山作用有

关的盆地沉积作用形成的层序，重塑盆、山转变演化历史。对造山带“混杂岩”，须分别按基质和岩片（块）

详细描述其物质组成、时代依据、岩相特征、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和变形变质历程分析，并阐述其在造

山带区域地质历史发展中的形成演化过程。 

地质构造部分，如条件允许，应详细收集有关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资料，结合地表地质归纳总结区

域深部构造特点，探讨深部和浅表构造关系；叙述新构造运动特点，在地震和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多

发区，应根据实际资料，分析其发生的构造背景。 

附构造纲要图或地质构造图，构造剖面、断面图，地质构造演化模式图，造山带演化模式图等。 

B.6 专项调查 

根据任务要求，视具体情况编写，专门针对调查区存在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或针对重大科学发现

进行了专项调研，或面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做了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工程地质、农业地质等方面的

专项地质调查工作，则应在区域地质报告中增加此章（或以专报形式）进行叙述。附数字化专题图件。 

不同地质体遥感影像特征要分解到不同章节去叙述。例如填图单位遥感影像特征分解到地层和侵入

岩部分，构造遥感影像特征分解到构造部分，矿化蚀变信息提取及验证分解到矿产部分等。 

B.7 地质图和专项调查图件空间数据库 

以数字调查系统形成的地质图和专项调查图件空间数据库图层和相关数据项的简要描述。 

B.8 结论 

取得的重要地质成果及主要结论；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意见。 

 

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注：所附重要化石、岩矿、岩相、地质构造、野外地质和地貌景观图版和图版说明，插入到有关

章节文字叙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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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封面格式 

图C.1至图C.2给出了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外封面格式、内封面格式。大小一般为A4纸尺寸，行间距和

页边距根据页面调整。 

 

 

 

 

 

 

 

 

 

 

 

 

 

 

 

 

 

 

 

 

 

 

 

 

 

 

 

 

 

 

 

 

 

 

 



XX/T XXXXX—XXXX 

30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仿宋三)                          

     地质调查专报  第  号 (仿宋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仿宋一)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宋初) 
     

比例尺：1 : 50 000 (仿宋三) 

 

    x x x  幅 (仿宋二) 

     （图幅号）(仿宋三) 

 

 

x  x  x  x 年 x 月 x 日 (仿宋四) 

 

图C.1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外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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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仿宋三)                           

     地质调查专报  第  号(仿宋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仿宋一)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宋初) 
 

比例尺：1 : 50 000(仿宋三) 

 

    x x x  幅(仿宋二) 

     （图幅号）(仿宋三) 

 

项目名称：(仿宋小四) 

项目编号：(仿宋小四) 

项目负责：(仿宋小四) 

技术负责：(仿宋小四) 

报告编写：(仿宋小四) 

编写单位：    x x x 地质调查院(仿宋小四) 

单位负责：    x x x（院长）(仿宋小四) 

                       x x x（院总工程师）(仿宋小四) 

 

               x  x  x  x 年 x 月 x 日(仿宋四) 

 

图C.2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内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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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