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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0月 11日上午，中国地
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二海
大队“奋斗五号”船缓缓离开了黄埔
军校码头，这一次的任务是通过高
分辨率的多道地震调查，采集约 500
千米的测线资料，初步判别调查区
内可能存在 BSR（似海底反射）地震
标志，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调查积累经验。

BSR，代表天然气水合物稳定
带的基底，在 BSR之上为天然气水
合物稳定带，是识别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存在的重要的地球物理标志。

与平常出海调查一样，船上的
人员都很平静，但大家都未曾想到，
这次看似与往常一样的调查开启了
一个历史的新篇章。
“奋斗五号”船刚驶出珠江口，

业务部就开始忙碌起来，在关晓春
部门长的带领下，开始往海里放电

缆进行调试。
那时，“奋斗五号”采用的地震

仪是美国生产的 DAS-1数字地震
仪，比起现在的数字缆，调试工作强
度大，电缆故障多。每一道采集的
信号都靠一条细小的电缆传输到地
震仪上，如果中间某一段有故障，就
会造成很多接收道有问题，而每一
次从电缆绞车上收放都有可能对电
缆造成伤害。

经过几个小时的放电缆试验，
发现电缆坏道太多，于是决定就地
抛锚检修电缆。经过两天的紧张检
修，10月 14日晚再次起锚赶赴工区。

经过一夜航行到达工区，但是
天气又变坏了，调查船只好避风等
待，这一等差不多一周就过去了。
10 月 21 日，终于可以起锚去工区
了。22日，开始放电缆调试，到下午
17时 34分，编号为 XS-5测线开始
工作，打响了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的
第一炮。

经过 22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完
成了这条近 170千米的测线调查。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 3480磁带，而每
盒磁带只能记录 1千米多一点儿的
测线工作，大约 8分多钟就要换一盒
磁带。操作地震仪的兄弟们几乎没
有空闲，记班报、写磁带标签，一轮

接着一轮。
这条测线完工后，天气又变坏

了，直到 10月 27日早上收到气象预
报，预计几天内会有相对较好的天
气，才再次起锚，实施第二条测线作
业。直到 10月 30日 12时，3条设计
测线终于全部完成，共计完成工作
量 534.3千米。

因为这次调查任务的特殊性，
二海大队专门安排计算解释中心技
术员徐华宁上船负责现场地震资料
处理，并配备了相关设备。在避风
期间，徐华宁抓紧时间将第一条测
线进行了简单的叠加处理。当处理
出来的地震剖面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时，大家都睁大眼睛，仔细看着剖面
的细节。基于当时对 BSR肤浅的认
识，大家感觉在地震剖面上某一段
的反射记录好像有 BSR的现象，于是
立即把剖面打印出来传真回二海大
队。时任大队总工程师杨胜雄及总
工办主任张明在看到这个传真时都
异常兴奋，都觉得这次调查成功了，
指示我们继续保质保量完成余下的
工作。这个好消息也传到了为了这
个项目立项呕心沥血、正在医院住院
的张光学副总工程师的耳里。

返航后，由文鹏飞、徐华宁等组
成的资料处理组开始正式对此次采

集的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在处理工
作期间，才发现原来在海上认为的
BSR并非真正的似海底反射，而是
被誉为震源激发造成的“鬼波”，是
需要剔除的“有害”信息，真正的
BSR出现在剖面上更深的位置处。

经过 1个月的工作，处理成果摆
在了解释项目组负责人梁金强的面
前——在 XS-3、XS-4测线上发现
了 BSR，再结合其他的相关信息，推
测出我国南海北部陆坡西沙海槽区
存在天然气水合物。最终，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二海大队把这一认识
写进了调查成果报告。成果经中国
地质调查局以专报的形式上报国务
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批
示“在南海发现天然气水合物存在
的似海底反射波，意味着这类新资
源在我国零的突破”。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

海洋地质调查局科学技术处（项目
管理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奋斗
五号”执行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前期
调查航次技术负责，主
要从事地球物理勘探技
术研究。）

可燃冰“零”的突破
——记“奋斗五号”首次在南海发现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似海底反射波

本报讯 日前，中国地质调查局
召开第 17次局长办公会，听取了地
调局环境监测院陕西镇安地质灾害
防治“五化”模式总结汇报，并要求
地调局水环部、环境监测院要对陕
西镇安模式继续优化升级，协助国
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做好对该成果
的推广和应用。

会议认为，环境监测院依托国
家公益性地质灾害调查项目，积极

开展镇安县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建设示范，探索创建了“管理支撑层
级化、数据采集智能化、监测手段多
样化、预警预报及时化、信息服务一
体化”的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
式。该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和信息化
手段，提升了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科技
含量，推进了地质灾害防治行政管理
与技术支撑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中央
与地方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新模式，

提升了全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
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得到了国土资
源部的充分肯定和各省国土资源厅
（局）的高度评价，是国家公益性地质
灾害调查调整工作定位和思路之后
做作出的积极有效的探索实践。

会议强调，支撑服务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是国土资源部党组赋予
地质调查工作的“六大需求”之一，
必须高度重视，要将其放在全局工

作的重要位置加以部署和实施。
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国家公益性
地质灾害调查在全国地质灾害防
治体系中的示范引领定位，坚持
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依靠
科技创新解决实际问题，坚持科技
创新与机制创新相结合，坚持科
技普及与地质调查和科技创新相
结合。地质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要研究借鉴此项工作“试点先行、

示范引领”的做法，地质调查成果
的表达方式要研究借鉴此项工作
的做法，实现由传统的地质报告、
地质图向提供解决方案转变。

会议还要求，“地质云”的建设
要研究借鉴陕西镇安模式中信息化
工作的经验，加强推广应用；将陕西
镇安地质灾害防治“五化”模式形成
通报印发局直属单位和相关地勘单
位参阅。 （姜 喆）

地调局推广陕西镇安地灾防治“五化”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周飞飞）8月 15日，中国矿产地质
志项目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单矿种研编座谈会，同时对北
京、天津、宁夏、重庆和海南等各省（区、市）志书的研编
工作进行交流与考核。

据项目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介
绍，中国矿产地质志将对全国 45个重点矿种分别编写
单矿种志书，并计划于 2019年完成，目前进展顺利。其
中，《中国矿产地质志·建材非金属矿卷（普及版）》已于
2015年正式出版，《中国矿产地质志·化工矿产卷（普及
版）》《中国矿产地质志·铀矿卷（普及版）》正在排版校
稿，石灰岩矿、钨矿、钾盐矿、磷矿、锑矿、石墨矿、膨润土
矿等单矿种志书，也已基本完稿，正在评审和修改当中。

针对目前在志书研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陈毓
川强调了三点，一是要保证资料齐全、可靠，尽可能多渠
道获得；二是必须保证志书研编质量，项目办邀请权威
专家多道审核进行质量把关；三是要加强规律性总结和
远景预测，应有所创新，体现出新认识和新进展。

会议重点交流了钨矿卷和田玉卷研编中取得的创新
成果和经验体会，20余个矿种的志书负责人介绍了研编工
作进展。会议围绕单矿种志书的研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
可行的措施，并督促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要在会后根据自身
情况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力争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印 萍

海岸带作为第一海洋经济区，是地质工作的重要方
面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多次明确指出，我
国海岸带经济社会活动强烈、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地质
工作面临重重挑战，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海岸带工作，
将为探索后工业化时代的地质工作模式提供宝贵经验。

面对新形势下海岸带地质工作的新要求，必须要深
化认识、拓宽视野、提高站位，明确当下海岸带地质调查
工作的目标定位，开辟以创新引领的，实现学科融合、专
业兼顾、陆海统筹、部门联动的新局面。

海岸带工作要以加强理论创新为基础。海岸带是
地球多圈层相互作用最活跃的区域，国土资源开发利用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效应和反馈日渐精细、敏感和
快速，并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领域延展，
因此应创新性开展海岸带地球多圈层交互作用理论研
究，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推动地学科技和国
土资源管理紧密结合，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
力，形成立足中国海岸带特色的原创性地学理论，指导
海岸带地质调查和成果服务，从而更好地为生态环境修
复、人地和谐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海岸带工作要以推进技术方法创新为支撑。要在
做好传统地质资源和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延伸国土资源
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开展多门类自然资源调查与评估。
要提供全面、实时、动态的资源环境信息，要加大对新技
术、新方法的应用和吸纳创新，推进地质技术方法集成
创新，广泛应用遥感、遥测、在线监测等新技术，在海域
调查中开发多平台调查技术体系，形成快速更新数据能
力，加大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平台和地质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拓展云技术、物联网技术在海岸带国土资源管理
领域的深度应用。

海岸带工作要以构建协调联动机制为重点。海岸
带地质调查工作点多、线长、面广，需求层次广。中国地
质调查局要起到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排头兵”作用，积
极构建起中央与地方公益性地质工作协调联动机制模
式，积极探索项目共管和成果共享机制，探索促进产学
研结合的新机制。通过精准聚焦重点区的需求和问题，
技术创新、攻坚克难、成果示范，带动和推进全国海岸带
调查地质工作和成果服务。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面对机遇和挑战，海岸
带地质调查工作将不断提升工作水准，精准对接重大需
求，解决重大地质问题，创新成果表达方式，全力为开拓
海岸带地质工作新局面、开启后工业化时代的地质工作
新模式谱写新篇章。

（作者系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工程首席专家）

科技创新引领海岸带
地质调查打开新局面

矿产地质志单矿种
志书研编进展顺利

本报讯 （记者 陈惠玲 特约记
者 朱 夏）8月 15日，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组织，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主
办，为期 8天的“中国—东盟—CCOP
海洋地学研究与减灾防灾倡议第二
届学术研讨会暨技术培训班”在广州
开幕。50名中国代表以及老挝、缅
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6个
东盟国家的 37位政府官员和专家，共
同交流海洋地学调查研究进展，共享
科技进步与研究成果，聚焦合作方
向，规划后续合作路线。

据介绍，中国—东盟海洋地学研
究与减灾防灾的倡议项目开展一年

多来，广海局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相
关部门，相继开展了海域联合调查、
天然地震联合观测、海洋地学学术交
流等，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次研讨
的目的是总结一年多来中国、东盟海
洋地学发展成就与项目工作进展；深
化双方海洋地学合作交流，聚焦合作
方向，规划后续合作路线；中国继续
为东盟国家培训海洋地学人才，提升
东盟国家海洋地学能力。

广海局特别邀请了中国地质调
查局、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和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高级专家担
任培训老师，开展技术培训，并安排

了海岸带湿地保护与利用、丹霞地
貌与海岸带变迁等地质考察，以及
广东地震台网中心观摩学习及地震
仪器现场培训等。其间，广海局向
与会代表展示了南海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与试采进展、1∶200万南海
地质地球物理图系、粤港澳大湾区
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等多项海洋地
学最新重大成果。

据悉，该项目自 2016年开展以
来，搭建起了中国—东盟海洋地学
合作平台。中国与老挝签订了天然
地震观测与深部构造研究合作协
议，在老挝布设并运行了两个流动

地震台站，持续获得良好天然地震
观察数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柬埔
寨签署了海洋地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和合作协议，启动了海岸带环境与
防灾减灾合作交流与野外考察，开
展了地球深部构造共同研究。中国
与越南实施了海上地质联合调查和
海岸带对比研究项目，取得了大量
实测数据与初步成果。一年来，中
国以多种形式为东盟国家培训天然
地震观测与应用研究、海岸带环境
评价与灾害监测，以及海陆地学编
图人才 50余人，中国—东盟海洋地
学合作良好局面已开始显现。

共享科研成果 聚焦合作方向

中国—东盟深化海洋地学合作交流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羌塘盆地航空重磁综合研究工
作进度，8月 9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召
开了羌塘盆地航空重磁综合研究方法技术研讨会。

羌塘盆地是我国陆上油气勘探程度最低的大型盆
地，也是特提斯域青藏高原海相找油最具前景的盆地。
由于盆地内大比例尺地质、地震与钻井资料非常少，对
航空重磁综合解释和反演精度均造成一定影响。此次
研讨的重点是就如何利用重磁资料划分盆地基底、圈定
新生界厚度、开展垂向构造分层研究等。

与会专家集思广益，确定了总体研究思路，并就羌
塘盆地中央隆起带及“立交桥式”双层构造等重大地质
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支撑打赢“西藏羌塘油气调查”奠定
了基础。 （胡 悦）

本报讯 日前通过评审的《广东
1∶5 万丰阳公社、大路边公社、东
陂、连县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项目
成果显示，在工作区内新发现离子
吸附型稀土矿点 1处、多金属矿化
点 4处。

该项目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
地质调查中心承担的《南岭成矿带
中西段地质矿产调查》项目所属子
项目之一，由广东省地质调查院承
担。项目在系统收集和综合分析已
有地质资料基础上，开展 1∶5万区域
地质矿产调查，厘定了调查区地层
序列；重新厘定了调查区泥盆纪底
部、晚石炭世、晚二叠世地层序列，
新划分出老虎头组、大埔组、黄龙
组、船山组、水竹塘组、九陂组，提高
了调查区地层调查研究精度；基本
建立了区内构造格架，识别出了连
州推覆构造。 （卢友月 张 伟）

南岭成矿带中西段
发现一处稀土矿点

专家专题研究羌塘盆地
航空物探调查方法技术

本报讯 （特约记者 苏橹萱）日
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
所承担的《湘西鄂东皖北地区岩溶
塌陷 1∶5万环境地质调查》取得阶段
性进展。

项目组通过资料收集整理、遥
感分析和资料二次开发，初步掌握
湘鄂皖地区岩溶塌陷发育分布情
况，分析了工作区岩溶发育特征、地
下水含水层特点、地下水系统分布、
以及地下水补迳排条件，并编制了 4
个图幅 1∶5万水文地质草图，以及长
江经济带岩溶分布图（1∶50万）等系
列图件。项目组还通过对我国岩溶
塌陷发育规律的分析，初步建立了
岩溶塌陷监测技术方法体系，编制
了《岩溶塌陷监测规范》（初稿）。

湘鄂皖岩溶塌陷
分布情况初步摸清

近日，中国
地质调查局南方
页岩气调查科技
攻坚战宜昌地区
现场联合攻坚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
到鄂宜地 5井钻
探工程施工现场
检查指导工作。

鄂宜地 5井
是由地调局武汉
地调中心在宜昌
黄花乡上洋村组
织实施的一口页
岩气地质调查
井，主要任务是
查明黄陵隆起东
缘震旦系陡山沱
组和寒武系水井
沱组岩性特征和
沉积环境，获取
震旦系陡山沱组
和寒武系水井沱
组富有机质页岩
页岩气评价基本
参数，完成配套
的测井、录井和
目的层页岩气综
合评价工作。
周 鹏 任 艳/文

危 凯/图

“奋斗五号”海上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