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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
先后收到来自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和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政府
的感谢信。两地来信中对中国地质
调 查 局 航 遥 中 心 在 2016 年 汛 期 充
分发挥国产卫星技术优势为防汛救
灾作出的贡献，以及中国地质调查
局水环地质调查中心在兴国县成功
打出的两眼探采结合井，表示了充
分肯定与感谢。

感 谢 信 中 称 ，2016 年 6 月 底 至
7 月上旬，湖南普降暴雨，洞庭湖城
陵矶水位急升，于 7 月 3 日 16 时达
到 警 戒 水 位 ；7 月 10 日 ，华 容 县 新
华垸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一度非常
严峻。在防汛抢险的危机关头，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航 遥 中 心 充 分 发 挥
国产卫星自主调度优势，紧急安排
编程拍摄，自 7 月 8 日起，连续四天
向 湖 南 省 遥 感 中 心 提 供 了 四 期 洞

庭湖区域全覆盖的卫星遥感数据，
以 及 华 容 县 新 华 垸 当 日 拍 摄 的 卫
星 遥 感 影 像 。 利 用 这 些 现 势 性 极
强的数据，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得 以 快 速 掌 握 洞 庭 湖 灾 区 每 天 的
水域水面分布和水面面积情况，及
时 了 解 新 华 垸 溃 口 区 域 主 要 灾 损
数 据 ，为 防 汛 应 急 指 挥 决 策 、灾 民
转 移 与 灾 后 重 建 等 工 作 提 供 了 科
学依据。

江 西 省 兴 国 县 一 直 以 来 受 自
然和财力等客观调价约束，局部地
区缺水问题严峻，加之城市应急备
用水源尚未建成，严重影响了群众
生 产 生 活 用 水 安 全 和 全 县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 兴 国 县 人 民 政 府 在 感 谢
信中表示，国土资源部对兴国县开
展定点扶贫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
行动迅速，水环地调中心整合各类
优 势 资 源 ，组 建 找 水 突 击 队 ，不 辞

辛苦、不远万里前来实施精准扶贫
找水打井行动。在找水第一站，突
击 队 夜 以 继 日 、攻 坚 克 难 ，仅 用 半
个月时间，就成功施工两眼探采结
合井，总出水量高达每天 2700 立方
米，不仅可满足兴国县约 3 万人的
饮 水 需 求 ，而 且 可 为 周 边 旅 游 开
发 、农 业 开 发 提 供 水 源 ，极 大 助 力
了脱贫攻坚。

（吴 昊）

“天眼”防汛 “入地”找水

湖南江西致信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

特派记者 陈惠玲

“海洋六号”船自去年 11月 23日
首次跨越赤道进入南半球以来，首次
进入东南太平洋进行调查作业、首次
穿越咆哮西风带、首次穿行著名的智
利内水道、首次穿越麦哲伦海峡和德
雷克海峡进入南极海域……

在南极开展科学考察，“海洋六
号”科考团队克服海况复杂、作业窗
口有限、气候寒冷等困难，经过 33 天
艰苦奋战，于当地时间 2 月 1 日圆满
完成了航次设计的全部海洋调查及
登陆考察任务，其间更是创造了多
个南极科考“首次”记录。

首次为南极海底“量体温”

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
在南极开展了多个站位的地热流探
测 ，成 功 采 获 一 批 高 质 量 地 热 数
据。这是我国自开展南极科学考察
以来首次开展的地热探测。

1 月 18 日凌晨，记者目睹了中国
第 33 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
次开展地热探测的一次全过程。5
个手电筒般的海底地热探针，如同

加大版的体温计，每隔 70 厘米一个，
依次固定在重达几百公斤的重力取
样器上，由钢缆牵引投入海中，以每
分钟 50 米的速度，随重力取样器下
潜到深 3500 多米的南极海底，插入
海底沉积物中，静止 10 分钟，记录下
海底温度的变化后，再由钢缆牵引
返回“海洋六号”船甲板。整个过程
历时 3个多小时。

在成功回收地热探针，并采获 2
米的柱状样品后，“海洋六号”热流
测量专业负责人、中国地质调查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罗
贤虎告诉记者，这次测量采用的是
由广海局自行研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海底地热流探针。研发团队
针对极地测量环境特点，对探针的
测量范围、舱体材质、舱内设计等开
展了技术改进，测量范围可达到-7
摄氏度～52 摄氏度，工作水深最大
可到 6000 米，并提高了设备的安全
性和便利性。

罗贤虎介绍，作为海洋地球物
理探测设备之一，地热探针用于探
测海底沉积物的温度、地温梯度和
地热流等。结合取样管中样品所测
热导率，可计算出所测量站位的地

热流等。简单说，就是在给南极的
海底“量体温”。

海陆地调队伍首次在南极会合

当地时间 1 月 23 日，中国地质
调查局系统直属单位开展海洋、陆
地地质调查的两支队伍首次在南极
会合，“海洋六号”派出的登陆考察
队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
所科考人员在南极长城站联合开展
了野外地质调查。

“ 特 殊 地 区 地 质 填 图 工 程 ”首
席、地质力学研究所基础地质研究
室主任胡健民研究员介绍，地质力
学研究所已连续 20 余次参与我国南
极科学考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这次他们在长城站执行的主
要任务是“特殊地区地质填图工程”
所属《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项
目艰险区填图试点，计划通过野外
实地调查，完成西南极南设得兰群
岛 1∶25万地质填图。

南设得兰群岛是我国长城站所
在地区，多个国家在此设立科学考
察站，进行生物学、环境科学、地学
等学科观测与考察。中国地质调查
局“特殊地区地质填图工程”自 2016
年起部署《南设得兰群岛 1∶25 万地
质填图》项目，一方面是开展类似的
艰险区填图试验，另一方面主要是
要通过中、大比例尺地质填图，展示
我国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水平，参
与国际地学竞争，提升我国在国际
南极事务中的地位。

据悉，地质力学所共有 9 人参加
了中国第 33 次南极科学考察，其中
长城站 5 人、中山站 2 人、新站选址 1
人及“海洋六号”航次 1人。

首次登陆南极陆地考察

南极地形地貌极为复杂，98%以
上的地区常年为冰雪覆盖。每年 12
月到次年 2 月，夏季来临，冰雪融化，
一些地质露头开始显现，是开展科
学考察的有利时机。

当 地 时 间 1 月 22 日 ，“ 海 洋 六

号”航次的登陆考察队 10 名队员，第
一次踏上南极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
王岛，以中国南极长城站为基地，在
航次首席科学家助理、登陆考察队
队长邓希光的带领下，利用 6 天时
间，对包括菲尔德斯半岛地质露头
分布较好的地区及阿德雷岛等进行
了地质考察。

登陆考察队北至菲尔德斯半岛
科林斯冰盖以南的东北冰缘谷地，
南至东南高地的盘龙山、碧玉滩，西
至西南高原及北方台地，东至北方
台地边缘和阿德雷岛的布拉亚尔角
等，针对下第三系碧玉山组、玛瑙滩
组、化石山组、岩块山组和长山组等
地 层 ，进 行 了 地 质 考 察 、踏 勘 并 取
样。完成地质考察路线 5 条，地质定
点观察测站 22 个，获取地质样品 22
件，圆满完成了地质定点观察和地
质取样工作。

陡峭的冰雪山峰，泥泞松软的
河谷湿地，高低不平的戈壁石滩，以
及湿滑的海滩陡崖，寒冷的极地冰
河湖泊等，给第一次登上南极开展
陆地地质考察的“海洋六号”科考队
员带来巨大挑战。复杂多变的南极

气候，使得登陆队的每一天踏勘，都
是在大风、冰雪、雨雾中探索前行。

在工作时间有限、任务重、地形
地貌不熟悉的情况下，在中国南极
长城站的支持下，全体登陆考察队
员抓住一切可以开展野外作业的时
间窗口，克服了极地气候恶劣、地形
资料不够详实等困难，连续开展地
质踏勘，安全顺利完成了对南极菲
尔德斯半岛设计路线的地质考察任
务。期间，还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地
质力学研究所的 4 位地质专家，以及
来自泰国的两位地质专家一起开展
了两天的联合考察，顺利完成全部
设计路线陆地考察任务。

航次首席科学家助理、中国地
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付少英介绍说，本次
登陆考察对南极菲尔德斯半岛南部
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情况，以及区域
地质概况有了初步了解，并对整个
菲尔德斯半岛地层结构等有了基本
认识，为研究下第三系火成岩的岩
石特征、结构、构造、蚀变作用及形
成期次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基础
资料。

“海洋六号”的南极科考“首次”记录

本报讯 日前，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大
深度三维电磁探测技术工程化开发》项目成果通过专家
验收，标志着我国“大深度三维电磁探测系统”这一深
部找矿利器的工程化开发即将完成。

《大深度三维电磁探测技术工程化开发》项目工作
内容包括仪器开发与工程化、软件开发与集成、系统的
试验与应用三个方面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形成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深度三维电磁探测技术系统，支撑服
务于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工作。通过 5 年努力，
科研人员成功开发出阵列式同步观测的宽频多功能电
磁法接收机、多功能电磁法发射机，阵列式瞬变电磁三
分量测量发射机及接收机，以及高频感应式磁场传感
器、瞬变电磁三分量感应式传感器等仪器与配套设备，
完成了时间域激电、频谱激电、大地电磁法、可控源地磁
法和瞬变电磁法三维正反演模拟算法 5 个，集成开发三
维电磁探测软件 1套，登记软件著作权 6项。

该系统可全面实现时间域激电法、频率域激电法、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法、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法、大
地电磁测深法、瞬变电磁法等多种电磁探测技术方法的
测量。项目组利用开发的仪器在 13 个工区开展了多种
方法技术的三维电磁测量试验与应用，发现多个成矿有
利区，推断了多个验证靶位。 （吴文鹂 林品荣）

本报讯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
所数字海洋地质工程调研组赴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研
究院，就服务海南省地方经济需求，加强海洋地质数据
共享和服务进行了交流，双方在推进海洋地质数据共享
和数据库建设技术标准方面达成了共识。

数字海洋地质工程 2017 年的重点工作是共享和
服务，主要针对“海洋地质调查计划”下各工程和二级
项目，以及各沿海省市等地方需求。海南省海洋地质
调查研究院的数据库建设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急需
借鉴青岛海洋所在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海南
省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愿意在中国
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数据共享工作细则框架下加入到
海洋地质共享单位体系中，实现海洋地质数据共享；青
岛海洋所将提供数据库建设所必需的标准和技术支
撑，以海南省地方经济发展为重要需求，加大海洋地质
数据产品整合，提高海洋地质信息对沿海地方经济的
服务支撑能力。 （孙记红）

大深度三维电磁探测
技术进行工程化开发
深部找矿发现多个成矿有利区

海南加快推进海洋
地质数据共享服务

本报讯 由《探矿工程》杂志编辑部发起、业界广泛
推荐、业内专家学者投票推举产生的 2016 年探矿工程
十大新闻日前揭晓。其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
究所的三项成果入选。

三项成果分别是，祁连山冻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
程成功进行了开采试验、“松科二井”四开完井、膨胀套
管技术在页岩气井和大斜度孔中成功应用。

据了解，我国祁连山冻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技术与
工程 2016 年完成了三井地下水合物层水平定向对接施
工，并成功进行了开采试验。这也是国内外首次在高
寒、高海拔、小曲率半径条件下实施三井地下水平对接
并进行冻土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试验的工程。

“松科二井”四开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开钻，6 月 19 日
超越我国大陆“科钻一井”（CCSD-1）工程 5158米的终孔
深度，成为亚洲科学钻探工程第一深度，也是自国际大陆
科学钻探计划组织（ICDP）成立以来全世界最深的大陆
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四开钻井工程，在Φ216 毫米
井段实现了“同径取芯、一径完钻”，并创造了四筒联装单
回次取芯钻进超过 40米的世界纪录。

勘探技术所自主研发的的钻孔“支架”修复技术
——膨胀套管护壁技术，成功攻克地质钻探超深井护
壁、长距离连续护壁、页岩气井护壁、大斜度钻孔护壁等
关键技术，2016 年 6 月 24 日在广西柳州地区页岩气地质
调查井工程“雒容 1 井”1470 米孔深处成功护壁，验证了
膨胀套管护壁技术在解决不同类型井孔的复杂孔内事
故的高效性和可靠性。 （王建华）

本报讯 为配合油气资源勘查需求，中国地质调查
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在松辽盆地西坡开展的航空物探调
查工作，目前已提交可供进一步工作的油气预测区 3处，
为进一步开展地面勘查工作提供了最新的航空地球物
理调查成果。

据了解，地调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于 2016 年在松
辽盆地西坡开展航空物探调查工作，累计完成航空重磁
40170 测线千米，获得了高精度航空重磁数据；野外物性
测量点 109 处，采集岩（矿）石磁性数据 3412 个、密度数
据 280 个及标本 25 块，其中磁定向标本 22 块。通过航
空重磁数据处理及转换处理，获得了高分辨率航空重磁
基础图件和转换图件，清晰地反映了岩浆岩、凸起、凹
陷、断裂等信息。通过综合解释研究，初步进行了岩浆
岩构造划分及油气资源预测，共划分大中型断裂 17 条，
圈定岩浆岩体 19 处，编制典型解释剖面 3 条，提交可供
进一步工作的油气预测区 3处。 （曹安琪）

勘探所三项成果入选
探矿工程十大新闻

松辽盆地航空物探调查
提交三处油气预测区

登陆考察登陆考察。。

海陆调查队员在南极会合海陆调查队员在南极会合。。

为夯实构造地质学基础，提升研究人员业务水平，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日前组织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专门为 20 余名青年业务人
员举行了龙门山构造带构造地质培训及野外考察现场研讨会。培训特邀李四光地质科技奖获得者潘桂棠先生全程讲解。通过本次考察培训，青
年业务人员对龙门山构造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逆冲推覆、构造变形等构造现象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并对露头尺度的构造解析方法与思路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唐 渊 图/文

本报讯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质环境监测院科技周活动落幕。
本次活动通过青年科技论坛、科技
成果交流与展示、专家讲座等形式，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营造以需求目
标为导向的良好氛围。

环境监测院院长马军指出，必
须 以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带 动 地 质 环 境
监测事业发展，将更多的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要以需求、问题和目标
为导向，提升项目成果的针对性和
实 效 性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引 领 ，将 科
技创新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以
巩 固 和 发 展 传 统 优 势 专 业 为 突 破
口 ，发 挥 技 术 引 领 作 用 ；以 信 息 挖
掘和成果凝练为抓手，提升支撑服
务水平。

科技周活动中，20 名青年技术
人员分别就地裂缝勘察、地质灾害
调查数据采集、地下水资源承载能
力评价等进行了报告。13 位项目负
责人就全国地质灾害、全国地下水
与地面沉降、全国矿山地质环境信
息系统建设及服务、京津冀地区地
面沉降地裂缝调查、国家地下水监
测工程建设、全国重要地质遗迹调
查等进行了汇报。 （姜 喆）

环境监测院多形式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