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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质结构将揭开神秘面纱 

发表日期：2004-02-26 点击次数：65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寿嘉华２５日讲，历时５年的新一轮地质大调查，即将揭开被誉为“地球

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的神秘面纱。      寿嘉华在全国地质大调查５年成果会议上说，

从１９９９年起，来自全国２４个省份的上千名地质工作者开始了向巍巍高原的最后冲刺，他们

常年奋战在雪域高原，取得了一批重大地质成果，全球性的板块漂移、碰撞过程与机制、环境响

应机制等重大项目已经破题。新发现数条具有重要意义的蛇绿岩带以及超高压变质带，基本查明

了青藏高原的地质构造格架。发现了一批重要古生物化石，重新厘定了青藏高原的地层系统，为

研究青藏高原形成与演化，探讨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汇聚、碰撞过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基础资

料。      地质大调查还新发现了西藏洛扎、阿索、扎布耶茶卡等十余条规模巨大具有重要找矿

前景的铁、铜等多金属成矿带，新发现矿点、矿化点１５０余处，为我国后备资源保障、青藏高

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青藏高原隆升及第四系地

质调查取得新突破。地质工作者确定了青藏高原西、北部的泛湖期，发现并研究了扎布耶查卡、

塔若错等大型湖泊的退缩、断流演化规律，总结和研究了高原隆升所产生的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

效应，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是我国仅存

的中比例尺地质调查空白区。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人称，调查现已完成青藏高原１：２５万中比

例尺区域地质调查７５万平方公里，占拟调查面积的５０％，预计２００５年可实现青藏高原

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全面完成青藏高原１：１００万航空磁力测量，１：１００万

航空重力测量也已完成７０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和丰富的基础资料，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布局提供了决策依据，也将为全球地质构造演化和

环境、气候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      （ 信息来源： 新华网 ）  

 

 

 

   

  所内链接 | 友情链接 | 联系方式 | 网站地图 |    200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