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科学院2009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成果点评 

 

  2010年1月10-1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2009年度科技成果汇报交流暨十大科技进展评选会。来自国土

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震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部门40位院

士、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经过认真、严谨的评审和投票，评选出中国地质科学院2009年度十大科技进展，这是地科院

第六次年度进展评选。据悉参加汇报交流的成果是从全院承担的910项项目中经过各研究所科学技术委员会遴选推荐产生

的。2009年度入选十大进展成果点评如下： 

  1、青藏高原冻土带天然气水合物发现：在世界上第一次在中低纬度高原冻土区发现天然气水合物。天然气水合物

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新型潜在能源，主要产于海底沉积物和陆上永久冻土带中，有预测其资源量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总量的两倍，具有巨大的开发前景，成为未来理想的替代能源。在地质大调查项目资助下，矿产资源所祝有海研究员团队

自2002年就瞄准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带，进行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调查。2008-2009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勘

探技术研究所共同组织实施了"祁连山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科学钻探工程"，在祁连山冻土区相继组织实施了3口科学钻探

井，取得重大突破，三口科钻井均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经多种方法验证证实为天然气水合物。另外，在天然

气水合物调查技术和配套装备研发等技术攻关方面亦取得重要进展。这是我国在冻土区首次钻获并检测出天然气水合物实

物样品，具有重要的科学、经济和环境意义。 

  2、大巴山前陆构造演化与油气远景研究：建立了大巴山陆内薄皮造山模式，提出大巴山油气勘查突破的新思路。

在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资助下，地质力学所和地质所董树文、高锐研究员团队以穿越大巴山造山带及前陆长达500km的

反射地震剖面为基础，揭示了该区的深部精细结构，建立了陆内薄皮造山带的地壳模型；厘定了大巴山前陆晚侏罗世-三

叠纪的褶皱干涉类型和方式，确定了三叠纪-晚侏罗世的复合前陆和叠加变形的模式；揭示了陆内造山过程大规模地质流

体的排泄特征，运移方式和聚散的空间关系；证实了古生代-三叠纪的油气随高压流体由北东推覆-冲断岩席向南西前陆-

坳陷带排泄、汇聚的过程。基于以上创新性的认识，明确了围绕大巴山弧形前陆进行油气勘探的战略方向，并将前陆三角

构造区作为油气预测验证的首选地区。专家委员会认为这是一项深部和浅部、地质与地球物理相结合的优秀研究成果，对

该类研究具有示范作用。 

  3、早白垩世哺乳动物亚洲毛兽的发现：亚洲毛兽的发现揭示了哺乳动物耳区演化过程。地质研究所季强研究员团

队在国家973项目和地质调查项目联合资助下，在热河生物群研究领域获得系列重大发现，推动我国古生物研究在该领域

步入了世界前沿；2009年新发现亚洲毛兽化石，保存得非常完整。该哺乳动物属于对称齿兽类，主要以昆虫和蠕虫为食，

是一种陆生哺乳动物。根据对亚洲毛兽化石特征的研究，表明亚洲毛兽与有袋类和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比其与单

孔类的关系更紧密，其中耳骨骼在一定程度上与现生的哺乳动物相似，但与现生成年哺乳动物不同，其中耳与下颌形成了

特殊连接，这种连接也称为骨化的麦氏软骨，与现生哺乳动物胚胎发育的情况，以及与前哺乳动物祖先的原始中耳相似。

新化石为哺乳动物耳区结构的演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信息，使发育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能够合理解释发育机制如何对最

早期哺乳动物的形态演化产生影响的。亚洲毛兽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科学"杂志。 



  4、湖泊中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温标研究重要进展：在我国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出湖泊中长链烯酮母源等鞭金藻，

单藻种培养建立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水温关系方程。该成果是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孙青研究员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支持下取得的。长链烯酮不饱和度UK37'作为反映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替代指标，已在海洋中得到广

泛应用，但在湖泊中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温度的关系及其母源研究则很少。课题组研究了不同气候带、不同水化学环境湖

泊表层沉积物中长链烯酮，发现多数湖泊中存在2-4个不饱和键的长链烯酮。湖泊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年均气温和春秋季

节温度高度相关，建立了湖泊表层沉积物中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温度的经验函数关系。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出湖泊中长链

烯酮母源等鞭金藻Chrysotila lamellose，通过单藻种控温培养，建立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水温关系方程,实验室培养公

式与经验公式斜率一致，验证了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温标的正确性。进而对比研究了器测记录温度与夏日淖尔湖泊沉积物中

长链烯酮重建温度，进一步验证了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温度高度相关。表明长链烯酮是可靠的陆地温标。研究成果在国外

SCI刊物发表论文7篇，引起广泛关注。 

  5、华北平原区域水资源特征与作物布局结构适应性研究：首次查明区域水资源变化与作物布局的区位关系，为

从根本上缓解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光辉研究员团队研究了灌溉农田作物布

局结构、规模与耗水强度变化的过程，及其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对区域地下水的影响和机制。揭示了近50年来华北平原地下

水流场异常演化过程机制，阐明区域地下水流场变化与气候及农业活动强度变化关系。确定了涵养超采区地下水的作物布

局结构调整方略。发现灌溉节水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效地减缓了华北平原地下水开采量增加的速率，确保了粮食生产对灌

溉需水安全保障。揭示了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包气带增厚对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存在不同影响模式。阐明了区域地下

水可持续开采量与地下水自然属性功能之间内在关联性，发展了区域地下水功能可持续利用性评价理论与方法。该项目属

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完成46幅成果图，出版专著1部，获准软件著作权登记1项。 

  6、矿产资源需求理论与预测模型：系统提出矿产资源需求的理论体系与预测模型，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中

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王安建、王高尚研究团队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和国家开发银行联

合资助下，以全球50多个先期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多年的经济、社会、环境数据为标本，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

法，在国内全面开展了矿产资源需求、供应、市场、碳排放等相关规律的研究，发现了人均矿产资源消费与人均GDP的相

关规律、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倒"U"型规律、能源弹性规律、矿产资源消费波次递进规律、矿产资源价格规律等全球矿产

资源消费规律；建立了资源供需、价格、碳排放数据库及预测模型；对全球及我国未来25年资源供应趋势进行预测，形成

了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系列理论。其系列成果形成专著2部、报告数十部、文章近百篇，为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供了

重要的决策依据，部分理论被大学编入教材。该研究团队已成为我国能源、矿产资源政策的重要智库之一。 

  7、西部优势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示范及找矿重大突破：矿床成矿系列理论指导找矿实践，公益性勘查与商业性勘

查紧密衔接，在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的找矿获得重大突破。这是矿产资源所唐菊兴研究员团队执行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

大项目"中西部大型矿产基地综合勘查技术与示范"的课题和中国黄金集团重点勘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通过三年多在西部

地区东天山彩霞山铅锌矿和冈底斯甲玛铜多金属矿的调查研究建立了"成矿动力学和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的找矿模型和地

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方法体系"；对天山地区铅锌矿、巴仑台-星星峡等地沉积变质型铅锌矿等进行了查证；对彩

霞山铅锌矿深部找矿提供了新的途径，实现新突破。对冈底斯墨竹工卡甲玛铜多金属矿示范区，经过近两年的勘查，也取

得找矿突破；并提出在冈底斯矿集区找寻矽卡岩型、角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的重要意义，已提交331+332+333金属量铜金

属量超过400万吨，钼金属量超过45万吨，伴生金金属量83吨，铅锌金属量超过70万吨，伴生银金属量超过5000吨，已成



为国内外少见矽卡岩型+角岩型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床。 

  8、翼龙从原始到进步的演化过渡类型-达尔文翼龙的发现：达尔文翼龙-- 会飞的食肉爬行动物在辽宁西部发

掘。在国家重点研究计划（973）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资助下，地质所吕君昌博士为主在辽宁西部中侏罗世地层中，新

发现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翼龙化石。新发现的翼龙化石被命名为模块达尔文翼龙 （Darwinopterus modularis）, 代表

了原始翼龙向进步翼龙演化的过渡类型。达尔文翼龙的头骨（外鼻孔和眶前孔愈合一大的鼻眶前孔）和颈椎部（颈椎椎体

长，颈肋短或者退化）的特征为进步翼龙的特征，而其尾部（尾部长，尾椎体个数多于15个）和足部特征（第五脚趾发

育，具有两个长的趾节）又为原始翼龙的特征。达尔文翼龙的发现既填补了翼龙演化的空白，有可能打破对翼龙传统的二

分方法，又为生物宏观演化机制提供例证。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后，国际顶尖刊物"自然"杂志为此专门发表

了一个评述性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9、大深度高分辨电磁探测技术与多功能电法仪研制：自主研发适合深部找矿的多功能电法勘探仪器，填补了我

国多功能电磁测量仪器的空白。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林品荣研究团队在地质调查项目资助下，攻克了多频等幅同

步供电、密集频点供电、大功率励磁稳流供电和高精度混合同步等关键技术，开发了数据处理与解释软件，形成了我国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多功能电磁法勘查系统，供电电流是国外同类仪器2～3倍，有效勘探深度由500米提高到1000

米。该系统具备天然源场的音频大地电磁测量、人工源场的激电测量和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功能，并且具有进一步扩

展潜力，能够同时获得电阻率和极化率参数，与国外仪器相比有较多优越性，为我国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新的有效技术装

备。 

  10、华北克拉通西缘前寒武纪基底演化与归属：华北克拉通西缘在那里？阿拉善西部早前寒武纪阿拉善岩群研究

新进展为揭示这一地质之谜打开了一扇窗口。以地质所耿元生研究员为首的科研团队通过野外、室内相结合的研究，在阿

拉善西部原划归早前寒武纪阿拉善岩群中，多处发现新元古代早期同碰撞型花岗岩（900-930Ma）及古生代火山岩和侵入

岩(分别为330Ma和280Ma两组年龄数据)；以丰富的测年数据建立了本区岩浆演化序列，这些研究对重新认识阿拉善地区的

构造属性具有重要意义。项目通过对贺兰山与阿拉善变质基底的对比研究，厘定了阿拉善地块在不同地质阶段的构造归

属：太古宙-元古生代时期，阿拉善地块东部代表的变质基底应属华北克拉通，西部则可能属祁连地块；到新元古代，地

块东部仍属华北克拉通，西部为与祁连、欧龙布鲁克、柴达木地块关系密切的独立陆块；到古生代，整个阿拉善可能构成

相对独立的地块，并卷入古亚洲碰撞造山过程；中生代形成现今构造格局。该项目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联合资助完成的。 



报告会会场 

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张洪涛在开幕式上讲话.

马宗晋院士主持会议 



李廷栋院士主持会议 

陈毓川院士主持会议 

孙枢院士主持会议 



朱立新常务副院长在会上发言 

副院长董树文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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