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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为缓解资源瓶颈约束、提高国内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会

同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自２０１１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以“３
年实现找矿重大进展，５年实现找矿重大突破，８至１０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

为目标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实施，不仅要求加大找矿力度、

加快找矿进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方法创新提升地质找矿水平，实现找矿更大突

破。同时，随着地质找矿难度的日益增加，找矿工作重心已经转向寻找深部矿、隐

伏矿、难识别矿。矿产勘查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深入的成矿规律研究和先进的矿

产资源预测评价方法技术。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信息技术特别是云技术已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地

质找矿工作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利用统一的数据组织、管理、建模与综合处理平

台，将矿产资源勘查过程中获得的多元异构地质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处理与分析，

并通过可视化界面和三维视图对矿产勘查成果进行综合表达已成为这些国家矿产

资源勘查的主要工作模式。本书作者所在工作单位———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

查局作为国内改革发展步伐最快的地勘单位之一，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将信息

技术充分运用到地质找矿工作中，提出了智慧勘探理念，研发了智慧勘探系统。经

过三年的自主研发，智慧勘探系统已形成数字采集系统、地质数据综合管理系统、

地质找矿业务综合服务系统三大研发成果，实现野外数据动态采集、地质数据标准

化入库、数据资料一体化集成管理、综合地质研究、资源储量估算、资源勘探设计、

成果编制等地质找矿工作全流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大大提升了地质找矿工作的

效率、质量、精度以及科学性和规范性，有效降低了矿产勘查风险，为勘查投资决策

提供了支撑，在地勘行业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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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智慧勘探系统建设实践，结合成矿理论，综合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大

型关系型数据库、智能移动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定量统计分析、三维地质建模

等先进地质信息方法，探讨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我国地质找矿技术方法革新，

阐述了如何开展地质找矿全流程信息化与智能化平台建设，介绍了如何构建既符

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矿产资源勘查评价方法体系。衷心希望广大地勘单位

和矿业企业能从本书的探索实践经验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不断提升地质找矿的科

技含量和信息化水平，推动地质找矿实现更大突破！

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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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已进入“十二五”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缓解资源

瓶颈制约、提高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国土资源部相继出台了《国土资源部关于构建地质找

矿新机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关于促进国有地勘单位改革发展指导意见》和《国土

资源部关于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通知》，构建了“公益先行，基金衔接，商业跟进，整

装勘查，快速突破”的新机制，提出了全国地质找矿三年有重大进展，五年有重大突破，八

年重塑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格局的“３５８”目标。因此，如何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提出的地质

找矿“３５８”行动，探索和实践地质找矿新机制落实的方法途径和政策措施，研究新技术、新

方法改善和提升传统地质找矿工作，提高深部找矿的技术水平，已成为地勘单位地质找矿

科研工作的重点攻关领域。同时，随着地质找矿勘查难度的日益增大，找矿工作重心已经

转向寻找隐伏矿、难识别矿。矿产勘查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深入的成矿规律研究和科学

的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理论与方法。矿产勘查已从直接找矿进入基于理论和新技术的科学

找矿阶段。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已在国外地质找矿工作中逐渐发挥重要的作

用，利用统一的数据组织、管理、建模与综合处理平台，将矿产资源勘查过程中获得的多元

异构的地质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处理与分析，并通过可视化的处理界面和三维的视图对

矿产勘查成果进行综合的表达，已成为国外矿产资源勘查的主要工作模式。

然而，当国外找矿理论不断创新、信息化找矿技术日益普及、定量分析技术日臻成熟、

找矿设备日趋先进之时，我国的地质找矿基础理论与方法却依旧是适用于浅部找矿要求

的传统方法，成矿理论的创新跟不上世界步伐，找矿时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地质锤、罗盘

和放大镜……与此同时，作为地质找矿主力军的地勘单位虽然人数众多、专业技术较强，

但由于地质工作历经３０多年的低迷徘徊，许多地勘单位都丢掉了勘查主业，找矿力量已

相当薄弱。一些单位即便还从事着找矿工作，但由于缺乏资金，既不能添置高端、新型设

备，也没有新技术、新方法的自主研发能力，“经验找矿”的旧模式依旧是地勘单位的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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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

本书结合成矿理论，综合应用ＧＩＳ、大型关系型数据库、智能移动设备等现代信息技

术和定量统计分析、三维地质建模等先进地质信息方法，详细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推动

我国地质找矿技术方法革新，同时分析阐述如何在一线地勘单位中开展地质找矿工作全

流程信息化与智能化平台建设，从而实现对现有地勘单位地质找矿工作模式的改造和升

级。全书共分成三部分：

“上篇　地质找矿理念的创新：从定性到定量”主要总结我国传统地勘单位地质找矿

工作方式中的问题，提出通过智慧勘探系统研发实现地质找矿信息化、定量化、智能化，全

面提升地质找矿效率的主题思想。同时对国内外现有的找矿定量分析理论，支撑上述理

论的信息技术方法等进行回归和分析。

“中篇　地质找矿工作模式的创新：从手工到智能”提出地勘单位地质找矿工作信息

化、定量化、智能化实现思路与智慧勘探系统设计方案。对其中涉及的野外地质数据动态

回传、实时处理与远程指导、地质三维建模与可视化分析、矿床资源储量标准估算与预可

研、地质找矿智能化分析及定量预测等关键技术进行原理分析及详细设计。

“下篇　创新理念与模式的实施：从研发到应用”从实例出发，系统讲述了通过智慧勘

探系统在安徽马头铜钼矿区深部找矿、云南播卡铜矿资源潜力评价等地质找矿工作中取

得的应用效果。

本书作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是目前国内改革步伐

最快的地勘单位之一，智慧勘探理念的提出也是其自身改革发展动力催生出的创新理念

和技术方法。经过三年时间的自主研发，智慧勘探系统已形成数字采集系统、地质数据综

合管理系统、地质找矿业务综合服务系统三大系统研发成果，实现了野外数据动态采集、

地质数据标准化入库与规范化管理、综合地质研究、资源储量估算、勘探设计、成果编制等

地质找矿工作全流程信息化和智能化，切实提升了地质找矿工作的规范性，加强了地质资

料的一体化集成与统一管理，提高了地质找矿质量和勘探精度，降低了风险，为华东有色

开展全球地质找矿与矿业开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作　者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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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１　　　　　绪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论

长期以来，地勘行业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性行业，受管理理念、经营条件和
职工素质的限制，存在着信息渠道闭塞、科技水平滞后、管理方式老套等诸多问题。在本章节
中作者将主要分析我国传统地勘单位地质找矿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总结目前我国地勘单
位地质勘查业务信息化研究现状，提出通过智慧勘探系统研发实现地质找矿信息化、定量化、
智能化，全面提升地质找矿效率的主题思想。

１．１　矿产勘查全球化对地质勘查行业的冲击

全球矿业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直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固体矿产勘查的投资资金持续飙
升，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９亿美元迅速提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４亿美元。但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自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始至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全球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呈明显下降趋势，矿产品的
价格持续下跌，矿产勘查的资金投入趋缓，全球矿业进入新的调整期。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全球经
济的复苏拉动了全球能源与矿产品需求的恢复性增长。

矿产勘查全球化是矿业全球化的主要表现。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大力开展境外矿业
勘查与开发活动，同时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利用的重点逐渐转向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
地区。通过组建国际矿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开展地质矿产勘查活动。我国近年来也
进一步加大了公益性地质矿产勘查的力度，使地质矿产勘查投资主体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我国对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投资和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也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果。同时，我国矿业对外合作的步伐也在日益加快，中国与国际矿业的深入合作取得
了巨大的成果。以矿业改革与发展为契机，融入全球矿业大环境中，使我国矿业产值得以快速
增长，矿产品贸易也迅速发展。面对２００８年以来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挫，国际矿产勘查投
入趋缓的形势，我国加大了投资力度，并带动社会投入，推动全国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开展。

２００９年前三季度，我国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投入大约为１９５亿元，较２００８年同期增长近１０％ ，
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也陆续取得一些阶段性及突破性成果。

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地质找矿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据资料统计，截至

２００８年，在全球新发现的、较为重要的矿床中有近５８％是找矿新区，在老矿区附近新发现的矿
床占到２３％，而在已知的成矿带中新发现的矿床只占１９％。这充分表明，随着全球矿产资源
勘查、开发与利用的不断深入，地质矿产勘查的难度正日益增大。易识别矿、地表矿和浅部矿
正逐渐地减少，而难识别矿、深部矿和隐伏矿的发现则成为当今地质找矿的重要方向。通过新
的方法和技术，研究改善和更新现有矿产勘查技术，在已知矿区的深边部及未知矿区内寻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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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伏矿床，已成为目前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１．２　我国地质矿产勘查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

１．２．１　我国公益性地质调查领域信息化工作现状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公益性地质工作在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
在基于信息技术提升和改善地质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１）地质调查项目管理方面。通过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国家地质调查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工作
项目（隶属于数字国土工程项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国家地质调查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专题项目
（隶属于“国家地质工作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工作项目）等工作的开展，已基本实现了国家地质
调查项目任务书的编写、下达、设计审查、任务变更、申报与审批、工作进展、质量检查、野外验
收和成果评审等过程的计算机流程化管理，使国家地质调查项目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

（２）地质调查项目业务应用方面。通过在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中设立数字国土地质调查
信息项目，开展数字地质调查系统（ＤＧＳＳ）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目前我国已全面实现了基
础地质调查、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查数据采集的全过程数字化，并实现了固体矿产调查全流程信
息化处理与三维建模，形成了覆盖地质矿产调查主流程的数字地质调查软件体系。

（３）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方面。由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牵头启动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集群化、产业化研究，其目的是通过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化、产业化服务，为社会提供多元、多层
次的信息服务，发挥地质资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目前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
业化研究已初见成效，建立了全国岩石数据库、地质钻孔数据库，开展了地质资料图文数据化
工作，形成了丰富的地质信息储量，同时开展了各种地质资料信息的快速检索、３Ｄ立体显示、
数据共享平台和咨询系统的开发。上海、山东、湖南、湖北、安徽和青海六省市被指定为地质资
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试点地区，为我国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提供了示范
作用。

１．２．２　我国地质勘探及商业勘查领域信息化工作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地质勘探领域信息化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开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产
权的软件系统，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以下几种。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及应用工
程中心合作开发了ｉ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Ｍ（资源量估算与三维建模系统），该系统是一款面向数字地
质勘查成果编制的软件。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字地质调查系统（ＤＧＳＳ）的组成部分，ｉ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Ｍ以 ＭａｐＧＩＳ６Ｘ和 ＭａｐＧＩＳ－ＴＤＥ平台开发，系统数据库原型按照我国固体矿产
地质勘查数据编录规范设计，支持基础地质资料、测量成果资料、储量估算数据、成果图件及三
维模型数据等多源异构地质矿产勘查综合资料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管理，保证了采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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