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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快讯

本报讯 《中国地质调查成果快

讯》 近日公布了新疆全域组织开展

地下水统测和水资源评价工作取得

的主要成果。该成果有力支撑了新

疆地区水资源安全和自治区水资源

管理工作。

2019 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联合新疆地质环境监测院

等单位，在新疆全域组织开展了地

下水统测和水资源评价，建立了中

央地方联动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技术

业务体系、组织结构体系、人才队

伍体系、条件保障体系和协调合作

机制，摸清了新疆水资源家底，并

选择重点地区和典型流域开展水文

地质调查，系统研究地表水和地下

水转化与循环机理，有力支撑了新

疆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

护修复。

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基

础 地 质 和 水 文 地 质 条 件 取 得 新 认

识。项目组重新厘定孔雀河冲积平

原第四系含水层平均厚度，探明焉

耆盆地第四系含水层平均厚度。项

目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山前倾斜平

原开展地下水库探测，初步探明和

田策勒县山前凹陷第四系含水层平

均 厚 度 ， 初 步 估 算 地 下 水 储 存 量 ；

在准噶尔盆地玛纳斯河流域冲洪积

平原，实施深度 620 米水文地质钻

孔，填补了平原区第四系 400 米以下

含水层勘探空白；进一步刻画了准

噶 尔 盆 地 南 山 洼 地 第 四 系 基 底 形

态，并进一步探明了天然地下水库

地质结构，为储存量和循环能力评

价提供了重要基础依据。

组织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

地 区 最 大 规 模 的 地 下 水 统 测 工 作 ，

系统掌握地下水流场空间分布特征

和动态变化规律。项目组累计完成

地下水统测 7449 点次，构建形成新

疆地下水年度监测网，填补了古尔

班通古特沙漠区、塔克拉玛干沙漠

区、罗布泊无人区等多处地下水统

测空白；首次编制完成覆盖塔里木

盆地的实测地下水流场及埋深分区

图，计算了年度和历史地下水位变

差及储变量，为水资源评价与水平

衡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支撑。

组织完成新一轮新疆地下水资源

评 价 ， 全 面 摸 清 地 下 水 资 源 家 底 ，

首次查明新疆地下水储存量。评价

结果表明，2000-2020 年新疆多年平

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536 亿立方米。该

项目首次完成新疆地下水储存量评

价，初步查明新疆地下水储存量达

19.95 万亿立方米，为科学落实 《地

下水管理条例》、水资源确权登记和

合理确定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划提供

了基础依据和重要支撑。

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孔雀河流域为

典型，揭示了地下水循环演变规律

与生态效应，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生态修复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项

目 组 建 立 详 细 的 地 下 水 年 龄 剖 面 ，

厘定了地下淡水循环深度；首次在

塔 里 木 盆 地 发 现 大 于 18 万 年 的 老

水；评估了开孔河流域陆地水储量

变化，并精细刻画了库尔勒地下水

漏斗三维形态和变化规律，为超采

区划和治理提供基础依据；初步建

成 孔 雀 河 流 域 水 平 衡 野 外 观 测 基

地，建立了大气-植被-土壤-地下

水多圈层多要素立体监测体系，初

步揭示了生态输水前后河流-地下水

关系演变过程和生态效应机理；提

出了基于供给侧的生态需水量评价

理论和方法，完成 14 个生态系统的

生 态 需 水 量 评 价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

提 出 了 流 域 水 资 源 优 化 调 配 方 案 ，

为制订基于生态保护的水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方案提供了决策依据。

（张俊）

一项调查评价显示一项调查评价显示

新疆地下水储存量达19.95万亿立方米

喜获专利
本报讯 “一种金刚石钻头高

频焊接模具”近日获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该模具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发的。

该模具适用于金刚石钻头高频

焊接自动化装置，通过中心轴级配

模块、石墨内外套及压块总成等创

新型机构设计，可将金刚石钻头焊

接同心度控制在 0.1 毫米以内，焊

接强度提高 20%-40%，可有效提升

金刚石钻头批量化生产质量和效

率。 （沈立娜 邓都都 刘海龙）

古气候研究
本报讯 中国西南地区“卡尼

期潮湿季”是怎么回事？科研人员

近日揭示了这一地质历史时期典型

干-湿气候突变事件的变化特征、

生物与环境响应变化以及成因机

制。

该项研究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

汉地质调查中心联合德国埃尔兰

根-纽伦堡大学、加拿大地质调查

局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科研人员

共同完成。该成果为探索现代型生

态系统的形成、生物与环境的协同

演变，以及了解现代极端气候的成

因机制 （如干旱、降雨） 提供了重

要启示和线索。相关论文“中国西

南地区晚三叠世‘卡尼潮湿季’伴

随着极端海洋缺氧和大幅碳同位素

波动”，已在国际知名地学综合性

学 术 刊 物 《全 球 和 行 星 变 化》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上 刊

出。

该项研究表明：在我国西南地

区，该事件发生在竹杆坡组和瓦窑

组 （小凹组） 界线附近，伴随着岩

性由碳酸盐岩向碎屑岩的转变；多

幕式无机碳同位素的负漂移，碳同

位素负漂移与兰格利亚火山和其它

同时期的火山爆发密切相关，火山

活动亦是此次导致气候转变的主

因；南盘江地区的地质记录显示，

该事件伴随着古海洋缺氧/硫化的

环境，并且缺氧环境可能延续至晚

卡尼期；在我国西南地区，该时期

海洋生物选择性灭绝与高温、海洋

缺氧的环境密切相关。

（张再天）

服务“三普”

本报讯 “辽宁省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试点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服

务”项目标的近日揭晓，中国地质调

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成为辽宁省

首家正式承担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三普”）质量控制工作的

单位。

中国地调局沈阳地调中心严格

按国家及辽宁省“三普”办相关文件

及规范要求，结合自身人才、装备及

技术等优势，从制度保障、质量控制

细则、进度安排等诸多细节精心编制

标书，最终成功中标“辽宁省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试点省级质量控制实

验室服务”项目。

本次“三普”试点项目，是中国地

调局沈阳地调中心继 2018 年承担辽

宁省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2020年承

担辽宁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调

查后开展的又一重大项目，是该中心

积极落实科技创新和地质工作转型

升级的有力证明。本次项目的实施，

将为辽宁省后续“三普”工作提供借

鉴和参考。 （施璐 赵恩好）

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 激发创新活力激发创新活力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开展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普日””活动掠影活动掠影

□ 孙莉莉

一直以来，中国地质学会高度重

视科普工作。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期间，中国地质学会围绕科普日主题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精心策

划，同时结合学会百年华诞系列工作

方案，积极组织各分支机构、省级地

质学会（会员服务中心）、理事单位、各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以及各地学科普研

学基地（营地），在“普及科学知识，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创

新活力”、“深化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素

质纲要，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等方面，

开展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系列科

普活动，深受大众好评。

分支机构：主题宣传
特色鲜明

中国地质学会各分支机构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全国

科普日”主题宣传活动。探矿工程

专业委员会举办科普讲座，制作科

普视频。核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走 进 校 园 ， 开 展 “ 地 质 伴 童 年 成

长，奉献在心底扎根”科技知识普

及活动。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委员会

开展云上科普日主题科普讲座。煤

炭地质专委会为少年儿童开展科普

宣传活动，还参观了挂靠单位西安

研 究 院 智 能 制 造 工 厂 、 综 合 展 览

馆。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组织播放

科普视频，开设科普大讲堂作专题

报告，赠送系列科普图书等文创宣

传品，开放李四光纪念馆。岩溶地

质专业委员会开展科普进校园知识

讲座、科技馆展讲活动。

省级地质学会：因地
制宜开展活动

中国地质学会各省级地质学会

（会 员 服 务 中 心） 因 地 制 宜 、 创 新

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科普日”主

题宣传活动。河北省地质学会联合

举 办 了 云 上 科 普 活 动 、“ 发 展 绿 色

能源 助力乡村振兴——河北省农村

地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科普云

课堂活动，并制作系列科普视频进

行推送；开展科普知识进学校、社

区、进乡村活动，发放科普宣传资

料、赠阅科普读物等。云南省地质

学会、昆明理工大学、自然资源部

高原山地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与生态

保护修复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中小

学生科普讲堂，并展出了昆明理工

大学地学博物馆提供的各类古生物

化石和岩石、矿物标本。甘肃省地

质学会举办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100 周 年 暨 甘 肃 省 地 质 学 会 科 普 委

员会成立 40 周年座谈会。福建省地

质学会开展了科普讲座、科普闯关

及抽奖、科普咨询、少儿科普实践

暨重点实验室开放日，以及助农特

色 农 副 产 品 展 览 推 介 等 系 列 活 动 。

江西省地质学会举办地质防治能力

培训、全国科普日摄影大赛、专题

讲座以及首届江西地质青年科技论

坛。安徽省地质学会参加安徽省全

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举办 2022 年全

国科普日芜湖主场活动启动仪式暨

新时代核工业精神宣讲会，以及科

普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广东省地质

学会开展广东省“全国科普日”启

动 仪 式 、 科 普 讲 座 和 研 学 科 普 活

动，并赠送科普图书。浙江省地质

学会举行纪念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人

翁 文 灏 、 章 鸿 钊 故 居 寻 访 调 研 活

动，由学会命名的翁文灏科普教育

基地、章鸿钊科普教育基地分别在

宁波市海曙区授牌、湖州市南浔区

荻港村揭牌，并捐赠“鸿钊石”矿

物标本；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线上

开展科普答题，线下在吴山广场开

展 “ 义 卖 ” 活 动 ； 举 办 科 普 大 讲

堂，赠送科普图书和岩石与矿物标

本；走进红里山地质文化村，联合

开展科普知识讲座、有奖竞答，循

环播放嵊州市白雁坑地质文化村宣

传片，开展直播等活动。

科普研学基地：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

中国地质学会各科普研学基地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全国科普

日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 福 州 高 新 区 —

中国冶金地质地学科普基地开展科

普 进 校 园 、学 生 进 科 普 基 地 等 活

动 。 河 北 省 地 质 博 物 馆 开 展 了“ 疫

情防控、生活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并发放宣传资料。昆明理工大学地

学 博 物 馆 开 展 科 普 讲 座 和 科 普 展

览。龙岩市地质公园保护发展中心

举 办 全 国 科 普 日 龙 岩 市 主 场 活 动 ，

并开展科普讲座、探秘地博馆、自然

游 戏 、线 上 科 普 等 活 动 。 山 东 莱 阳

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开展了科普进

校园、流动博物馆、探索恐龙峡谷的

奥 秘 —— 寻 龙 科 普 之 旅 等 系 列 活

动 。 山 东 省 地 质 博 物 馆 开 展 线 上

“ 专 家 云 讲 堂 ”、 线 下 科 普 教 育 活

动。温州地质科普馆开展线上直播

科普讲座、线下主题研学活动。中

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开展线上

播放科普视频和线下参观活动。乾

安泥林地学科普研学营地制作科普

展板、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开展

研学教育等系列活动。浅层地热能

开发利用技术科普示范基地开展线

上科普云课堂活动。南京江宁汤山

方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开展系列

科普研学活动。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地质博物馆开展综合实践教育

活动，开设 《地球宝藏》 科普实践

课程。湖北 （黄石） 地质博物馆开

展科普研学、科普讲座等活动。西

北 大 学 地 学 科 普 研 学 基 地 展 出 岩

石、矿物、化石、模型等共计 50 余

件。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制作科

普视频并进行推送。河南省自然博

物馆开展线上科普直播、科普公益

讲解、生态环保公益活动，举办专

题展、科普研学活动。

理事单位、科学传播
专家团队：科普活动精彩
纷呈

中国地质学会各理事单位、科学

传播专家团队，因地制宜开展类型多

样的全国科普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国

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开展科

普讲座、展示科普展板等，并赠送科普

图书和文具。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播放科普视频，刊登科普

文章，开展科普讲座直播、页岩气主题

科普活动。成都理工大学开展线上科

普讲座，推送科普知识。西安西北有

色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科普讲

座、实验室参观、动手体验活动。地貌

景观与地学旅游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开

展科普进校园活动。生物演化与地史

学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开展线上专家讲

座（探秘恐龙实验室）和云游地质博物

馆、黄大年纪念馆等活动。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

及科学知识。下一步，中国地质学会

将继续发挥科普职能，进一步提升科

普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丰富科普活

动形式和载体，以实际行动彰显地质

工作价值，为推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贡献新的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成果移交

本报讯 东宁要塞（勋山要塞）

全景数字化模型实现成果共享。近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牡丹江自然资

源综合调查中心与东宁市要塞博物

馆共同举行了成果交接仪式。

据悉，中国地调局牡丹江中心

利用无人机对东宁要塞国防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整体俯拍，并对

勋山要塞工事内外部完成 360 全景

拍摄，构建了东宁要塞（勋山要塞）

全景数字化模型。

交接仪式上，东宁市要塞博物

馆表示，这一成果使东宁市要塞博

物馆完成由传统线下参观到智能化

线上展览的转变，推进了博物馆全

面数字化建设。

此次成果共享，是中国地调局

牡丹江中心与东宁市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东宁市要塞博物馆深化合作、

创新实践的新契机、新起点。下一

步，双方将继续加强交流合作，共同

推动东宁市红色教育基地保护宣传

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卓 马超 高博）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中国地质学会将继续发挥科普职能中国地质学会将继续发挥科普职能，，进一步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丰富科普活动形式和载体不断丰富科普活动形式和载体，，以实际行动彰显地质工作以实际行动彰显地质工作

价值价值，，为推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贡献新的力量为推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贡献新的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科普进校园科普进校园

交接仪式交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