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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岩溶地质调查报告 

（2016 年） 

在国土资源部正确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地

质调查局会同相关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

织实施了一系列岩溶地质调查项目，完成 1:25 万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78 万平方千米，1:5 万水文地质调查 30 万平

方千米，1:5万岩溶塌陷调查 3万平方千米，建立了 10 处石

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调查具有开发价值的岩溶洞穴和天坑

3000多处，在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就。在岩溶动力学理论、岩溶石笋高分辨率测年、岩溶人工

增汇和岩溶地下水探测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科技创新。牵头承

担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建立全球岩溶碳循环监测站，为推动

全球岩溶合作研究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岩溶地质调查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解决

人畜饮水困难、石漠化治理示范、洞穴探测、碳汇调查、塌

陷易发区评估和岩溶油气储层评价等 6 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一是查明西南 8省（区、市）岩溶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

用潜力 534 亿立方米/年，实施地下河开发利用示范工程 20

多处，钻探成井 8000 多眼，解决了 1500 万人饮用水困难，

为抗旱找水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发现西南 8 省（区、市）岩溶石漠化面积由 2005

年的 13万平方千米减少到 2015年的 9.2万平方千米。总结



 2 / 4 

 

出 4 种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可在西南岩溶区 300 个县石漠

化治理中推广应用。 

三是调查了 3000多个岩溶洞穴和天坑的开发利用条件，

指导建设 52 处岩溶国家地质公园、7 处世界岩溶地质公园、

11 处世界岩溶自然遗产以及 500多处旅游洞穴开发，产生了

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是评价得出我国岩溶地质碳汇潜力为 4000 万吨/年，

近 10 年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增加的岩溶碳汇量

为 2500万吨，查明不同生态环境背景条件下岩溶碳汇差异，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五是圈定岩溶塌陷高易发区面积 34 万平方千米，年均

发生岩溶塌陷灾害 150多处，涉及 41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43

个县级城镇，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油气管线等重大线性工

程受岩溶塌陷影响的总长度达 7200 多千米。 

六是在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渤海湾盆地，调查

研究了深部古岩溶发育规律和碳酸盐岩油气储存机制，圈定

油气聚集有利区 30 万平方千米，建立了古岩溶发育结构的

地球物理响应模式，指导油气勘探开发取得良好成效。 

二、调查与研究相结合，在岩溶动力学理论、岩溶洞穴

石笋高分辨率测年、人工干预固碳增汇技术和岩溶地下水探

测等 4 方面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一是研究和总结岩溶区碳、水、钙在地球多圈层中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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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与动态循环演化机理，创立了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有

效解决岩溶区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

了理论指导。 

二是利用微区取样技术，通过同位素微量测试，准确获

得石笋中记录的季节尺度历史气候变化信息，恢复重建了高

精度的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历史，为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是创新流域尺度岩溶碳循环研究方法，提高了评价精

度。研发陆地植被、土壤改良、引入外源水和沉水植物等人

工干预固碳增汇技术，引领了国际地质碳汇研究新方向。 

四是研发了高精度大深度地下水探测技术，提高了岩溶

地下水探测精度，定井成功率由 30%提高到 70%以上。指导

2010 年西南和 2011 年北方四省抗旱找水打井，成井率分别

达到了 87%和 95%。 

三、积极开展国际地质对比研究和技术培训，建立全球

岩溶碳循环研究基础台站，为推动国际岩溶合作与岩溶学科

发展做出了 4 方面重要贡献。 

一是连续成功牵头申报 5 个岩溶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IGCP）项目，组织开展岩溶形态组合、岩溶作用与碳循环、

岩溶生态系统、岩溶含水层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对比研

究，为国际岩溶研究中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是建立了全球 39 个岩溶碳循环监测站，对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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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及植被演替与岩溶碳汇潜力关系、不同气候带岩溶碳循

环强度等进行监测研究，成为国际岩溶研究的基础台站。 

三是搭建了中国—东盟岩溶地质国际合作、科学研究、

技术交流、信息共享和人才培训 5 大平台，有效提升了东南

亚国家的岩溶地质研究能力和水平。 

四是成功举办 20次国际岩溶地质学术会议和 16期国际

培训班，培训 40 多个国家 600 多名学员，为国际岩溶合作

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十三五”岩溶地质调查的四项重点任务 

一是以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岩溶动力系统与全球变化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为依托，牵头组织实施“全球岩溶动力系

统资源环境效应”国际大科学计划，建立“岩溶地球”大数

据平台。 

二是联合有关单位，积极申报岩溶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搭建重大岩溶资源环境问题研究科技创新平台。 

三是继续推进岩溶地区综合地质调查，破解资源开发和

环境治理难题，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 

四是深化岩溶碳汇调查和人工增汇技术研究，开辟碳减

排新途径，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