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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北翼(南通段)三维地质结构与环境演变研究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主要完成单位：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缪卫东, 陈火根, 王玉军, 高立, 徐士银, 苏一鸣, 葛云, 吴夏懿, 张于,陆华 

技术评价时间： 2009/11/8 

成果登记时间及登记号：2012/7/23，20120145 

（二）推荐意见 

“长江三角洲北翼南通段三维地质结构与环境演变研究”即“江苏 1:5 万南通市、南

通县、小海镇、海门市幅区调”项目是首次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的大比

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是首次在第四纪松散层深覆盖地区开展的数字填图试点区域地质

调查工作。  

通过开展长江三角洲南通市城市经济区 1：50000区域地质调查，查明测区主要基础地

质特征，为国土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勘查、

地质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科研等提供基础地质资料。项目对本区第四纪地质、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构造地质等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地质问题都做了较深

入的探讨，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明显提高了长江三角洲北翼地区基础地质研究程度。  

  项目成果丰富，在对工作区的基础地质，特别是第四纪松散层研究方面有较深入的探

讨，总结了本区的沉积环境演变规律。进而对工作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也做

出了相应的研究。针对工作区的具体地质条件，为南通市的未来经济社会的建设提出了基于

地质基础的合理建议。另外，成果还总结了一套完整的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为之后在类似

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该项目符合《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奖章程（暂行）》的申报条件和要求，同意推荐申报 2022

年度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该项目是中国地质大调查计划项目 “华东地区基础地质数据调查及数据更新”的工作

项目。项目编码：1212010610605。属于基础类。项目总体目标是通过开展长江三角洲南通

市城市经济区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查明了测区主要基础地质特征，为国土资源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勘查、地质资源开发、地质灾害

防治、地质科研等提供基础地质资料。项目是首次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第四纪松散层深覆盖

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的大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试点工作。  

项目的主要任务是：1）查明松散层沉积层特征、地层层序，建立岩石地层单位、三维

地层结构；研究测区长江古河道变迁和沉积环境。2）了解基岩地层、岩石、构造特征，覆

盖区基岩起伏面变化。基本查明测区新构造运动特征，初步评价区域稳定性。3）初步查明

测区主要含水层、隔水层特征，初步评价各含水层水质、水量及战略水源地。4）基本查明

测区 0－100 米、重点查明 0－50 米工程地质层特征。了解地面沉降、江岸坍塌等主要环境

地质问题与地质灾害发育特征。5）通过收集资料，了解土壤地球化学环境质量特征，对土

地资源利用进行初步评价。6）总结深覆盖区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法。  

项目在以往地质资料基础上，结合地面调查，开展了第四纪研究孔钻探和工程钻探为主

的地层揭露工作。完成钻探 3606m，测试样品 4623件；应用槽型钻揭露地表岩性，以遥感、

物探，特别是采用了浅地震方法调查松散沉积层的展布特征及某些构造的发育状况；应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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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测试分析探寻沉积年龄和沉积环境。  

主要成果认识如下：  

1）第四纪地层单位划分为 13 个层组，通过纵横地质剖面图建立了本区的第四纪三维

地质结构模型。  

2）通过岩性、岩相、测试等综合手段分析研究并归纳了本区的沉积特征，勾画了各重

要时期的岩相古地理图，总结了区内的沉积演化规律。  

3）通过海相有孔虫及岩性综合分析，确认了区内存在的几个海相海侵层。  

4）根据工程地质力学性质，结合第四纪研究成果，重新划定了工程地质层，50m 以浅

可分成 3个大的工程地质层。  

5）根据以往收集水文地质资料，结合本次第四纪研究成果，重新划定了含水层，隔水

层及其空间展布特征。进而对应急水源地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6）试点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之后在类似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参

考。  

项目开展的目的之一是服务于社会，应用于地方。曾 2 次向南通市相关部门推介项目，

南通市政府很感兴趣并大力支持。基础地质、水工环、农业地质等成果对南通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将起到积极的基础性技术支持作用。  

（四）客观评价 

项目于 2008年 9月野外验收获得优秀。 

2009年 11月 8日，中国地调局组织同行专家对项目做出如下评价：  

项目工作目的明确，思路清晰，工作部署及工程布置合理，工作程序及技术方法正确，

工作量投入得当，工作质量符合有关规范、规定要求。本阶段完成了任务书中对基础地质、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方面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项目做出的

主要成绩：  

1．首次在长江三角洲北翼地区第四纪松散层深覆盖区采用数字填图方法，总结了深覆盖

区切实可行的填图方法。  

2．将工作区第四纪地层单位划分为 13 个层组。即早更新世海门组为三分，中更新世启

东组为二分，晚更新世昆山组为二分，隔湖组为三分，全新世如东组为三分。总结了每个层

组的特征。并用三维立体剖面展现了工作区第四纪地层的展布特征。  

3．对工作区第四纪沉积物做了系统的沉积年代、沉积环境研究。通过 6横 5纵剖面的解

析，建立了第四纪沉积模式，绘制了 13 个沉积时代的岩相古地理图，对工作区第四纪以来

的沉积环境演变有了系统的研究和展示。  

4．通过与深海氧同位素研究成果对比，发现了本区与之相对应的部分层位，特别是深海

氧同位素 5阶段以来的层位，其特点可以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对应。  

5．对长江古河道在本区的反映特征做了总结，认为本区是古河谷的发育区。  

6．根据以往收集水文地质资料，结合本次第四纪研究成果，重新划定了含水层，隔水层

及其空间展布特征。进而对应急水源地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7．应用浅地震方法调查沿江断裂，对基地起伏、第四纪地层的展布有较好的反映，说明

浅地震工作的开展在类似区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成果报告总评分 91.5 分，为优秀级。南通市幅 92 分，南通县幅 91 分，小海镇幅 91

分，海门市幅 90分，四个图幅均为优秀。 

江苏 1：5 万南通市、南通县、小海镇、海门市幅区调项目完成了任务书、设计书中要

求的任务，同意通过评审。 

2011 年项目获得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科技创新 2 等奖，2012年南通市幅获得中国地质调

查局全国优秀图幅展评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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