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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0年，地质部根据国家科委于1956年编制的第一个十二年海洋远景发展规划，在天津塘沽组建了中
国第一支海洋地质专业调查队伍——地质部渤海综合物探大队，全队职工193人。
1962年更名为地质部第五物探大队，主要承担以寻找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主的海洋地质调查任务
。
创业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地质人员克服了船舶小，技术装备简陋，调查经验缺乏等困难，利用6年时
间（1960-1966年），取得了第一批可贵的地震和重力资料，首次划分了渤海地质构造单元，编写了《
渤海地质构造特征及含油气远景初步评价》、《渤海海区地质构造初步研究报告》等一批调查研究成
果，并获国家科委重大成果奖。
成果报告确定的一批局部构造和含油气远景区多为后来的进一步勘探所证实，为渤海成为我国第一个
海上石油生产基地起到了先导作用。
1968年，根据国务院批示第五物探大队迁往上海，开展黄海和东海的调查工作，1970年更名为第一海
洋地质调查大队。
1973年海洋地质调查局成立，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归属海洋地质调查局；1989年地质矿产部海洋地
质调查局更名为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隶属于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
（现为中国石化集团上海海洋石油局）。
1968-1980年间，先后提交了《南黄海物探成果报告》、《南黄海盆地地球物理调查报告》、《南黄海
海区地球物理调查及含油气远景评价报告》、《北黄海中部海底地形、沉积物和矿产初步概查报告》
、《北黄海中部海区综合地球物理初查报告》、《南黄海西部海底地貌、沉积物图集》等一批调查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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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海洋石油局第一海洋地质调查大队近40年来，在东海进行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和油气勘探
等调查资料及成果报告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文献，经系统总结整理和综合研究撰写而成，是我国当前
反映东海地质和矿产资源调查研究内容最为齐全的专著。
    全书共十三章，采用由浅层到深层，由地质背景到资源评价的循序渐进方法叙述。
分别对东海调查研究简史，水动力条件及周边地质，海底地形地貌，表层和柱状沉积，浅部和深部地
层，地球物理场，地质构造，盆地形成机制和演化，油气化探，矿产资源，工程地质和灾害地质等方
面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和理论探讨。
涉及领域广泛，内容新颖，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学术价值。
    本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材料翔实，数据可靠，图文并茂。
可供从事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和石油地质等专业科技人员及有关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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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根据地质浅钻资料和岩土工程物理力学性质，将海底以下60m深度范围内土体划分出8个工程
地质层，并对地层承载力进行了计算。
3.根据海底地形地貌类型、沉积物特征、土体基本性质和地质灾害因素等方面研究分析，将调查区划
分了2个工程地质区和7个工程地质亚区，对每个区的工程地质条件进行了综合评价。
从而为石油钻井平台就位插桩、抛锚和其他海底工程建设提供了区域工程地质背景资料。
（三）东海平湖地区区域工程地质调查（1：200000）为加速东海平湖油气田的勘探步伐，并为该油气
田的开发提供必要的和更为详细的区域工程地质资料及数据，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于1989年在原西湖
凹陷中南部1：500000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基础上，开展了1：200000平湖地区区域工程地质调查。
调查范围为28°50'～29°50'N，124°30'～125°15'E，调查面积约8118.km2。
调查项目与1：500000区域工程地质调查相一致。
测线布置优先考虑重点的局部构造部位和构造带，同时对外围地区进行适当的控制，即疏密结合、点
面兼顾。
测线密度为1km×2km、2km×2km、2.km×4km、4km×8km、8km×8km、8km×10km不等，柱状取
样站位网格为4km×10km、6km×10km、10km×10km不等。
浅钻主要布置在局部构造之上。
共完成海上调查工作量为：测深2869.5km；浅地层剖面2869.5km；旁侧声呐扫描1727km；高分辨率地
震124km；柱状取样站位77个；浅钻4个（总进尺221.1m）；海水化学采样站位4个（15瓶）。
完成样品分析测试工作量为：粒度分析332个；碎屑矿物192个；有孔虫98个；介形虫98个；孢粉166个
；钙质超微化石130个；硅藻38个；生物贝壳56个；物理力学性质294.个。
水化学分析：海水15个；地层孔隙水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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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海地质与矿产》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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