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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提出的资源勘探增储要求和《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纲要（2011—2020年）》（国办发〔2011〕57号）等相关部署，

按照《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

方案》（国发〔2014〕64号）要求，科技部会同原国土资源部、

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主管部

门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实施方

案。专项将形成 3000米以浅矿产资源勘探成套技术能力、2000

米以浅深部矿产资源开采成套技术能力，储备一批 5000米以深

资源勘查前沿技术，油气勘查技术能力扩展到 6500~10000米，

加快“透明地球”技术体系建设，提交一批深地资源战略储备基地，

支撑扩展“深地”资源空间。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年至 2020年，2016—2018年重点围

绕克拉通破坏、增生造山、大陆碰撞和陆内变形等成矿动力学系

统，深部资源评价理论、技术与建模，地球化学勘查与移动平台

地球物理探测等深部探测关键技术与装备，紧缺矿产、战略性资

源的评价勘查示范，深部矿产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等基础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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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技术研发与勘查示范等方向启动了 48个项目。2019年拟支

持大约 3个项目，同一指南方向下，如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原则

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

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

再择优继续支持。国拨经费概算约 4100万元。重点针对深部矿

产资源勘查增储应用示范、深部矿产智能与绿色开采等共性关键

技术和应用示范类研究任务进行部署。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为 3年。对于企

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

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鼓励

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

用。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

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

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 2019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深部矿产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

1.1基于大数据的金属矿开采装备智能管控技术研发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金属矿开采装备工况复杂、状态信息繁多、

健康诊断困难等特点，主要研发金属矿山装备智能管控系统及开

采过程参数实时采集、通信、存储与检索等关键技术，研制基于

大数据的金属矿开采装备健康状态表征与动态调度决策平台，开



— 3 —

发金属矿充填系统全流程实时精准监测及自适应调控系统。

考核指标：开发一套基于大数据的金属矿山装备智能管控及

开采过程参数管理系统，建立一个矿山装备健康诊断与管控平台，

实现对至少 5 类装备健康诊断、故障预测和动态维护，使故障预

测的准确率达到 90%以上；研制一套金属矿山充填智能化调控系

统，使充填浓度波动范围收窄 20%以上。建立 1~2个示范工程，

示范矿山开采深度达 1000米以上。

2．超深层新层系油气资源形成理论与预测评价技术

2.1松辽盆地深层早白垩世新层系古环境与古气候及油气资

源潜力评价

研究内容：通过解析松辽盆地下白垩统泉头组、登楼库组连

续的沉积记录，开展早白垩世重要地层界线定年和海—陆地层对

比研究，揭示早白垩世松辽盆地古湖泊环境与陆地古气候演化及

其与下白垩统陆相储集层和烃源岩形成的关系，探索古气候环境

对松辽盆地深层以及我国同类型盆地烃源岩形成与演化过程的影

响方式以及约束机制，建立深层烃源岩的古气候形成理论，开展

松辽盆地及其外围油气资源潜力评价。

考核指标：通过区域已有钻孔和地震剖面完成钻孔选址、钻

探设计及施工任务；获取松辽盆地下白垩统采取率不低于 95%的

连续岩心不少于 1000米，部署并利用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钻

井信息系统（ICDPDIS）采集相关数据；建立松辽盆地高精度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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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世陆相地层年代格架；揭示早白垩世松辽盆地陆地系统古气

候—古环境演化规律及其陆相烃源岩成因机制模型。

2.2 西部叠合盆地盐下超深层大型油气田形成关键因素与预

测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塔里木盆地盐下超深层复杂构造成像和盐下

高压条件下有效储层分布预测两个难题，重点研究叠合盆地盐下

超深层有利储层分布预测、盐下复杂构造成像与油气预测技术。

研究：（1）盐下超深层油气聚集模式及成藏规律；（2）盐下高压

条件下有效储层形成机制与分布规律；（3）膏盐层屏蔽作用及盐

下复杂构造成像技术；（4）盐下储层地球物理表征与油气预测技

术。

考核指标：揭示叠合盆地盐下高压条件下有效储层形成机制，

阐明超深层有效储层分布规律，建立盐下复杂构造成像及新一代

处理解释一体化技术，形成超深层有效储层预测技术软件，评价

塔里木盆地盐下油气分布的有利勘探区带，提供 2~3个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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