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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地质环境区划研究，对有效保护地质环境、履行地质环境保护管理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既

是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开展全国地质环境区划的试点，又是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的支撑性工作，是在国

内尚无成功的范例，又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下开展的。项目在分析地质环境区划概念与内涵的基础

上，明确了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六专（专题区划）一综（综合区划）”的区划思路；从地质环境的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两个层面考虑，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山体资源保护、

地质遗迹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６个专题区划评价指标体系；以ＭａｐＧＩＳ的空间分析模块
为评价平台，进行了６个专题区划评价；基于６个专题区划成果，建立地质环境综合区划评判体系，以地质
环境问题为导向进行一级区划，以地质环境功能为导向进行二级区划；从地质资源保障及地质环境安全角

度，提出了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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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目背景与研究意义

地质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都市化趋势日益明显，城市建

设与发展对地质环境条件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

因此，调查摸清地质环境条件、开展地质环境区划

工作，将对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地质环境方

面的依据，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先决条

件，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１］。而目前虽然很多

区域都在开展地质环境调查与区划工作，对地质环

境评价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２，３］，但工作

重点仍是集中在调查与评价方面，因此，地质环境

区划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没有成功的范例，其

理论研究体系尚不成熟，相关的应用实例均属探索

性的研究。“江苏省地质环境调查与区划”项目即

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工作项目，属于计划项目“长

江三角洲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与区划”，是国

土资源部规划司开展全国地质环境区划的试点。

江苏省作为中国地质环境工作程度最高的省

份之一，以往工作取得了较多成果，为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了支撑。但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区域发展

规划》和《江苏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通过国务院

的批准实施，使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江苏沿海

地区发展进入国家战略，意味着江苏的资源开发与

资源供给、经济建设与灾害防治、生态退化与生存

安全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从而影响到地质环境作为

人居环境的功能的发挥，这就迫切要求开展地质环

境区划工作，研究成果可为江苏省地质环境保护规

划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社会经济建设提出地质环境

方面的约束，同时对全国其他区域开展地质环境区

划具有指导意义。

２　主要研究成果

经过三年的努力，基本查明了江苏省地质环境

条件、各类地质资源特征和环境地质问题，采用遥

感技术，首次全面摸清了江苏山体资源的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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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从地质环境区划目的、属性、导向及地质环境评

价等方面，论述了地质环境区划概念及内涵。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思路和方法；完

成了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地下水污染防治、土

壤污染防治、山体资源保护和地质遗迹保护等六项

专题区划；并在专题区划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地质

环境综合区划；基于区划结果，从地质资源保障及地

质环境安全角度，提出了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建议。

２１　论述了地质环境区划概念与内涵
区划起源于地理学，发端于国外，是从区域角度

观察和研究地域综合体，是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战

略的基础。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现代区划研究的

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制的中国自然区划成

果，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４］。目

前已从过去的单项自然区划为主，进入到各种区划

工作（单项、部门、综合、自然、经济等）并存的快速发

展时期，然而地质环境区划的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

地质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指人

类活动所涉及的地球岩石圈一切物质和作用的总

和［５］。地质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独立的环境系统，

人类及其他生物依赖地质环境而生存与发展，在受

到地质环境制约的同时，也对地质环境产生一定的

影响［６］。地质环境区划是在揭示地质环境要素特

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以及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相

互作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

功能需求、研究地质环境对上述功能需求的支撑能

力与限制作用，将两者相结合，按照一定的准则，对

地质环境进行空间分区。区划的目的是为了合理

利用与保护地质环境，达到经济建设与地质环境的

统一。而地质环境区划的属性则是指该工作是偏

重于自然规律（地质环境客观实体）的揭示，还是偏

重于社会经济（人－地关系）的研究，或者是两者兼
顾。明确地质环境区划的属性对工作思路的确定

至关重要。

２２　提出“六专（专题区划）一综（综合区划）”的
地质环境区划思路

　　地质环境区划的对象是地质环境，牵涉基础地
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灾害、水土污染等多

方面内容，因此必须要分层次进行，即专题区划与

综合区划并行，综合区划以专题区划为基础。

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工作，以自然属性为主，

兼顾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制约、限定自然属性，建立

了“六专（专题区划）一综（综合区划）”的区划框架

（图１）。提出以地质环境问题为导向，人地和谐统
一的区划思路，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层面考

虑，首先开展了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地下水污

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山体资源保护和地质遗迹

保护等６个专题区划，依据各自的目的建立了相应
的区划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区域划分，其区划成

果为相应的专项规划提供依据；其次，在分析利用６
个专题区划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专题中未涉

及的地质环境因素，综合分析区域发展规划、建设

开发现状，建立地质环境综合区划评判体系，对地

质环境进行区域划分，其区划成果为地质环境保护

规划提供依据［７］。

图１　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３　建立了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山体资源保
护、地质遗迹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

染防治６个专题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地质环境区划的核心是在于区划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系统完

整的、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区域性的区划评价指标

体系，因此，针对复杂、多变、脆弱的地质环境和不

断加剧的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准确地把握地质环境

的演化规律，建立一套基于地质环境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地质环境质量优劣

的有效途径。

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采用层次分析法，首次建

立了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地下水污染防治、土

壤污染防治、山体资源保护和地质遗迹保护等６个
专题区划评价指标体系（图２—图７）。江苏省地质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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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江苏省地质灾害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３　江苏矿山地质环境区划评价指标体系框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ｉｎｅ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环境区划评价指标体系分４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属
性层，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第二层次为目标层，

依据区划目的确定；第三层次为约束层，为评价指

标的类别；第四层次为指标层，选取可量化评价的

具体指标。

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的社会属性指标主要考虑

地质环境区位条件的重要性、地质环境资源价值及

地质环境破坏的危害性［８，９］。重要性指区域位置条

件的重要程度；资源价值指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

资源、地质遗迹等地质资源的价值评价或综合优势

度；危害性指地质灾害或水土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

的危害性。自然属性指标除考虑地质环境质量外，

依据各专项区划的不同特点确定，地质灾害（防治）

区划分灾种考虑其易发性，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考

虑其易污性，地质遗迹保护区划考虑其开发保护的

适宜性，山体资源保护区划考虑其敏感性。地质环

境综合区划还要考虑区域稳定性及岩（土）体质量。

２４　以 ＭａｐＧＩＳ的空间分析模块为评价平台，进
行了６个专题区划评价

　　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山体资源保护、地质
遗迹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６个
专题区划，将建立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定性指标

依据指标定性分析划分不同等级，定量指标则依据

相关技术标准或数据分布形态进行标准化处理，划

分不同等级。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并以ＭａｐＧＩＳ的空间分析模块为评价平台，
采用综合指数模型进行各专题的区域划分。区划

结果见图８—图１３和表１。
２５　建立地质环境综合区划评判体系，进行了地

质环境综合区划

　　江苏地质环境综合区划是在详细分析利用６
个专题区划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专题中未涉

及的地质环境因素，建立对地质环境综合区划起主

导作用的因素的评判体系，分两级进行地质环境进

行综合区划。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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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江苏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５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５１　一级区划
一级区划以地质环境问题为导向，按照由深

（部）入浅（部）、由主（要）至次（要）的原则，对所建

立的区划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先自然（属性）后社会

（属性），分四个层次逐级区划。划分“保护区”、

“控制开发区”、“修复治理区”和“适宜开发区”。

首先，考虑深部的地质环境要素，指人类工程

活动无法涉及的空间，但对人类工程活动有影响的

地质要素，即深部地质结构———区域地壳稳定性。

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是建设重大工程和城镇的重

图６　江苏省山体资源保护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７　 江苏省地质遗迹保护区划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要环境因素之一。因此，将区域地壳稳定性作为第

一层次的划分。

其次，考虑中部的地质环境要素，指人类工程

活动所涉及空间的地质要素，即地质环境承载能力

和地质资源保障。地质环境承载能力主要考虑地

基承载力，即工程地质条件，地质资源保障主要考

虑地下水资源，即水文地质条件。因此，将工程地

质及水文地质条件两方面作为第二层次的划分。

第三，考虑浅表的地质环境要素，指人类工程

活动所在区域的地质要素，将地形地貌特征及地质

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山体资源保护、地质遗迹保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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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江苏省地质灾害区划图
Ｆｉｇ．８　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９　江苏省矿山地质环境区划图
Ｆｉｇ．９　Ｍａｐｏｆｍｉｎｅ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护、地下水污染防治及土壤污染防治等６个专题区
划成果作为第三层次的划分依据。

第四，考虑人类工程活动要素，利用颁布实施

的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进行第四层次划分。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重要湿

地和国际重要湿地作为划分依据。

在划定上述三区的基础上，再划定“适宜开发

区”，即除“控制开发区”、“恢复治理区”、“保护区”

外，均为“适宜开发区”。

图１０　江苏省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图
Ｆｉｇ．１０　Ｍａｐ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１１　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区划图
Ｆｉｇ．１１　Ｍａｐｏｆｓｏｌｉ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全省共划定地质环境保护区１０个，地质环境
控制开发区７个，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区５个，其他
为地质环境适宜开发区（图１４）。
２５２　二级区划

二级区划是在一级区划的基础上，以地质环境

功能为导向，考虑地质资源保障及地质环境承载能

力两方面，按照先现状（开发利用）后功能（地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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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江苏省山体资源保护区划图
Ｆｉｇ．１２　Ｍａｐ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图１３　江苏省地质遗迹保护区划图
Ｆｉｇ．１３　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境）原则，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在一级区划中的

“保护区”外，依据现有开发功能、地质资源保障和

发展潜力等指标，进行二级区划。二级区划以县

（市）为划分单元，分“城镇优先开发区”、“农业优

先开发区”、“工业优先开发区”和“矿业优先开发

区”。

为落实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基本国策，优先

图１４　江苏省地质环境综合区划图（一级）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划定农业开发区。“农业优先开发区”划定：一是以

土地资源作为划分依据，耕地占有率（耕地／国土面
积）大于５０％；二是土壤污染防治区划成果的“土
壤自然防护区”

表１　专题区划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专题 分区 面积／ｋｍ２

地质灾害区划　　

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 １３９１０
滑坡崩塌重点防治区 ４７００
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 ２５００
一般防治区 ８１４９０

矿山地质环境区划

重点防治区 ２０４０
一般防治区 ３１１０
重点治理区 ３４９０
一般治理区 ４５００

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

修复治理区 ４８０
重点防护区 ２４５５０
一般防护区 ６１９００
自然防护区 １５６７０

土壤污染防治区划

修复治理区 ３８０
重点防护区 ７０００
一般防护区 ２７０００
自然防护区 ６２４００

山体资源保护区划
特殊保护区 １７１７５５
适宜开发区 ８７８０５

专题 分区 数量／个

地质遗迹保护区划
保护（开发）重点区 ９
保护（开发）一般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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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优先开发区”划定：一是考虑区位因素和

社会现状，将已有城镇及其外延区划定为“城镇优

先开发区”；二是考虑发展规划需要，将新型城市开

发区划定为“城镇优先开发区”，包括全省２２个国
家级和１０３个省级各类开发区。从全省区划的角
度，城镇均为点状，因此，“城镇优先开发区”的划定

不受其他区域划定的影响。

其次，从地质资源因素考虑划定矿业优先开发

区。江苏省矿产资源相对匮乏，合理的规划、利用

矿产资源在江苏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矿业开

发潜力较大的地区单独划出是十分必要的。“矿业

优先开发区”划定是以矿山地质环境区划和山体资

源保护区划为依据，同时满足“矿山地质环境重点

防治区”和“山体资源适宜开发区”的区域。

由于江苏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的优越，区域工

程地质条件和地形地貌条件对工业开发的影响较

小，除“保护区”外均可作为“工业优先开发区”，因

此，“农业优先开发区”和“矿业优先开发区”以外

的区域均划定为“工业优先开发区”。

全省共有１５县（市）为农业优先开发区、４县
（市）为矿业优先开发区，其他为工业优先开发区

（图１５）。江苏地质环境综合区划思路见图１６。

图１５　江苏省地质环境综合区划图（二级）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２６　提出了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建议
基于生态省建设，从地质资源保障及地质环境

安全角度出发，依据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及地质环境

区划的最终结果，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地质环境保护

规划建议：①应开展地下水应急水源地调查评价工
作，最大限度利用地下咸水资源，完善地下水监测

网，常态性进行地下水超采区划分，构建全省地面

沉降监测网；②开展典型场地的水土污染特征研
究，建立水土污染监测网和水土污染预警预报系

统；③对山体资源进行科学分类，建立山体资源数
据库信息系统和三维可视化模型，全面完成“三区

两线”周边及可视范围内“矿山复绿”工作；④推动
已建地质（矿山）公园及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设和

完善，加强地质遗迹科学研究；⑤全面规划全省绿
色矿山建设，加强矿山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

并开展矿业经济区的研究；⑥常态性开展地质灾害
隐患点核查工作，进行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和风险管

理，完善省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联动机制，开

展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

图１６　江苏省地质环境综合区划框图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

３　展望与思考

地质环境区划目前在国内尚属探索性研究，江

苏省地质环境区划工作经多年努力取得了一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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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认识，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

总结为以下几点，以期为其他省份或地区进行地质

环境区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１）江苏省地质环境区划主要是引用已完成的
调查成果资料，由于依托相关项目的调查精度和时

间不同，造成了地质环境区数据的精度和时间尺度

不一。不同时期的调查成果所反映的地质环境现状

并不是统一的时间平台，给数据处理和分析增加了

一定的难度。同时，由于不同时期进行的地质环境

调查，由于调查目的不同，缺少系统性，使许多关键

的评价指标难以选取，影响区划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２）地质环境区划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与保护
地质环境，达到经济建设与地质环境的统一。本次

地质环境区划工作于２００９年立项，基于当时的认
识水平和当前形势，在区划中并没有考虑浅层地温

能等新能源及海岸带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因

此，地质环境区划应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目的，

紧跟时代发展，及时考虑新的地质资源及地质环境

问题。

（３）地质环境区划中的专题区划设置较为关
键，由于山体资源问题在江苏比较突出，设立山体

资源保护专题区划是符合江苏的实际情况，相对其

他省份而言，或许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设立专

题区划时应结合实情，突出重点区划内容，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为国土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地质环境

提供科学依据。

（４）地质环境区划应与主体功能区划等衔接。
主体功能区划是科学开发国土空间的行动纲领和

远景蓝图，是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

束性规划，是在深入研究资源禀赋、生态系统功能

和未来发展前景基础上得出来的，理应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空间布局基础。而地质环境区划是进行

国土合理开发利用、编制区域环境整治规划不可缺

少的基础资料，也是进行环境管理、保护地质环境

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因此，地质环境区划成果应

该是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和依据，应受主体功能区

划的约束，划定的地质环境保护区、控制开发区、适

宜开发区和恢复治理区应与主体功能区划的优化

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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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ａｎ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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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ａｎｇｓｕ

《中国地质调查》图件、表格及照片要求

１对图件的要求
（１）软件要求：图件建议使用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９、１４）版本、Ａｄｏ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ＣＳ４，存为．ｃｄｒ或．ａｉ格

式。并提供其原文件（．ｃｄｒ格式、．ａｉ格式）。
（２）图件大小：双栏排图不宽于 ８ｃｍ；通栏排图不宽于 １６．５ｃｍ，整版图请控制在１６．５ｃｍ×２２．５

ｃｍ内；务必先定图件大小，然后再敲字。
（３）图中字体字号：汉字用华文宋体，一般为８磅（ｐｔ）或６号，西文及数字用ＴｉｍｅｓＮｅｗＲｏｍａｎ体，

８磅（ｐｔ）或６号；图中字体江河湖海左斜，山脉右斜；变量符号用斜体，单位用正体。时代符号用正体，
地层代号用斜体。

（４）图中线条粗细：在设定好图件宽度后，图内地质线条０．５磅（ｐｔ），图框０．８磅（ｐｔ），断层０．８磅
（ｐｔ），花纹０．３５磅（ｐｔ）（线条粗细的单位是点）。

（５）输出图的分辨率：黑白线条图为６００ｄｐｉ以上，灰度图为４００ｄｐｉ以上，彩色图为３００ｄｐｉ以上。
（６）地质图均须给出“线段比例尺”、“经纬度坐标，或北（Ｎ）方向”；比例尺与单位之间需加空格，

若单位为“ｋｍ”，注意均为小写。
（７）文中所有图表均需给出中英文图表名。
（８）若为任何其他软件编成的图件，请严格按以上要求修改，请向编辑部提供６００ｄｐｉ的ＴＩＦ格式

和Ｊｐｅｇ的文件各一份。若有错，将请作者重新修改。
２对表格的要求
（１）我刊表格通常要求为“三线表”格式。
（２）请按排版大小设计文中所有表格（宽度：通栏排 ＜１７ｃｍ，半栏排 ＜８ｃｍ，整页横排 ＜２３ｃｍ）；

文中所有表格请使用一致的字体（中文宋体，英文ＴｉｍｅｓＮｅｗＲｏｍａｎ）、字号（六号）。
（３）表内的字体、字号、数据及单位格式要求与正文一致。
（４）表头的数据名称与单位名称之间用“／”隔开。
（５）表下中文说明，序号（不用加括号）与内容之间用一字线“—”。
３对照片的要求
图版照片的电子文件（也提供单独的图片文件，ＪＰＧ格式，３００ｄｐｉ以上）要清晰、层次分明。图版

照片中的文字都用小五号宋体字。

·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