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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 地质图根据《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

要求》 (DD 2019−01) 和地质行业的统一标准及要求, 在充分利用已有调查资料的基础

上, 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DGSS), 通过野外调查填绘而成。该数据库包含地质路线

325.3 km, 地质点 265 个, 地质钻孔 13 个, 累计进尺 604.3 m, 槽型钻揭露点 83 个; 实测火

山岩地层剖面 3 条, 累计长度 10.7 km; 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6.95 km, 高密度电阻率 3.5 km。

通过本数据库的建立, 整合利用已有的地质资料, 将雷州半岛地区第四纪地层进行了岩石

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多重地层划分与对比, 重新厘定了石峁岭组的时代; 采用岩性

−岩相−火山机构填图, 划分了火山活动旋回、火山岩相和火山机构, 并结合琼北火山岩的

测试数据对雷琼地区火山岩的岩浆源区、岩石成因、以及岩浆活动与构造的关系进行了

探讨。采用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和高密度电法等物探手段对四会−吴川断裂往南西延伸的

北支断裂, 即坡头−海康港断裂, 在调查区内的展布特征进行了探查。上述地质资料和研

究成果对提高调查区基础地质研究水平及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水镇幅；1∶50 000；F49E020008；地质图；数据库；地质调查工程；广东省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http://dcc.ngac.org.cn/

1    引言

雷州半岛位于粤西桂东南断块隆起的南部和雷琼断陷区的北部 (徐亚东等, 2014), 是

雷琼盆地北部陆上的一部分, 南、北两侧分别被琼州海峡深断裂带和遂溪大断裂所限制

(张虎男等, 1984, 黄玉昆等, 1989)。雷州半岛堆积的新生代沉积地层主要为古近系−新近

系, 第四系一般较薄。新生代南海盆地的裂陷、扩张与发展 (Su Ming et al., 2014, 2015;

解习农等, 2015; 赵迎冬等, 2015), 影响了本研究区雷州半岛新生代盆地的发育与充填序

列 (张克信等, 2017)。区内新生代火山活动十分频繁, 一直持续到全新世, 与海南岛北部

的新生代火山岩共同组成雷琼火山群 (黄镇国等 ,  1993; 樊祺诚等 ,  2004)。黄镇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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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根据火山岩年龄、地层接触关系、火山岩风化程度、地貌特征、岩性特征, 将雷

州半岛地区第四纪火山活动分为 6期, 由老到新依次为湛江期、岭北期、石峁岭期、螺

岗岭期、湖光岩期和雷虎岭期。玄武岩拥有极高的风化速率 (Louvat  P and Allègre,

1997), 占陆地面积 5%的玄武岩风化过程消耗的 CO2 占大陆硅酸盐风化消耗总量的

30%以上 (Dessert Céline et al., 2003)。玄武岩的风化还会造成矿物中的 Ca、Mg、Na等

可溶组分的快速淋失以及 Si、Al、Fe在次生矿物中的富集 (Chorover Jon et al., 2004)。

此外, 玄武岩的风化还可以释放出可溶解离子作为植物所需要的营养 (Hedin Lars O et al.,

2003), 中和雨水中的酸根离子, 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巨大作用。因此, 前人针对雷

州半岛地区玄武岩的成因及风化成壤作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徐义芳等, 2000; 樊祺诚等,

2004; 张立娟等, 2011; 汪实等, 2020; Yu Zhang et al., 2020; 邹海波等, 2020; Tong Fengtai et

al., 2021; Zhao Zhihua et al., 2021)。玛珥湖是玛珥式火山作用形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湖

泊 (李响等, 2018), 近年来围绕雷州半岛湖光岩玛珥湖的全新世沉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气候环境演变、海平面变化、海水温度重建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刘嘉麒等,

2000; Yancheva Gergana et al., 2007; 吴旭东等, 2011; Wu Xudong et al., 2012; Duan Zongqi

et al., 2013; Jia Guodong et al., 2015; Wu Jing et al., 2018; Zaarur Shikma et al., 2018)。张宗

言等 (2020)对雷州半岛晚渐新世−早更新世孢粉的研究, 揭示了雷州半岛中西部晚渐新

世−早更新世的古气候变化。此外, 前人在覆盖区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思路和方法方

面的探索 (傅俊鹤等, 2004; 郝立波等, 2007; 刘菁华等, 2005; 胡健民等, 2020), 为本次工作

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调查区位于粤西雷州半岛中西部 (图 1), 行政区划隶属广东省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

面积 445 km2。1972年广东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和广东省地质局水文工程地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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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雷州半岛第四纪火山活动分期及企水镇幅 (F49E020008)地理位置图
(据黄镇国等, 199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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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在测区内开展了 1∶200 000区域地质调查, 对第四纪地质、火山岩、构造特征进行

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A。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在全区范围先后完成了 1∶500 000

环境地质调查、1∶200 000区域水文地质调查以及 1∶100 000县市地质灾害区划。前

人地质资料及成果的积累, 为本次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 地质图的填绘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本次工作依据《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2019–01), 落实

区调改革的精神, 对图幅内地质体进行了系统的地质调查和研究, 重新厘定了区内第四纪

地层层序和火山活动期次, 并建立了地质图数据库 (表 1), 为本区地质科学研究和后期水

工环地质调查提供了全面而详实的基础地质资料。
  

表 1　数据库 (集) 元数据简介

条目 描述

数据库(集)名称 广东省企水镇幅(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

数据库(集)作者 沉积岩类: 李　响,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火山岩类: 张宗言,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地质构造: 蔡柔君, 广东省佛山地质局

数据时间范围 2016−2018年

地理区域 东经109°45′～110°00′, 北纬20°40′～20°50′

数据格式 MapGIS, JPG, PDF, CorelDraw, Illustrator

数据量 454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dcc.ngac.org.cn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广东 1: 50 000河头镇、曲港圩、唐家镇、
企水镇、龙门镇、东里镇幅区域地质调查”(DD20160035−01)

语种 中文

数据库(集)组成 1∶50  000地质图库、角图和图饰。地质图库包括沉积岩、火山岩、第四
系、构造、地质界线、产状、岩性花纹、各类代号等。角图包括综合柱状
图、火山活动期次划分、Ar−Ar年龄、图切剖面、物探反演剖面图等。图饰
包括接图表、图例、责任表、引用格式等

 
 

2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2.1    数据基础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是以《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

要求》 (DD  2019−01)为填绘指导 , 以《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 (DD  2006−

06)为数据库建库依据编制而成, 代表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填图最新成

果。地理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最新地理数据。利用 DGSS数字地质调查信息综

合平台进行矢量化和建库 , 数据库格式为点 (*.tm)、线 (*.lm)、面 (*.pm)格式 ;

利用微软 Accss 2000 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要素类、对象类及元数据库的建设, 数据格式

为*.mdb; 利用微软的 Word 2003进行报告的编写及其他文档文件的说明, 数据格式为

*.doc。

2.2    数据处理过程

贯彻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DD 2006−06)》、

《1∶25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及实施细则》, 进行图层划分定义和各

图层数据库结构设计, 设计属性卡片, 收集有关资料, 准备建库文档, 包括 DGSS系统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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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库及工作质量监控的各类文档等, 学习有关标准, 对收集的图件进行系统的分析研

究、综合整理及筛选等, 制定合理的保证建库工作质量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以及质量

保障措施, 合理地组织各阶段工作的实施。企水镇幅 (F49E020008)1∶50 000地质图数据

库建库流程见图 2, 建库过程使用的工作方法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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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建库流程图
 

2.2.1    资料准备

包括收集资料、建库文档准备、图件的预处理等。在此阶段主要是按工作计划收集

完整、齐全而又有效的第一手资料, 了解整体资料工作情况, 收集图幅的各种图件、报

告、野外原始记录卡片、记录本及电子数据等。准备建库文档资料, 如印好工作日记

表、作业指导书、自互检表、属性填卡表等, 准备好统一的 DGSS出图的花纹库、线型

库、符号库、颜色库等。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综合整理及筛选等。

2.2.2    数据检查

检查原“数字化地质图”的数据文件组成、地图参数以及相应的图层数据划分, 为

后面的数据预处理、分类、归并和转换做好准备。通过对制图数据进行上述初步的质量

检查, 确定此数据是否为与成果图数据一致, 能否用于建库。如果发现制图数据存在严重

缺陷, 需要对地质图进行扫描, 重新矢量化。如果经过初步的质量检查确定该数据与成果

图数据一致, 则可用于以下的建库工作。数据检查后, 对数据状况应做出详细的检查记

录, 填写数据质量预检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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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图形初步分离、归类

将原图分离为图框、地理及地质 3类。首先将原图中的地理要素、地质要素分离,

然后再将地理要素中的图框要素分离出来, 将地质要素中的地质主图要素和图面整饰要

素 (如图外整饰等)分离。

2.2.4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将具有不同地图参数的“数字化地质图”统一到

规定的投影坐标系中来, 即将制图数据转换为 DGSS系统要求的地图参数; 另一方面是为

了校正“数字化地质图”可能存在的误差。

在 DGSS软件系统下, 首先建立原“数字化地质图”的 1∶50 000国际分幅标准图

框, 然后将标准图框与原“数字化地质图”进行投影比较及误差分析, 如有必要则进行相

应的误差校正, 投影转换等处理。其操作步骤可按 DGSS操作指南中“地图配准和投影

方法”操作, 进行数据预处理。对于“数字化地质图”, 可直接将其作为背景图层添加

到 PRB库中, 通过更新 PRB库到实际材料图, 然后通过更新实际材料图到编稿原图中,
再更新编稿原图到空间数据库中, 最后自动合并编稿原图到空间数据。这样既保留“数

字化地质图”原图内容的完整性, 又可对其进行图层分离操作。

2.2.5    数据分类、归并

随着标准的不断完善, 特别是经过近几年区域地质数字填图的实践, 地质图空间数据

库对象模型已经较完善地建立起来, 在《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DD 2006−06)中
建立了 15个基本要素类, 8个综合要素类, 12个对象类, 5个独立要素类。因此, 需将原

有的区域地质成果图按照现有要素分类方法进行系统分类、归并后, 以便开展后续的区

域地质空间图数据库建设工作。

数据分类、归并操作是在 DGSS系统中提取、分离出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独

立要素类图层文件, 并合并这些图层文件到空间数据库生成的标准要素类文件中, 目的是

建立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要素类的空间数据。对于无属性数据的数字化地质图, 通过更新

空间数据库到编稿原图导入到空间数据库后, 自动合并到空间数据库, 建立相应的空间数

据库所需的要素类文件。

(1) 从原图数据中分离提取要素类内容

按照《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DD 2006−06), 将地质图主图文件提取、分离

为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独立要素类图层文件。

基本要素类包括以下文件或内容:

_GEOPYGON.pm(地质体面实体, 包含面状水体);

_MAP_FRAME.lm(标准图框)。

独立要素类包括以下文件或内容:

接图表、图例、综合柱状图、图切剖面、责任表。

综合要素类包括 8个文件, 除标准图框为线文件外, 其余 7个为面文件。其对应的内

容在原数字化地质图中一般以线文件形式表示, 需要对其进行提取并编制形成面文件

数据。

(2) 合并图层文件

将分离出来的各要素类图层与 DGSS系统下的空间数据库标准要素类文件合并, 获

取属性结构。利用 DGSS系统下合并到空间数据库的工具将其进行合并, 获取 DGSS空

间数据库的属性结构及继承部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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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形数据质量检查

对提取、分离及合并操作后的图形文件进行图形质量检查, 及时发现错误, 为建立拓

扑做准备。

(4) 拓扑重建

对于综合要素面实体, 如果需要重新建立拓扑, 利用检查修正后的综合要素数据直接

建立拓扑关系。综合要素类虽不参加地质体面实体的拓扑, 但作为区图元, 需要单独建立

拓扑, 因此需围绕其边界绘制线并造区, 采用捕捉线头的方式形成封闭的区, 然后充填相

应的花纹, 并将图元参数设置为透明输出。图形拓扑关系建立并检查无误后, 需将为了建

立拓扑而合并的地质界线、水体界线和内图框图层剥离, 建立相应的要素类图层。

2.2.6    空间数据属性赋值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的重点就是对地质图要素或对象进行属性赋值或属性数据挂

接。经前述数据分离、预处理、提取、合并等操作后, 已形成了空间数据库标准要素

类、综合要素类文件,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行空间数据库要素类数据、综合要素类数

据、对象类数据的录入了。利用 DGSS系统录入属性数据时, 根据 DGSS系统空间数据

库提供的功能, 须先录入要素类属性数据, 然后利用自动从地质体面实体提取对象类属性

功能, 自动从地质界线提取断层对象类属性功能, 实现对象类属性数据的部分自动继承,

最后再完善对象类属性数据。

2.2.7    属性数据质量检查

属性录入完成后, 将录入数据输出, 并与原始数据进行两次以上人工校对, 如发现错

误, 及时改正; 应用 Access、Excel软件根据数据类型进行归类, 根据异常和无法归类的数

据判断错误数据类型, 检查完成后对错误数据进行认真修改。

2.2.8    输出彩色地质图

将地理图层导入与地质图层组成的工程文件并输出彩色地质图 (图 3)。
  

图 3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示意图
 

2.2.9    元数据库建设

根据《地质信息元数据标准》(DD 2006−05), 地质信息的元数据由 7个子集 (UML包)

和 14个代码表构成。其中元数据信息、标识信息、数据质量信息、内容信息是必选子

集, 空间参照信息、分发信息、引用和负责单位联系信息是可选子集。引用和负责单位

联系信息是公用信息子集。在进行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同时, 按照《地质信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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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标准》(DD 2006−05), 在元数据采集器软件支持下, 建立相应地质图的元数据信息,

建成标准的元数据库。

2.2.10    提交成果

编写建库工作报告, 整理提交成果数据目录。

3    数据样本描述

3.1    数据的命名方式

地质面.wp, 地质线.wl, 地质点.wt。

3.2    图层内容

主图内容包括沉积岩、火山岩、第四系、构造、地质界线、产状、各类代号等。

角图包括综合柱状图、火山活动期次划分、Ar−Ar年龄、图切剖面、物探反演剖面

图等。

图饰包括接图表、图例、责任表等。

3.3    数据类型

实体类型名称: 点、线、面。

点实体: 各类地质体符号及标记、地质花纹。

线实体: 断裂构造、地质界线、岩相界线、构造界线及特殊标志层花纹等。

面实体: 沉积岩、火山岩、第四系等。

3.4    数据属性

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包含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地理要素

信息和地质图整饰要素信息。地理要素信息属性沿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供的数据属

性结构。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属性按照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专项地质填图数据库建库

要求按 2大岩类 (沉积岩、火山岩)、断裂构造、产状要素等分别建立数据库属性。

沉积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岩性组合、地层时代、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岩石结构、沉积构造、岩石颜色、

沉积作用类型、沉积相类型、同沉积构造。

火山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地层时代、地层分区、岩性组合、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火山喷发旋回、火山喷

发类型、火山岩成因类型、特殊岩性夹层、火山岩相类型、同位素年龄。

断裂构造数据属性主要有: 断裂名称、断裂类型、断裂延长、断裂延深、断裂宽

度、断裂走向、断裂面倾向、断裂面倾角、断距、断裂面形态、构造岩特征、运动方

式、活动期次、力学性质。

产状数据属性有: 产状类型、倾向、倾角。

4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4.1    数据源质量

本次建库所采用的图形资料为 1∶50 000地质图电子光盘资料, 辅助资料为实际材

料图, 属性填卡所收集资料为相应的地质报告、说明书等。图件清晰、平整, 变形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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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质量符合建库要求 , 电子数据由于不同版本及当前工作产生的微小误差经

MapGIS软件的误差校正处理后能完全满足国家标准, 原图中存在的个别错误已根据实际

材料图等修改, 并统一登记于“原图错误检查汇总表”中。

工作底图精度要求为: ①图廓点位误差最大不能超过 0.1 mm; ②图廓边长误差最大

不能超过 0.2 mm; ③图廓对角线误差最大不能超过 0.3 mm; ④公里网点间距误差最大不

能超过 0.2 mm; ⑤分版底图套合以地理底图版为准, 各版同名图廓点、坐标网线重叠误

差不超过 0.2 mm; 工作底图上的地理要素和地质专业要素应区分明显, 各要素要表示清

楚、正确。

4.2    空间数据库图形质量

由于工作中严格按照上述建库工作流程及相关方法的技术要求、质量控制要求进

行, 加上有比较健全的质量监控体系及质量保障措施, 因而数字化精度、图面精度、校正

精度是符合有关要求的, 数据质量是有保障的, 具体体现在:

(1) 本次所建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空间数据库质量主要体现在

如下 6方面: ①全部特征要素均数字化; ②没有多余的数据; ③特征位置正确、弧有正确

形状; ④应有的联接特征已经连接; ⑤所有多边形有且仅有一个标识号; ⑥基本上所有特

征都在外部边界之内。

(2) 空间数据精度控制主要体现在: ①注意图形的数学基础精度, 在作业和检查中注

意图廓点、公里网、经纬网交点、控制点坐标值的正确性, 每个图幅所采集的误差校正

控制点原则上全部采集, 即按方里网小格和方里网线与图廓交点以及内图廓角点均进行

了采集; ②同一系统和不同系统间数据的转换精度和质量有保障, 主要体现在经转换的空

间数据拓朴关系正确、空间位置正确、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联接关系正确且数据不丢

失, 线与区套合较好。

(3) 在质量控制上, 按建库的工作特点分阶段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方法组合, 如对于电

子数据进行了多方法细致的检查, 图框精度检查, 数据质量检查, 输出图纸核查等。除了

作业人员自检外, 分别由 2个人员对照原图在微机上进行检查, 完成后由项目负责进行抽

查, 再输出由地质人员进行全要素检查, 保证了各要素的完整性、位置及参数的正确性等;

在拓扑关系建立前, 对线要素进行检查, 如靠近边检查、自相交线检查、重复点及重复线

检查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建库过程中, 本项目组也自编了一些工具软件进行检查和修改

错误, 如重复点的检查与删除、拓扑关系的检查与无缝处理、水系线方向判别与检查、

图幅内容精度检查、伪节点检查与自动处理、属性内容空格压缩、自动图元编码等等。

这样, 通过多个工具软件的检查与处理, 进一步提高了项目成果质量。

4.3    属性卡片质量

属性卡片按有关规定由地质专家进行填写, 填写完毕后由广东省佛山地质局专家审

查。主要过程是首先收集有关标准, 整理属性代码表, 然后查阅地质报告及相关图件、柱

状图等, 整理有关内容, 按卡片项内容进行填写, 先填名称, 再换算为代码。所填写的内容

翔实、可靠, 数据项齐全, 容易复查。本次建库, 地质术语代码均参照《1∶25万区域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标准代码汇编》填写, 新增代码都有详细记录且在专题工作报告中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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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属性数据库质量

在工作过程中, 对属性数据库质量严格执行以下五方面的保证措施: 第一、属性卡片

填写好后经填卡人自检和专家审查才入库; 第二、录入到数据库中, 由录入人员进行自

检, 并输出由填卡人进行 100%的检查; 第三、微机组组长在微机中进行 100%的检查, 保

证了图元与属性挂接的一致性; 第四、项目负责人抽检 20%以上; 对于地理图层属性, 由

于主要是在微机上进行录入与检查, 故在录入前先统一标准, 统一收集分类码, 录入完成

后, 进行 100%浏览检查, 同时还通过 GIS的属性管理功能, 通过属性项的专题化进行检

查, 从而保证录入质量。对于地质界线图层, 则根据参数赋属性及浏览属性进行逐条编

辑。在所有检查中当发现有错误时及时记录与更正, 并做上更正记号。故本次所建立的

属性数据库资料真实、可靠。

5    数据价值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图 3）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新一

轮地质调查工作的代表性图幅之一。该地质图在深入研究本图幅内第四纪地层层序、火

山活动期次、区域构造的基础上, 按照最新的《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

2019−01)要求,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与室内综合研究相结合, 系统建立了雷州半岛地区地

层−岩浆−构造格架, 提升了区域地质调查研究水平。地层基本单位结合沉积相的表达使

地质图图面更为精准, 野外地质路线调查与遥感解译、钻探和槽型钻揭露、物探反演相

结合使结论更加可靠, 各类角图和图饰图层的综合使用使图面表达更加丰富。

5.1    重新厘定了工作区第四纪填图单位和地表填图单位成因类型

以最新国际地层表为指南, 整合利用已有的地质资料, 重新厘定了工作区第四纪地层

序列, 划分了 5个组和 7个基本填图单元, 并进行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多重

地层划分与对比, 尤其是对早更新世以来地表各填图单元的岩性组合、沉积特征及沉积

环境进行了详细研究。通过钻孔岩石组合对比并辅以粒度测试分析, 讨论了沉积环境变

化; 以路线资料为基础, 结合钻孔连孔剖面, 编制了雷州半岛中西部早更新世岩相古地理图。

5.2    划分了火山活动旋回, 提出了石峁岭组形成时代的新认识

基于地表调查和钻孔揭露以及室内综合分析, 查明了工作区内火山岩的分布特征、

划分了火山喷发旋回。结合高精度的 Ar−Ar定年结果, 将调查区火山岩划分为 2个喷发

旋回, 将第 2个旋回进一步划分为 4个喷发期, 将石峁岭组的形成时代由中更新世厘定为

早更新世; 系统总结了各期火山岩的地质特征以及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 提出雷琼地区

玄武岩形成于陆缘裂谷环境, 具 DMM和 EM2 端元的二元混合的特征, 源区存在再循环

地壳物质, 基本查明了本区火山活动规律。

5.3    建立了区域构造格架, 提供了区域地壳稳定性信息

根据区域地球物理场特征, 结合遥感解译、火山活动及钻探等资料, 确立了调查区的

构造格架, 其主要是由北东向及北西向断裂, 次为东西向及南北向断裂组成的网状构造格

架, 均为隐伏状基底断裂; 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 采用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和高密度电法等

物探手段对四会−吴川断裂往南西延伸的北支断裂即坡头−海康港断裂 (F10)在调查区

内的展布特征进行了探查。简单阐述了区内构造与沉积作用和火山作用的关系, 以及新

构造运动特征、海平面变化与岸线变迁, 初步评价了区域地壳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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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采用 DGSS格式建立, 内容详

实, 数据质量可靠, 精度符合要求。在整个建库过程中, 严格遵守和保持图幅内各类数据

的独立性和原始性, 确保原始资料的真实可靠。数据库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的《数

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DD 2006−06)》、《1∶25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技

术要求及实施细则》, 进行图层划分定义和各图层数据库结构设计, 便于数据信息共享。

该数据库还可实现多图幅空间数据库快速浏览、多图幅空间数据库装载、空间数据库要

素类交互查询浏览、进行地质要素类和对象类检索、生成专题图等功能。该数据库为基

本地质信息库, 可以为雷州半岛岩石地层、火山岩、活动构造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基

础资料; 为区域开展生态环境调查、水工环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等提供基础性图件。

7    结论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雷州半岛地区开

展的新一轮地质填图。填图过程探索了适用于雷州半岛地区地质填图的技术方法和手

段、以及各技术方法的相关技术要求, 突出成果的图面表达, 调查数据真实可信。

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包含了通过路线地质调查、遥

感解译、钻探和物探等手段获取的雷州半岛中西部新近纪以来的地层序列、火山活动旋

回、区域构造以及玄武岩 Ar−Ar年龄、地球化学分析数据等。

数据库成果资料对于重新认识广东雷州半岛地区第四纪地质演化具有重要价值, 为
后续水工环调查、生态环境调查和国土空间规划等提供数据支撑。

致谢：广东企水镇幅 (F49E020008) 1∶50 000地质图是项目组成员辛苦付出的成果,

在地质图填绘及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 得到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

地质大学 (武汉)、广东省地质调查院等单位多名专家的无私帮助和现场指导, 在此对各

位专家和项目组所有成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注释：

A广东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1 972.1∶20万企水港幅、湛江幅、乌

石港幅、海口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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