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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为江西省地质局下属正处

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区域地质、矿产地质调查，

地质矿产勘查，矿业开发，水文、工程、环境地质调查，土

壤、地质遗迹调查，地质工程设计与施工，实验测试，测绘

与地理信息，地质信息服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勘查、

施工、危险性评估，岩土勘察，地基与基础工程，市政（非

开挖）工程，土地复垦与规划，绿色矿山建设，房地产开发，

酒店经营，汽车维修等多个领域。现有职工 2800 余人，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 440 余人，资质 30 余项（甲级 9 项），是

一个专业技术装备配套齐全的综合性地勘单位。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5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内设科室 25 个，包

括：办公室、组织人事科、宣传科、纪检监察科、财务审计

科、离退休管理科、地质矿产科、水工环地质科、矿业管理

科、科技安全科、地质勘查分队、探矿工程分队、水文地质

调查分队、工程地质勘察分队、环境地质调查分队、地质灾

害防治分队、农业地质调查分队、岩土工程分队、物化探分

队、测绘地理信息分队、实验测试中心、地质制图中心、地

质装备中心、地质资料室、基地服务中心。



编制人数小计 874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874

人。实有人数小计 2939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683 人,全

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683 人。退休人数小计 2012 人,遗属人

数 2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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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

2025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5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5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收入预算总额为

24531.5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4564.80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16554.8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995.09 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7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00 万元;

上年结转（结余）76.6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0.29 万

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支出预算总额为

24531.5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564.80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 基本支出 22143.56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4190.7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652.3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371.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69.45万元,资本性支出850万元。项目支出2387.97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74.02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2315.97 万元,资本性支出 72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34.1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82.1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647.9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212.10万元;资源勘探工



业信息等支出 18548.8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326.72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600.6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增加 68.08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 工资福利支出 14652.33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196.1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687.7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41.3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3269.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699.65 万元;资本性

支出 92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2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5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总额 16554.8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995.09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34.1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227.9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2242.87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50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 基本支出 14631.87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4865.2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632.3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80.0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69.45 万元,资本性支出 250 万元。项目支出 1923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29.80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899.60 万元,资本性支出 23.4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非行政和参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政府采购总额68.60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68.60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 0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16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11 辆,专业技术特种用车实有数 5 辆。

2025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 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

（九）江西省石城县廖家山铜铌钽多金属矿普查项目情

况说明

1）项目概述

“江西省石城县廖家山铜铌钽多金属矿普查”源自江西

省财政厅、江西省自然资源厅，项目编号：20250012，年度

经费：263 万元，项目承担单位：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

队，工作周期：2025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周期 1 年。

2）立项依据

首先，区内主攻矿种为国家紧缺战略性矿种-铜矿、铌



钽矿。其次，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工作区位于武夷成矿带-

武夷西坡锡铌钽铜萤石岩盐成矿亚带-石城铜锡铌钽萤石矿

田，为赣南重要的铜、锡多金属找矿远景区及最重要的铌钽

稀有金属成矿密集区内。工作区毗邻东华山铜锡矿、井坑里

铌钽矿，且矿区内矿化带延伸进入本次工作区，矿化类型及

成矿地质条件与东华山铜锡矿、井坑里铌钽矿类似，矿化线

索突出，区内主要矿化类型为东华山式破碎蚀变岩型铜锡多

金属矿、井坑里式蚀变花岗岩型铌钽矿。最后，找矿信息丰

富、可靠。东华山区段初步圈定铜锡多金属矿化体 V1、V2

矿化体，两矿化体近于平行产出，间距约 160m。V1 矿化体

由 TC23-1 及 D10317 控制，矿化体延长近 1.8Km 延伸至姜坑

里区段，矿化带主体产状 320°～340°∠60°～70°，平均

厚度 1.15m，平均品位 Cu 1.595%、Sn 2.23%。V2 矿化体位

于 V1 矿化体北西侧，由 D10316 及 TC23-7 控制，矿化体延

长近 1.8Km 延伸至姜坑里区段，矿化带主体产状 320°～

335°∠60°～65°，平均厚度 1.50m，平均品位 Sn 0.90%，

以锡矿化为主。毗邻的东华山铜锡矿区内铜锡矿化破碎带 F3

延伸进入工作区内，为工作区内寻找与东华山同类型破碎蚀

变岩型铜锡矿提供较好线索。区段内东南侧 Li 元素地球化

学异常面积大，部分区域具有二级浓度分带，异常强烈。总

体来说，东华山区段破碎蚀变型铜锡钨多金属矿化点多，矿

化信息丰富，具有寻找铜锡多金属矿的较大潜力。姜坑里区



段：以往工作“江西省石城县姜坑里铌钽矿区勘探”查明的

II 南、II 中、II 北、VI、VII 号含铌钽铁锂云母化钠长石

化花岗岩体位于现拟设普查区姜坑里区段内，出露面积共计

0.045Km2。以往工作于区内已施工的 4 个钻孔揭露铌钽矿化

体平均厚度 108.01m，平均品位 Ta2O5+Nb2O5 0.0182%，矿

化体厚大，品位较高。

3）实施主体

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

4）实施方案

根据本次工作目标任务，部署主要实物工作量：1/1 万

地质测量（简测）10 平方千米，激电中梯（短导线）测量 3

平方千米，1/1 万磁法测量 8 平方千米，槽探 1000 立方米，

钻探 1500 米/6 孔，基本分析样品 600 件，组合分析样品 20

件，光薄片 10 片，工程点测量 6 点。

5）实施周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6）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总预算 263 万元。

甲类预算各项支出如下：地形测绘 2.52 万元、地质测

量 5.40 万元、物探 11.55 万元、化探 3.16 万元、钻探 168.90

万元、槽探 12.59 万元、岩矿测试 12.91 万元、其它地质工

作 30.82 万元、工地建筑 15.15 万元。



乙类各项支出如下：人员费 0 万元；专用材料和燃料费

7.60 万元；水电费 1.50 万元；交通费 14.50 万元；差旅费

16.64 万元；会议费 0.72 万元；印刷费 5.21 万元；用地与

青苗补偿费 0.50 万元；劳务费 33.90 万元；咨询费 1.20 万

元；委托业务费 166.39 万元；专用设备使用与购置费 3.97

万元；租赁费 4.60 万元；其它费用 6.27 万元。

二、2025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5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安排 30.93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14.95 万元,比上年减少 0.05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严格支出管理，压减一般性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 15.98 万元,比上年减少 0.02 万元，主要

原因是：严格支出管理，压减一般性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4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

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支出。

（二）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指我局下属事业单位其他用于

资源勘探业方面的支出。

（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项）：反映用于自然资源有偿使用与



合理开发利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土整治，耕地保护等

方面的支出。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新能源汽车充电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

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三）矿产勘查：矿产资源勘查是指依靠地质科学理论，

运用各种找矿方法发现并探明矿产的地质工作。是发现矿床

并查明其中的矿体分布、矿产种类、质量、数量、开采利用

条件、技术经济评价及应用前景等，满足国家建设或矿山企

业需要的全部地质勘查工作。矿产资源埋藏于地下，具有稀



少、隐蔽、复杂等特点，其勘查过程常常需要采用地质填图、

物探、化探、遥感地质等方法，应用钻探、坑探等技术手段，

需要进行测量、编录、取样、化验、实验、储量计算、技术

经济评价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