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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吴  凯 性    别 男   

出生日期 1987.03.23 民    族 汉 

学    历 本  科 学    位 学  士 

籍    贯 贵州长顺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522729198703230314 

专业技术职务 副主任 专业专长 地质调查 

所属一级学科 地质学 所属二级学科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学科领域 

□数理科学  □化学与化工  □材料科学  □环境与轻纺工程  □生命科学     

□基础医学和中医药科学  □临床医学  □√地球科学  □能源与矿业工程  □

机械与运载工程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通信工程  □信息技术  □农

林科技  □畜牧兽医和水产科学  □其他        

注：学科领域是评审分组的重要依据之一，请按照主要研究方向选择一个学

科领域。新兴和交叉学科、工程管理专业请选择相应的学科领域，不选择

“其他”领域。 

 

科研属性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战略高技术领域  □高端产业   

□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民生科技领域  □国防科技创新  □其他        

工作单位及 

行政职务 
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院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政府机关  □其他            

通信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环城东路 2082 号 

单位所在地 浙江绍兴 邮政编码 312000 

单位电话  本人手机 13675749689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610108693@qq.com 

 



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填起，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2007年10月

—2012年6月 

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工学学士 

    

    

    

三、主要工作经历（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12年7月—

2017年11月 
原浙江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院地矿二所 助理工程师 

2017年12月

—2022年12

月 

原浙江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院地矿一所 
副所长（主持工作）/

工程师 

2023年1月—

2024年2月 

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院地质调查中

心 
副主任/工程师 

   

   

   



四、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情况 

本人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区域地质、区域矿产调查工作，对浙江区域地层、岩

浆岩、构造等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厘定了浙江诸暨—绍兴地区下侏罗统王沙溪组地

层，填补了诸暨—绍兴地区无下侏罗统地层的空白；划分了浙江桐庐—诸暨地区火

山岩相，新发现了面积约 100 平方千米的华家唐碎斑熔岩；建立了浙江桐庐、富阳、

浦江、诸暨等地区的区域构造搁架，为浙江桐庐、富阳、浦江、诸暨等地区的基础

地质研究打下较好基础。总结了浙江桐庐、富阳、浦江、诸暨等地区的区域成矿背

景、成矿规律，圈定了成矿远景区，为以后的地质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浙江是非金属矿大省，叶蜡石、高岭土、萤石等非金属矿产优势明显。为更好的

服务浙江非金属矿找矿工作，本人结合浙江实际积极开展非金属矿找矿研究。系统

总结了浙江省非金属矿产展布特点、主要成矿地质条件、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

类型、找矿标志、应用方向，并划分成矿系列，提出了找矿远景区。为浙江非金属

矿产勘查及开发利用提出了建议。同时，本人也在致力于浙江铜金等战略性矿产找

矿理论研究，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创新勘查理念，并用于找矿实践，力争颠覆“浙

江无大矿（金属矿）”的论断。 

本人长期从事铜、金、银、萤石、叶蜡石等矿种地质勘查工作。熟悉矿政管理

的各项法规制度，并具有地质矿产勘查项目的立项、设计、勘查、报告编制的全过

程能力；编写铜矿、金矿、银矿、萤石矿、建筑石料矿等各类型勘查报告多份，并作

为主要负责人提交大型萤石矿 2 个、大型硅质原料矿 1 个、大型叶蜡石矿 1 个、大

型玄武岩矿 1 个，小型萤石矿 1 个。累计查明萤石矿石量 952.2 万吨，萤石矿物量

411 万吨，新增萤石（CaF2）资源矿物量 260.1 万吨；新增叶蜡石矿 367.10 万吨，新

增硅质原料矿石量 4815.8 万吨，新增玄武岩矿资源量为 7888 万吨。创造潜在经济

价值达 300 亿元。 

近期本人正在负责的浙东北铜（金）矿普查项目通过创新矿区成矿理论和勘查

技术方法，已发现 3 条较好的多金属矿化带，施工的钻孔见厚 2.22 米的铜（金、银）

多金属矿体，Cu 平均品位 1.83%，矿区找矿潜力较大，预期提交大中型多金属矿产

地 1—2 处。 

本人在基础地质、地质找矿、物化探勘查等领域开展了系统研究。这些创新成

果不但满足了本单位的工作需求，还被部分同行借鉴和引用，在服务地质找矿方面

效果显著，找矿成果很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巨大。本人创新价值大、创新能力

强、贡献大。 



五、代表性成果（对应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有关内容，填写代表性成果，不

得简单罗列。主要代表性成果、代表性案例合计不得超过 5 项。以下表格仅供参

考，具体以系统填报为准。） 

（一）主要代表性成果 

序

号 
类别 名称 时间 排名 

本人主要贡献 

（限 100 字） 
备注 

1 论文 

浙江省仙居

县许山叶蜡

石矿地质特

征与应用研

究 

2021

年 1 月 
第 1 

本人在对浙江非金属矿系统

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聚焦

浙江仙居县许山叶蜡石矿，

对矿床地质特征和矿石应用

研究做出主要贡献。为该论

文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国内

期刊 

2 著作 /     

3 咨询报告 /     

4 发明专利 /     

5 标准 /     

6 
软件著作

权 
/     

7 
科技成果 

转化情况 
/     

8 
工程技术 

成果 

浙江省仙居

县许山矿区

叶蜡石矿普

查报告 

2020

年 1 月 
第 1 

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报告

第一作者，探获叶蜡石资源

矿石量 367.10 万吨，为我

国新增大型叶蜡石矿床 1

个。 

 



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雌

山硅质原料

(石英砂岩)

矿地质勘查

报告 

2022

年 6 月 
第 1 

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报告

第一作者，发现硅质原料矿

体 2 个，探获矿石量 4815.8 

万吨，为我国新增 1 个大型

硅质原料矿床。 

 

浙江省仙居

县上张乡上

张村后老坑

普通建筑石

料矿(玄武

岩)地质勘查

报告 

2020

年 11

月 

第 1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报告第一

作者，统筹推进项目的各项

工作，探获玄武岩矿控制资

源量 7888 万吨，2023 年 12

月以 190200 万元完成采矿

权招拍挂。为我国新增大型

玄武岩矿床 1 个。 

 

浙江省仙居

县对山矿区

萤石矿资源

储量核实暨

外围深部勘

探报告 

2022

年 12

月 

第 1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报告第一

作者，累计查明矿区资源储

量矿石量 562.8 万吨，CaF2

矿物量 231.1 万吨，CaF2 平

均品位 41.06%；与最近一

次经评审备案的报告对比，

累计查明矿石量增加 524.1

万吨，矿物量增加 203.6 万

吨。为我国新增 1 个大型萤

石矿床。 

 

（二）代表性案例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浙江省仙居县对山矿区萤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暨外围深部勘探。 

萤石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矿物原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及国防、军事、核工业等领域，是我国的战略性矿产资源。 

本项目坚持科技创新，以“萤石增储”为目标，全面分析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创新

找矿思维和模式，建立找矿预测模型，对矿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查和综合研究。共

完成了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 3.02 平方千米；常规机械钻探 10324 米（钻孔 58 个），

井下坑道钻探 2639.1 米（钻孔 68 个），坑探测量及地质编录 6100 米，钻探地质编录

12672 米，岩心取样 3143 米，刻槽取样 296 米，化学分析样品 4020 件。详细查明了

矿体特征和矿石质量，系统总结了矿区成矿规律，全面研究了矿区成矿远景。矿区内

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矿石量 562.8 万吨，CaF2 矿物量 231.1 万吨，CaF2平均品位 41.06%；



与最近一次经评审备案的报告对比，累计查明矿石量增加 524.1 万吨，矿物量增加

203.6 万吨，为大型萤石矿床。 

2．主要成果 

（1）总结萤石控矿因素 

仙居盆地处于浙东温州—镇海深断裂和丽水—余姚深断裂之间，温州—临海拗陷

带中段，为早白垩世火山盆地。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生代陆相火山—沉积岩系，

北东向断裂为区内的主干断裂，区域性鹤溪—奉化大断裂从仙居盆地的北缘通过，其

控制了仙居盆地的生成和发展，并对区内地层的展布、岩体的侵位及萤石矿床的形成

和分布起着控制作用。盆地边缘的北东向断裂为萤石矿最重要赋矿和控矿构造，断裂

性质以张扭性为主，少量为压扭性。 

（2）建立成矿模式和三维找矿地质预测模型 

仙居盆地火山机构发育，火山喷发活动强烈，尤其是早白垩世火山喷发作用过程

中的气液活动强烈，持续时间长，与火山期后盆地丰富的大气降水混合形成含矿地热

水，在构造裂隙、层间和岩石空隙中不断循环对矿质萃取、运移集中，在构造有利部

位成矿。 

基于以上认识，通过创新使用三维建模等数字化手段，对原有地质填图、钻孔等

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同时对构造露头进行实地观察验证，认为原构造两侧还存在

数条断裂，应为规模较大的盆地边缘构造带，且认为断裂带的顶底板为萤石矿有利赋

存部位，由此形成了“大构造”找矿的新思路，提出了“火山岩区断陷盆地边缘断裂构造

控矿容矿”的成矿模式。 

经后期施工钻探验证，控制到的矿化蚀变构造带宽度超过 40 米，如对山 1 号矿

化带长约 3 千米，宽 1-20 米，局部达 50 多米，向下延伸达 460 米，其结果符合当时

的三维找矿地质模型预测的结果。 

（3）创新野外勘查技术方法 

仙居地区一般海拔高度 200~1100 米。地势中部低，两侧高，相对高差 900 米，

山高坡陡，地势险峻，植被茂盛，通视条件差。地层主要为中生代火山岩，构造发育，

地质条件复杂，地质调查工作极为困难。本项目为了高质量的完成填图任务，创新采



用岩性-构造-蚀变-矿化综合地质填图方法，共发现萤石矿化点 105 个，新发现 5 条萤

石矿化带，矿化带长约 300 ~3000 米，宽 1~20 米，局部可达 40 余米，地质填图找矿

效果显著。 

经多年的开采，老矿山存在多处采空区，而且部分采空区已经坍塌，非常危险，

人无法进入调查，采空区资源储量核实难度很大。为此，本项目专门使用了经改造的

坑道钻机，在不破坏原有运输巷道的情况下，实施水平钻，高质量完成了采空区资源

储量的核实。 

仙居地区地势陡峭，植被茂盛，钻机施工条件特别困难。针对如何实施勘查全过

程环境影响最小化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本项目全面贯彻绿色勘

查理念，从勘查设备和勘查技术上下手，专门采用了便携式全液压岩心钻机，360 度

全方位均可施工钻孔，采用“一基多孔”的方式，使钻机施工平台占地面积最小，多次

重复利用，进行绿色勘查。通过创新勘查技术，采用新的勘查取样设备，详细查明了

矿区地质、矿产特征，新发现萤石矿体 20 条。实现了绿色勘查和找矿突破双丰收。 

（4）实现了重大找矿突破 

通过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开展综合研究，对各矿体特征进行系统厘定和对比，完

成了矿体的圈连，并进行资源量估算，编制了成果报告。本项目通过不断的创新，以

95 分的优秀成绩通过项目野外验收，勘查报告也顺利的通过评审和备案，项目质量得

到了行业、专家和业主的高度认可。矿区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矿石量 562.8 万吨，CaF2

矿物量 231.1 万吨，CaF2 平均品位 41.06%；与最近一次经评审备案的报告对比，累计

查明矿石量增加 524.1 万吨，矿物量增加 203.6 万吨，为大型萤石矿床。 

3．成果意义 

本次新增萤石（CaF2）资源储量 260.1 万吨，增加矿山潜在经济价值近百亿元。

成功延长矿山寿命 20 年以上，年税后净利润达 7000 万元以上。矿山投资回收期短，

盈利能力好，经济效益大。 

本次找矿突破稳固了当地氟化工产业链中最重要的原材料环节。本项目揭示了浙

江陆相火山岩区盆地边缘萤石成矿规律、控矿因素、成矿模式，对浙江乃至全国萤石

找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项目开展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地质找矿人才，本次找矿突破事



迹给省内外地质勘查行业带来了找矿思路，找矿信心，鼓舞士气，为新一轮的找矿突

破战略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 

通过浙江省仙居县对山矿区萤石矿核实暨外围深部勘探找矿突破的创新研究及

勘查实践，新发现 5 条萤石矿化带，新发现萤石矿体 20 条。为企业开采提供了有利

的资源保障，也为企业下一步开发提供了方向。 

（1）本项目通过不断的创新，以 95 分的优秀成绩通过项目野外验收，勘查报告

也顺利通过评审和备案，项目质量得到了行业、专家和业主的高度认可。 

（2）项目全面收集了矿区各类资料和数据，为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写提供了详

实的地质资料，为矿山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3）本项目创新成果可复制到其它类似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如应用于仙居县羊平

鸟萤石矿勘查、仙居县四都萤石矿等勘查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本次找矿突破

在全国，特别是浙江仙居盆地萤石矿的调查工作中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及

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仙居县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成矿模式、岩

性-构造-蚀变-

矿化综合地质

填图方法、三

维地质建模等

数字化手段等 

羊平鸟、四

都、对山等

仙居地区萤

石找矿 

2020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6

月 

朱格翀 

13989609798 

2 

仙居县秦

硕实业有

限公司 

成矿模式、岩

性-构造-蚀变-

矿化综合地质

填图方法、三

维地质建模等

数字化手段等 

对山矿区萤

石找矿 

2019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12

月 

应涛

18806550675 

 

 



（四）其他代表性成果（限 1 项） 

2016 年 10 月~2020 年 1 月，主持浙江省仙居县许山铅锌多金属（叶蜡石）矿普

查项目，打破常规，开展矿区成矿规律研究，系统分析矿区成矿地质条件，进行矿区

综合找矿，陆续发现多个叶蜡石矿体。2019 年 10 月完成了矿区普查工作，并顺利通

过野外验收，获得优秀级成绩；2020 年 1 月完成《浙江省仙居县许山矿区叶蜡石矿普

查报告》编写，大致查明了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围岩蚀变等基本地质特征、相

互间关系及其变化特征；基本查明区内呈面状、带状分布次生石英岩带形态、规模及

分布范围；大致查明了叶蜡石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空间分布及变化、矿体与围

岩、构造、蚀变的关系等，大致查明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矿床成因；大致查明

了叶蜡石矿石的矿物组成、粘土矿物种类、化学成分、质量及其变化特征。收集并研

究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资料，初步提出了矿石综合利用方向。经估算，获得叶蜡石总资

源量 367.10 万吨，潜在经济价值达 10 亿元。 

六、重大项目情况（5 项以内） 

序号 承担时间 项目名称（排名） 
本人主要贡献 

（限 100 字） 

1 

2019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 

浙江省仙居县对山矿区

萤石矿核实暨外围深部

勘探（排名第 1） 

作为项目负责人，统筹推进项

目各项工作，新增加萤石矿石

量 524.1 万吨，新增加萤石矿

物量 203.6 万吨，为大型萤石

矿床。 

2 
2016 年 10 月

—2020 年 1 月 

浙江省仙居县许山叶蜡

石矿普查项目（排名第 1） 

作为项目负责人，全面主持项

目各项工作，探获叶蜡石矿 367

万吨，矿床规模达到大型。 

3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11 月 

仙居县上张乡上张村后

老坑普通建筑石料（玄武

岩）矿勘查项目（排名第

1） 

作为项目负责人，全面主持项

目各项工作，探获玄武岩矿

7888 万吨，为大型矿床。 

4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6 月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雌

山硅质原料矿勘查项目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项目各

项工作，探获硅质原料矿



（排名第 1） 4815.8 万吨，为大型硅质原料

矿床。 

5 
2013 年 1 月—

2016 年 8 月 

浙江省诸暨测区（两幅联

测）1：5 万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排名第 2） 

作为项目野外负责人，组织各

项野外工作，并参与成果报告

的编写，高质量完成了该项目。

野外验收成绩为优秀、成果报

告以优秀级成绩通过评审。 

七、重要组织任职情况（5 项以内） 

起止年月 组织名称 所担任职务 

/ / / 

八、重要奖项情况（5 项以内）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排名） 

本人主要贡献 

（限 100 字） 

1 2019 年 1 月 绍兴市青年岗位能手 市级  

2 
2020 年 11

月 

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地质调查

优秀人才 
国家级  

3 2022 年 6 月 
全国有色金属建设行业勘察

系统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 

部级（排名

第 3） 
 

4 2023 年 5 月 浙江金蓝领 省级  

5 
2023 年 12

月 
浙江省地质科学技术三等奖 

厅级（排名

第 2） 
 





十一、提名意见 

提 

名 

单 

位 

意 

见 

1.如单位提名，请填写此项。请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进行评价，限 300 字以

内。由提名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 

2.中央和国家机关提名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提名的，

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章；学术团体提名的，由理事长（会长）签

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提 

名 

专 

家 

意 

见 

1.如专家提名，请填写此项。 

2.请提名专家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限 300 字以内。意见中应明确写

出是否同意提名，并由提名专家签字。 

 

 
 

 

提名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十二、评审和审批意见（以下由中国青年科技奖评审机构填写） 

学 

科 

评 

审 

组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中国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 3 

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姓    名：                  职    务：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1.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3.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4.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5.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候选人为企业负责人的须提供此表，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

如存在延期提交等情况，请及时与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系，（010）62165293  

62165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