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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为江西省地质局所属正处

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2021 年 10 月 16 日由原江西省核

工业地质局二六五大队、原江西有色地质勘查一队整合组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成为地质找矿能力、

市场经营效益和队伍装备水平行业领先、技术优势突出的综

合性地勘单位。主要承担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战略性

矿产勘查以及国家和省下达的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文明建

设项目；提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旅游地质、

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地质灾害施工与防治、国土空间调查、

测绘及地理信息、工程勘察等地质技术服务工作。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4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内设科室 25 个，包

括：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组织科、人事科、纪检监

察科、宣传科、财务科、资产管理科、审计科、发展规划

科、综合安全科、地质矿产科、群团工作科、地质资料室、

离退休管理科、基地服务中心、矿产地质院、生态地质院、

探矿工程院、岩土工程勘察院、测绘地理信息院、宜春项目



管理部、核工业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丹霞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国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人数小计 736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736

人。实有人数小计 2005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607 人,全

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607 人。离休人数小计 1 人,退休人数

小计 1110 人,遗属人数 287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 2024 年单位预算表













第三部分 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 2024 年单位预算情

况说明

一、2024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收入预算总额为

15384.6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519.3 万元;财政拨款

收入 7997.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86 万元;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 7387.4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702.44 万

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支出预算总额为

15384.6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519.3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4591.98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5819.6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2981.7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45.7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23.3 万元,资本性支出 41.15 万元。项目支出 792.66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00.34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657.66 万元,资本性支出 13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94.72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46.7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74.8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07.20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12750.0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505.38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6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40.0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2981.79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600.43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3.4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30.6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23.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27.72 万元;资本性支出

176.1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1.82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4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总额 7997.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3.86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94.72 万

元,卫生健康支出874.85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762.63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65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7413.3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90.9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246.41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522.4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3.3 万

元,资本性支出 41.15 万元。项目支出 583.9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67.1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489.4 万元,

资本性支出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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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非行政参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4 年政府采购总额 177.95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176.15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 1.8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4 辆。

2024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盛源火山盆地铀矿 CO2+O2 实验室浸出工艺探索

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

以盛源火山盆地 60 号矿床为研究对象，旨在对 60 矿床

低品位铀矿 CO2+O2 浸出工艺进行探索，提取可进行选冶试

验的有利信息，探讨其技术可行性。解决战略性矿产资源在

开发利用上的技术难题。

2）立项依据

（1）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上首次宣布我国“二氧化碳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并将

“双碳”目标纳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今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民建工商联组会与来自企

业的政协委员交流时强调了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性，

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重要矿产资源的国内勘查开发，夯实

能源资源安全的根基。此外，天然铀是高度敏感、不可替代、

军民两用的战略资源和能源资源，是发展独立自主核工业的

基础。目前，我国核电厂每年消耗 1300 吨铀，国内产能仅

能满足其三分之一的需求。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

规划》，到 2025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

然而，我国铀采冶能力和水平远不能满足核电对天然铀的需

求。由于我国铀矿床品位低、规模小、开采难度大，亟需研

发铀采冶的新技术和新工艺。

（2）积极响应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3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会后的“部长通道”采访

活动中，王光华部长强调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全面启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完善综合勘查、放开探

矿权二级市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等政策；强化矿产勘探

的科技支撑，创新找矿理论，突破技术和装备“卡脖子”问



题，积极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布局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相关研

究任务。4 月 24 日，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重点专项 2023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指

南内容其中一项就是“低品位铀金多金属矿高效富集与分离

提取技术”。以上宏观政策及立项通知的出台，为我们此项

目的申报提供了依据。

（3）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硬岩性铀矿资源利用率

我省是铀资源大省，境内基本上都是硬岩性铀矿，具有

品位低、开采难，加之现有的铀矿选冶技术对低品位铀矿石

直接水冶工艺存在溶浸剂消耗大，吨金属铀生产成本较高，

很多低品位铀矿变成不能利用的“呆矿”。而地浸开采技术

基建投资少，建设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可有效解决南方硬

岩性铀矿面临的难题。因此，开展低品位铀矿选冶试验研究

对提高我省在全国铀矿地质勘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4）创新铀矿选冶工艺研究，促进矿产资源绿色开发

利用

在铀矿选冶技术发展方面，近十多年来，中国在低品位

硬岩型铀矿的选矿和水冶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有关

单位在理论创新、技术革新、工艺和设备研发方面取得了一

些成绩，也申请了较多的技术发明专利；但因需求不旺，相

比其他有色金属，在选冶技术方面开展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当前的硬岩性铀矿开采存在含



铀废水和尾矿渣量大的问题，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作用比较明

显，而原位地浸选冶工艺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

（5）研究区优越的地质条件是本课题的重要依据

研究区位于钦杭结合带东段，信江盆地西部，是信（江）

—钱（塘）地块月武功山—会稽山前缘褶冲带接触部位，萍

乡—绍兴地壳叠接断裂带横贯全区，此带在燕山期的活动联

合控制了带内陆相火山活动和铀成矿作用。按照行业内的划

分方案，研究区属于赣杭构造火山岩铀成矿带、相山—鹅公

山铀成矿亚带（盛源铀矿田）内，具有良好的铀成矿环境。

含矿地层 K1e3 岩性为凝灰质砂岩、砂岩，矿体形态为层状、

似层状、透镜状，初步分析该层位具有良好的渗透性，含矿

层位上下分别为大于 3m 的晶玻屑凝灰岩和熔结凝灰岩，为

较好的顶底板隔水层；矿体埋深 226～283m 之间，据以往研

究资料，铀元素赋存形式以吸附态为主，以上特征均满足地

浸开采条件，这为我们研究原地地浸试验提供有利的地质依

据。

3）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

4）实施方案：此项目实施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与综合研究，资料电子化为主要

工作内容；



第二阶段进行野外工作，包括岩心编录和样品采集等，

同时开展该地区岩性、岩相鉴定与含矿层位分布规律的研究；

第三阶段：筛选样品，送样分析，开展实验室地浸试验；

第四阶段：总结研究成果，编制成果报告。其中综合研

究工作贯穿研究工作始终。

5）实施周期：本项目为研究性项目，工作时间为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

6）年度预算安排：项目总经费 135 万，其中局支持经

费 60 万，单位自筹经费 75 万。

二、2024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安排 11.4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5.1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运行 6.3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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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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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4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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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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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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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我单位用于除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以外其他用于资源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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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支出（项）指根据《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4 号）安排的地质勘查

基金（周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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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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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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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