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３年２月

中　国　矿　业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Ｆｅｂ．　２０１３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建设：
以铁矿实物地质资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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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是我国目前 唯 一 的 一 个 国 家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其 馆 藏 体 系 建

设是确立国家馆收藏的指导思想，对该馆长 期 的 发 展 意 义 重 大。本 文 结 合 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建 设 的 特

点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馆藏体系标准，从馆藏体系的建立、实施及效果应用出发，以铁矿实物地质资料

为例简述馆藏体系建设过程，从而为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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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我 国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国 家 对 能 源 的 需

求也越来 越 高，对 于 地 质 人 来 说 也 将 面 临 着 更 严

峻的挑战，因 此，作 好 资 源 勘 查 工 作，提 高 国 内 资

源的保证程度势 在 必 行。然 而 早 期 在 地 质 资 源 勘

探、开采过 程 中，对 地 质 资 料 成 果 保 存 力 度 不 够，
致使许多 有 价 值 的 资 料 遗 失，非 常 不 利 于 对 地 质

工作的开展。
近年来，由于地质工作的不断地深入，地质资料

成果的重要程度已经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家

于２００２年成立了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实物

地质资料 馆 藏 机 构———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２００４年建成 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并 发 布 了 相

应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馆

藏管理体系，标志着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正逐步

走向专业化，开了进行实物地质资料全面管理的先

河。本文以铁矿实物地质资料为例，简述介绍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的建设过程。

１　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的建立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体系是指经过精心选择和长

期收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实物地质资

料（包括不同地区由各种地质工作产生的岩矿心、标
本、样品、光薄片等）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中，将其

按照特定内在的联系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从而建立

了自身的馆藏体系。其资料馆中保管的实物地质资

版
权
所
有
：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２卷

料一方面可作为地质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档案，予

以保管，作为地质工作历史实物见证；另一方面作为

宝贵的信息资源进行深入开发研究，为进一步工作

发挥作用。从管理体系建立的过程上看，实物地质

资料馆馆藏体系包括四方面［１］。

１．１　确定采集目标

实物地质资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建立馆藏

体系的基础，主要从实物形态、产出的工作类型、学

科、地区、保管条件、保管期限和利用条件等方面对

实物地质资料进行分类，尤以地质工作类型和地质

学科两类最为重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实物

地质资料收藏范围，主要包括：区域地质调查，固体

矿产勘查，石 油、天 然 气、煤 成 气 勘 查，海 洋 地 质 调

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科学研

究史物地质资料，进而根据建立馆藏体系要求具体

确定实物地质资料采集的对象。

１．２　制定筛选条件

依据馆藏体系建设属性要求，在实物地质资料

筛选遵循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和系统性原则的前

提下，确定实物地质资料采集目标，制定不同类型实

物地质资料筛选条件，作为收集的依据。在各类实

物地质资料中，数量最多的当属矿产勘查类实物地

质资料，其矿床级别、成矿规模、成矿类型、成矿时代

及成矿区（带）是筛选必要条件；同时，对具有重要或

特殊意义的矿床，如：有特殊成因意义、矿物学意义，
新矿床类型、新矿种类型或发现新矿物的矿床，某些

非传统矿产资源等都是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重

要条件。

１．３　统筹安排采集、工作计划

根据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的职责、发展

目标和实际能力，安排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工作———
既有５年和１０年的长远规划，又有年度工作计划，
把确定的采集目标落到实处。

１．４　实施实物地质资料采集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采集目标，依据采集、工作计

划，落实工作职责和运营经费，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技

术规范，分期分批实施地质资料采集工作。

２　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的实施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种类

齐全的国家之一。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查明的铁矿

资源储量为７１４亿ｔ，居中国金属矿储量第一，世界

第五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各个产业对铁矿石的需

求多年来持续增加（据称是最大的），据中国钢铁协

会的预测显示，中国的钢铁需求可能在２０１５年相比

２０１０年上涨２５％至７．５亿ｔ，可见铁矿石资源在整

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铁矿为例，概
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的建立过程。

２．１　采集目标的确定

建国６０多年来，我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在铁矿资

源的勘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创了铁矿勘

查新局 面。据 统 计，目 前 全 国２９个 省、市、自 治 区

６６０多个县或多或少地拥有铁矿储量［２－３］，其地质工

作产生的铁矿实物资料类型主要以岩（矿）芯、岩屑、
标本、样品、光片等形式存在，主要应用于区域地质、
固体矿产、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地质科学研究等领

域。然而，因年代久远，加之受场地、经费的限制，铁
矿实物地质资料并未得到妥善的保管，致使部分有

价值的资料流失或损毁。
为了给我 国 现 代 化 建 设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资 源 保

障，国家先后组织开展了《危机矿山》找矿，《大调查

重要岩芯、标本筛选与服务体系建设》、《整装勘查》
等项目，以满足我国的后备资源不足问题。同时，国
家及地方加强了对实物资料的整理、保存力度，对剩

余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有效的管理，为我国制定矿产

资源战略提供了基础支撑。
本次铁矿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是在《大调查

重要岩心、标本筛选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基础上，
以《危机矿山》和《整装勘查》等项目为依托，主要是

对分布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系统性的铁矿

床的岩心、标本、样品等实物资料以及所附带的原始

资料、成果资料进行筛选采集，将其收录到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中。

２．２　制定筛选条件

铁矿资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筛 选 需 满 足 以 下 几

点，方可收藏、保存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中。

２．２．１　成矿规模

我国铁矿资源呈现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大型

铁矿床 少 的 特 点。已 勘 察 的 超 大 型、大 型 铁 矿 床

（如：海南昌江石碌铁矿、白云鄂博铁矿、鞍山砬子山

铁矿、辽宁齐大山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尼雄铁

矿、云南惠民铁矿、大冶铁山铁矿等等）都具有特定

的地质成因及成矿条件，为多种成矿作用叠加的结

果，且都形成于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能够全面反应

整个区域内、甚至是其对应铁矿床类型的成矿地质

环境、成矿规律；而个别中型铁矿床（如：吉林大栗子

铁矿）有独特的地质成矿条件和成矿类型，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和 代 表 性，这 些 对 从 事 科 研 考 察、教 学 研

究、收藏意义重大，对铁矿资源进行远景评价和潜力

预测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意义［４－５］。因此，超
大型、大型铁矿床实物地质资料的收集是国家实物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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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库的重点，附带典型的中型矿床。

２．２．２　成矿类型及时代

我国铁矿床类型齐全，成矿时代从太古宙到中、

新生代均有发育，主要包括沉积－变质型、岩浆型、接

触交代－热液型、火山岩型、沉积型、风化淋滤型和其

它矿床类型７种（图１）。

图１　我国铁矿床成矿类型所占的资源储量比例

　　沉积－变质型 铁 矿 床 是 我 国 十 分 重 要 的 铁 矿 类

型，成矿时代主要为太古宙和古元古代，查明资源储

量３３５．１９亿ｔ，以分布于辽宁鞍山－本溪 一 带 的“鞍

山式”铁矿最为典型，吉林的“大栗子式”铁矿也是典

型代表。岩浆晚期铁矿床成矿时代主要为古生代及

元古 宙，查 明 资 源 储 量９６．０３亿ｔ，主 要 包 括 攀（枝

花）西（昌）地区的“攀枝花式”铁矿床和河北省承德

地区的“大庙 式”铁 矿 床 两 种。接 触 交 代－热 液 型 铁

矿床又称为矽卡岩型矿床，成矿时代主要为中生代，

查明 资 源 储 量８１．５１亿ｔ，在 我 国 分 布 十 分 广 泛。

火山岩型铁矿床成矿时代为元古宙、古生代及中生

代，查明资 源 储 量２３．７７亿ｔ，主 要 分 布 于 宁 芜－庐
枞，云南大红山、新疆阿勒泰和东天山等地区。沉积

型铁矿床成矿时代多，查明矿产资源量５６．２３亿ｔ，

以河北宣化庞家堡的“宣龙式”铁矿和湖南省宁乡的

“宁乡式”铁矿为代表。风化淋滤型铁矿床矿床埋藏

浅，主要分布于我国两广、福建、贵州、江西等省区，

查明资 源 储 量３．６７亿ｔ。其 他 重 要 铁 矿 床 主 要 包

括内蒙古白云鄂博和海南石碌两类，其成因都很复

杂，资源量很大，是我国铁矿资源发展重要的两个地

区［６－１０］。

沉积－变质型、岩 浆 型 和 接 触 交 代－热 液 型 铁 矿

在我国分布最广，是我国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应是国

家馆藏机构重点收藏的对象；火山岩型和沉积型铁

矿在我国铁矿资源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且在全国

部分地区也就有分布，也应对具有代表性的矿床进

行收集；风化淋滤型和内蒙古白云鄂博、海南石碌两

类矿床，都具有典型性的意义，应作为国家实物资料

库实物收藏的补充，以满足馆藏建设的要求。

２．２．３　重要成矿区（带）

我国铁矿床呈集中分布的特点，从而构成一些

重要的铁矿成矿区（带），主要包括鞍山、本溪、攀西、

滇中、冀东、密云、长江中下游、鄂西、湘西、邯郸、邢

台、五台－吕梁、包头－白云鄂博、安徽霍邱、鲁中等东

中部勘查程度较高的地区。近些年来，随着地质普

查与勘探工 作 的 全 面 开 展，新 疆 的 东 西 天 山、阿 尔

泰、阿尔金南缘、东西昆仑地区，西藏冈底斯成矿带、

海南西部铁矿区等都具有很大的成矿潜力［７，１０］。

从图２可以 看 出，鞍 山－本 溪、攀 西－滇 中、冀 东－
密云、长江中下游、鄂西－湘西北、鲁西铁矿等铁矿区

是我国目前重要的６个铁矿集中区，因此是进行铁

矿实物资料收集的重点；邯郸－邢台、五台－吕梁铁矿

成矿区具有一定的探明储量，可进行部分的实物采

集；白云鄂博铁矿、海南石绿铁矿、西藏冈底斯铁矿

成因等因素存在争议，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作为

我国实物资料库的补充；新疆地区铁矿是近些年乃

至今后开发的重点，潜力巨大，将随着国家勘探、开

发的进程逐一进行实物筛选采集。

２．２．４　其他筛选因素

除上述刷选条件外，对具有重要或特殊意义的

矿床，都应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如：白云鄂博铁

铌稀土矿床 是 迄 今 为 止 独 一 无 二 的 超 大 型 稀 土 矿

床，以其规模巨大，储量丰富，铈族稀土品位高而著

称于世，矿床中发现了许多新矿物，具有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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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我国铁矿重要成矿区（带）资源储量图

济、科研价值；海南石碌铁矿石国内重要的富铁矿石

产地，具有重 要 的 成 因 意 义，为 中 国 特 有 的 罕 见 矿

床；河 北 司 家 营 铁 矿 床，矿 石 储 量２亿ｔ，是 华 北 地

区最大的铁矿，由于水文地质复杂等原因尚未开发，

需要今后运用科技攻关加以解决；另外，对一些新发

现的大型（隐伏）铁矿（如：辽宁大台沟、河北杜蒿坨、

西藏尼雄、新疆阿吾拉勒等一批铁矿），也应给予高

度的重视。总之，这些地区的铁矿资源是建设国家

馆藏机构必不可少的部分，都需要给予收集珍藏。

２．３　统筹安排采集、工作计划

本着以“典型矿山岩心为主体，科学钻探岩心为

精品，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的目标，紧紧围绕为政

府管理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服务的方向，

制定铁矿资源实物地质资料馆藏体系建设规划。

２．３．１　制订铁矿实物资料馆藏体系建设方案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铁矿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状况考察调研工作，了解铁矿实物资料的管理

现状与发展趋势；二是全面掌握铁矿的类型、数量、

分布及保管利用等情况，对长期积存的铁矿实物资

料进行初步筛选评估；三是借鉴国内外相关成熟馆

藏体系建设思路、方法，结合本单位馆藏体系建设职

责、发展目标和实际能力，确定铁矿实物资料馆藏工

作内容、流程，制定馆藏服务体系方案。

２．３．２　实施铁矿实物资料筛选、采集，确定实物地

质资料筛选目录

一是制定统一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汇交、保管

标准，完善汇交管理制度，强化汇交人与馆藏机构之

间的汇交管理责任；二是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
集时，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将反映

全国或区域重要地质铁矿床特征和地质现象，显示

重要铁矿地质工作成果的实物地质资料；具有较高

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有可预见的利用率和较高重

置成本的铁 矿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及 其 相 对 应 的 原 始 资

料、成果资料汇交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中进行收

集、整理、保存、研究、开发、服务工作，并为全国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提供示范；三是为了保证筛选的科学

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对

铁矿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最后评估，确定实物地质资

料筛选目录。

２．３．３　加强铁矿实物地质资料馆藏体系管理制度，
建立长期有效运行机制。

在确定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目录基础上，建立健

全实物地质资料整理入库制度、实物地质资料安全

保管制度、实物地质资料利用制度、实物地质资料保

密制度和实物地质资料保护制度等，推进地质资料

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确定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

务产品方案，满足地质找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２．４　实施实物地质资料采集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采集是按照国务院《地质资

料管理条例》及国土资源部发布实施《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 法》规 定，由 国 家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汇交采集室负责

具体实施。依据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工作计划，在全

国范围内，由国家级馆藏机构派相关地质工作人员

或专家与各省级、地区馆藏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协调，

分期分批的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工作。

３　馆藏体系建设效果应用

依照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藏体系建设的指导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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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崔立伟，等：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体系建设：以铁矿实物地质资料为例

想、方针，基本实现国家馆藏体系建设的制度化、规

范化，确保了实物资料各项工作内容的顺利开展，为
进一步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结合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综合考虑铁矿实物

资料筛选条件，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从２００２年开始

开始对分布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铁矿实物

地质资料进行采集，截止至今，除吉林大栗子铁矿、
重庆綦江铁矿、湖北官店铁矿等少数几个未开始采

集外，其它全国主要铁矿实物地质资料（岩芯、标本、

样品等）及 所 附 带 的 原 始 资 料、成 果 资 料 已 基 本 入

库。目前全 国 范 围 内 确 定 了３５铁 矿 床 筛 选 名 录，
即：共取铁矿钻孔６２个、孔深３６４７７．０５ｍ、标本４１９
块、大型标本１２块（图３）。

但随着我国地质工作不断地深入发展，对未来

新发现的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铁矿床，其铁矿物

地质资料还 将 继 续 被 收 录 到 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中，丰富馆藏实物地质资料体系，为地质勘查和科学

研究提供基础依据。

１．迁安铁 矿（太 古 代、超 大 型）；２．弓 长 岭 铁 矿（太 古 代、大 型）；３．满 银 钩 铁 矿（元 古 代、中 型）；４．大 台 沟 铁 矿（元 古 代、超 大

型）；５．砬 子 山 铁 矿（太 古 代、超 大 型）；６．屯 头 铁 矿（太 古 代、大 型）；７．兰 陵 铁 矿（太 古 代、超 大 型）；８．单 县 铁 矿（太 古 代、大

型）；９．良山铁矿（太古代、大型）；１０．舞阳铁矿（太古代、大型）；１１．呼延庆山铁矿（太古代、大型）；１２．司各庄铁矿（太古代、大

型）；１３．马城铁矿（太古代、大型）；１４．天湖铁矿（太古代、大型）；１５．大栗子铁矿（元古代、中型）；１６．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晚古

生代、超大型）；１７．大庙黑山铁矿（元古代、大型）；１８．白涧铁矿（中生代、大型）；１９．大冶铁矿（中生代、大型）；２０．金山店铁矿

（中生代、大型）；２１．桃冲铁矿（中生代、中型）；２２．尼雄铁矿（中生代、大型）；２３．韦岗铁矿（中生代、中型）；２４．马坑铁矿（中生

代、大型）；２５．利国铁矿（中生代、中型）；２６．和尚桥铁矿（中生代、大型）；２７．泥河铁矿（中生代、大型）；２８．梅山铁矿（中生代、

大型）；２９．鹅头厂铁矿（元古代、大型）；３０．蒙库铁矿（古生代、大型）；３１．綦江 铁 矿（中 生 代、中 型）；３２．庞 家 堡 铁 矿（元 古 代、

大型）；３３．官店铁矿（中生代、超大型）；３４．白云鄂博稀土矿（元古代、超大型）；３５．石碌铁矿（古生代、大型）

图３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筛选铁矿床分布图（据，张承帅修改）

４　结论

１）国家实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体 系 建 设 包 括 采 集

目标确定、制定筛选条件、统筹安排采集工作计划和

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实施四个部分，其中实物资料筛

选条件的制定是体系建设的关键。

２）综合考虑我国铁矿床的成因规模、成矿类型

及时代、成矿区（带）等因素，并结合我国铁矿资源的

特点，目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共遴选出３５个铁矿

床作为实物地质资料的收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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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恢复治理工程剖面布置

６　结语

土岭高岭土矿排土场目前主要存在边坡滑移变

形、泥石流以及地表生态环境破坏等矿山地质环境

问题，已对矿山安全生产与当地人民生命财产构成

威胁，必须进行工程整治。
综合考虑该矿山排土场所处地形地貌、地层结

构与岩土特性、周边环境条件以及稳定性计算结果

等，确定了削方减载、挡土墙支挡、浆砌石骨架植草

护坡、截排水以及人工观测等综合性恢复治理工程

方案，同时依据有关规范技术要求，对该恢复治理工

程方案进行了系统设计。治理工程实施后表明：该

方案不仅有效地消除了该矿山排土场所潜在的地质

灾害安全隐患，而且还全面恢复了其生态环境，缓和

了矿山企业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节减了

工程成本，实现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三

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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