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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地质工作中取得的岩心、 标本、 样品或制作

的光 (薄) 片等ꎬ 是取自于地球的第一手地质资料ꎬ 在地质科研、

找矿、 城市建设、 防灾减灾中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ꎮ 保管好实物地

质资料ꎬ 通过扫描数字化等手段提取实物地质资料蕴含的各类物化

信息ꎬ 以提供服务利用至关重要ꎮ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保管主要是指

接收、 整理实物地质资料ꎬ 使其达到有序化、 规范化的组织形态ꎬ

并进行必要的包装防护ꎬ 保持有利于其性状稳定的保管环境ꎬ 确保

实物地质资料长期稳定、 可用ꎮ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提取是指对实物

地质资料进行拍照、 扫描、 分析等ꎬ 获取实物蕴含的各类物理、 化

学参数ꎬ 将实体岩心、 标本等 “数字化”ꎬ 以便于服务利用ꎮ 此外ꎬ

“信息提取” 的手段必须是无损的ꎬ 无须取样ꎬ 不破坏实物ꎬ 与传

统意义的实验室分析测试有明显区别ꎮ

近 １０ 年来ꎬ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保管工作取得的进展十

分显著ꎬ 从最初的主要由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的保管ꎬ 发展到

“三级库藏保管” 体系———国家层面的库藏保管、 省级层面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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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保管和基层单位的自行保管ꎮ 具体来讲ꎬ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

料中心 (以下简称 “实物中心”) 作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ꎬ 负责全国范围内典型性、 代表性和特殊性实物地质资料的

库藏保管工作ꎬ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已经积累了 ３５ × １０４ｍ 岩心、

１ ７ 万多块标本和 ４ 万多片光 (薄) 片等实物地质资料ꎮ 各省

(区、 市) 也积极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ꎬ 安徽省、 上海市

已经建成了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ꎬ 其中安徽省实物库房能够保

存 ３００ × １０４ｍ 岩心ꎻ 广东、 山东、 四川等省按片区建设了分库并

开始接收实物地质资料ꎻ 北京、 辽宁、 浙江、 福建等省 (市) 也

将建设省级实物库房ꎮ 除此之外ꎬ 全国广大的地勘单位和矿山企

业还保管着海量的实物地质资料ꎮ 据 ２０１０ 年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摸底调查统计ꎬ 全国有 ４８２ 个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ꎬ 保管岩心

８２５ × １０４ｍꎬ 另外露天保管岩 (矿) 心 １８０ ６３ × １０４ｍꎮ

由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特殊性ꎬ 其管理方法与成果和原始地质

资料管理既有着相同之处ꎬ 也有着较大的区别ꎮ 相同之处在于ꎬ

岩心、 标本等实物地质资料本身也属于 “科技档案” 的一种ꎬ 要

对其进行档案化管理ꎬ 其配套的各类纸质、 电子资料的管理与成

果和原始地质资料管理大同小异ꎬ 仅仅因为其在资料的构成上不

同而有所区别ꎮ 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扫描数字化方面 (即信息提

取)ꎬ 成果和原始地质资料的扫描数字化仅仅是改变资料的载体

性质ꎬ 将之从纸质载体转变为电子载体ꎬ 不改变资料的种类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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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ꎬ 不能得到新的信息ꎻ 但实物地质资料的扫描数字化是要提取

实物表面和内部蕴含的图像、 结构构造、 矿物组成、 元素浓度等

各类物化信息ꎬ 因此实物地质资料的扫描数字化的重要特点是能

够得到新的信息ꎬ 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提取方式ꎮ

目前ꎬ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提取技术方法的发展日新月异ꎬ 以

岩心为例ꎬ 通过岩心扫描技术获取岩心数据的种类多达 １０ 余种ꎬ

如岩心高光谱矿物组成扫描、 ＣＴ 结构构造扫描、 电阻率扫描、 磁

化率扫描、 Ｐ 波速度扫描、 伽马密度扫描等ꎮ 岩心扫描技术作为

一种便捷、 高效、 成本低、 无须破坏测试对象的技术方法ꎬ 既适

用于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ꎬ 也适用于地勘单位和工矿企业ꎮ 对

于馆藏机构而言ꎬ 开展岩心扫描信息采集工作ꎬ 将提取的数据进

行集成ꎬ 可以将实体岩心、 标本等数字化ꎬ 建设 “数字实物库”ꎬ

既能够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ꎬ 也可以大大延长珍贵实物地质

资料的服务年限ꎮ

本书将立足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特点ꎬ 探讨如何规范实物地质

资料库藏保管与信息提取工作ꎬ 包括: 如何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的

建档、 整理和扫描数字化等工作ꎻ 如何实现岩心、 标本等实物和

与其配套的各类纸质、 电子资料的有序化组织ꎬ 确保资料的安全

与长期保管ꎻ 如何提取实物蕴含的各类物化信息ꎬ 为实物中心、

省级实物馆以及保管有实物地质资料的行业部门、 地勘单位、 矿

山企业等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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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 ２０１４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的工作项目 “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政策及技术方法研究” 的支持下完成的ꎮ 在编写的过

程中ꎬ 实物中心组织技术人员系统地总结了 １０ 余年馆藏管理工

作的经验ꎬ 取精华、 去糟粕ꎬ 同时参考了大量的政策制度、 技术

标准、 内部研究成果和相关书籍ꎬ 详细见 “参考文献及资料” 明

细ꎮ 本书第一章至第二章由高鹏鑫编写ꎬ 第三章由魏雪芳、 高鹏

鑫、 孙东洵、 沈迪、 张海兰、 戴晨元、 田荣军、 张志国、 王浩、

田琼编写ꎬ 第四章主要由史维鑫、 高鹏鑫、 王瑞红、 朱有峰、 于

井春、 赵秋玲、 韩东文、 陈杰、 陈佳、 沈燕绪编写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ꎬ 得到了全国地质资料馆张慧军、 强新、

于瑞洋、 王成锡、 刘思宇等同志和实物中心颜世强、 刘凤民、 张

业成、 李寅、 易锦俊、 刘向东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ꎬ 他们提

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ꎬ 在此一并致谢ꎮ

本书可作为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及保管有实物地质资料的

地勘单位、 工矿企业等开展实物地质资料接收、 整理、 保管和信

息提取的业务参考ꎮ 欢迎各领域专家在阅读或利用本书的过程

中ꎬ 就进一步丰富、 完善本书内容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ꎮ

编委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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