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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探讨 

井德刚 邓晃 汪艳芸 
摘要：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中，收集了大量岩心及其配套资料，其中岩矿测试数据是实物地

质资料属性信息，是实物地质资料再利用的重要基础数据。但这些数据未进行科学有序的管

理，比较分散，不便于岩矿测试数据的管理、查询及服务利用。为保障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中岩矿测试数据得到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将零散的岩矿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加工，科学管理，

并进一步建设相应数据库，实现馆藏岩矿测试数据的集中有序存储、管理和维护，以便于对

岩矿测试数据进行标准化管理及资源共享，使相关人员能够全面、准确、迅速地完成有关信

息的获取与分析处理，满足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利用的需要，提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管理与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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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使用大数据管理重要地质数据是发展趋势 

在西方信息发达的国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建立多元空间数据库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在国内，地学数据库也已经引起重视并得到应用，先后建立了全国伴生金、银矿产数据

库；萤石矿产资源数据库；分析测试标准方法目录数据库；区域化探数据库；金属矿产资源

数据库；全国地质钻孔数据库等。由此可见，利用大数据科学管理当前地质行业重要数据已

经成为发展趋势。[1] 
1.2 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是实现地质资料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2014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对今后时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做出了整理部署，筹划了九大计

划，其中第八项提出：地质数据更新与应用服务计划，将以综合采集、加工、处理各类信息

为主要手段，开展基础地质数据更新与集成、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形成符合用户需要信

息产品，及时有效提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资料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管理服务过程中需有基础数据支撑和信息化管理服务方式。实物地质资料岩矿测试数据整

理加工是地质资料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符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要求。 
1.3 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将完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体系 

十几年来，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在不断丰富馆藏实物，逐渐完善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体系

的同时，通过对已经采集的各类文本资料、图件资料和岩心进行图像扫描，对标本进行照相、

对薄片进行显微照相，初步建立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全国重要岩心图像服务

系统向社会提供服务，在此基础上，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将进一步完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

化体系，提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管理和服务水平。 
2 必要性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中，收集了大量岩心及其配套资料，其中岩矿测试数据是重要的配

套资料之一，是实物地质资料再利用的重要基础数据。但这些数据大部分存在于纸上，没有

进行科学有序的管理，比较分散，不便于数据的管理、查询及利用。 
所以非常有必要将零散的岩矿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加工，进一步建设数据库，为实物地质

资料取样评估提供依据，并对外服务。实现馆藏岩矿测试数据的集中有序存储、管理和维护，

以便于实现信息数据共享，从而大大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3 基本原则 

整理加工过程中，岩矿测试数据信息一切以原始资料中测试信息为主，不得轻易更改测

试数据和其他信息，应保障整理加工信息与原始资料中岩矿测试信息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对有误信息应用明显的方式凸现出来，并加以说明。 
一致性：即保障整理加工岩矿测试数据能够准确反映原始资料中测试信息，并保证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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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工过程中不产生错误数据，数值一致，不发生改变。 
完整性：即保障整理加工信息的全面完整，能够获取实物地质资料已测的岩矿测试信息，

即在整理加工过程中保证数据不丢失。 
可用性：即整理加工数据符合实物地质资料自身特点，满足管理和服务实际需求。 
建立数据库应能与实物中心其他系统和数据库相协调，特别是与全国重要钻孔数据库以

及全国重点岩心图像服务系统中有关岩心信息、图片等相衔接。并与各类第三方设备和软件

链接，使其能够和各种信息系统集成，让馆藏样品分析数据库管理系统能够成为各级管理信

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可靠岩矿测试数据信息。 
4 岩矿测试数据收集 
4.1 收集途径 
4.1.1 在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实物档案中收集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收集岩心、标本、副样和光薄片等实物资料同时，收集了与实物密

切相关的成果资料和原始资料。如：地质矿产剖面图、柱状图、各类分析报告等。各类分析

测试数据一般没有单独的档案，大多数散存于钻孔柱状图、样品分析测试表以及成果报告或

原始资料中。对于这些分析数据，将逐档查阅进行收集。 
4.1.2 国家馆有实物但没有相关分析数据的资料收集 

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部分实物资料采集过程中没有收集到样品分析数据，这部分数据

的收集需要去原单位采集。 
4.1.3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过程中新产生的分析数据收集 

近年来有许多专家、学者来实物中心取样，由此产生的新的数据类型多样，有元素分析、

岩矿鉴定、同位素测年等。按照《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管理办法》，在实物中心取样后，

取得的分析结果和测试数据需要向实物中心提供分析数据信息，但现在并没有全部提交。对

于这些分析数据，将逐一追踪后收集。 
4.2 收集内容 

当前国家实物资料馆保管的实物资料类型有：科学钻探、油气勘察、典型矿山、青藏高

原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重点煤矿区、极地和境外地质调查的岩心、标本、副样和光薄片。 
实物资料类型不同，其分析测试信息也不同。通过查阅档案，油气勘察项目含有气体渗

透率，孔隙体积等油气分析数据；典型矿山岩心含有铜、铁、锌等各类元素含量分析数据；

区域调查档案内主要是岩矿鉴定报告；水工环地质勘查、地质科学研究资料中含元素分析、

矿物分析、同位素等测试数据；重点煤矿区样品资料中含有发热量、元素分析、煤灰成分等

煤质分析数据。今后随着实物地质资料种类的增多，服务利用数量增多，可能会有各种各样

的分析项目需要收集。如：物相分析、同位素测年、电子探针等分析项目。 
岩矿测试数据不能单独使用，还需要收集一些基本信息与岩矿测试数据相结合，参考使

用。基本信息包括项目信息、样品信息、测试信息。 
项目信息：项目名称、工作单位、项目日期。 
样品信息：样品地理位置和样品地质信息。 
测试信息：测试方法、测试设备、测试单位、测试时间。 

5 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 
5.1 整理加工内容 

规范整理的测试数据包括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随时收集的实物资料相应数据和实物地

质资料取样测试服务产生的测试数据。因此整理内容要全面，需要包含现有实物资料所有分

析测试数据，并且后期能够持续添加数据。 
整理的测试数据实物资料类型分为岩心、标本和副样等，分析报告分为数据类的定量报

告和描述类的定性报告。整理加工的记录表格应分为岩心分析测试数据表、标本分析测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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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和副样分析测试数据表。这些数据表格内容应该包含实物资料基本情况、样品信息、测

试信息和分析数据。整理的数据格式有记录表和图件两种方式。其中图件主要为岩矿鉴定等

描述性分析报告扫描件和有关图片。 
5.2 钻孔岩心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根据《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DD2006-01）、《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

求》（DD2001-02）、《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52 万）》（DD2005-01）和《固体钻孔

数据库工作指南》设计钻孔岩心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包括基本信息有记录编号、钻孔名称、

矿产地名称、钻孔性质、工作单位、提交单位、检测依据、测试设备、汇交实物、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钻孔深度、钻孔坐标、野外编号、样品位置等。数据信息为分析结果、岩矿分析、

岩矿鉴定、等可添加扩展。 
表 1：钻孔岩心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记录编号: 

钻孔名称 

矿产地名称  钻孔性质  

工作单位  提交单位  

检测依据  

测试设备  

汇交实物  

开孔日期  
孔口坐

标 

X= 

终孔日期  Y= 

钻孔深度  H= 

野外号 

化

验

号 

样品位置 
样品采

取率

(%) 

分析结果 

自 至 
样长

(米) 

岩心

长度

(米) 

岩矿分析 岩矿鉴定.. 

F1 F2 F3 F4 … 

          连接  

          连接  

          连接  

 

5.3 标本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设计标本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包括记录编号、标本名称、矿产地名称、项目名称、工作

单位、项目时间、检测依据、测试设备、汇交实物、野外编号、采样位置、地质位置、野外

定名、实验室编号、检测时间和分析结果。其中分析结果根据测试项目添加扩展。 
表 2：标本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记录编号: 

标本名称 

矿产地名称  项目名称  

工作单位  项目时间  

检测依据  

测试设备  

汇交实物  

野外编号 采样位 地 质 野 外 实 验 检测时 分析结果 

版
权
所
有
：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



 4 / 5 
 

置 位置 定名 室 编

号 

间 
岩矿分析 岩矿鉴定.. 

F1 F2 F3 F4 … 

         连接  

         连接  

         连接  

 
5.4 副样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设计副样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包括：记录编号、副样名称、项目名称、工作单位、检测

依据、测试设备、汇交实物、地理坐标、野外编号、采样位置、地质位置、采样时间、实验

室编号、检测时间和分析结果。其中分析结果根据测试项目添加扩展。 
表 3：副样样品分析测试数据表 

记录编号: 

副样名称 

项目名称  地理

坐标 

X= 

工作单位  Y= 

检测依据  

测试设备  

汇交实物  

野外编号 
采样位

置 

地 质

位置 

采 样

时间 

实 验

室 编

号 

检测时

间 

分析结果 

岩矿分析 岩矿鉴定.. 

F1 F2 F3 F4 … 

         连接  

         连接  

           

6 质量控制 
6.1 控制内容 

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质量控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岩矿测试信息整理过程的质量控

制，二是岩矿测试信息加工处理过程的质量控制。 
6.2 控制要求 

在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录入过程中要保障整理录入信息与原始资料中信息一致、录入信息

要全面、不能删减、不能产生新的错误数据。 
在岩矿测试数据加工处理过程中要保障加工处理的岩矿测试信息应与原始资料中测试

信息一致性和完整性，不能出现丢失或改变原始数据的情况。 
6.3 检查方法 

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质量直接关系服务利用的质量，应予以高度重视，提高岩矿测试

数据整理加工质量。岩矿测试数据整理加工质量检查方法有自查、核查和抽查。 
自查：岩矿测试信息录入人员在录入过程中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录入，录入完成一份档案，

结合原始资料自行检查一次，发现错误及时更正，并做好记录。 
核查：即通过互检或者由特定人员对已自查过的整理信息结合原始资料进行核查，发现

与原始资料不一致和格式有误的，差错率超过规定范围（3‰），必须重新进行整理录入，做

好相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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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由专人对已整理的档案不定期进行抽检，如果差错率超过规定要求（3‰），必须

重新进行整理录入，做好相应的记录。 
7 结语 

地质实验测试工作产生的数据是地质科学研究，矿产资源及地质环境评价的重要基础，

是发展地质勘查事业和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支撑。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产生岩矿测试

数据应予以精细化管理；建立相应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体系，实现资源共

享，使相关人员能够全面、准确、迅速地完成有关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处理，满足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和服务利用的需要，提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管理与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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