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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是地质资 料 管 理 工 作 的 最 终 目 标，在 国 土 资 源 部“十 二 五 规 划”号

召推进两化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服务型社会的今天，通过部“两化”建设的实施，加强地质资料服务

工作，提高地质资料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推进地质资料服务事业的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

集群全国各省市地勘单位建设统一的全国地质资料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真正实现地质资料信息的深度共

享和社会化利用，笔者从实物地质资料保存与服务现状，信息技术与平台的搭建方面详细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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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工作尚处于起步阶

段，全国各实物馆藏机构普遍存在着库藏机构现代

化机设施配套不充足，管理机制不完善，人员配置不

科学等诸多问题；根据国土资源部“十二五规划”关

于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两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作

为地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物地质资料，其信

息服务的集群化产业化亟待加强。本文立足于实物

地质资料服务发展现状对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信息

化建设进行深入阐述。

１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现状

１．１　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１．１．１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尚处于初步阶段

我国地质调查信息化成果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刚

起步，在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信息化建设进程中仍

处于摸索和探究阶段。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方

式比较单一，服务手段比较单薄。主要依靠传统的

取样借阅服务，实物地质资料利用率不高。２００２年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由国务院正式实施，标志着我

国的地质资料收管用进入新的阶段。新颁布的《地

质资料管理条例》中，对实物地质资料的社会化服务

提出了明确规定，实物地质资料收管用进入了全面

推进阶段。

１．１．２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管理相关制度不完善

实物地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 不 健 全，保 管 设 备，经

费，保管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服

务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仅开发利用十分困难，与此

同时造成大量具有地质意义的实物地质资料损毁流

失。相关制度 不 完 善，服 务 的 法 律 法 规 不 严 格。在

此基础上，根据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实物地质资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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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加快馆藏机构及设备建设，强化馆藏管理，
完善机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各个地勘单位收

管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形成科学的规模系列，提供

给社会大众服务。

１．１．３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方面的现状

针对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收管用现状，在资

料信息化方面，目前，中国实物地质资料馆已经部分

建立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并已接收汇交实物地质

资料的，也在积极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的

建设工作，上海馆藏机构是目前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化建设发展步伐最快的区市，广东省接收的实物数

量尚不多，但已开发了实物管理与服务系统，提供网

上查询浏览服务。在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的各省级地

勘单位，目前基本上只有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的简单

账目，尚未全面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相关工作。

２　信息化技术成果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大力推

进信息化，是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

和破解发 展 难 题 的 重 要 手 段。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国土资源管理面临的新形势迫切需要信息化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服务，国土资源信息化将在新

的起点上向纵 深 发 展。国 土 资 源 部 向 全 国 各 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中国

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颁发《国土资源信息

化“十二五”规划》，纲要内容指出“十一五”国土资源

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实现了信息采集和处理的全

数字化，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把全面提高信息

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结合科技信息技术发展方向，
立足全国国土资源信息化现状，使传统的实物地质

应用资料逐 步 向 数 字 化，计 算 机 技 术，网 络 技 术 过

渡，使得原始实物地质资料，成果实物地质资料向现

代化，信息化迈进，全面提升地质调查成果社会化服

务的水平。

２．１　应用系统与管理系统运用于实物地质资料的

管理。
近几年，为了促进地质调查成果的社会化服务，

我国地矿系统先后开发了一系列应用系统（图１）和

信息系统（图２），１∶５万区调实物资料系统，大调查

项目管 理 信 息 系 统，通 过 网 络 技 术，建 立 了 基 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目录查询系统。

２．２　数据库技术应用于地质资料数据的管理

通过数据库技术，国土资源实物资料中心先后

建立了一系列地质类别数据库，如区域地质数据库，
矿产地质数据库，钻孔数据库等利用数据库技术对

海量地质数 据 形 成 了 规 范 管 理（图３）。目 前，全 国

图１　应用系统结构图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源与数据库建设主要内容：实物

地质资料 数 据 库 包 括－业 务 工 作 数 据，实 物 说 明 数

据，库内管理数据，这些数据构成了实物地质资料数

据库（图４），实物图像数据库，全国目录数据库。实

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包括实物地质资料收管用过程中

形成的业务 工 作 数 据，实 物 说 明 数 据，库 内 管 理 数

据，实物图像数据库包含岩芯，标本等实物的扫描图

像数据和这些图像的管理中形成的数据。全国目录

数据库主要包含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现存的

实物地质资料现状与目录数据。

２．３　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建设步伐加快

近几年，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各行业的工作中，地
质行业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通过互联网的开发搭建

了面向公众的远程客户端服务。使得全国各省（市，
区）馆藏机构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形成站点式，地图

分布式服务。大大降低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的成本，
拓宽了服务渠道与服务方式，提高了服务的实效性。

３　信息化技术平台搭建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渠道

通过信息化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实物地质资

料服务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３．１　计算机技术促进资料远程汇交服务。
通过数据 库 和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等 计 算 机 技 术 手

段，研建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实现了全国各

省市（区），直辖市地勘单位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汇

交的远程网上管理。精简了汇交审批手续，提高了

效率。

３．２　实物地质资料业务管理系统的开发

全面推进实物地质资料收管用的信息化管理流

程，省去了资料管理过程中手动冗余环节，把传统的

实物地质资料收管环节电子化流程化，并进行电子

档案式管理。各工作环节步骤进行计算机内系统提

交，工作的时间长度大大节省。

３．３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资源建设进程速度明显提高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国土资源实物资料中心相继推

出区调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例如青藏高原地质资料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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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包含青藏高原２６３个图幅），全国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的矿产资源调查项目中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

以及相关资料数据目录（截至２０１１年完成１４６个案

卷目录的数据采集工作，现在正在不断更新汇总），

在信息技术辅助的前提下，中心正在快速的形成各

种类实物地质资料系列目录。数据量不断加大，提

高了资料信息二次开发利用率。

图２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系统功能结构图

图３　数据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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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与数据源

３．３．１　实物地质资料图文数字化的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来的纸质介质逐步数

字化，并且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原始

实物地质资料和成果地质资料向网络在线查询，下

载模式过渡。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建成馆藏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索引、青藏高原１／２５万

区域地质调查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网络发布资

料目录（案卷目录）、实测剖面目录（文件级目录）、标
本与薄片目录；发布标本描述和薄片鉴定报告；针对

重大地质问题，编写专题资料目录。典型矿床信息

资源整合———以１９个重点成矿区带和４７个整装勘

查区为单元，整合各类信息，包括地质背景、成矿模

式、找矿模型、钻孔信息、岩芯信息、岩芯图像、标本

信息、标本照片等，实物资料信息化产品，并且开展

了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工作，已经完成了１７３个钻

孔岩芯扫描８００００ｍ，薄片显微照片１７７８件，标本照

相约１０００件，实 现 馆 藏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化 著 录

４７份，合计全国各省（区、市）累计完成原始，成果地

质资料数字 化 总 量 岩 芯 扫 描 电 子 文 件 占 用 空 间 约

５７９．６ＧＢ，标本电子照片数据量总计约３１０ＧＢ，相关

资料电子 文 件 数 据 量 约２５２ＧＢ。共 有 全 国 除 台 湾

外３１个省（区、市）全 部 完 成 成 果 地 质 资 料 数 字 化

工作。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年报数字化信息工作进

一步拓展了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方式。

３．３．２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１）基于 Ｗｅｂ的地质资料目录服务系统，提高全

国汇交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级目录服务的直接性和便

利度。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共享服务。通

过建立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以及实物地质资料

各类别数据 库 初 步 形 成 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国 家 馆 藏

体系。

２）矿产地质资料管理、区调地质资料管理结合

服务系统集群整合效果明显。例如，形成了以青藏

高原区调实物地质资料“一张图”网络服务模式。同

时，集成全国除台湾外３１个省市重要钻孔数据资料

通过钻孔数据库平台进行全国示范共享服务。

３）提供馆 藏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化 产 品。目

前，信息化初步阶段，权威性的服务产品或数据产品

尚未形成规模和系列。截至２０１３年，国土资源实物

地质资料中心通过与部分省馆合作，开展了去全国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集成产品开发工作，
制作了一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数据为主、成果资料

目录和图 书文献资料为辅的数据包。

４）实物地 质 资 料 网 络 服 务 成 效 明 显 加 强。目

前，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省、市、区（直辖

市）国土部门扎实推进实物地质资料共享服务集群

化平台的建设。国土资源部构建了全国分布式共享

服务系统，覆盖了全国各省（区、市）重要实物地质资

料元数据目录服务、公开数据服务、依申请定制产品

服务三个层次，进行全国一站式层次管理。国土资

源实物资料中心作为主站点的一个节点，积极汇交

全国收集来的区调，矿调项目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

以及相关资料信息。汇交的资料数量多，信息涵盖

面广，社会化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实物中心信息项

目人员具体完善了以下工作。①通过计算机技术构

建全新的实物地质资料阅览室。通过电子阅览室提

供实物图文资料，科普性媒体资料，及相关资料的阅

览及复制，在线浏览为主，以纸质借阅为辅的服务方

式。全面拓宽了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的利用渠

道。②以互 联 网 形 式 提 供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网 络 化 服

务。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完善，更新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网，及时发布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向社会提供

权威的查询服务，以网站平台提供全国各省市馆藏

机构汇交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以 网 络 版 通 过 资 料 专 题 产

品，数据栏目，一张图，ｉｎｔｅｒｎｅ“一站式”服务体系，通
过建立统一的 地质调查 成 果 社 会 化 服 务 的 门 户 网

站（中国实物地资料调查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

网上浏览服务。中国实物地质资料网站点击总量超

（下转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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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地质调查工作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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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００万次，与此同时，保证网络畅通，安全。③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化服务方式多元化。国土资源实物

地质资料中心研发了实物地质资料标本三维全景展

厅，初步形成了三维地质信息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更
全面直观的向社会公众远程展示馆藏实物的风采。
在服务手段方面实现了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充分

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信息采集手段，开展岩芯表

面彩色图像扫描，标本照相，光薄片显微照相，岩芯

多参数综合采集等工作。丰富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

资源，同时为全国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工作起到

了示范带头作用。

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系统初具规模。
到２０１４年，已经建成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

系统，以中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为基础，与全国范

围内的省级地质资料馆、委托保管单位和各省地调

中心、行业馆联系，建立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

务系统，将实物资料目录数据、相关资料数据、实物

资料数据、服务产品和实物资料行业信息进行了集

群，通过共享服务平台提供社会化共享。
最后，通过近几年国土资源部加大对实物地质

资料的管理机制，管理过程，服务方式的数字化，信

息化，进一步推进了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方式的现代

化、科技化，提高了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发利用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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