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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地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岩芯、标本、光薄片、副样等资料，具有重要的重复

利用价值。但因其数量多、体积大、重量大等特点，在资料保管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资料的重复利用价值也

没能得到较好发挥。“分类定级”的管理思路是 解 决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难 题，提 高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利 用 水 平

的有效途径，通过“分类定级”，对实物地质资 料 进 行 筛 选，划 分 为 国 家 级、省 级 和 基 层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分

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可改变以往不加以区分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使有限的库房资源保管最

为重要、珍贵的实物地质资料，切实提高资料的保管水平和重复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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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保管与扫描数字化技术方法。

　　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地质工作中，在钻探、取样、
制样和分析 测 试 等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岩 芯、标 本、光 薄

片、副样等资 料，是 直 接 取 自 于 地 质 体 的 第 一 手 资

料，不受人的主观意识所影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档案性，与成果地质资料、原始地质资料共同构成了

“地质资料”，在地质找矿、科研、地籍管理、矿业权保

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利用价值。
目前全国保管有实物地质资料的单位众多，包

括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各省实物地质资料馆、油气

实物地质资料馆等，众多地勘单位、工矿企业也保管

了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以岩芯为例，据２０１０年全国

实物地质资料摸底调查统计，全国有４８２个实物地

质资料保管单位，保管岩芯８２５万ｍ，另外露天保管

岩芯１８０．６３万ｍ。大概每年岩芯钻探量有２０００万

ｍ，但大多数是不保管岩芯的工程钻等，能保管下来

的，按每年十分之一，即２００万ｍ计算，数量仍然十

分庞大。
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和保管费用高昂，在资料

汇交方面，岩芯、标本、光薄片、副样均需要整理、包

装、运输等，成本较高，据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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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汇交１ｍ岩芯需要的费用约２０～５０元；在保

管方面，《地质调查预算标准（２０１０）》规定的岩芯保

管费为１５元／ｍ，但据调研，这部分费用远远不能满

足需求。
因此，将所有的实物地质资料不加以区分地全

部入库保管是不现实的。有必要对实物地质资料进

行合理的分类定级，按照其档案价值、利用价值、稀

缺程度、获取难易程度等，将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

级别，进行精细化管理。在分类定级的基础之上，确
定保管资料的数量和比例，以及不同资料的管理、保
管与服务方式，使有限的库房空间尽可能地保管最

为珍贵、最有利用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指导馆藏机

构和保管单位对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精细化管理，提

高资料的利用水平。

１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定级的概念及方法

１．１　分类定级的概念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定级是指首先按照产生实物

地质资料的地质工作类型，将资料分为“区域地质调

查、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海洋

地质、地质科学研究类实物地质资料”七个类别，在

每个类别内部，综合考虑实物地质资料的档案价值、
利用价值、稀缺程度及获取难易程度等因素，将实物

地质资料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基层单位级实物地质

资料”三个不同的级别。

１．２　分类定级的方法

１．２．１　分类建议

在分类方面，建议参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３４９号）之规定，按照产生实物地质资料的

地质工作类型，将实物地质资料划分为区域地质调

查、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海洋

地质和地质科学研究等七类实物地质资料。

１．２．２　定级建议

建议根据实物地质资料的重要程度和再利用价

值的高低，依次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基层单位级三个

级别。其中，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是指能够反映全

国或区域地质现象或重大地质工作成果，具有全国

代表性、典型性、特殊性的实物地质资料；省级实物

地质资料是指能够反映本省（区、市）主要地质工作

成果，具有本省（区、市）代表性、典型性、特殊性的实

物地质资料；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是指除国家级和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外，对于地质工作具有一定重复

利用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

１．２．３　分类定级的方法

采用二维分类定级法，横向上进行分类，纵向上

进行定级，见表１。

表１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定级方法示意表

分类
定级 区调类 矿产勘查类 水文地质类 工程地质类 环境地质类 海洋地质类 地质研究类

国家级 ２．１　 ２．２ 无 无 无 ２．３　 ２．４

省级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２．１０　 ２．１１

基层级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１８

注：“２．１等数字代表的具体内容见第２章”。

２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定级标准

建议按照以下标准对实物地质资料进行分类定

级的。

２．１　区调类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产自层型剖面上的标本、样品、光薄片等。包括

产自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全球辅助层型剖面上的标

本、样品、光薄片等，产自年代地层主要断代建阶层

型剖面上的 标 本、样 品、光 薄 片 等 和 产 自 岩 石 地 层

“组”级层型剖面上的标本、样品、光薄片等。国家重

大地质调查项目代表性主干剖面上的系列标本和光

薄片，有重大成果或发现的区域地质调查项目代表

性主干剖面上的系列标本和光薄片。工作区位于空

白区或工作程度较低区域、重要成矿（区）带、重要经

济区、城市中心区域和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和著名

地质遗迹等未来难以开展地质工作区域的区域地质

调查项目代表性主干剖面上的系列标本和光薄片。

２．２　矿产类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重要矿种的超大型、大型矿床反映矿床地质特

征的主勘查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芯。代表性钻孔要

控制主要矿体、兼顾次要矿体，反映矿区内主要成矿

地质特征，包括主要矿石类型、地层、岩体、蚀变、构

造现象等。新矿床成因类型、新矿种、典型矿床等具

有特殊意义的矿床主勘查线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
芯。矿区勘查工作形成的深孔（大于２０００ｍ）岩芯。

２．３　海洋地质类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海洋区 域 地 质 调 查 项 目 产 生 的 钻 孔 岩 芯（岩

屑），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项目产生的代表性钻孔岩

芯（岩屑）和远洋、深海中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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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地质科学研究类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科学钻探、极地考察、天体地质、深部地质及国

家重大地质研究专项等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包括

岩芯（岩屑）、软泥、冰芯及各类标本、样品等。在研

究地球结构构造、形成演化、地壳运动、成矿作用、成
矿模式等 方 面 有 重 要 发 现 的 岩 芯、岩 屑、标 本、样

品等。
地质科学研究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重大研究

价值或采于特殊生物群的各类古生物化石标本等，
包括：按照《国家古生物化石分级 标 准（试 行）》，属

于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且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古生

物化石名录》的古生物化石的标本，重要古生物化石

的模式标本，新发现的门类种属或存在重大争议的

古生物化石标本和反映生命演化过程和生物演化巨

变事件的含有特殊生物群的地层剖面上的标本、样

品、光薄片。

２．５　区调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本省（区、市）内主要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控制性、
典型性剖面上的标本、光薄片及布置的钻孔产生的

岩芯，本省（区、市）内有特殊意义的地层、沉积建造

剖面上的标本、样品、光薄片等，对地层划分有较重

要意义且争 议 较 大 的 地 层、沉 积 剖 面 上 的 标 本、样

品、光薄片等，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副样和区域地球物

理调查形成的标本。

２．６　矿产勘查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本省（区、市）内重要矿种的超大型、大型、中型

矿床主勘查线上的钻孔岩（矿）芯；其余重要勘查线

上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等。本省（区、市）内优势

矿种、特有矿种、特有成因类型等具有特殊意义的矿

床主勘查线上的钻孔岩（矿）芯；其余重要勘查线上

的代表性钻孔岩（矿）芯等。

２．７　水文地质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大型地下水源地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芯

（岩屑），严重缺水地区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

芯（岩屑）。具有重要水文地质意义的含水层（组）或
含水构造带（岩溶发育带、断裂破碎带、裂隙密集发

育带等）的代表性钻孔岩芯（岩屑）。重要地热资源

勘查代表性或深孔岩芯（岩屑）。

２．８　工程地质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重大工程、标志性建筑工程地质勘查形成的深

孔、特 殊 孔 钻 孔 岩 芯（岩 屑）。海 洋 工 程 地 质 勘 察

（查）形成的钻孔岩芯（岩屑）、柱状样等。

２．９　环境地质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城市及重要经济区、海岸带地质环境调查评价

代表性钻孔岩芯（岩屑）。反映重大地质环境演化及

环境事件，具有全球或区域对比意义的钻孔岩芯（岩
屑）、标本、样品等。有代表性的地面沉降勘查基岩

标、分层标钻孔岩芯（岩屑）。大型滑坡、危岩、泥石

流勘查防治工程钻孔岩芯（岩屑）。

２．１０　海洋地质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海岸带、浅海开展地质工作产生的代表性实物

地质资料。

２．１１　地质科学研究类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第四纪地 质、火 山 地 质、冰 川 地 质 等 产 生 的 岩

芯、标本、样品等，反映大型构造带特征及形成演化

的典型标本和地质科学研究产生的一般性古生物化

石标本。

２．１２　区调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具有一定重复利用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包括

区调图 幅 剖 面 上 和 地 质 点 上 的 标 本、样 品 和 光 薄

片等。

２．１３　矿产勘查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矿区边部、外围或勘查程度较低区域的钻孔岩

（矿）芯、标本、光薄片，基本分析样的副样，钻孔化探

分析样副样。工业远景不明、未进行综合评价、矿石

组分复杂、选 冶 性 能 差 等 矿 区 的 钻 孔 岩（矿）芯、标

本、光薄片，基本分析样的副样，钻孔化探分析样副

样。矿床成因类型有争议、可回收伴生组分未查明

或存在其他 原 因、问 题 的 矿 区 的 钻 孔 岩（矿）芯、标

本、光薄 片，基 本 分 析 样 的 副 样，钻 孔 化 探 分 析 样

副样。

２．１４　海洋地质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海岸带、浅海开展地质工作产生的一般性实物

地质资料。

２．１５　水文地质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大型地下水源地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芯

（岩屑），严重缺水地区水文地质勘查代表性钻孔岩

芯（岩屑）。具有重要水文地质意义的含水层（组）或
含水构造带（岩溶发育带、断裂破碎带、裂隙密集发

育带等）的代表性钻孔岩芯（岩屑）。重要地热资源

勘查代表性或深孔岩芯（岩屑）。

２．１６　工程地质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具有区域性工程地质条件对比或科学意义的工

程地质勘查的钻孔岩芯（岩屑）等。

２．１７　环境地质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反映一般地质环境演化及一般环境事件的钻孔

岩芯（岩屑）等。

２．１８　地质科学研究类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地质科学研究除国家级、省级实物地质资料以

外的实物地质资料均可定为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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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各类实物的数量及管理职责建议

３．１　数量建议

根据每年产生实物地质资料的数量、保管单位

的保管能力以及利用需求等因素，适当划分国家级、
省级和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的比例，建议国家级实

物地质资料所 占 比 例 为５％，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所

占比例为１５％，基 层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所 占 比 例 为

３０％。以岩芯为例，每年钻探量按２０００万 ｍ，产生

岩性量按２００万ｍ，其中国家级岩芯２００万ｍ×５％
＝１０万ｍ，省级岩芯３０万 ｍ，基 层 级 岩 芯６０万 ｍ
（图１）。

图１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比例划分及数量估算

３．２　管理职责划分建议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建议由国土资源部代表

国家进行统一接收与保管，并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

服务。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建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国土资源厅（局），代表省级政府进行统一接收和

保管，并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利用。
基层级实物地质资料：建议由基层地勘单位或

矿山企业自行管理和保管，向全社会提供符合国家

收费标准的有偿服务。

４　其他工作建议

１）建议集中保管与分散保管相结合。由于实物

地质资料的性状特点，无法向一般的纸电资料一样

可全部集中保管，适宜采用采用“集中保管与分散保

管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具有全国典型性、代表性、
特殊性的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建议集中保管在国

家级的实物地质资料馆；对于具有省级行政区域典

型性、代表性、特殊性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建议集

中保管在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基层级实物地质

资料的使用主要在产生实物的工作区附近的基层单

位，因此为便于其日后利用，就近保管在基层地勘单

位或工矿企业。

２）建议委托保管与自行保管相结合。鉴于国家

级和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容量有限，因此要做

好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工作，仍要尽可能充分依托

行业主管部门、地勘单位和工矿企业等基层单位的

保管力量，委托其代国家或省保管国家级、省级实物

地质资料，给予委托保管单位优先使用资料的权利。
同时建议采用在项目设置、资金匹配等方面予以优

先考虑的方式，鼓励基层单位自行保管实物地质资

料，提高整个行业保管实物地质资料的能力和水平。

３）建议完善收费机制，激活服务市场。保管实

物地质资料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重复利用，减少

资金投入，降低工作成本，取得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效

益。在实物地质资料利用服务过程中，打破资料封

锁至关重要，因此要通过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政策

引导作用，提高保管单位向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

利用服务的积极性。建议进一步细化公益性实物地

质资料保管单位和非公益性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

的收费标准，允许非公益性的保管单位按市场原则

收取服务性收费，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情况，
通过商业利 润 来 激 活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服 务 利 用 市

场，调动保管和提供利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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