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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对国外多个国家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服务过程中涉及到的观察、取样、测试和数据共享等

方面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总结，为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开展测试服务提供经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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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岩（矿）
芯、标本、样品、光（薄）片等实物及有关资料。自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
挪威、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都越

来越重视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和开发利用工作，不

但建立了大量的岩芯库，而且还不断的改善管理体

制，健全法律法规，提高服务质量，为推动地质找矿

和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服务是

开发利用实物地质资料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外岩芯

库规模和设备虽然不尽相同，但实物地质资料测试

服务都大同小异，一般都是为用户提供实物资料观

察、取样、测试及数据共享等，为实物地质资料的再

利用，提供便捷服务［１－２］。

１　国外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服务现状

１．１　实物地质资料观察

国外实物 地 质 资 料 的 观 察 分 为 宏 观 和 微 观 两

种。宏观观察一般是对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简单的清

理后用肉眼或放大镜进行观察，是绝大多数国外实

物地质资料库都提供的基本服务之一。通常都是在

规定的观察区进行，实物库提供必要的水桶、刷子，
用于清理岩芯表面。对于不能沾水的实物地质资料

需要特别注意。还有一种特殊的宏观观察是试验性

质的观察，比如澳大利亚州岩芯库、印度岩芯库、美

国岩芯库等提供１０％浓度的碳酸盐溶液，用户把酸

滴在岩芯标本的表面，观察气泡的产生，用来初步判

断碳酸盐含量的高低。因此保管单位也常常提供一

些简单的化学试剂用于观察服务。
微观观察是指借助仪器设备，对实物地质资料

局部放大后进行观察。绝大多数实物地质资料库或

多或少都提供各种类型的显微镜、照相机和光线充

足的场地进行实物地质资料微观观察研究。为更好

的分析岩芯的岩相结构，俄罗斯汉特曼自治区国立

岩芯库申请岩相实验室资质，在该实验室，科研人员

和岩芯观察 者 可 以 对 岩 芯 进 行 显 微 岩 相 观 察 和 拍

照［３］。

１．２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

实物地质资料库一般都提供岩芯取样及加工设

备，用于岩芯、标本等切割、制作光（薄）片、粉碎制样

等服务。比如加拿大纽芬兰省岩芯库备有岩芯切割

机用于岩芯和标本的切割，岩石粉碎机用于粉碎样

品。南澳大利亚岩芯库提供不同粒度大小的标准筛

用于筛分出所需粒度的样品。印度实物地质资料库

提供岩芯切片机和抛光机用于制作光（薄）片。
国外大多数岩芯库都允许对非保密样品进行以

研究为目的的取样。其取样流程基本都是需要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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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书面申请，详细叙述取样的目的及必要性。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者根据有关取样要求或原则进行审

查，并与用户商谈取样的大小及位置。由工作人员

按照要求进行取样。用户使用完样品后，需要把剩

余副样、测试结果和研究成果等信息返还实物地质

资料库，由实物地质资料库将信息向社会公开。但

不同国家，不同实物地质资料库对实物地质资料取

样要求都不尽相同，特别是允许取样的条件、取样原

则、取样规定、取样标准都没有统一的认识。
美国丹佛岩芯研究中心（ＣＲＣ）个别样品允许进

行破坏性实验。美国肯萨斯地质调查所钻井样品岩

芯库可出租岩芯、样品，但不允许取样［４］。
加拿大卡尔加里岩芯和样品库的非保密性岩芯

样品可供公众查询。欲取样进行分析，应以书面形

式向岩芯馆馆长提出申请，说明研究目的、所需要的

样品数量、各钻井的名称等。用户可以在岩芯库管

理人员的严格指导下，从所保存的岩芯和标本上采

集少量样品。但是，用这些所采集的样品制成的光

片、薄片、所回收的大化石和微化石、孢粉样品和试

样、化验分析结果，必须归还岩芯库。这些光片、薄

片及化验结果将由岩芯库专门存放。所有末使用的

岩芯样品以及其他残余物或未加工样品，也必须归

还。从岩芯库的岩芯样品上采取样品的条件，取决

于岩芯状况及所申请的化验分析的要求。所允许的

最多可采取的数量为：每１ｆｔ长的岩芯，最多可采取

１ｉｎ３ 的样品，并且不得切穿任何一段岩 芯。在 特 殊

情况下，经批准可超过这一定数额。若可能有损于

岩芯样品的地质价值，则不准取样。每个样品间断，
最多可采集２０ｇ样品。保管的岩屑，每瓶最多可取

６～８粒样品，具体情况取决于瓶中材料的数量，并

且取样后瓶中的成分必须仍大致与未取样前相同。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矿产资源部的伦敦德里

岩芯库允许在岩芯上取样：全心可取一半，半心可取

１／４，ｌ／４岩芯不再允许取样。加拿大卡尔加里岩芯

和样品库。
印度实物 地 质 资 料 库 制 定 相 应 的 岩 芯 取 样 规

则。首先岩芯分为机密和非机密岩芯，非机密岩芯

可用于检测。岩芯取样和切断时均应符合严格的程

序要求。当只有现存岩芯的外径小于２５％时，不允

许取样。若无更多样本，应合理地将所需要的岩芯

数量取走，且允许限制性的取样以尽可能多的存储

岩芯。测试后的任何岩芯残留碎片，均应在自样本

取走之日起９０天内，自费送还档案馆，并且使用者

必需提供带离样本清单。在适当位置插入卡片，该

卡片列明了岩芯被借出人员、深度间隔、即将开展工

作的类型和相应的结果等完整信息的详细情况。制

备的或产生的其他数据的光薄片，应自研究完成之

日即刻归还档案馆。要求为岩芯库提供一份关于岩

芯的检测结果、数据、报告、出版物、解释、含量测定、
记录等的副本［５］。

１．３　实物地质资料测试

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是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对岩

（矿）心、标本、光（薄）片等进行重新分析，获取新的

数据，提取其蕴含的地质信息。较好一些的实物地

质资料库配 有 实 验 室 或 与 实 验 室 功 能 相 近 的 检 测

区，为实物地质资料利用人员提供测试服务。
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岩芯库和卡尔古利岩芯库岩

芯样品的检测由西澳地质调查所进行，超出检测范

围的项目，可以送到外边进行其他检测。
美国地质调查所岩芯和数据研究中心为一些科

学钻探项目提供岩芯的现场测试服务。因为有很多

的性状不稳定的岩芯，从地下到地面后，可能迅速改

变性能，所以在岩芯到达地面后不久，立即进行岩芯

样品测试。这种设备和技术，对于科学钻探项目是

非常需要的。
芬兰罗瓦涅米实物地质资料库，拥有一系列的

设备可进行岩石物性测量，例如密度测量，磁电纳，
剩磁测量等。

日本的高知岩芯研究所从事的是对从全世界的

海洋中挖掘到的岩芯进行保管并使用这些岩芯进行

各种研究。其拥有最先进的分析仪器和保管岩芯样

品的大型冷 藏、冷 冻 库，可 以 对 样 品 进 行 的 基 础 分

析。研究中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设备、
设施，推进与海洋岩芯相关的研究。

１．４　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数据共享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管理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实

物地质资料产生过程中测试信息的管理。二是对实

物地质资料再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测试信息进行管理。

２００５年，美 国 通 过 《能 源 政 策 法 案》，批 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每个财政年专门拨款３０００万美元

用于执行“国 家 地 质 与 地 球 物 理 数 据 保 存 计 划”
（ＮＧＧＤＰＰ）该 计 划 主 要 为 各 种 地 质 数 据 和 样 品 的

保存与存档建立最低标准，并制定最佳实施方案及

执行方法，还将建立统一的目录规格和版 式［６］。其

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样品信息共享，可

以通过网络知道样品的各种相关信息以及已知的分

析技术。这为地质样品的高效利用提供了非常便利

的服务。这使得美国大部分实物资料保管机构，对

库内保管的实物资料相配套的纸质资料都进行数字

化并上传于网站，其中包括各类检测报告，分析数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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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使用馆藏实物之后所产生新的分析报告需要

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提交，并由有关部门上传至网上。
印度那格浦尔库保存的数据包括工程详情、钻

孔详情、岩石学、矿化作用和结构详情等详细资料。
也能同时保存并展示出电子探针（ＥＰＭＡ）研究、主

要氧化物和微量元素的化学分析、薄片和光片研究

报告及其照片［５］。
加拿大安大略省发展和矿山部数据中心将所有

钻孔资料信息化，建设成数据库，提供在线服务。其

中数据库中含有钻孔的化学属性数据。

２　启　示

２．１　吸引科研合作，引导实物资料研究

随着地学理论认识的进步或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高，从新的角度或领域对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测试研

究，深度挖掘其蕴含的科研价值。我国实物地质资

料保管起步较晚，人才储备、仪器设备等基础条件设

施都有待加强，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研究工作还显薄

弱。如若想迅速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的再利用，建议

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推动实物地质资料研究是非

常有效的途径。

２．２　制度化管理，规范测试服务全过程

实物地质资料观察、取样、测试和测试数据服务

还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定，应该尽早建立相关标准，
规范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服务的全流程，切实提高服

务质量，推动实物地质资料的再利用。

２．３　引进先进仪器，开展观察和测试服务

实物地质资料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有些

样品来源成本非常高，来之不易。在实物地质资料

观察和测试过程中，使用先进、样品损耗量少，精度

高的仪器设备，最大化提取出各种地质信息，发挥实

物地质资料最大利用价值，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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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资源市场，吸引外资，维持投入，是油气市

场化发展方向。目前的专营制度，不仅限制了民营

和非油气国企，对三大石油企业下海登陆开发油气

也是很大制约。要取消中石油等三大油企的对外合

作专营权，由企业在国家监管下自主决定对外合作

相关事宜，调动企业积极性，推进企业的资产重组和

技术创新。

５　结束语

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指示精神，推动能源

体制革命，推进油气资源改革。就是要从国情出发，
总结经验，遵循油气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

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

宏观决策作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要以油气上游

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油气领域市场化改革。
推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管理改

革，要以提高油气安全供应保障能力为目标，全面深

化，适度开放；要以提高油气资源管理水平为抓手，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同时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

态环境，实现油气可持续发展；要以建立全面油气监

管体系为保障，保障油气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同时

构建合理油气资源利益分配机制，推进资源社会和

谐发展。
在油气资源上游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进行积极

探索，既不能全面放开、一蹴而就；也不能谨小慎微、
畏首畏尾。要推进油气上游市场的活跃程度，促进

勘探开发，避免出现过度市场化造成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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