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４卷增刊１

　２０１５年６月

中　国　矿　业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Ｖｏｌ．２４，Ｓｕｐｐｌ

Ｊｕｎ．　２０１５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面临的形势与主要任务

任香爱，张业成，高鹏鑫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三河０６５２０１）

　　摘　要：本文在简要回顾我国实物地质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的 发 展 历 程 的 基 础 上，总 结 了 近 年 来 的 工

作进展，分析了实物资料管理服务面临的形势，并论述了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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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产
生了大量岩芯、标本、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这些实

物地质资料既是已有地质工作的实物见证又是进一

步工作的信息基础。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

作，在经历了兴起—衰落的曲折过程以后，自本世纪

开始，又进入蓬勃兴起的全新阶段，在十几年时间里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面对地质矿产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已有工作仍然十分薄弱，还有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基于此，笔者简要回顾了我国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服务历程，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希望

对促进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有所助益。

１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的发展历程与最新

进展

１．１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

作，产生了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为了规范全国岩矿

心管理工作，原地质部（或地质矿产部）于１９６２年制

定发布了《岩 矿 心 管 理 规 定》，又 于１９７９年 和１９９０
年进一步做了修改，对岩矿心的整理、保管多次提出

了规范要求。为了管理实物地质资料，各地勘单位

陆续建立了岩芯样品库，部分地勘单位和地质院校

还建立了地质博物馆，虽然保管实物地质资料的设

施比较简陋，管理技术方法比较落后，但大部分实物

地质资料得到有效保存，为地质勘查和地质科研发

挥了重要作用。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１０３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通过对保存的青城子矿区数十个钻孔岩矿心、副
样的重新测试分析和研究评价，实现找矿重大突破，
发现了高家堡子大型银矿矿床和小佟家堡子大型银

矿床，后经连续勘探，进一步拓展为超大型金银铅锌

矿床，找矿成果荣获２００５年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一等

奖。再如河北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１９８１年遵照

原地质矿产部下发的《有关金矿普查评价要求的通

知》，规定的新的评价指标，对河北省张北县蔡家营

铅锌银矿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所做的

勘查工作重新进行查验，并对已经掩埋的岩芯进行

复查和补充取样分析，证实部分矿体围岩中铅锌含

量达到工业品位要求，重新圈定后，大大拓展了原来

零星分布的矿体长度和厚度。在此基础上，于１９８２
年开始部署较大规模的勘查评价工作，至１９８８年共

施工６９个钻孔，其中６２个孔见矿，估算铅锌矿石储

量２７６万ｔ、共 生 伴 生 金１９ｔ、银１１６３ｔ。以 后 又 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进 行 了 补 充 详 查，提 交 了《河 北 省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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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县三号乡蔡家营铅锌银矿Ⅲ矿带详查地质报告》，
批准铅锌储量１４４万ｔ、银矿８３２ｔ、矿区铅锌远景储

量４９０万ｔ。目前已开始大规模开采。
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陷入严重困境———大部分地勘单位由于经费严重

短缺，岩芯库破损倒塌，管理人员退休或转岗，管理

制度废驰，致使管理工作有名无实，大量实物地质资

料损毁散失。
在众多地质行业中，石油系统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工作最为规范，服务效能最为显著。自２０世纪五

六十年代我国大规模开始油气勘查开始，大庆油田、
胜利油田、新疆油田、大港油田等各油田都建设了规

模较大的岩芯样品库，油气勘查取得的岩芯岩屑得

到很好的保管。几十年来，尽管伴随我国经济改革

不断深入，油气企业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但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不但没有削弱，而且随着数字化、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各油田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

体系日益发展完善，为提高油气勘查效率发挥了重

要作用。

１．２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最新进展

进入本世纪以后，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第一，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和制

度；第二，２０００年 成 立 了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建设了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开展了国家级实物

地质资料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研究等工作，不仅

使一大批重要实物地质资料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开

展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服务，为地质找矿和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作用；第三，全国各省（区、市）陆续落

实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责任，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

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

１．２．１　国家高度重视实物地质资料，法规与制度体

系不断完善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条例》（以 下 简 称《条 例》），２００３年 国 土 资 源 部 发 布

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将实物地质资料

纳入地质资料管理范围。２００８年，国土资源部发布

实施 了《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以 下 简 称《办

法》），明确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责任，提出了实物地

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要求。此后，国土资源部办

公厅陆续发布了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实物地质资料

清理试点等通知，部署了有关的工作。一些省（区、
市）结合本地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需要，制定了相应

的管理制度，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提供了保障。

１．２．２　初步建立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体系

按照《条例》和《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全国各省

（市、区）基本落实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责任和馆藏

管理机构，大部分省（市、区）初步明确了职责任务和

人员编 制，为 实 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提 供 了 基 本

保障。

１．２．３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稳步推进

２０００年成立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承担

国家重要实物地质资料接收、保管和服务利用工作。

２００４年建成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至２０１４年底，已

收藏各类实物地质资料３９０份，包括５５５个钻孔的

３０１２１４ｍ岩 芯、９１０９袋 岩 屑、１５７３３件 岩 矿 标 本、

２１１１件大型矿石标本、３９９４１件薄片，开发了多种服

务产品，为地质勘查、地质科研以及专业教学、科学

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２．４　省级实物库建设稳步推进

近年来，省级实物库 建 设 陆 续 开 始 启 动———安

徽、上海、天津、重 庆、山 西 等８个 省（市）已 初 步 建

成；北京、浙江、福建等１４个省（市、区）已经开工建

设或已获得批准即将建设；江苏、河南、黑 龙 江 等９
个省（市）正在论证或报批。部分省（市）开始接收实

物地质资料。

１．２．５　逐步落实委托保管制度

国土资源部制定了《油气等原始和实物地质资

料委托保管工作规则（试行）》，组织了地质资料委托

管理系统培训，对申请地质资料委托保管单位的资

质进行了审查，批准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公司等１３个

企业为首批委托保管单位，并举行了挂牌仪式。至

２０１３年底，委托保管单位共收藏了１７６７２口钻井的

１３５３１７米岩芯、７８９６８８２袋 岩 屑 及 大 量 样 品。为 油

气资源勘查评价等提供了信息支持。

１．２．６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开始启动

“地质大调查”、“危矿勘查”等一些专项，开展、
或已完成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形成了系列实物成果。
一些省（区、市）也陆续开始实物资料汇交。地质资

料汇交监管平台发布后，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开始走

向全面化、规范化。

１．２．７　初步摸清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家底

２００９年７月，国 土 资 源 部 组 织 各 省（区、市）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对全国实物地质资料及管理情况

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覆盖了全国主要生产和保管

实物地 质 资 料 的 部 门 和 系 统。调 查 结 果：全 国 有

４８２个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１３５９个实物地质资

料永久库房，保存岩矿心８２５．４１万 ｍ、岩 屑１６．５９
万件、副样１００２．２９万件、标本３０．１５万件，光薄片

６９．２１万件；加上其他一些保存方式，存放岩芯总量

达１０００多万米。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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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基本掌握了全国地质钻孔基本信息

２０１１年，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地质钻孔

基本信息清查工作，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发了全国

地质钻孔基本信息数据采集软件，并通过国土资源

部门户网站向全国发布。全国除台湾省外３１个省

（区、市）１１６５个 单 位 进 行 了 钻 孔 基 本 清 查，已 查 出

有钻探工作量的项目数２７９６３个、已查出的钻孔总

数６１８９７２个，其中信息完整的钻孔数４９６７３４个，仅
有部分信息的钻孔数８０６４９个。在全国地质钻孔清

查的基 础 上，开 始 启 动 全 国 重 要 地 质 钻 孔 数 据 库

建设。

２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面临的形势

展望未来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形势，既存在

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从机遇方面看，为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

今后时期我国地质工作还将进一步发展，除了已经

部署和实施的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外，地质工作

领域不断拓 展，海 洋 地 质 调 查、科 学 钻 探 与 深 部 探

测、境外矿产资源勘查等工作蓬勃兴起；与此同时地

质找矿的难度越来越大，勘查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
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对地质资料信息需求空前迫

切，除了需要利用成果资料、原始资料外，尤其需要

实物资料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伴随地质工作

的深入和发展，必将产生更多的特别珍贵的实物需

要及时保管和开发。地质工作对地质资料的迫切需

求，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发展的基础和机遇。
从挑战方面看，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工作虽然取得显著进展，但基础薄弱，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

和地质工 作 发 展 需 要。面 临 的 困 难 和 问 题 主 要 包

括：馆藏机构不健全，保管设施和经费缺乏，管理制

度与技术方法不完善，服务产品与服务手段单一，实
物资料汇交与信息共享基础薄弱等。

３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主要工作任务

３．１　完善工作制度与技术方法体系，为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在继续贯彻落实《条例》和《办法》的同时，细化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具体要求与工作方法，研究制

定相关的制度和技术标准———如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资质与分级标准；实物地质资料委托保管制度；
实物地质资料库设计建设标准；实物地质资料保管

服务设备标准；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标准；实物地质资

料埋藏规定；实物地质资料成果集成方法；实物地质

资料服务要求与收费标准等。与此同时，各省（区、
市）应紧密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满足本省（区、市）需

要的管理制度，从而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方

法体系。

３．２　完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

按照《条例》确定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落实分级

管理和委托保管责任。与此同时，根据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资质条件，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

的设施建设、人才建设、制度建设和经费保障机制，
使馆藏机构和委托保管单位能切实承担起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服务工作。

３．３　因地制宜地推进省级实物库建设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建设因需要解决土地、经

费等问题，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建成，更不能

够按照同一模式建设。应该根据各省（区、市）实际

情况，逐步推进。其建设模式可有多种选择：一种是

全省（区、市）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实物地质资料库，集
中保管全省（区、市）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或 者 与 本 省

（区、市）的地质资料馆、地质博物馆等统筹建设，实

现地质资料与实物标本管理服务的一体化；第二种

是主库加分库的模式———即根据本省（区、市）地质

勘查工作分布情况，在省会和主要勘查地分别建一

个综合性的主库和若干分库。此外，由于各省（区、
市）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实物地质资料库需求和建设

能力有很大差异，所以实物地质资料库的建设规模、
现代化水平等只宜提出基本要求，而不必强求一致；
建设步伐和时间更难以同步，只能是积极推进，逐步

实施。在实物库建成之前，各省（区、市）国土资料行

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例如修建临时实

物地质资料库，或通过委托、租赁等方式，解决保管

设施，使本行政区特别重要的实物地质资料得到保

管利用，遏止严重损毁丢失的局面。

３．４　全面推进实物地质资料汇交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改革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工

作机制———第一，完 善 成 果 地 质 资 料、原 始 地 质 资

料、实物地质资料统一汇交制度；第二，把地质资料

汇交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第三，把地质资料汇交与矿

业权管理、与地质工作资质管理相结合；第四，把地

质资料汇交与权益保护相结合。全面提升实物地质

资料汇交的保障能力。

３．５　扎实组织实施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清理

在推进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的同时，尽快对历年

积存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清理。由于积存的实物资

料数量巨大，所以清理工作难度很大。尽管如此，也
必须组织清理，否则，不仅几十年的“陈年旧账”不能

了却，而且新产生的实物资料，除极少一部分得到入

库保管外，其他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也会变成“陈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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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实物资料清理工作宜根据各省（区、市）具体条

件，分步组织实施，通过典型示范，在组织管理及筛

选汇交、处置 埋 藏 等 方 面 建 立 规 范 和 经 验，在 全 国

推广。

３．６　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推进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共享

第一，提高服务意识，拓展服务领域，丰富库藏

产品，提高服务效果；第二，研究建设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数据库，整合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推进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共享；第三，构建成果地质资料、原始

地质资料、实物地质资料一体化服务体系，在地质资

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指导下，构建地质资料数

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全面提高地质资料信息对经济

社会和地质工作的信息支持能力。

３．７　进一步加强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建设

丰富馆藏资源，完善库藏体系。跟踪整装 勘 查

和“３５８”等重大地质工作进展，继续开展全国著名矿

山重要标本采集；完成１０个“金钉子”剖面及重要建

阶地层剖面标本专项采集工作；开展深部探测项目

实物地质资料采集，收集科学参数井的岩芯和大陆

科学钻探的岩芯；开展境外矿产勘查项目实物地质

资料采集工作。完善库藏体系，为实物地质资料服

务奠定坚实基础。

丰富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建立并不断完善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体系。继续开展实物地质资

料数字化工作，结合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需求，在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指导下，加强编研

与专题服务产品开发。重点开展典型矿床信息资源

整合及青藏高原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集成。完善专业教学与科普基地，针对专业

教学和科普需要，开发教学实习产品和地学知识科

普产品，充分发挥实物地质资料的社会效益。
完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手段与技术方法。研究

实物地质资料三维可视化解决方案和技术标准；开

展馆藏实物 三 维 信 息 采 集 工 作 和 数 字 展 厅 建 设 工

作，建设实物地质资料电子阅览室和国家数字化实

物地质资料馆，实现实物地质资料数据服务的电子

化和网络化。完善中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及时

发布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向社会提供权威的查询服

务，为用户提供在线浏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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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实物资料数字化资源，同时为

全国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工作提供示范。借鉴国

外经验，探索国家虚拟岩芯库建设，促进全国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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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取消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审批事项

依据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０日《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５〕２７号），取消“国家

地质公园规划审批”，国土资源部将停止受理和审批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已经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审查通过

的国家地质公园规划，请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后，由国家地质公园（资格）所在地市或县级人民政府按照

相关程序发布实施。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５号）对“在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

迹保护区外的园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工程建设活动审批”做出 “仅取消国土资源部该审批事项，地

方政府此项审批依然保留”的决定，国土资源部已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停止了地质公园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工

程建设活动的审批。相关事项的受理和审批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两项审批取消后，《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０〕８９

号）相关规定不再执行，新的管理要求另行通知。国土资源部将按照《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和《国家地质

公园资格验收标准》，加强对国家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公园建设的监督管理，继续严

格规范地质公园建设，切实保护地质遗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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