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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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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地质工作服务社会的主要载 体，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及 其 相 关 数 据 的 重 要 性 正 逐 渐 被 人 们 所

认知，服务需求更是日益 强 烈。近 年 来，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资 源 积 累 和 服 务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基 础。然

而，还存在馆藏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共享技术 标 准 体 系 不 完 善、数 据 和 产 品 还 不 能 满 足 共 享 的 需 要 等 诸

多问题，需要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利用效率和效能为目标，构建广泛交流、服务

社会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共享服务，提升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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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向东（１９８２－），男，工 程 师，主 要 从 事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共享、展览展示、专题产品等服务方式研究工作。

１　经济社会发展对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提

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旺盛的

需求，地质资料作为地质工作成果的重要体现和地

质工作服务社会的主要载体，当然也不例 外［１］。提

高地质资料数字化信息化水平，转变服务方式，扩大

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程度是发达国家地质工作的普

遍做法。与国际上地质工作的转变和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对地质工作的需求相适应．中国的地质工作也

正在向转变服务方式、扩大服务范围、提高地质信息

共享服务程度的方向转变［２］。
实物地质资料作为地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可被重复开发利用、能够长期提供服务的重要

价值［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社会 各 界

对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需求日益强烈，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共享服务程度已成为衡量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和保管单位服务社会水平及资料管理水平的重

要标志，对于保障地质工作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是贯彻

落实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

服务集群化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推进地质信息共

享服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避免地质工作重复投入、
减少社会投资浪费；有利于社会资金投入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服务产品开发，拉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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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产业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和保管单位实物地质资料公共服务能力。

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积累和服务具备了一定

的基础，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的颁布，特别是《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办法》的发布实施，为实物地质资料依法汇

交、科学保管、信息提取和服务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制

度基础。各级馆藏机构和委托保管单位逐年积累的

实物地质资料资源量和电子数据也为提高服务水平

打下了坚实基础。

２．１　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保存在基层地勘单位

长期以来，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实行分级管理、分
散保管。截至２０１４年，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国土

资源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全 国 除 台 湾 外３１个 省

（区、市）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３３家油气实物地

质资料委托保管单位、２家海洋实物地质资料委托

保管单位，共保存各类钻孔岩芯近１６８．７万ｍ、岩屑

７９６．９万袋、标本１．７万件、光薄片４．９万件和各类

样品２８．９万件。这些实物地质资料仅占全国实物

地质资料总量的１０％左右，还有接近９０％的实物地

质资料保存在基层保管单位。据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情况摸底调查显示，全国基层实物地质资料保管

单位共库存岩矿芯８２５．４万ｍ、岩屑１６．６万件、副样

１００２．３万件、标本３０．２万件，光薄片６９．２万件。

２．２　实物地质资料及其相关数据数字化程度提高

随着国家 馆 藏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数 字 化 工 作 的 推

进，馆藏实物电子数据资源积累有了新的突破。截

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完成了近

１８万米钻孔岩芯扫描数字化、６０００件岩矿地质标本

表面图像信息采集和近１．２万件岩石矿物薄片显微

图像信息采集，建立了国家馆藏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数据库，数据量已达ＴＢ级，为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共享服务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条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实物相关数据

资料的表现形式正从传统的以纸质为主，向纸质、电
子并举转变，广义的实物地质资料本身就应该包括

大量相关数据。目前，随着实物地质资料及其目录

清单汇交力度的加大和全面推进，馆藏实物相关电

子数据汇交量也大幅度增加。

２．３　实物及相关资料数字化服务作用日益凸显

随着馆藏实物地质资料资源和数字化资料的增

加，全国在持续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工作。

２０１３年，全国 各 级 馆 藏 机 构 共 接 待 到 馆 服 务３．９６
万人次，提供资 料 服 务１５．４５万 份 次（２４４．３３万 件

次）。其中，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共接待到馆

服务３２５５人次；受委托保管油气等实物地质资料单

位共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务６６９２人次［４］。
数字化实物地质资料为在线服务提供了基础。

目前，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提供钻孔岩芯目

录信息、岩芯扫描图像、柱状图有关地质数据和测试

数据的全方位检索查询服务。２０１３年，中国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网点击量２．６７万次［４］。在２０１４年中国

国际矿业大会 上，国 家 馆 藏１０万 ｍ钻 孔 岩 芯 电 子

数据、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９５个钻孔基础数据

和５万个钻孔柱状图扫描图像数据在中国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网、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和全国地质资料

信息网全面上线，供全社会查询使用。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国土资

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在传统的观察取样到馆服务和

在线数据检索服务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开展了展览

展示、专题产品服务，并与地质类高校签订了长期教

学科研服务协议，提供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科研教

学服务。
目前，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工作虽然具备了一定

的基础，但是，相对于日益旺盛、多元的实物地质资

料服务需求而言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２．４　馆藏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

在分散保管的现实情况下，省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的落实是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的关

键。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北京、天 津、上 海、河 北、山 西、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
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
青海、新疆２４个省（市、区）以不同方式落实或基本

落实了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同时落实了承担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的专业人员［５］。而建成实物地质资

料库房的有８个 省（区、市），分 别 是 上 海、天 津、安

徽、河北、黑龙江、山东、广东、四川。总体来说，我国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还很薄弱，馆藏机构组织体

系还不健全，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还很不够。

２．５　共享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技术标准是影响共享与

服务工作能否推进的重要因素。目前，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共享与服务涉及的共享内容、共享描述、数据

表示、共享流程、共享平台、数据传输、数据发布、数

据安全、用户接口等方方面面的相关技术标准亟待

制定或完善［６］。

２．６　数据和产品还不能满足共享的需要

与需求相比，目前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和保管单位存在着“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电子资料

少”的现象，在服务时不时出现“无米之炊”的尴尬局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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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１］。全国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基 础 信 息 数 据 库 亟 待 建

立，有条件的各级馆藏机构亟需加大实物地质资料

综合信息数据库建设力度。缺乏聚焦国家重大需求

和社会公众需要的信息产品，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

发利用案例研究尚未全面开展工作，还处于收集信

息的起步阶段。

３　研究制定推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与服务方

案的总体框架

３．１　政策依据

制定方案的依据是《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推进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土资发〔２０１０〕１１３号）和《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关 于

加快推进地质信息共享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地调发

〔２０１４〕２８号）等相关工作方案和指导意见；规定国

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的组

织管理；规定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的组织管理；规

定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共享中的职责；规定各实物地质资料生产和保管单

位的职责。

３．２　指导思想

进一步明确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与服务的指

导思想：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的利用效率和效能为目标，以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共享服务体制与机制创新为动力，构建广泛交流、服
务社会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体系，形成信

息资源合理布局、信息服务分级分类、馆藏机构和保

管单位全面参与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新局

面，促进形成一体化服务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快推进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共享服务，提升全国的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服务能力。

３．３　基本原则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对不同层次、不

同形式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需求，以科技为引领、以
公益服务为主线、以服务信息化为核心，充分利用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统筹规划、集成整合、建立制

度、探索机制，构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和共

享服务平台，全面提升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研究制定方案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１）坚持统一部署。保证所有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开展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数据库建设和共享服务工作。

２）坚持突出重点。全国层面以实物地质资料基

础信息共享服务为工作重点，优先开展全国实物地

质资料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确保各级馆藏机

构和委托保管单位根据实际条件，积极推进实物地

质资料综合信息数据库建设和共享服务工作。

３）坚持有机衔接。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

库建设、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实物地质资

料电子阅览室建设与服务要做好有机衔接，避免重

复工作。同时加强与成果地质资料和原始地质资料

的有机衔接，实现一体化共享服务。

４）坚持边 建 设 边 服 务。坚 持 公 益 性 服 务 为 目

标，在重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工作中，同时应

统筹考虑构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一

批、服务一批，及 时 将 阶 段 性 工 作 成 果 向 社 会 提 供

服务。

３．４　共享目标

建成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服务体系，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建
立常态化信息更新机制，实现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

务现代化。

３．５　工作任务

研究制定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技术标准与共

享服务制度，整合完善已有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

管理与服务系统，构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体系，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集群建设，开发系

列服务产品，开展社会服务。具体任务包括一下几

方面。

１）研究制订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技术方法。
重点研究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技术方法、实物地

质资料共享服务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技术要求、实

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系统建设要求，为规范化开展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信息集群和共享服务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２）完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管理软件开发。
开发普适性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系统，实现分

级管理、分散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管理、
统计分析信息化，为开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

据库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３）开展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资 源 数 据 库 建

设。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和规范，利用统一开发的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软件，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

集入库，建立实物地质资料基础信息数据库，并与正

在开展的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进行有机衔

接。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实物地质资料综合信息

数据库。
实物地质资料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议包括实物

地质资料类型、数量、产出地、产出位置、形成单位、
形成时间、项目名称、保管单位等基础信息内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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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质资料综合信息数据库，除了基础信息外，建议

包括影像数据（岩芯扫描图像以及红外光谱图像、标
本图像和薄片显微图像等）、地质描述数据、各类图

件数据、测试数据等信息内容。

４）建立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群服务系统。
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按照“统
一标准，分散式保管，一体化服务”的要求，整合已有

服务资源和服务系统，搭建统一的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集群服务系统，开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节点建设，将分散保管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和保管单位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进行汇集，
满足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上浏览、检索、查询、统计、
分析、下载等需要，并与全国地质资料数据中心进行

对接，形成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合理有效的共享

与服务机制。

５）研究建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研究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组织、管理、制度、数据更新

等机制，制定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利用

办法，建立分级分类的共享机制，为全国在统一服务

机制下开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工作提

供依据。

６）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基于本单位实

物地质资料及其信息资源，开展纸质“目录”服务、借
阅服务、电子阅览室服务、数据复制与产品推送等传

统信息服务；基于数字化的信息和网络特别是互联

网，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提供、信息产品、软件系

统和技术支撑等现代信息服务。

３．６　保障措施

１）加强组织领导。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建

设纳入本省（区、市）国土资源工作统一部署中，落实

人员，明确分工，强化汇交，并加强检查和指导，确保

按要求完成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

２）落实工作经费。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各受委托保管地质资料单位负责落实本部门、
本单位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服务工作所需经

费，确保各项工作完成。

３）加强技术培训。对承担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

据库建设的单位进行统一培训，统一标准和要求，为
完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数 据 库 建 设 和 服 务 打 好

基础。

４）以服务促进工作的开展。为保证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共享服务工作顺利开展，各省（区、市）结合本

省的特点和实际，对参与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

建设的单位，在地质资料借阅复制、地质资料汇交等

方面可以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对所需的地质资料提

供免费借阅复制，以服务促进信息共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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