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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库藏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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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现有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管 理 的 工 作 内 容 和 特 点 的 基 础 上，就 实

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业务的信息化建设进行论 述，重 点 就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在 入 库 后 进 行 资 料 管 理、分 类，数

据信息提取与服务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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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土资源部就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化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条例，法规、政策与

办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针对全国汇交的实物地

质资料入库后保管进行了现代化系统管理，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 现 代 化 工 作 通 过 信 息 技 术 更 趋 于 科 学

化、规范化管理，本文针对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工

作现代化，资料数字化和服务社会化的发展需要，就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工作内容，流程结合相关信息技

术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

１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管理

１．１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管理含义

根据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职能和工作任务，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工作内容和基本流程概括

为：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收集（接收）→整理→图像

采集与相关资料数字化→建档→库藏保管→开发利

用、综合研究、合作交流和社会服务（图１）。
资料接收：对新入库的实物地质资料及文本资

料进行清点，核对，办理实物地质资料移交清单。
建档：根据新入库资料的内容、性质，提出档案

组织管理方案，赋予资料档号，完成实物地质资料的

档案建立（按项目建立目录资料）。
整理：对新入库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整理，制作

馆藏信息表示，编制整理工作小结。
数字化：对文本档案（无电子格式的）进行数字

化扫描、对岩芯进行岩芯图像扫描及数据信息的处

理、对标本（含 光、薄 片）进 行 照 相 及 标 识 信 息 的 编

录。对已完成数字化的电子数据按照有关技术要求

编制目录和妥善保管。

１．２　库藏管理业务构成与工作任务

１．２．１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中心馆藏建设的业务构成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库藏管理业务包含了管理

与服务两方面，由三个相对独立，相互依存的业务系

统（ＡＭＳ，ＩＭＳ，ＷＭＳ）组成。由 整 理 组、扫 描 组、数

字化组三个工作组构成。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管理的基本流程是：（接收各

种来源的实物地质资料；（资料整理和利用档案信息

系统进行资料信息档案式管理（分别为案卷及形式

和文件级形式管理）（数据信息 的 采 集（ＩＭＳ），资 料

入库上架（ＷＭＳ）。上述流程完成了实物地 质 资 料

从接收到入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完成了为

社会服务需要的信息和实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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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工作内容流程图

　　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的流程：（客户通过计

算机网络（内部网，系统骨干网，国际互联网）进入档

案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查询实物地质资料总账，
做出案卷及的挑选，然后通过卷内目录，找到所需要

的文件，接着确定要查阅的文件内容，因此，档案管

理系统是三个业务管理系统里进行案卷及和文件级

管理的系统；例如：用户想查找入库２５０多份实物资

料案卷中，福建紫金山矿这一案卷下某个钻孔的岩

芯原 始 编 录 或 鉴 定 报 告，通 过 档 案 管 理 系 统 ＡＭＳ
指定案卷下 的 目 录，通 过 该 目 录，再 查 找 到 所 需 文

件；如果是查阅文字和图件或者是图像信息，则涉及

到内容方面的查询，系统会自动链接，进入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管理系统，根据授权直接阅读或下载需要

的资料。如果需要直接观察实物或取样，经批准后，
由系统生成出库通知单，进入 ＷＭＳ系统（库房管理

系统），将实物取出，用完后归位。
管理流程涉及ＡＭＳ（案卷级管理）→ＩＭＳ（信息

系统管理：数据信息录入）→ＷＭＳ（库房管 理：上 架

入库）；客户通过计算机网络（内部网，互联网，系统

骨干网）进入 ＡＭＳ系 统，查 询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总 账，
做出案卷级目录的挑选，然后通过卷内目录，找到所

需要文件。馆藏资料在进行三大业务系统操作前，
工作人员先对入馆的实物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编目

建档和存储上架。三大业务系统采用统一的规范和

标准，能实现系统的互连互通和资源共享，提供了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１．２．２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的基本任务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的基本任务是：采取科学方

法和专门措施保护管理实物地质资料，保证馆藏地

质资料安全，防止丢失，损坏，并尽可能保持实物性

状，为实物地质资料利用服务提供保障和支撑。具

体的是：接收、整理、数字化、著录，保管有重要价值

的实物地质资料；建立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体

系，全方位的向用户提供服务。

１．２．３　工作内容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库藏的工作内容包括实物

地质资料的接收、整理、数字化、著录、保管和服务等

工作。

２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作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库，代表了国家形象，
库的功能尽可能齐全，结构布局合理，应具备现代化

的存储，展示和提供利用的现代化设备，以及高素质

的工作人员。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是在现代化信息

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包括信息资源、库房基

础设施、网络设施、通讯协议等在内的综合体，它具

有以下几方面建设基础。

２．１　数据资源是其最重要的基础

作为数字实物地质资料馆，数据资源是其最重

要的基础。库里汇聚全国的数据资源包括对实物地

质资料进行扫描数字化后形成的各种图像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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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实物地质资料的同时收集的各种数据，例如：
岩芯扫描图像、文本资料扫描数据等；还包括在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数据，如在岩芯整

理过程中记录的各种数据、实物地质资料在服务过

程中形成和手机的各种数据等；还包括没有保存在

本馆内的相关数据栏，如其他实物地质资料库中的

数据信息。

２．２　技术标准与制度建设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要保障实物地质资

料馆的正常运行，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技术标

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实物地质资料扫描数字化标准》，《实物地质资料

数据交换协议》等）来优化工作流程和科学操作。

２．３　中心软硬件及网络环境建设

根据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馆藏实物管理的

工作需要和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发展的需要，中心已

经建立了符合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特点的网络

体系，根据不同的需要逐步建立不同的网络环境（内
部局域网、行业内部广域网和国际互联网），形成多

层次的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多层次、内容丰富的信

息服务。①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与国土资源部、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光纤网连通，实现局域

网内部数据共享；②岩芯图像库进入因特网，用户可

在网上查询 使 用 该 系 统 所 包 含 的 各 种 非 保 密 性 资

料；③实物地质资料物理分析与化学分析测试数据

与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相关的资料数据，实现了在

局域网内数据录入、查询和检索；④实现广域网远程

访问及广域网上数据录入，检索和查询；⑤中心实现

了远程访问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数据库总库；⑥实物

地质资料数据库系统是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８中 文 版

的网络应用系统，分服务器部分和客户端部分。服

务器端存放数据，客户端安装应用系统，客户端、服

务器通过局域网链接。该系统由系统维护、数据输

入和编辑、数据处理、信息检索、数据分析以及数据

输出６个功能组成（图２）。该系统将钻井、岩芯、岩

芯编录、岩芯实验分析等资料信息分类入库，同时又

可将入库的岩芯扫描图像及相应的岩芯描述信息分

类入库。系统以图像扫描显示、数据表、数据项、及

报表的方式提供给用户直观、准确的查询浏览结果。

３　信息化技术成果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接收全国各省市（区）具有

图２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数据库总库结构

典 型 性、代 表 性 的 实 物 资 料 和 相 关 资 料。入 库 的 实

物地质资料相关数据：收藏了采自全国１５７个矿山

３８０个重要钻孔的岩芯和岩屑，９３幅青藏 高 原１∶
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图幅，标本和薄片、４０个重点

煤矿区样品和６７个典型矿山大标本，采集区域覆盖

全国３１个整装勘查区，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入库实物量

为１９．５２万 ｍ 岩 芯、９００５袋 岩 屑、１２１０２块 标 本、

３６８１０件薄片、２９０件样品、１２９块大型矿石标本，以

及江苏东海大陆科钻一井的岩芯与岩屑、浙江长兴

等三枚“金钉子”完整剖面及柱状样，初步形成了覆

盖全国主要矿区、典型矿山和重要地质科学活动的

实物地质资料。库藏实物量增在不断增加，实物资

料种类在不断完善。整合海量的库藏实物以及相关

资料，馆库藏工作分为三大业务系统：①实物地质资

料库房管理系统；②实物地质资料档案管理系统（此
系统进行案卷级与文件级管理）；③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库藏资料内容的管理）。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管理系统（ＩＭＳ）是实现实物

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手段，该系

统的重要功能是将实物地质资料数据信息录入，建

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库，实现网络环境下的馆

藏实物资料信息查询和资源共享，因此ＩＭＳ系统相

对其他两个系统复杂，涉及数据海量。三个系统各

有特点，相对独立，相互依存，构成了完整的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管理计算机网络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汇聚全国具有代表

性，典型性的实物地质资料以及相关资料入库保管

后，通过不断完善的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将向社会

公众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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