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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物地质资料因为具有价值、我们才收藏、保管让其服务于社会，本文就实物地质资料的研究价值、生产价值、经济价值、商业价
值、和文化价值进行探讨，同时也阐述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手段滞后、管理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等现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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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的价值和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
周秋梅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三河 065201）

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取得的最有价值的基础资料之一，历来

受到国内外地调和矿业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虽然已

有很长的历史，但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这与我国地质矿产大国的地位

极不相称，实物地质资料的价值也未能得到体现。新形式下，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因此，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具有重大

意义，本文就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引起同行的讨论。
一、实物地质资料的价值

（一） 文化价值

实物地质资料反映了地球的物质组成、地质环境变化和地质演化

过程，是我们认识地质现象、研究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依据。不仅专业

的地质工作者需要实物地质资料，而且社会其他成员对自己所居住的地

球都有兴趣去了解和认识。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精神文

化需求会不断的增长。所以，实物地质资料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二） 经济价值

实物地质资料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资料保存的预期价值。目前，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做的比较多，而国内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预期价

值分析主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未保存也不需要保存节省的保存费用、
未保存但需要的重置费用、保存又不使用而浪费的保存费用、保存并使

用而节省的费用。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实物地质资料保存选择得当，必

然会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三） 生产价值

实物地质资料具有一定的生产价值，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利用实物地质资料对矿体进行重新圈定。例如，由于经济或技术原因，

某矿床的工业品位或边界品位进行了一定调整，而原来作为围岩的样品

没有进行岩石化学分析，需要补充数据；2） 实物地质资料可以直接用

于指导矿业生产。如采油生产中，采油技术取决于储油环境，而分析储

油环境就需要油井的岩心资料。
（四） 商业价值

目前，大部分矿业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其中矿权地的

选择对投资效益至关重要。要选择矿权地，首先必须认真了解矿权地的

地质资料，并对其可靠性进行分析，其中对以前的样品进行复检是一个

重要环节。目前，矿产资源勘查从调查到评价，基本都是政府出资，其

获得的实物地质资料是公开的，属于公益性质勘查。基础勘查工作完成

后，经权威部门评估形成矿权区。企事业单位在取得相应探矿权之后，

还要完成最低勘查投入。要降低投资风险，探矿权申请人必须认真研究

地质资料 （包括实物地质资料），而探矿权持有人有义务向申请人提供

这方面的资料。因此，在探矿权和采矿权交易中，可靠的地质资料就显

得尤为重要。
（五） 研究价值

在地质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科学研究方法。归纳法就

是其中一种，它首先收集各种地质资料，然后对其进行归类分析 （包括

实物地质资料），进而形成一种规律性认识。类比法也是常用的一种方

法，它通过已知区与未知区的对比，得到某种规律或认识，其中就包括

了实物地质资料的对比。因而，将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实物地质

资料保存起来，对于地质科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

（一）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构不健全

国土资源部 2008 年印发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并对省级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构作出了规定。但由于各省 （区、市） 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人员的编制、经费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目前多数实物地质资料

仍然由各省 （区、市） 地质勘探单位自行管理，一些市场化的地质勘查

项目的实物地质资料由出资的探矿人自行管理。各省 （区、市） 地质勘

查单位仅上报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还没有向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机构全面汇交实物地质资料。
（二） 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严重滞后

各省 （市、区） 地勘单位的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大多数质量较差、面

积较小，有的地勘单位租用当地民房作为临时库房，库房分散，管理不

便，有的聘用当地农民作为临时管理人员，还有一些库房存在坍塌、漏

雨、门窗毁损等安全隐患。
（三） 库房管理人员数量少、素质不高

大多数永久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有 1~3 名管理人员，临时性实物

地质资料库房只有 1 名管理人员，其他性质库房绝大多数没有管理人

员。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管理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另外，管理人员素质不

高，大多数没有地质矿产专业知识，相当于一般仓库的管理员。
（四） 筛选工作相对滞后

各省 （区、市） 地勘单位大多数没有作好实物地质资料入库前的筛

选工作。实物地质资料的入库随意性较大，有的一个地勘项目产生上万

米的岩心，全部入库保管，没有挑选，需工作经费较多。一些地勘单位

一直库存着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的实物地质资料，没有开展筛选

工作，一些到了保存期限可以埋藏处理的实物地质资料还存放在库房，

致使新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无法入库。
（五） 管理手段落后

鉴于管理体制和人员素质方面的限制，各省 （区、市） 地勘单位依

然采用传统保管方法—笼统接收，简单堆放，未能根据不同资料的特征

进行分类管理，管理人员对资料的统计、标签的更新不及时，很多管理

人员只是简单地“看管”，根本谈不上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六） 保管差，利用困难

由于库房中实物地质资料堆积如山或随意堆放，归档登记不及时，

库房漏雨等原因导致标签和帐本变质无法辨识，岩心箱破损，不同类别

的实物地质资料混在一起，导致实物地质资料难以利用，这是各省

（区、市）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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