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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国内外实物地质资料取样工作，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取样工作无章可循、各行其是，编

写一整套取样规范显得尤为 重 要。在 本 规 定 编 写 过 程 中，通 过 分 析 地 质 及 石 油 行 业 的 取 样 规 范、管 理 规

定、实物资料行业的内部文件，并结合实物 资 料 的 取 样 实 践，总 结 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取 样 规 定。其 包 含 了

取样过程中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取样申请的接收、回复、审批、取样过程、服务流程、样品使用人的责任及

违约处理、附则等方面的内容。本规定还编写 了 相 关 的 应 用 附 件，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方 法、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样评估方法、取样申请评估论证内容、附 表 等 文 件。完 善 了 表 格 化 管 理，使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工 作 有 章

可循，提高了取样工作效率，较好的解决了馆藏标本保护与取样服务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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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是“实物地质

资料服务取样测试技术应用研究”子项目预期成果

的一部分，其隶属于“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汇聚整理与

服务”项目。本规定的编写宗旨是：服务社会、资源

共享、优化取样、服务科研，主要包括取样管理体系

和取样技术体系两部分内容。在本次研究中，首先

通过一系列的调研活动，比较准确客观的了解到实

物地质资料取样的技术要求、从取样申请处理一直

到剩余样品回收的整个取样流程、取样申请评估方

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在对胜利油田取样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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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实际运行情况实地调研中，对取样过程中的控

制（审批）条件、合理的取样方式、取样位置的协商办

法、取样量的控制原则等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交流。同时，关于新样品库建成后的管理变

化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其次，查询了大洋

样品管理规定、大洋样品管理细则、胜利油田岩芯管

理办法、（胜利油田）岩芯观察及采样管理规定、松科

２井取样管理规定、地质普查勘探采样规定及方法

等相关资料。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汇总分析，比较准

确地把握了 馆 藏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规 定 的 编 写 格

式，各种规定的要素、要件，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定以

及可以参考的文件内容。本文还适时强调了服务意

识，有意弱化了管理意识［１］。在成果返还条款中，添
加了以论文、课题报告、试错报告［２］等多种形式作为

返还的成果，客观的体现了科学研究规律。引进试

错机制是科学研究论文的一种创新，其有利于防止

科学成果造假，并能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可

靠的借鉴。本规定的实施，使实物地质资料取样工

作有章可循，提高了取样工作效率，较好的解决了馆

藏标本保护与取样服务之间的矛盾。

１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的总体设计

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研究的物质基础，是国家

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所有馆藏岩芯、岩石标本等实物

地质资料由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统一管理。根据地质

资料管理条例（国务院令３４９号，第三章第十九条）、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三章，第十九条）、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的相关要求，特

制本规定。其目的是，满足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向社

会提供取样服务的需求，提高取样的规范化水平，合
理使用样品、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实物资料样品的利

用效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取样的管理文件部分、取
样技术要求部分、附件等。

１．１　取样管理现状与问题

１）目前，中国大洋协会的大洋样品管理规定及

其细则，是实物资料领域比较翔实的规定。而与取

样相关的部分，只有第六章的“大洋样品的申请、审

批与使用分配”；胜利油田岩芯管理办法，由于其组

织结构与我 中 心 有 所 不 同，样 品 所 属 权 归 本 单 位。
在应用过程中，研究方向侧重于石油产品开发，取样

也有系统内外之分。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总体上，
取样部分的管理规定不够翔实，在实际取样过程中

暴露出不少问题。

２）现行实物地质资料取样的技术要求，基本上

与胜利油田岩芯库的取样原则相近。面对２０１５年

第四季度“松科２井”在实物中心开展的一次比较大

规模的采样工作，不论是技术体系、管理体系还是设

备环境都暴露出不少问题。

３）工作流程表格化，表格化的工作流程是现代

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其具有各个工作流程节点明

确、不易产生人为的工作遗漏、便于数字化、工作程

序运行简单等优点［３］。目前，在实物中心取样 工 作

中，工作流程表格化程度应当继续加强。

４）法律问 题，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申 请，是 由 实

物地质资料中心制定的，需要经过实物中心评估、审
批才能执行相应的取样程序，应当属于格式合同范

畴。其中，一些约束性取样规定条款及对样品使用

方的特殊要求，在取样申请中没有体现，为了体现格

式合同的提前告知义务，建议在取样申请主页背面

加入“取样须知”条款内容［４］。二是承诺书，“承诺”
系个人或单位的信用问题，当事人或单位违反承诺

时，不便于应用法律手段维权，建议改用“协议或合

同”的方式对双方的权力与义务进行约定。

１．２　编制宗旨

编制本规定以服务社会、资源共享、优化 取 样、
服务科研为宗旨。首先是服务社会，对社会各界的

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开放，接收并回复科研单位及个

人的取样申请，向社会开放相关的取样管理文件及

相关资料，帮助并协调科研人员的取样、制样活动；
其次是资源共享，原有实物资料的相关数据共享、样
品使用方实验测试数据共享、实物地质资料的有限

资源社会共享、科研成果社会共享、实物地质资料中

心取样设备有偿使用等公共资源共享；第三是优化

取样，为了避免珍贵的实物资料的浪费，对样品的分

配、取样数量、样品的综合利用、样品的使用流程等

进行优化；第四是服务科研，批准实物资料取样的目

的，就是为了在相关研究中多出科研成果。优化资

源配制，高效利用有限的实物地质资料样品，鼓励多

出可靠的实验测试数据、研究报告（其中包括试错报

告）及科研成果。

１．３　编制思路

以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取样工作实践为基础，
通过调研、学习胜利油田芯库等相关行业的成熟经

验，分析、研 究 大 洋 样 品 管 理 规 定 等 现 行 的 企 业 规

范，编写本规定［５］。主体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取样过

程中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取样申请的接收、回复、
审批、取样过程、服务流程、样品使用人的责任及违

约处理等。附件１实物地质资料取样方法，本方法

规定了实物地质资料的取样过程、样品加工、副样保

存等技术指 标。附 件２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评 估 方

法，是对实物地质资料取样申请中的实物资料种类、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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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范围、取 样 数 量、申 请 使 用 实 物 资 料 的 项 目 名

称、取样目的及科学意义、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拟送

检测机构等进行确认、审核，并提出是否准予取样的

建议。附件３取样申请评估论证内容与书写格式，
具体解释了申请使用实物资料的项目名称及合作方

式、取样的必要性等技术要素，以及具体的填写方法

与书写格式。附件４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附

表，是工作流程表格化的体现，使取样工作的各个节

点均有表格记录。

１．４　内容总览

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主要包括：主体文

件１个，共６章３０条；附件４个，附件１实物地质资

料取样方法，附件２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评估方法，附
件３取样申请评估论证内容与书写格式，附件４馆

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附表。

２　主要内容解析

本规定主体文 件 的 主 要 内 容 包 括：总 则、部 门

职责与分 工、取 样 申 请 的 接 收、回 复 与 审 批、取 样

过程与服务流程、样 品 使 用 人 的 责 任 及 违 约 处 理、
附则等。

１）总则 主 要 说 明 制 定“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规

定”的法理依据、目的意义、实物资料管理的行政主

体、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２）部门职责 与 分 工 主 要 规 定 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理的行政主体责任；取样部门负责取样的技术评

估、取样操作 的 全 部 过 程、样 品 制 备 等 工 作 主 体 责

任；对外服务部门负责取样人的接待、日程安排、发

放实物地质资料的跟踪与资料回收等协调工作主体

责任；实物地质资料保管部门负责资料保管、岩芯整

理、内部运输、标本下架、取样后标本验收、整理复位

等工作。

３）取样申请的接收、回复与审批规定了在申请

中对外服务部门的服务义务、符合取样申请的条件、
取样过程中的涉外条款、审批过程中对外服务部门

的工作流程、评估主体及评估依据、取样申请审批及

评估时限、制 定 取 样 计 划、签 署 相 关 协 议 及 工 作 流

程、按取样计划取样时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其中第

十五条 第 二 款，签 署 相 关 协 议，主 要 包 括“安 全 协

议”、“剩余 样 品 返 还、分 析 数 据 共 享 及 保 密 协 议”。
其中安全协议可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运输安全、数

据安全等，由于工作经验不足或疏忽产生的安全隐

患。本着对客户善意提醒及预防为主的服务理念，
编制本协议。如 有 其 他 说 明，还 可 适 当 添 加 补 充

条款。

４）取样过程 与 服 务 流 程 规 定 了 取 样 主 体 及 依

据、取样的基本要求、取样样品制备、取样的监督与

验收、取样完成后的移交保存、数据及剩余样品的回

收、样品的发放与追踪等。在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特

别强调，相关研究成果发布后，向本中心提交相关的

研究报 告 或 研 究 成 果（成 功 的 研 究 成 果 或 试 错 报

告）。其中，相关的研究报告说的是“针对一次科研

目的而言”的研究报告。科学研究即可能成功，也可

能失败，在发达国家科学界对不成功的研究报告的

承受度很高，而在国内的科研管理领域耐受程度较

低。“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名言在发达国家的科研

领域受到广泛认可。引进试错机制将是国内科学研

究论文的一种创新，一个真实的试错研究报告，相对

于掩饰过瑕 疵 的 科 研 成 果，有 着 无 法 比 拟 的 优 势。
因为，前者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提示、借鉴，后者则

隐含着不可知的风险。承认真实的研究报告，其有

利于防止科学成果造假，并能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工

作提供可靠的借鉴［６］。

５）样品使用 人 的 责 任 及 违 约 处 理 规 定 了 样 品

使用人的责任义务、几种违约情形的惩罚措施。资

源共享是取样研究服务的基础，剩余样品返还、提交

测试 数 据 及 反 馈 研 究 成 果 都 是 为 了 资 源 社 会 共

享［７］。因此，所有违背或不利于资源共享的样 品 使

用行为，都要受到约束。

６）附则 对 本 规 定 的 附 加 说 明，其 主 要 参 考 了

“大洋样品管理规定”第七章附则的内容，说明了条

款的应用权限范围等。

３　相关附件编制解析

３．１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方法

编制实物地质资料取样方法的目的是建立一套

与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相适应的取样方法。
确定取样技术要求、取样仪器设备要求，规范人员操

作，管理监督取样的过程，为实物地质资料取样服务

提供技术支撑。
本方法适用于本中心实物地质资料取样的全过

程，由岩矿测试实验室负责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指
定取样技术负责人、取样操作技术人员的管理、岩芯

标记线及标志物的确认、制定取样方法、监督管理取

样的全过程、样品加工制备及副样保存方法等。
为了固化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意义，减小取样

过程对实物资料的破坏。取样的技术要求中规定，
准备取样的标本，首先确认有无“标型矿物”及“找矿

标志矿物”［８］，是否含有标准层、标志层、化石层、典

型矿物或对区域地层对比有代表意义的岩芯。若含

有上述标志物，取样必须符合“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

样规定”的 第 十 八 条“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的 基 本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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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相关条款要求。
为了确保能够安全、高质量的完成取样工作，规

定了取样人员在上岗前，应在实验室指定人员的指

导下，由取样技术负责人对取样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培训；仪器、设备使用能力等相

关技能确认；岩芯标线、标志物、取样量、取样位置等

有关的取样技术管理知识培训。
为了保证取样操作的顺利进行，取样人员应具

备以下技能：熟练操作取样设备及取样辅助设备；对
取样位置、取样量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具备安全用

电知识、了解各种个人安全防护手段、能够单独处理

较小的意外伤口（如擦伤、磕碰伤、划伤等）。
为了强化实物资料取样的质量及可追溯性，取

样过程中除取样记录外，还要求制作图像记录、取样

监督记录、取样验收报告等相关记录。
为了满足样品加工质量要求及副样保存要求。

样品加工及副样保存，使用现行的行业标准［９］。

３．２　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评估技术方法

建立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的 目 的 之 一，是 向 社 会

团体、组织、个人开 放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及 科 研 观

察、取样服务，避免 重 复 勘 察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社 会 资

源浪费。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是 向 社 会 各 界 提 供

服务的重要工作，制 定 评 估 方 法 的 目 的，是 为 了 避

免实物地 质 资 料 的 过 度 使 用、为 取 样 工 作 的 科 学

管理提供依据、合 理 分 配 资 源、提 高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使用的社会效益。

１）适用范围实 施 主 体 及 主 要 职 责。本 方 法 适

用于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所有馆藏岩芯及岩石标

本”的“取样申请”的评估过程。库藏管理部门负责

确认、评估“取样申请”的实物地质资料状态及库藏

样品量，并将评估结果及相关数据资料反馈至岩矿

测试实验室和取样管理服务部门。岩矿测试实验室

负责组织“实物地质资料取样申请的技术评估”（以

下简称为 评 估），评 估 结 果 反 馈 给 取 样 管 理 服 务 部

门。由取样管理服务部门综合各方评估意见，经审

核符合取样条件，由中心主管领导签字后，取样管理

服务部门 向 取 样 人 回 复。经 审 核 不 符 合 取 样 条 件

的，由取样管理服务部门向取样人解释并备案。

２）主要内容。编 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评 估 方

法，是为了满足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管理规定的

需求，规范化取样申请的评估过程，制定取样申请评

估的具体实施步骤。其主要内容包括。①总则，主

要对取样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及主要职

责、主要内容加以说明。②术语、定义，对本方法提

及的专业术语及名词定义加以解释，主要术语、定义

包括：首席科学家、学术委员会、大样品、小样品、在

研项目、成果共享、样品使用权、系统采样、社会效益

等。③评估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责，实物地质资料取

样评估委员会分为一般评估委员会和专家评估委员

会。其分别参与评估“简单样品审核程序”、“复杂样

品审核程序”的论证评估工作。“在研项目”后期的

取样申请评估，通过与相关项目专家交流，“在研项

目”专家们需要了解标本的取样状况、剩余样品量及

位置信息 等 相 关 标 本 的 取 样 情 况。因 此，“在 研 项

目”后期的取样申请评估，评估委员会最好邀请项目

首席科学家或其指定代理人员参与评估。④评估流

程，取样评估 流 程 主 要 包 括：取 样 申 请 的 评 估 与 组

织、取样的评估原则、评估结果的批准等。⑤简单样

品审核程序，适用于日常取样申请的审批工作，申请

人的取样要求比较简单，不涉及取样原则中的不允

许取样条款，取样目的明确、取样研究内容无争议的

取样申请。其主要评估内容包括：依据取样必须满

足的条件、库藏标本中剩余的样品量、研究项目的级

别、标本来源地位置、取样位置、标本使用权等决定

是否批准取样。⑥复杂审核程序，主要适用于简单

审核程序不能决定的取样申请，由岩矿测试实验室

组织相关行业的专家，就申请提出的取样目的、研究

项目、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拟送检测机构等采用复

杂审核程序进行评估。国家级科研项目产生的重要

实物地质资料、珍惜实物地质资料，也要采用复杂审

核程序进行评估。其主要评估的内容包括：有相同

样品的分析数据、已经系统采样、科学实验性取样的

研究项目等［１０］。⑦取样评估的技术要求，规定实物

地质资料取样申请评估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其主要

内容包括：测试机构的要求、如何确定测试项目方法

的先进性、地球科学研究预期成果的必要性证据、自
然科学科普研究的社会效益及国家需求的急迫性、
公益性科研项目在社会公益性事业中的预期作用及

相关例证［１１］、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重大经济价值、
国家重大需求等相关技术要求［１２］。

根据上述条件、评估元素及评估办法，做出是否

准许取样的论证报告。如果准许取样，建议取样量、
取样方式、取样的大体位置等（取样的具体位置现场

决定）；如果不准取样，说明原因及解决办法（如，建

议到哪里去取样或指出提升研究水平的方向、办法

等）。

３．３　取样申请评估论证内容与书写格式

按照取样申请的格式及内容填写表格，如果内容

较多可添加附件，附件名称为“取样申请论证内容”。

１）申请使用实物资料的项目名称及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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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使用实物资料的项目名称，为使用方研究项目

的名称。若为个人研究，也可与社会科研、生产机构

合作，填写研究项目名称。使用人项目研究的合作

方式可有以下几种形式。①乙方单独研究：由科研、
生产机构的项目负责人牵头，独立完成的项目。②
与社会科研、生产机构合作：个人性质的研究人员与

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生产机构合作，建立稳定的合

作关系的研究项目。③与实物中心业务关系密切的

研究机构合作：个人性质的研究人员与地质科研单

位及实物中心上级单位合作，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的研究项目。与地质科研单位及实物中心上级单位

合作，便于取样研究目的及意义的审核。因此，建议

首选合作单位为，与实物中心业务关系密切的研究

机构。④与实物中心合作：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是实

物资料的管理机构，对所有馆藏标本的性质及应用

价值非常了解，实物中心鼓励单位及个人与实物中

心合作。若与实物中心实现成果共享，实物中心将

为研究人员提供所有的共享资源，并建立稳定的合

作关系，共同开展实物资料的研究工作。愿意与实

物中心合作的单位或个人，可在填写取样申请时，在
取样申请论证内容中提出合作内容及要求。

２）取样的必 要 性 是 必 须 在 实 物 中 心 取 样 的 理

由，其理由主要有：由在研项目组批准，在研究项目

委托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要求；标本捐献人申

请其委托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要求；申请取样

的标本一般应为国内唯一样品源，如：大陆科钻，闭

坑矿井等；其它取样渠道确实困难的标本，如：国外

标本及特殊地理位置的标本等。

３）取样 目 的 即 研 究 目 的，解 决 科 研 问 题 的 预

期、社会价值的预期、社会公益性的预期、重大经济

价值的预期、国家重大需求的预期等。研究的意义

主要包括：科学研究、科普研究、社会公益、重大经济

价值、国家重 大 需 求 等 方 面 的 意 义，具 体 内 容 参 考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评估技术方法”中的相关条款。

４）取样过 程 中 拟 定 的 取 样 规 格、取 样 量、取 样

总数量。批准的取样申请，并不等于批准了拟定的

取样数量。具体的取样技术问题，在实际取样时，由
取样技术人员根据使用人拟定的检测内容、检测方

法与取样人员协商决定。具体内容参考“实物地质

资料取样方法”，中的“中的质取样技术要求”。

５）取样研究需要实验测试的分析项目，内容尽

量详细，其将作为决定取样位置、取样规格、取样量、
样品制备的依据。

６）检测方法可以由自己填写，也可由送检实验

室推荐或实物中心岩矿测试实验室推荐。如果实物

中心有相关标本的分析数据，其将作为测试方法是

否先进、是否为新项目的依据。具体内容参考“实物

地质资料取样评估方法”，中的“中的质测试项目。

７）样品使用人测试样品时选定的送检机构，其

可以由实物中心推荐，也可以填写符合要求的测试

中心或实验室。具体内容参考“实物地质资料取样

评估方法”，中的“中的质资测试机构”。

３．４　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附表

为了加强取样工作流程表格化程度，制订了与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相关的附表。

１）附表１为 在 研 项 目 取 样 申 请 表。经 过 与 现

有的“在研项目”联系人的交流，“在研项目”组允许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承接取样申请。制作“在研项目”
取样申请表，是为了满足取样申请人在本中心申请

“在研项目”的取样需求。在研项目取样申请表，适

用于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保管的“在研项目”标本的取

样申请。其主要内容包括：申请使用实物资料种类、
取样范围、拟取样数量、申请使用实物资料的项目名

称、取样目的与科学意义、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拟送

检测机构及“在研项目”取样须知等内容。

２）附表２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申 请 表。实 物

地质资料取样申请表与原有的表格基本一致，主要

内容与附表１基本相同。在馆藏机构审批一栏中，
由于论证结论是由实验室、库藏管理室、资料服务室

等专家共同 评 估 的，删 除 了 库 藏 管 理 室 意 见 一 栏。
添加取样须知，其目的是为了体现格式合同等法律

文件要求的提前告知义务。

３）附表３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计 划 表。实 物

地质资料取样计划表，用于填写经岩矿测试实验室、
库藏管理室及资料服务室共同商定后的取样计划，
交由实物中心相关领导批准后，各单位按计划展开

取样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计划取样的日期，取样

使用方的单位、研究项目名称、取样地点、取样负责

人、取样监督人员、拟定的取样人员等。

４）附表４为取样评估建议、论证报告表。取样

评估建议、论证报告表，填写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评估

建议及论证报告，适用于简单评审程序与复杂评审

程序的评估评审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申请方项目

名称、取样范 围、检 测 内 容、取 样 数 量、取 样 审 核 元

素、论证报告等。

５）附表５为 取 样 标 签。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完

成后，向岩芯盒等具体取样位置放置的标签。主要

目的是提示此处已经取过样品及取样量等。主要内

容包括：矿山名 称、钻 孔 编 号、岩 芯 回 次、位 置（ｍ）、
取样量、取样单位、取样人、使用 单 位、经 办 人、

９８



中 国 矿 业 第２６卷

日期等［１３］。

６）附表６为 分 析 项 目 取 样 要 求 表［１４－１７］。以 测

试项目分类，给出向测试中心等检测机构送检的测

试样品规格、送样量，作为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过程中

的最大取样量的参考值。主要内容包括：测试项目

或测试方法、送检测试规格和最小量、取样位置等。

７）附表７为分析方法样品规格、使用量表［１８］。
以测试仪器、测试方法分类，给出的是检测机构在实

际的实验测试过程中的最大使用量，作为实物地质

资料取样过程中的最小取样量的参考值。主要内容

包括：测试仪器、测试方法、检测范围、样品规格、样

品使用量等。

８）附表８为 安 全 协 议。安 全 是 顺 利 开 展 所 有

工作的保障，本着对客户善意提醒及预防为主的服

务理念编制本协议，如另有说明，还可适当添加补充

条款。安全协议可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运输安全、
数据安全等由于工作经验不足或疏忽产生的安全隐

患。其主要内容包括：样品运输安全、数据安全、样

品损失约定、其它添加的双方约定。

９）附表９为剩余样品返还、分析数据共享及保

密协议。做好保密工作、剩余样品返还、分析数据共

享是实物地质资料取样工作的前提。这一点在前期

取样工作时，要求签署的“承诺书”中已经得到了体

现。本规定建议用法律层面的协议，代替个人信誉

层面的承诺书。对违约行为具有更强的约束力，更

加适用于“规定”的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预计的

样品返还时间、预计的分析数据返还时间、预计的数

据公布保密期限等。

１０）附表１０为 样 品 发 放 表。样 品 发 放 表 用 于

记录样品发放及领取样品的手续，是样品追踪的重

要依据。其主要内容包括：样品属性（题名、图幅编

号、剖面编号、钻孔编号、孔深、样品编号）；样品

规格（原样带回或制备后的样品粒度、形状尺寸等）；
取样数量。

１１）附表１１为取样监督记录。取样监督记录，
是用来记录整个取样过程的监督过程。在取样工作

中，为保证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得到有效的执行，
要委派监督员监督、指导取样各环节的工作。其主

要监督指导的内容包括：取样人员操作的安全性、取
样量、取样位置、取样方式、实际取样清单、取样标签

放置、取样图像记录等。

１２）附表１２为取样验收报告。取样验收报告，
是对整个取样过程的认可报告。其主要验收的内容

包括：取样过程规范性、实际取样清单的符合性、监

督结果、验收结果及其评价等。

１３）附表１３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实 际 取 样 清 单。
实物地质资料实际取样清单，是对实际取样过程中

样品属性、样品库位、取样位置（回次，多少米，第几

块）、实物地质资料岩性及状态描述、取样方式、取样

量的详细记录，其主要记录对象是取样的样品。

１４）附表１４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取 样 操 作 记 录。
实物地质资料取样操作记录，是对取样操作过程中，
具体操作步骤、操作环境、操作人员、执行标准等的

记录，其记录的对象是操作过程。一次取样工作时

间段，只填写一次。主要记录的内容包括：取样监理

人、仪器名称、仪器编号、样品编号、样品规格、取样

方式、取样量、取样日期、取样时间、仪器状态、温度

（℃）、湿 度（％）、取 样 范 围 记 录（图 幅 编 号、剖 面 编

号、钻孔编号、孔深（ｍ））、取样过程描述等。

４　结　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实物地质资料取样规定编制的

目的、意义，编制的宗旨与设计思路。详细解析了主

体文件及附件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改

进说明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建立一整套取样规范，
完善了表格化管理，使实物地质资料取样工作有章

可循，提高了取样工作效率，较好的解决了馆藏标本

保护与取样服务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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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精密度评估；外检、复检样品的分析对比情况。
一些特殊测定数据的数据处理及有效位数等，也要

有详细的说明。

２．３　测试工作完成情况

本部分内容主要概略介绍项目完成过程记录的

情况，从样品接受、样品测试到测试完成后的副样保

存处理 情 况；完 成 的 主 要 测 试 工 作 量 和 主 要 测 试

人等。

１）样品接收与副样处理：样品接受日期、类型、
数量；送样单签字记录；副样最终处理方式等。

２）测 试 工 作 量 和 主 要 完 成 者 可 用 图 表 表 示

（表２）。

表２　测试工作量和主要完成者

分析项目
参加人员

组长 组员
工作量 使用设备 设备品牌

硅酸盐分析 李四 ４０件 ４４００／４０Ａｘｉｏｓ　Ｍａｘ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荷兰帕纳科公司

稀土分析 张三 ４０件 Ｘ　Ｓｅｒｉｅｓ　２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分析 王五 ２０件

岩矿鉴定 崔六 ３５０片 ＢＸ５３奥林巴斯偏光显微镜 日本奥林巴斯显微镜公司

２．４　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按有关财务要求，提供一份项目支出分类简表

（表３）。
表３　费用支出分类简表

类别 比例／％ 金额／元

人工费 ３９　 ９４　８０９

材料费 ３５　 ８５　０８５

管理费 １０　 ２４　３１０

税金 ６　 １４　５８６

其他（水、电等） １０　 ２４　３１０

合计 １００　 ２４３　１００

２．５　提交成果

提交成果的形式和数量，如下所示。

１）ＸＸ省ＸＸＸ地区样品测试分析报告一份。

２）测试数据表：纸介质数据表并附电子文档。

３）附件一：硅酸盐分析测试数据表。

４）附件二：岩矿鉴定测试分析报告表。

５）附件三：地层水质分析报告表。

６）附件四：同位素分析报告表。

７）附件五：……。

３　结　语

随着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和管理的规范化，越

来越多的测试分析工作均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公开招

标，这就需要测试工作成果报告地进一步完善。在

实际工作中，编写好地质测试分析报告不仅让地质

人员充分了解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同时也是测试人

员工作成 果 的 必 要 总 结。一 份 完 整 的 测 试 分 析 报

告，记录了测试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和付出的辛勤

汗水。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地质 矿 产 实 验 室 测 试 质 量 管 理

规范：ＤＺ／Ｔ０１３０—２００６［Ｓ／ＯＬ］．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

ｚＲｌ３６ｗＭｏｎｐｂ３ｒ．
［２］　国家认 证 认 可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实 验 室 资 质 认 定 工 作 指 南

［Ｍ］．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

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

２０１０．

（上接第９０页）

［１２］　谭天伟．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加强科学技术创新［Ｊ］．北京教育，

２０１３（Ｓ１）：２８－３０．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钻探岩矿心管理通则：

ＤＺ／Ｔ００３２－９２［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ｇｆｂｚ／

２０１００４／ｔ２０１００４０８＿７１４２９１．ｈｔｍ．
［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

ＤＤ２００５－０１［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ｇｆｂｚ／

２０１００５／ｔ２０１００５１８＿７１９２３９．ｈｔｍ．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固体矿 产 勘 查 原 始 地 质 编 录 规

程：ＤＤ２００６－０１［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

ｇｆｂｚ／２０１００５／ｔ２０１００５０６＿７１７９０４．ｈｔｍ．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生态地 球 化 学 评 价 样 品 分 析 技

术 要 求，ＤＤ２００５－０３［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

ｚｗｇｋ／ｇｆｂｚ／２０１００６／ｔ２０１００６２３＿７２２５２３．ｈｔｍ．
［１７］　国家地质总局书刊编辑部．金属非金 属 矿 产 地 质 普 查 勘 探 采

样规定及方法［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８］　尹明，李家熙．岩石矿物分析［Ｍ］．第四版．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