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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对比研究：
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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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产生的 重 要 资 料，是 地 质 勘 查 与 科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成 果 和 地 球 信 息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管理并利用好珍贵的实物地质资料，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实物

地质资料保管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对国内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开展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相关技术人员多次与澳 大 利 亚、美 国、加 拿 大、英 国 等 国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

进行交流，发现他们的管理、服务理念相对比 较 成 熟，在 管 理 体 制、管 理 政 策、库 房 建 设、筛 选 技 术、服 务 利

用、信息产品开发与共享方面都与我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比这些差异，为更好的管理我国实物

地质资料并发挥其服务利用价值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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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物地质资料的特点及保存意义

实物地质资料是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

查与评价，水工环地质勘查，海洋地质调查，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勘查，地质科学研究及其他

地质工作中产生的珍贵资料，能反映一定的区域、矿
产、地层、岩石、构造等特征，以及重要地质事件和特

殊地质现 象 等。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具 有 客 观 性 和 真 实

性，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存储地点的变化而发生重

大改变［１］。此外，与原始资料和成果资料相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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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实物地质资料都是通过特定的方法在不同形式

的地质工作中产生，这一过程不可复制，因此实物地

质资料也是不可再生的。加之实物地质资料的获取

成本高，其有效保管和合理利用对节约经济成本、造
福子孙后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２　中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现状

２００２年，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正 式 成 立，承 担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的采集、保管、开发研究和利用

等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业务支撑，
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

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法

规的制定、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和全国重

要地质钻孔数据库的建设、油气等委托保管单位的职

责划分、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体系的制定以及实物

地质资料的馆藏管理体系建设等确保了实物地质资

料的有效汇聚、监管和开发利用，为地质勘查和科学

研究提供了实物地质资料的信息支持，为中小学院

校、相关单位及社会大众开展了教学实习服务和科普

服务，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然而，目
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务

尚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全国仍有部分省没有建设实

物地质资料库房，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与各省、局大

区中心，以及资料委托保管单位关于实物地质资料

分级保管的职责划分还不够明确，重要实物地质资

料的保管还不完全集中在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以

及实物地质资料库藏容量将出现不足的现象等，国

家实物地质资料馆进一步完善建立覆盖全国的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工作迫在眉睫。

３　国内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情况对比

受国情、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以及地质矿产管

理水平的制约，不同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

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欧美等西方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的管理及服务水平相对较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体系［２］。我国也在不断探索

完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为提高我国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水平，自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馆成立以来，先后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赴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俄罗斯、瑞典、芬兰等国学习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等先进经验。因出访澳大利

亚、美国、加拿大、英国四国次数较多，对其实物地质

资料的管理与服务认识更为深刻，因此选取澳大利

亚、美国、加拿大及英国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这些国家存在的差异，寻找国家实物地质

资料馆自身的优势，借鉴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３．１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制差异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资源管理采取分权制，联邦

政府负责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北部地区铀矿

的勘查开发管理，各州政府负责本州管辖范围内的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联邦政府不直接管辖各州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３］。美国的资源管理也采取

分权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管理全国和本行政

区的矿业权。联邦政府的公共实物地质资料库负责

管理地质调查工作形成的具有国家意义或重要科学

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州政府主要管理各州或相邻

州内属于 同 一 地 质 单 元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科 研 机

构、大学、重大科研专项负责管理专业性实物地质资

料，油气公司、矿业公司等大型企业管理专门性岩芯

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咨询公司以及个人管理自身

经营的商业岩芯或博物馆的实物地质资料。加拿大

的矿产资源管理也采取分权制，联邦政府和省政府

分别管理全国和本行政区范围内的矿业权。联邦政

府通过自然资源部下设的地质调查所开展公益性地

质工作。各省矿山能源部负责管理本省地质调查工

作中产生以及矿业权人依法提交的实物地质资料。
英国实行 “分 散 保 管、集 中 服 务”的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体制［４］。按照地质矿产行业和管理部门职责 划 分，
英国地质资料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有：商务改革与技

术部、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皇家资产管理委员会、煤

炭管理局以及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等，各行政管理部

门下辖的地质资料档案馆及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负

责各自辖区范围内的实物地质资料的接收和保管。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实行分级管理体制。国土资

源部与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行政部门分别负责国家

级和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的建设及实物地质资料的

汇交、保管和利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县级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和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采集工作。
虽然都实行两级管理体制，但各级资料保管机

构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范围不同，职责划分也存在

差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州政府主要

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地质工作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
而我国各省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机构是按照全国产生

的实物地质资料等级进行保管。

３．２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差异

澳大利亚联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指

南等文件，用于以管理澳大利亚各个岩芯库及相应

的实物地质资料。如：①联邦和各州的矿业法、石油

法等；②矿产资源法制定的规章制度；③矿政管理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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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根据矿业法和法规规章制定的指南标准等规范性

文件。美国已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比

较完善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体系。除出台相关

技术标准和规范，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制要

求油气和矿业公司汇交其地质工作中产生的实物地

质资料。加拿大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从３个层面对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服务做出

了规定：一是各省的油气和矿业法；二是在矿业法的

基础上制定的相关法规和规章；三是在法律及规章

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标准指南、政策等规范性

文件。英国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矿产资源规划管

理制度，用于管理地质资料的汇交和保管。英国矿

业法规定了 矿 业 权 人 依 法 汇 交 地 质 资 料 的 法 定 义

务。法律规定，油气和海洋钻孔岩芯实物地质资料

必须汇交，不按规定汇交的相关单位将被取消参与

英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的资格。
我国在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服务方面，已逐步

形成了由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

标准规范、工作制度构成的技术方法体系。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实施细则》、《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综上所述，各国虽在管理政策方面制定了相关

的法律及规章制度等，但侧重点及约束范围仍有差

别。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法律明确规定汇交的

法定义务，加拿大各省制定的法律也明确了资料汇

交、保存处理及利用等方面的工作。而我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细则虽对地质资料的

汇交、保管和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并未明确

不汇交资料的法律责任［５］。

３．３　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差异

澳大利亚实物地质资料库由联邦政府管理的实

物地质资料库和各州政府管理的实物地质资料库构

成。联邦政府岩芯库有两个，由联邦地球科学局管

理，各州根据自身开展的地质调查工作获取的实物

地质资料的数量，决定岩芯库的数量和规模，各岩芯

库之间无隶属关系。美国有１００多家岩芯样品库，
由联邦政府管理的特殊实物地质资料库，州政府管

理的矿产勘查岩芯实物地质资料库，科研机构、大学

和重大科研专项管理的实物地质资料库，油气公司、
矿业公司管理的专门性实物地质资料库，咨询公司

及个人管 理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组 成。加 拿 大 约 有

４０多个实物 地 质 资 料 库。加 拿 大 地 质 调 查 局 行 使

管理联邦政府实物地质资料库的职责，各省也建设

有独具特色的实物地质资料库。英国实物地质资料

库大致有５种类型：英国地质调查局岩芯库、英国地

质科学研究所岩芯库、北爱尔兰地质调查所岩芯库

及私营企业管理的岩芯库。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大致分为４种类型：国

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委托保

管单位建立的实物地质资料库房以及地质工作单位

建立的实物地质资料库。截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底，全国

有２０个省份已建成或在建实物地质资料库房。３５
家委托保管单位约建立４０多个实物地质资料库。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库有针对性的收集、保管

资料，各州政府主要保管各自区域地质工作形成的

地质资料。美国则根据实物地质资料的种类建设库

房，有特殊实物地质资料库、科研机构等管理的专项

实物地质资料库等。加拿大各省则根据保管的实物

地质资料特色建设库房。英国没有从联邦和各州的

层面上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而是分５种类型建库。
我国建设的实物地质资料库则分为４种类型，根据典

型性、代表性的原则分等级保管实物地质资料。

３．４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技术差异

澳大利亚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从“代表性”的原

则出发，地质调查局局长／州首席地质学家有权决定

是否永久保存在局地质库的实物地质资料。石油勘

查岩芯等实物地质资料必须入库保管，而固体矿产

勘查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是否入库保管取决于其优

先性评估得分。美国实物地质资料入库筛选是由各

实物地质资料库的咨询专家委员会确定。不同类型

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标准也不一样。加拿大实

物地质资料的入库筛选工作实际是由矿政管理部门

决定的，矿业权人在进行勘查工作前，必须及时向政

府提交报告，由矿政管理部门严格审查报告，并对矿

业权人提出要求，明确规定需要提交的实物地质资

料。英国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工作也是由地质调查

局的专家或其他地质学家来完成。地质调查局统筹

规划需要收集的实物地质资料，按照代表性、能反应

区域特征的筛选原则，收集英国本土以及英国矿业

公司在海外开采的境外地质资料。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采取分类筛选的方式。依托

现有的监管平台，对汇交人上报的目录清单进行筛

选，与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确定需要汇交的实物地

质资料项目。目前并没有专业的筛选专家或团队，
而是由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与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

位等开展联合筛选，最终确定需要汇交的实物地质

资料。

３．５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差异

澳大利亚实物地质资料库为用户提供 岩 芯／岩

２９



第１２期 李秋玲，等：国内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对比研究：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例

屑样品观察和取样检测等服务。很多岩芯库的人员

编制都非常有限，需要利用者访问前先预约，在约定

的时间到访岩芯库。利用实物地质资料开展化学、
物理、地球物理等研究，需要向矿政管理部门报告，
并在取样之后６个月内，提交取样获得的所有数字

化工作成果，岩芯库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用。美国实

物地质资料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开放、多元化的服务，
如：观察取样、测试分析等，还用于油气资源和矿产

资源勘查、水资源勘查、环境地质调查以及教学科普

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联邦和州公益性的实物地

质资料库，免费提供服务或只收取少量的费用，专业

性岩芯库及咨询公司或私人岩芯库收取的费用相对

较高。加拿 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提 供 的 服 务 主 要 包

括：钻孔资料和数据的查询、岩芯岩屑的观查取样、
显微观察、地质咨询等服务。除此之外，实物地质资

料库还为大学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用于科学研究，
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服务，以及组织大型国际会议

等服务。大多数岩芯库只对油气和矿业公司的利用

者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用，对学生和政府人员完全免

费。英国的实物地质资料主要由英国国家地学数据

中心和海洋地理数据中心在不损害汇交义务人利益

的前提下，向利用者提供服务，一些专业性的地质资

料则由国家档案馆、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外进行有针

对性的服务。目前，英国地质调查局保存的实物地

质资料，主要用于地质填图及其他研究工作中。
由此看出，美国、加拿大、英国在利用实物地质

资料开展科学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科研

经费大多依托科研单位。中国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利用实物 地 质 资 料 开 展 的 科 学 研 究 相 对 较 少。目

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开展的服务工作主要包括：
为国家重大专项提供岩芯现场服务，为国内外专业

人员提供观察、取样、测试等服务，向省级实物地质

资料馆和地勘单位提供业务咨询，为大专院校提供

教学实习，向社会提供科普服务等。

３．６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产品开发与共享差异

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均建立了钻井岩芯数

据库，用户可以提前在数据库中查询需要的岩芯等

实物地质资料的位置信息，然后到岩芯库查看或者

取样。制定了联邦 及 州 政 府 的 合 作 计 划－国 家 虚 拟

岩芯库（ＮＶＣＬ），计划对大陆１～２ｋｍ孔深获取的

岩芯进行扫描，建立一个高分辨率的影像库，集成地

质成果，创建地球科学研究网，建立知识储备库，减少

重复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美国联邦和各州

实物地质资料库均不同程度的开展了实物地质资料

的数字化工作，建立了目录数据库，为用户提供现场

和在线服务。为更好的保管与保护专项研究，美国对

一些特殊实物地质资料采取信息保密制度［６］。加拿

大实物地质资料库建立钻井岩芯数据库，通过在网站

上公开实物地质资料的研究报告、地质图件等，为用

户提供检索和下载服务。加拿大各省实物地质资料

分为公开文档信息和保密信息，一般情况下，信息的

保密期是１～２年，其中石油天然气钻井岩芯的保密

期相对稍长［７］。英国是世界上保守主义的发 源 地，
具有保密的传统，在政府信息开放方面落后于澳大

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英国也建立了钻孔数据

库，但钻孔资料具有一定的保密期限，近陆或近海石

油勘探钻井工程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保密期一

般是５年，商业性保密资料的期限一般是４年。
目前，我国已有３１个省级资料馆均开展重要地

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建设等工作，开发了地质资料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三维可视化地质信息服务和管理系统等，具备了一

定的信息化能力和水平。国家地质资料馆通过网站

对外发布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和全国重要实物

地质资料图像数据库的各项资料。但总体来说，我

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水平相对落后，这种情况

跟我国普通民众信息保护意识不强有关。由于对信

息保护认识的不到位，往往出现怕泄密而不公开信

息的现象，导致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公开存在一定局

限性。

４　国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从上文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我国实物地质资料

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在促进实物地质资料依法汇交方面，
相对落后，需要进一步提高汇交人的汇交意识；②覆

盖全国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

建立；③利用实物地质资料开展的科研工作相对较

少，实物地质资料的科研价值未得到很好的发挥；④
外界对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务工作认识不

全面，需要加快建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

４．１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实物地质资料依法汇交

针对我国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存在的问题，需要

以《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为依托，以地质资料汇

交监管平台为抓手，加强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的

同时，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实物地质

资料依法汇交，加大汇交管理政策的宣贯，增强汇交

意识，学习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先

进经验，形成实物地质资料监管网络，加大对不依法

汇交的汇交人的惩罚力度，把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当

成一种社会责任。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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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建立覆盖全国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

要建立覆盖全国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

系，需要整合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发布体系、产
品开发体系、服务利用体系以及服务网络体系。具

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加强对实物地质资料

的认识和管理理念，学习伦敦德里岩芯库采用机会

成本法核算评估，量化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价值；②
明确体系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让各省厅和省馆参与

进来，调动不同层次人员积极性；③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馆需要借鉴澳大利亚建库经验，制定收藏规划，统
筹入库需求，分阶段实施建库，既可以满足长远的存

储需要，还可以避免库房浪费；④借鉴美国的先进经

验，实现实物地质资料的统一管理，注重地质资料的

整合，研究地质和找矿规律，编研年度地质成果，为

矿业界提供找矿和投资咨询，为地质院校提供素材。

４．３　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的利用率

目前国家馆保存的实物地质资料主要用于观察

取样、展览展示、教学实习、大众科普等方 面。２０１６
年，全年来馆观察取样８８人次，其中科研人员２２人，
院校师生２人，院士４人，其他１人；接待到馆团体

２０５个，服务 约６　６６０人 次；为 国 家 重 大 专 项 提 供

１４　５８５ｍ岩芯现场服务；在中国国际 矿 业 大 会 和 加

拿大ＰＤＡＣ大会 展 示 了 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的 实

物地质资料。２０１６年 开 展 了 地 球 日 等４场 大 型 的

主题科普活动，丰富了科普内容，传播了地学科普知

识，并与多所 学 校 联 合 开 展 教 学 实 习 活 动，获 得 了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普信息化工作优秀基地”的荣

誉称号。但总体来说，实物地质资料的利用还存在

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
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实物地质资料在科学研究方面

的利用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为此，除扩展实物地质资料的

对外利用服务范围之外，还应该主动和一些科研单

位联系，争取达成合作意向，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开展

实物地质资料科学研究。

４．４　加快建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

随着大数据热潮的不断升温，信息共享也显得尤

为重要。信息与信息产品的交流与共用可通过互联

网传递给不同的用户，既合理利用资源配置又能节约

社会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又避免了信息的重

复采集与存储。目前，随着实物地质资料数据的不断

丰富，提高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实现信息共享是

实物地质资料面临的重要挑战。实物地质资料要更

好的为社会提供服务，就必须最大程度的实现信息开

放与共享，首先要考虑构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保

障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开发数据共享技术和

拓展共享服务方式；其次要考虑建立国家实物地质

资料馆数据信息中心，完善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

服务系统，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整合电子阅览室

系统、全国重要岩芯图像服务系统及全国重要地质

钻孔数据库等系统，实现数据的统一对外发布。

５　结　论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逐步

建立了符合 我 国 国 情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行 政 管 理 体

系、馆藏管理体系及法规体系和标准技术方法体系，
开启了以社会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服务模式，服务

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方式不断改进，服务领域不断拓

宽，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与

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充分借鉴国

际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开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发展

至关重要。目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开展的对外交

流与合作还不够深入，每年赴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

专业技术人员少之甚少，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限

制：经费限制、对实物地质资料开展对外交流的认识

不到位、语言障碍导致对去国外开展业务交流产生

抵触心理、科研水平未得到很好的发挥，以参加国际

性会议拓宽视野的领域仍是空白。对此要想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真正与国际接轨，必须采取一定

的手段和措施，如：鼓励并激发专业技术人员赴国外

学习交流，借鉴先进经验，推广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在实物地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方 面 的 政 策 与 取 得 的 成

绩，提高知名度；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服务研究，发表科研论文，以报告、讲座的形式参

加国际性会议，吸引国内外科研人员到馆开展科学

研究；积极寻求机会与国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

务工作领域领先机构开展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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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许百泉，颜世强，王黔驹，等．英国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跟踪研

究［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３，２２（７）：５８－６３．
［５］　陈新宇，韩健，高鹏鑫．实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政 策 研 究［Ｊ］．中 国

矿业，２０１５，２４（Ｓ１）：９７－９９．
［６］　石小亚，朱小飞，朱卫红，等．浅析美国地质资料信息管理与服

务［Ｊ］．国土资源科技管理，２０１１，２８（６）：１１２－１１６．
［７］　丁克永，吴小平，颜世强，等．加拿大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现状

［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３，２２（９）：７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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