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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化体 系 的 实践与探讨

彭 秋月 ， 张 志 伟

（ 国 土资 源 实 物地质资料 中 心 ， 河北 三河 ０６ ５ ２０ １ ）

摘 要 ：
２０ ０ ９ 年 ， 国 土资源部提出

“

十二五
”

规划 纲要实 行以 来 ，地质行业信 息化集群 化工 作陆续开

展 ， 并取得相应成效 。 ２０Ｕ 年 ， 国土资源
“

十三五
”

规划纲要颁布 ， 在此工作基础上 ，本文总结 国家馆 在过去

几年建设过程 中 ， 通过政策体系 ，标准体系 、技术体系 ， 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工 作 中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 ；

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 ， 侧重实物地质资料
“

两化
”

以 及
“

两重一主
“

工作 ，进一步提 出 了完善实 物地质资料信

息化工作 目 标和重点工作 ，并从数据 ，成果集成两方面进行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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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行形成 的 重要基础信息续展开了国家馆藏的实物地质资料 的信息化工作 。

资源 ，具有 可重复利用 、长期提供服务 的 特点 。 新至 ２００ ６ 年起研建了 实物地质资料 目录数据库 ，实物

中国成立以来 ，我 国形 成 了海量 的地质资料信息 ，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 台 ， 实现了全 国实物地质 资料

为社会服务和经济 发展提供 了重要 的 资源 。 随着的 网上汇交 ， 网上监管功能 。 从 ２００ ６
？

２〇 １ １ 年 ， 国

计算机技术 ， 互联 网 时代 的 到来 ，信息技 术以 及逐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 中心初步开 展了 实物地质 资

步覆盖传统 ，低效 的工作模式 ， 进而取代 的是快捷 ，
料信息化建设工作 ， 主要从 网 站信息发布 ， 专栏建

高效 的工作方式 ， 由 此带动了高效叠加产生 的经济 设 ； 网站集群 ，数据集 群建设 ；安全存储 ，运维 ， 网络

效益 ，为传统 的资源利用 ， 提升 了可持续 发展 的价 服务三方面开展工作 ，具体研建 了全 国实物地 质资

值和潜力 。 从 ２ ０ ０６ 年起 ， 国土资源部
“

十二五
“

规划 料 目录数据库 ，
研制 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信息 系统

纲要提出 了关于推 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产 业化
和实物地质 资料 服务系 统 ； 建设 了 网络 服务平 台 ，

的工作决定 。 纲要 中 明确 提 出充分发挥实 物地质 使实物地质资料的管 理工作更科学 ，规范 、标准 、高

资料信息的价值 ，不 断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

水平 ，为经济社会提供更好 ， 更优质麵务 。 在
”

两＆ 日

化
‘‘

工作触导下
， Ｓ ｉ：魏实雛质韻 巾祕

信息共享雛会倾务歸賴 ， 逐錄高了实物

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水平 。

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成果

收稿 日 期 ： ２ ０ １ ６
－

０２
－

３ ０随着科技水平 的不断提高 ，计算机技术运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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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行业发展 的成效不 断加强 ，打破了传统 的实物到决策支持服务 ， 从 网络建设到 系 统安全 防护 ， 从

地质资料线下服务 ， 脱机服务的 模式 ， 通过数字化信息化产品试点到逐步实现全面应用 ， 对整个信息

技术 ，数据库 载体 ， 互 联网 平 台 向更 多 的 社会用户化建设 内容 、建设 阶段划分 、 完成程度等 进行 统
一

提供详细的资料服务 。
２０ １ ６ 年 ，在国 土资源部的正部署 ，从制定 目标 ， 信息化工作 内容量化 ， 阶段性成

确领导下 ， 实物地质 资料信 息化建设 工作按照
“
一

果 ，验收 ，质评 ， 根据这一指导 思想 ， 国家 馆藏实物

条主线 ，两个支撑 ，

一

个 目 标
”

的 总体思路 ， 扎实逐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 的原则可分为
一个核心 ，两个

步推进 。 在 国土 资源部实施地质资料
“

两重一 主
”

重点 、 三个 目 标 、 四个基础 。 建设核心 ： 根据全 国实

工作部署 中 ， 根据实物地 质资料工作程序 ， 制定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化程度 ，利用 现有信息化成果 ， 全

物地质资料 信息化 主 流程 ， 包括 了立项论证 、设计面规划 、统一部署 ， 以 数字化信息资 源建设与服务

编制 、数据采集 、数 据处理 、 成果应用 ， 社会化服务应用为基本核心 ；两个重点 ： 以数字化实物 、成果集

等 内容 。成为重点 ；
三个 目 标 ： 以提高决策能力 、管理能力 、

从 ２０ ０６ 年至今 ，在
“

十二五
”

规划纲要的工作指服务能力为 目 标 ； 四个基础平 台 ：统一信息标准 ，统

导下 ， 以
“

两化
”

目 标为方 向 ， 理清工作思路 ， 遵循工 一数据库 、统
一

门 户 、统
一

平台 。

作规范与标准化体 系 ， 逐步落 实工作 内容 。

“

两化
”

３ 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工作

工作的信息集群化是
一

项 由 若干个既独立 又相互实物地质 资料 信息化建设 是根 据统
一

的技术

关联的子项 组成的 系 统工程 。 全 国各地勘单 位按标准 ，运用计算机 ， 数字化技 术 ， 数据 库技术 ，信 息

统
一

的标 准 、 规程 、 规范开展工作 。 工作 中 严格执技术建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资源库 ，数据资源

行现行的地址资料 、矿产地质 、 区 域地质 ，信 息服务库涵盖了进馆 的各类地学质量数据 ，这些数据通过

平台建设等相 关标 准 、 规程 、 规 范集合全 国 各省 ， 现代化管理 、 进行标 准化 、 系 统化 ，形 成体 系 ， 为 社

市 、区 （直辖市 ） 汇交 的 实物地质资料 ，成 果地质资会需求提供才出 库服务 。 因 此 ， 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

料以及相关资料 ，并通过计算 机管理 ，信息 系统 ，数化建设贯穿 了 整个 实物地质资料从入 库管理到 出

据库技术 、互联网共享服务平 台对传统数字化的资库服务的 流程 ， 信息化工作 内 容包括 ：信息化标准

料信息提供管理与服务 。 到 ２０ １４ 年 ， 国土资源实物制定与运行管理制 度的制定 ，实物地质资料的信息

地质资料中 心 已 初步 完成 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集群资源汇总与数据库建设 ， 信 息管理系 统研 建 、 数字

化工作以及试点工作 。 通过几年 的信息化建设 ， 以实物成果 集成 与发展 系 统研建 、 信息 服务 系 统研

项 目工作 为抓 手 ， 重 点 开展 了管理信 息 系统 的开建 ，管理决策系统研建 、信息 网络平台 的研建 、信息

发 、数据采 集 、 数 据处 理 ， 成果 应用 多个模块 的 集化成果推广 、质量评价等
一系 列 内容组成 的信息化

成 ，将固体矿产实物地质资料与 区 域地质实物资料体系 。

进行信息数据融合 ， 破除 了 馆藏信息孤 岛 的 现象 ，在总体内 容和标准下 ，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工

通过互联网共享平 台提供在线服务 ， 并取得进展与作的重点集中在数字化实物与成成果集成两方面 。

成效 。 国土资源实物 地质资料 中心 目 前 已 完成信数字化实 物建设主要 是重 点在数据源分类 与数 据

息化工作包括 ： 管理信息系 统 、数据库的研建 ， 网络库 的建立 ； 成果集成主要通过管理服 务平 台 （管理

共享服务平 台 的研建 。 数据源通过这 三个 技术载信息系统 ）与共享服务平 台 （ 门 户 网站 ， 站点集群共

体集成产品 ， 向社会提供服务 。 具体 内容涵盖国家享 ）实现 。

和社会出 资开展地质 工作形成的 原始 、 实物 和成果３
．
１ 数据

地质资料等重要地质资料的数字化 ，整合形 成可满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化集成 的重点 之
一

是数据

足不同需求的 系列化 ，集群化的地质资料信息产品的建设 ，采集实物地质资料数 据 ， 集成 资源库根据

实现资料汇交的 网上监管 ，数据库建设 、 网 络互联 、 业务需求 ，社会化需求提供 网 上服务 ， 数据 的采集

产 品开发 ， 并为服务试 点工作奠定基 础 ， 从 而实 现主要通过数字化 ，并进行数据处理 ， 导人数据库 ，通

服务的信息化 。
过数据库进行数据管存储 ，通 过管理服务平 台管理

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 的 总体 目标及原则信息 系统将集成的 数据与功能管理连接 ， 对各类地

２ ０１ ４ 年 ， 国土资源
“

十三五
”

规划总体纲要颁布质数据进行管理 ，运用 网络平 台提供在线共享服务

以来 ，根据 国家馆藏 实物地质资料 工作流程 ， 实物 （ 图 １ ） 。

地质资料信息化工作 内容 ，从标准体系建设到数据３ ．
１

．
１ 数据库

建设及应用 系统研建 ，从面 向业务管理的信息服务目前 ， 国土资源地质 资料数据库建设 ， 包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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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１

国元数据 目 录数据库 、实物图像地质资料数据库和＾
——

实物地质 资料数据 库 （按照专 业化分 的 各类 数据 ｜

实物地酿料ｕｈ
—七 实物地质

库 ）三大类进行研发 。 数据库建设 中 ， 遵循相关
丨

数据『
［

ｍｍｍｍｍｇ｜
｜
｜
｜

质资料档案管理技术标准规范 和地 质矿产行业信丨」 丨

务平台
－

息化标准 。 服务区 域地质调查和矿产地 质勘查管＾^

理的部分地质资料数据达到满足全 国 国土资源
“
一

图 １ 实物地 质资料信 息化步骤 图

张图
”

及其核心数据库建设要求 ，能 够纳人
一

站式

进行统
一

管理 ， 由 多个数据库形成统
一

的 数据库体｜

全国地质数据库体系

系 （图 ２ ） 。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包括 ：业务工作数Ｉ

据 ，实物说明数据 、库 内管理数据 ；实物图像数库包

含的数据 ： 主要是指岩芯 ，标本等 ，实物的 扫描 图像ＲｌＦｌＦｌＦ ｌＦｌＦ
数据与这些 图像的管理 中形成 的数据 ；全 国 ＠ 录数录 调

￥ｍｍｉ
据库 ：主要是指全 国实 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 里 ， 现＾＾学ｓ质１４

存的实物地质资料现状与 目 录数据 （图 ３ ） 。

ｉｆ库 数数 数 数

３
．
１

．
２ 数据源据据 据 据

３
．１ ．

２
．
１ 数据分类和数据格式ＵＬＩＭＬ＾ Ｊ

实物地 质数据包括 以 下几方 面 。 ①管 理性数图 ２ 全国地质 资料数据库体 系 图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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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物地质 资料数据 库与数据 源结构 图

据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目 录管理 、汇交管理 、业务管下几类 。

理数据 ；②馆藏 实物数据 ： 实物 目 录
， 实物 图像 、相１ ）实物说 明数 据 。 实物地质资料说明 数据是

关资料和属性说 明及库 内管理数据 ； ③文档数据 ： 指描述实物资料生产背景 、属性方面的数据 。

包括政策法规 、 技术标准 、 管理办法 、操作规程 、 工２ ）库 内管理 数据 。 库 内 管 理数据 主要 是指实

作制度 、人库标准等文件性的 数据 。 这些数据在数物地质资料人库保管 ，整理 、建档过程 中形成 的数

据库 中存储 的格式分为三大类 ： 管理性 的数据存储据 。 例如装箱号 ，库位号等新产生的数据 。

格式是数字或字符 ， 图像数据库储存 ？的数据格式是３ ）实物图像数据 。 实物 图 像数据 主要 是指岩

图像 ＪＰＧ ，文档数据存储的是文档格式 。
芯 ，标本 、薄片 等 ，在人库实物的 扫描 图像数据和这

３ ． １ ． ２ ．２ 数据 内容些图像的管理过程 中产生的数据 ，例 如 图像扫描标

实物地质 资料业务管理数 据主要是指馆 藏机号数据等 。

构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过程 中 ，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４ ）相关资料数据 。 相关资 料数据是指在接收 ，

人库管理的业务工作步骤 ： 汇交 、验收 、 整编 、入库 、 采集实物地质资料数据过程 中 ， 同 时接收 的与 实物

利用 ，服务 ， 实物地 质资料在 这个管理过程 中形成资料有关的文本说明资料 、 图件等 ， 经扫描 ， 数字化

的数据 。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存 储 的数据包括 以后形成的数据与管理这些文件新产生的数据 。



１ ０ ２中 国 矿 业第 ２ ５ 卷

５ ）政策文 件数据 。 政策文 件数据是 指与实物内容包括资料数据 的整合集成 ， 各类地质资料数据

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 信 息化相关 的法律法规 、管库的集成 ，共享平台 的 集成 ， 服务的集成 ，通过 系列

理办法 、技术标准 、 准则 、细则 、条例 ，规程等文本数化的整体打包 ，最后 向社会输出 需求服务 。 数据集

据与管理数据 。成 （数据处理 ，采集 ，分类存储数据库 ）是基础 ， 数据

６）全国 目 录数据 。 全国 目 录数据主要是指各级库集成 ，管理信息 系 统集成 ， 网络共享平 台 集成三

馆藏机构和地勘单位库存实物地质资料 目 录数据 。个方面形成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的 成果集成 。 实物

７ ）全国钻 孔数据 。 全 国 钻孔数据是 指采集全地质资料数据集成通过管理服务平 台 和 网 络共享

国钻孔位置 、地质背景 、属性说明方面的数据 。平台两个平 台集成提供向外服务 。

８ ）汇交管理数 据 。 全 国 汇交管理数据是指采３ ． ２ ． １ 管理服务平台

集全国汇交 的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 以 及对这些数据传统方式 的地质 资料管理是 以 手工操作管理

进行管理的过程 中新形成的数据 。的 ，随着互联网技术 ， 便捷 ， 高效 的资料管理系 统变

９ ）成果集成数据 。 成果集成数据是指在重大地得尤为必要 ， 管理 系统 收集 、 管理各类型格式 的 电

质勘查项 目 ，矿产勘查 、 Ｋ域地质调查项 目 ，科学研究子资料 ，包括文档 、声音 、 图片 等 ，并且能够简单 、快

专项等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后的数据集成成果 。速 、精确 的 检索到所 需要 的资料数据 ， 达到高效实

３
．
２ 成果集成用 、稳定可靠 、安全保密的 目 标 ． 这个核心功能对于

实物地质 资料经 过筛选 、入库 、整 理、建 档后 ， 实物地质资料现代化管理是极其重要 的 。 实物地

通过数字化 ，数据库技术 ， 对各个类 型 的 地质项 目质资料管理服务平台 的主体是实物地质 资料 管理

形成 的资料数据进行分类 ， 处理 ， 采集 ， 通过数据库信息系统 （Ｍ ＩＳ）
。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是实

存储 ， 经过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数据 的管理和功能的物地质资料管理与 服务体 系 的重要 组成部分 ，采用

分类利用 。 根据不 同 的地质业务需 求和社会化服Ｂ
／Ｓ 结构浏览器／服务器模式 ，将管理信息 系统的功

务需求将数据打包整合通过 网络共 享平 台提供 网能实现部分集中在服务器上 ，提高 了管理信息系统

络无偿服务和借 阅有偿服务 。功能化工作的效率 ， 由多个子系统构成 （图 ４） 。

零散的资料通过现代化技术形成分类 的产 品 ，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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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子 系统

１ ） 实物库 自 动存取子 系统 。 它是 自 动化立体信息的在线浏览 、 检索 、 下载和 不 同 部 门 间 的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库的管理系统 ，它能够通过 电脑操作交换 ，共享 。

系统的控制进行 自 动查 找 ，存 取岩芯箱 ，并 能实时４ ）实物图像 管理服务子 系 统 。 通 过对实物 扫

检索每个库位存放 的 实物地质资料名 称 、 编号 、数描 、实物图像ｆ
息 的分析 、处 理 、 利用 ， 向社会提供

量等信息 。服务的管理系ｋ 。 包括 四个方 面内容 ：①实物图 像

２ ）实物地质 资料 管理子 系 统 。 按照 实物地质扫描 、 图像存储于管理 ；
② 实物 图 像信息分 析 ， 矿

资料馆藏业务 工作流程完成各类型数据 的 著录和物 、形迹识别 ， 含量计算 、 分类信息统计等 ； ③ 实物

进行数据的浏览 、查询 、修改 、统计等 。图像处理 ，图像拼接 、压缩 、编辑排版 、 添加注解 ； ④

３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子系统 。 通过互联 网 、地实物图 像 服务利用 ， 网 上发布 、传 输 、 浏览 、 查 询 、

质调査局骨干网 、实物地 质资料 中心 内 网 ， 向不 同观察 。

权 限的用户 提供相关的 服务 。 实现实物地质 资料５ ）实物地质资料 汇交子 系统 。 这个 系 统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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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物地质资料进行汇交／接收工作的 在线全程管理系３
．
２

．２ ．
１ 数据运行环境要求

统 。 功能包括报送 目 录清单 、 汇交实物筛选分级 ，目 前 ， 目 录数据库 、 图文数据库 ，专题数据 库数

提交 ／接收信息发布 、汇交 ／接收情况监管与信息反据基础允许环境包括主机与服务器系 统 、存储备份

馈 、实物地质资料产生的地质信息收集等功能 。系统 、基础软件和安全 系统 。 充分考虑现有数据和

６ ）全国实 物 目 录管理 子系 统 。 系 统是全 国 实系统平台基础 ，空间 数据管理软件可选择 国 内外主

物地质资料管 理现 状与数据信息 的 管理系 统 。 用 流产 品 ，支持通用交换格式 ；数 据库软件 选择 国 内

于收集 、 汇总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目 录信息 。夕卜大型主流关系
＾
据库产品 。

７ ）全国钻孔数据 管理子 系统 。 系统 是对全 国ｍ
２

钻孔信息腿雜雜 ，賴与 ＩＩ侧腦雜 。

８ ）数字实霞縣鮮雜。 雜顏实 物
ｆｔ Ｉｎ ｔｅｍｅｔ渺卜提觀务 ， 巾 ＿实＿酸料信息

地质资料数字化成果展览 、发布提供管理的 系统 。

、士 ，＼ 人工 安 ＊ 士畑 古命— 灿 法您 必 Ｉ 趣 ：
ｔ
ｆｆｌ ｉ士调查骨干网 （ 网络带宽不小于 １ ０Ｍ ） ，并依托国土资

＆駐干网与酿親质 资料 数据 中 进 行数据交
息系统体系 ，通过这个平台将实物地质资料类 型数

换 、非 料传 资
据信息进浦块傭麵難＿祕 。

艘求提翅找嶋管理 巾 （、

，壯關站统
－

３
．

２
．
２

絲 ，实现 了麵飾雜统 －龍 。 耐 ， 根据
实物地质资

＾
共享网 络服务平 台是分布式共 现有 网络基础设备 ，针 对项 目 需求 配置操作 系 统 ，

目 ＠Ｉ 、 杀雜件 、数据雜獅 ＫＶＭ 设备雖 ，通过部署
专题数据服务 、专题资料数据依托互联 网形成 以 中 流控设备 、 ＩＤＳ 、 防病 毒 网关和抗分布 式攻击等设

国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 网为首的 网络化统 一对外服 备 、动态调整安全控制策 略等 方式 ， 实现被动 防护

务系 统 。 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服务 网络共享平 台作到主动防御的转变 ， 为后期的 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

为 中间站点 ， 连接总站点和分站点 ，
即连接集 成 国护工作打下基础 。■■■

土资源上级主管部 门 和下属各省 、 市区 、 直辖 市 的

地质单位网站站点 ， 实现了 同时进行 网络信息资源参教献

共享的 目标 ，开启 了 实物地质资料网 络化服务 的新［ １ ］ 刘宇 ， 陈建 平 ？ 国 外地质 资料集 成服务平 台设计及 其系统 实

隹备现 ［Ｃ］ ／ ／全国 数学地质 与地学信息学术研讨会 ． ２ ０ １ ３ ．

扁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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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以看 出 ， 我 国铅锌 矿资源找矿潜力 巨 大 ， 但 目

前铅锌资源勘查开发程度总体上依 然呈 现东高西
［ ５ ］ 戴 自 希 ． 世界铅锌资源的分布 、类 型和勘査 准则 ［Ｊ１ 世界有色

低 ，东西部不平衡 的特点 ， 合理有效 的推进找矿 突金属 ， ２ ００５⑶ ：
１ ５

－

２ ３ ．

破和铅锌矿相关的科 学研究工作 ，加大铅锌资源勘［ ６ ］ 裴荣 富 ，梅燕雄 ，等 ． 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分布图说明 书 ［Ｍ］
．

查和开发力度 ， 对实现 中 国铅 锌资源立足 国 内 、提

高资源保障程度的具有积极 的意义 。—
⑴

＝＝
钢 ， 中 国 铅锌资源 储备现 状及勘查 开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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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张明趄 ？ 江苏栖霞山 铅锌银多金属矿床成矿 作用研究 ［Ｄ］ ？ 北调査局发展研究中 心 ，２ ０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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