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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总结了２０１５年各省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责 任 落 实、库 房 建 设、汇 交 工 作、馆 藏 资 源 建 设、

社会服务等方面管理服务现状；进而分析了省级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状况、信息化服务、技术要求、法规与技

术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最后，针对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提 出 了 库 藏 设 施 设 备 与 人 才 队

伍建设、转变管理服务模式、完善管理服务法规与技术方法体系、推动信息共享等方面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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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香爱（１９６３－），女，教 授 级 高 级 工 程 师，主 要 从 事 实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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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土资源部地质资料主管部门的要求，各

省（市、区）地质资料管理主管部门（不含港澳台）及

时编报了２０１５年地质资料管理年报。笔者据此总

结了我国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的 最 新

进展，分析了 存 在 的 主 要 困 难 和 不 足，提 出 了 进 一

步工作建议。

１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现状

１．１　全面落实了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责任与馆

藏管理责任

在行政管 理 方 面，大 部 分 省（区、市）由 国 土 资

源厅储量处负责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工作，部分

省（区、市）由国土资源局或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的有关部门负责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工作。主要

职责是按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地质资料管理条

例实物办法》和《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贯彻落实地质资料管理的法规政策，管理馆藏机

构，组织指导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保管、服务工作，为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

在馆藏管理方面，各省（区、市）以不同方式落实

或基本落实了实物地质资料馆藏责任———有的设立

了专门的馆藏机构，有的在现有地质资料馆或博物

馆、信息中心等机构中，设立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科

室或由现有地质资料管理机构兼职管理，有的委托给

本省地勘院或其他相关单位承担本省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管理工作；同时落实了承担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

专业人员，制定了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工作制度。

１．２　实物地质资料库建设逐步推进

各省（区、市）高 度 重 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建 设，

克服各种困 难，通 过 坚 持 不 懈 的 努 力，取 得 不 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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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进展。

１．２．１　已建成实物地质资料库的省份

到２０１５年已建成实物库的有天 津、河 北、黑 龙

江、上海、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四川、贵州１０个省

（市）。大致分为二种模式。
天津、上海、安徽３个省（市、区）专门建设了新

的实物地 质 资 料 库———天 津 市 在 天 津 市 地 质 调 查

研究院和天 津 市 蓟 县 下 仓 镇 分 别 建 设 了 标 本 库 和

岩芯库；上 海 市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位 于 金 山 区 张 堰

镇，库房面积４８７０ｍ２；安徽省投 资５．４亿 元 人 民 币

建成地质资 料 馆，其 中 有 二 栋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每

栋建筑面积８４３３ｍ２，可收藏约３００万ｍ岩芯。
河北、黑龙江、山东、湖北、广东、四川、贵州７省

虽然没有专门建设新的实物地质资料库，但通过维

修改造地勘 单 位 岩 芯 库，建 成 省 级 实 物 库，委 任 地

勘单位保 管。其 中：河 北 在 承 德、邯 郸、保 定、石 家

庄设立了４个分库，承德岩芯库和邯郸岩芯库已建

成，保定和石家庄岩芯库正在建设中。黑龙江省已

经在齐齐哈尔和玉泉建设了２个分库，总计建筑面

积３３５０ｍ２。山东省在 泰 安、潍 坊、临 沂 和 招 远 设 立

４个岩芯库。广东省在广州、韶关、梅州、湛江设立４
个实物库，每个分库面积约１０００ｍ２，可保管２００００ｍ

岩芯。四 川 省 已 完 成 攀 西 实 物 分 库 改 建，面 积

１５０８ｍ２；同时筹划在成都等地开建实物资料库。

１．２．２　正在建设或开始筹建实物地质资料库的省份

正在建设 或 开 始 筹 建 实 物 地 资 料 的 省 份 共 有

２０个省（区、市）。其 中 北 京、辽 宁、吉 林、江 苏、浙

江、福建、重庆、西藏、青海９个省（区、市）已通过审

批，进入建设设计或施工阶段；内蒙古、河南、湖南、
云南、陕西５个省（区）申请建库立项已通过或正在

申报建设方案。江西、广西、新疆、甘肃、宁夏、海南

６个省（区）开始筹划省级实物库建设。
尚未建成实物地质资料库的省份，采取租赁或

委托方式保管实物地质资料。

１．３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工作全面展开

２０１５年，全 国３１个 省（区、市，台 湾 省 除 外）均

依托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目

录清单接收 和 处 理 工 作，并 且 部 分 省（区、市）还 开

始了实物筛选和接收工作。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工作到２０１５

年底，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台湾省除外）共接收目录

清单２．２万余份，其中２０１５年度全国各省（区、市）
共接收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７４２４份，以山东、重

庆、湖南、内蒙古最多（图１、图２）。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各省（区、市）接收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数量

图２　２０１５年度各省（区、市）接收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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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地 质 工 作 类 型 来 看，汇 交 的 实 物 目 录 清 单

中，以矿产勘 查 和 地 质 调 查 为 主，其 它 还 有 水 工 环

地质调查、油 气 地 质 调 查、物 化 遥 调 查 以 及 地 质 科

研等。
各省（区、市）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对汇交人

报送的实 物 资 料 目 录 清 单 进 行 了 处 理———及 时 发

放了汇交通知书或回执。
接收 实 物 资 料 的 省 级 馆 有：北 京、河 北、内 蒙

古、黑龙江、浙 江、安 徽、福 建、山 东、湖 南、广 东、四

川、贵 州、青 海，累 计 接 收 岩 芯７８３０３．８１ｍ、标 本

８１２１块、光薄 片１２０２４件、样 品１２００４３袋（瓶）、岩

屑３８２６８袋、其他实物４０２７件（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度各省级馆藏机构接收的实物地质资料数量

名称 岩芯／ｍ 标本／块 光薄片／片
样品（副样）／

袋（瓶）
岩屑／袋

北京 ０　 ５６３　 １８９６　 ２６２　 ４０２７

河北 １５４９３．６４　 ２５４　 ２８２　 １５５２１

内蒙古 ４１００　 ６８５６　 ６８５６　 ８５２８３

黑龙江 ８５３２

浙江 ３００５．８５　 １７

安徽 ３１６９．９４

福建 ２９８８．１８

山东 １０２０４．８　 ２

湖南 ９２７８．１

广东 ２２８０．０７　 １

四川 １７４８９　 ２６４　 ６５３　 ７５１５

贵州 ２６６２６．１　 １６５　 １０　 ２９２９

青海 ２３２７　 ２１９３７

合计 ９４６３５．６８　 ８１２１　 １２０２４　 １４１９８０　 ４０２７

１．４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资源不断丰富

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由各省级 馆 藏 机 构 保

管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累 计 岩 芯 ４５２８６３．５ｍ、标 本

８１０５８块、光 薄 片７２０６４件、样 品１１８６９９７袋（瓶）、
岩屑７３１５７袋、其他３４６８件（表２）。

１．５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初见成效

部分省（区、市）开始向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

务。服务对象主要是从事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的专

业人员，服务方式主要是提供观察、取样。另外，还有

一些省（区、市）借助岩矿标本和古生物化石标本等提

供教学和科普服务。例如四川省国土资源资料馆充

分发挥攀西实物地质资料库的资源优势，与四川攀枝

花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学院教学

科研平台，为专业教学实习提供服务。

表２　各省级馆藏机构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数量

名称
岩芯

／ｍ

标本

／块

光薄片

／片

样品（副样）

／袋（瓶）

岩屑

／袋

其他

／件

北京 ５３４５．６６　 １５５３　 １８９６　 ５０１６４　 ７３１５７

天津 ２８００　 ５１０　 ３１６７

河北 ２１００２２．２　 ３２４　 ２１６８　 １１８８２

内蒙古 ７２００　 ４５１７３　 ５２０８８　 ７０００００　 ３４６８

辽宁 ６４７４．９１

吉林 １５２５４．２９

黑龙江 ４２１３９　 ３０６９６　 ２１２０　 ２０８４８４

上海 ４１９０４　 ８８７２　 １８６９７

浙江 ９４３２．９７　 ２４５

安徽 １１５９１．３１

福建 １３６３１．９６

山东 １１２４５．３　 ２

湖南 ９２７８．１

广东 ９６８２．７５　 １５

四川 ３９１４６　 ５１０　 ７２０　 １５６８１

贵州 １７７１５　 ２０４５　 ２６９　 ２９２９

青海 ３９３１　 １７５９７８

合计 ４５２８６３．５０　８１０５８　 ７２０６４　 １１８６９９７　 ７３１５７　 ３４６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为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与利用，充分利用本省现有

地质资料，加 强 地 质 资 料 开 发 和 利 用，同 时 整 合 各

类地学数据 库，对 数 据 进 行 挖 掘 并 加 以 利 用，取 得

了显著成效。

一是 开 发 成 矿 预 测 研 究 与 预 测 评 价 系 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湖南省利用馆藏地质资料和地学数

据库，研究 开 发 了 成 矿 预 测 研 究 与 预 测 评 价 系 统，

实现了湖 南 省 矿 产 资 源 勘 查 区 块 优 选———利 用 典

型矿床成矿模式和综合信息找矿模型，优选出三个

层次、不同级别、不同等级规模的勘查区，该成果获

得了“２０１０年 度 湖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二 等 奖”。

以此成果为基础，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开展了“湖南省优

势矿种（锰 矿）找 矿 靶 区 优 选”研 究，建 立 了“湘 潭

式”、“桃江式”、“水 埠 头 式”３种 沉 积 型 锰 矿 找 矿 模

式，同时建 立 了“湖 南 省 沉 积 型 锰 矿 二 维 可 视 化 找

矿预测平台”，最 终 确 定 邵 阳 盆 地 锰 矿５个 优 选 靶

区，预测成 果 得 到 了 认 可 和 运 用。由 于“湖 南 省 沉

积型锰 矿 二 维 可 视 化 找 矿 预 测 平 台”应 用 前 景 较

好，２０１４年在该 平 台 的 基 础 上 开 发 了“湖 南 省 矿 产

资源预测 评 价 信 息 系 统”，该 系 统 适 用 于 所 有 矿 种

的预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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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充 分 挖 掘 湖 南 省 区 域 化 探 资 料 潜 在 价

值，有效辅助 全 省 地 质 找 矿 勘 查 工 作 部 署，２０１４年

启动了湖南省１∶２０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找矿信

息挖掘工作，编制了２１０张湖南省１∶２０万水系沉

积物地球化学异常图，发现了大量以往未发现的低

弱地球化学异常。该成果不仅为寻找隐伏矿、深部

矿、难识别矿 提 供 了 参 考，而 且 可 根 据 异 常 元 素 组

合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矿床剥蚀状况，为湖南省

进一步寻找 有 色、贵 金 属、稀 有 和 稀 土 矿 床 提 供 了

新线索。

２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困难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妥

善保管本行政区重要实物地质资料；整理开发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为社会提供服务。虽然近年来省级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但距离

上述要求还相差很远。
从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状况看，目前只有１７个省

（区、市）接 收 保 管 汇 交 人 汇 交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每

年接收入库的还不足１０万ｍ，累计库藏岩芯还不足

５０万ｍ，还有大量重要的岩芯、标本、样品等实物地

质资料分散在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散失损毁十分

严重。
从信息 开 发 和 社 会 服 务 状 况 看，绝 大 部 分 省

（区、市）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工作模式———实物地质

资料入库 登 记 以 后，接 待 来 访，提 供 观 察 取 样。服

务对象和服 务 方 式 单 一，服 务 产 品 匮 乏，实 物 地 质

资料利用率很低，实物地质资料的作用远没有发挥。
导致省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落 后 的

重要原因是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服 务 的 保 障 能 力 和

支撑条件严重不足———主要是缺少保管设施、缺 少

专业人员、缺少完善的法规制度与技术方法。
在保管设 施 方 面，迄 今 只 有 少 数 省（区、市）建

设了自 己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其 余 大 部 分 省（区、
市）尚处于筹建或规划之中，受国家政策和土地、资

金等限 制，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建 设 过 程 十 分 缓

慢；即使建成 的 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除 安 徽 等 个

别省（市）容量充足外，其他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规

模有限，仅能满足５～１０年的需要。在人员方面，虽
然大部分省（区、市）已不同形式安排了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人员，但 多 数 没 有 经 过 专 门 学 习 和 培 训，还

不能完 全 适 应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需 要。
在法规 方 面，目 前 执 行 的《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条 例》和

《实物地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对 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工作的要求不够明确，保障支持能力不足。在技

术方法方面，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保 管、信 息 整 理、
服务利用等 工 作 尚 没 有 完 善 的 技 术 规 范 和 工 作 制

度，而老的技 术 标 准 规 范 已 不 适 应 当 前 需 要，因 此

制约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

３　加强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建议

３．１　坚 持 不 懈 地 推 进 库 藏 设 施 设 备 与 人 才 队 伍

建设

综前所述，省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滞后的直接

原因是缺少必要的库藏设施和专业技术人员；受多

种因素限制，解决这两方面问题不仅需要长期坚持

不懈的努力，而且还需要灵活恰当的途径。
根据已有 经 验，宜 采 用 因 地 制 宜、灵 活 多 样 的

牧师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具体而言，就是采用多

种方式建 设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个 别 具 有 条 件 的

省份建设规模较大的集中式的实物地质资料库；多

数省份依托 有 能 力 的 地 勘 单 位，通 过 改 建、扩 建 原

有岩芯样品库的方式建设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可

以有效地缓解用地和资金压力。
另外，还可以把实物地质资料库建设与矿山环

境治理、废弃 土 地 利 用 等 结 合 起 来，解 决 用 地 和 资

金问题。重 庆 就 是 通 过 这 种 途 径 开 始 建 设 实 物 地

质资料库，取得的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多数省份难以增加新的

编制，在这种 情 况 下，可 通 过 两 种 途 径 解 决 实 物 地

质资料管理服务所需人才：一是原有地质资料管理

人员通过 培 训、学 习，掌 握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接 收、保

管、数字化、服 务、研 究 技 术 方 法，满 足 实 物 地 质 资

料保管服务需要；二是现有地质资料或档案管理人

员难以胜任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的省份，可

以委托给具 备 相 应 基 础 和 能 力 的 单 位 承 担 实 物 地

质资料汇交监管和接收、保管、服务、研究工作。

３．２　切实加强地勘单位实物资料管理服务工作

广大地勘单位既是实物地质资料的生产者，又

是实物地质资料利用的主体，因此是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的主体。
经过十几年努力，我国初步建立了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国家实物 地 质

资料馆（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从无到有，而

且不断完善，有效履行职责，取得显著进展；省级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也逐步推进，唯独地勘单

位的实物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基 本 停 留 在 原 有

水平。由于 地 勘 单 位 是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的基础；基础工作落后不仅不能满足地勘单位对

地质资料信息需求，而且影响本省和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服务工作。因此，加强地勘单位的实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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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势在必行。
地勘单位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的 主 要

问题和困难 是 职 责 不 清、任 务 不 明；缺 少 实 物 地 质

资料管理服 务 的 库 藏 设 施、设 备、人 员、资 金、技 术

方法。对于数以千计的地勘单位，全面解决这些困

难，并且要求达到统一标准，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

用分类要求、重点推进的原则提升地勘单位的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
具体而言，把 地 勘 单 位 大 致 分 为 三 类，以 不 同

的要求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第一类，实物

地质资料管 理 能 力 比 较 强，在 设 施、设 备、人 员、资

金等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单位，除了承担实物地质资

料汇交和本单位需要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任务外，
还要受省和 国 家 委 托 保 管 省 级 和 国 家 级 实 物 地 质

资料，协助省 级 馆 和 国 家 馆 藏 机 构，开 展 实 物 地 质

资料筛选、保管、服务和信息共享等工作；另外还要

总结工作经 验，制 定 工 作 制 度，在 本 省 进 行 推 广 应

用；第二 类，具 有 甲 级 资 质 的 地 勘 单 位，基 本 职 责

是：按要求汇 交 实 物 地 质 资 料，保 管 本 单 位 需 要 的

实物地质资料；第三类，其他地勘单位，基本职责是

按要求汇交实物地质资料。

３．３　调整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思 路，革 新 管 理 服 务

模式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已有很长历史，所形成

的管理思路 和 工 作 模 式 已 远 不 能 适 应 当 前 和 今 后

发展需要。传 统 的 思 路 和 模 式 是 以 岩 芯、标 本、样

品等实物为 核 心，致 力 于 这 些 实 物 的 保 管，在 服 务

利用上则 局 限 于 岩 芯 样 品 库 内 的 观 察 和 取 样。这

种模式的显著弊端有二：一是随着各类实物的持续

增加，收藏保管的压力不断加大，再多、再大的库房

也无法容纳；二 是 服 务 对 象 基 本 局 限 于 本 单 位，而

且服务手段和服务产品单一，因此服务效率很低。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调整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思路，尽 快 建 立 新 的 管 理 服 务 模 式。具 体 而 言，
就是由 单 纯 的 实 物 管 理 转 变 为 实 物 与 信 息 管 理。
包括二方面含义：一是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库藏资

源，对收入各 级 实 物 库 的 实 物 严 格 筛 选，采 取 有 效

措施妥善保 管，并 且 对 库 藏 实 物 进 行 数 字 化，形 成

数字资源；与 此 同 时，对 产 生 的 所 有 实 物 采 集 整 理

信息，建立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库。二是丰富服务产

品，除传统的 观 察 取 样 外，生 产 更 多 的 信 息 产 品 和

专题产品，满 足 社 会 的 公 共 需 求 和 专 项 需 求；更 新

服务方式与 服 务 手 段，变 被 动 服 务 为 主 动 服 务，充

分利用信息 化 技 术 开 展 网 上 服 务；拓 展 服 务 对 象，
把单纯的单 位 内 部 利 用，拓 展 到 全 社 会 利 用；把 单

一的专业服 务 拓 展 为 包 括 专 业 以 及 管 理、教 学、科

普的综合服务。

３．４　完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法规与技术方法

体系

已有的《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法》已 不 完 全 适 应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需 要，
建议在充分 调 研 和 广 泛 征 求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修

改完善。从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角度，修改补充

的要点主要 有：第 一，进 一 步 明 确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机构的基 本 要 求 与 资 质 条 件；第 二，把 地 勘 单 位

纳入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明确其职责；第三，强

化实物地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信 息 化 的 要 求；第 四，进

一步确立实物地质资料收藏与更新机制，明确库藏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标准与埋藏方法。
在完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法规的同时，完善技

术方法与 工 作 制 度。主 要 包 括：修 改《地 质 钻 探 岩

矿心管理通 则》，编 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筛 选、保

管、信息化等 技 术 方 法，制 定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藏 管

理工作制度，包括实物整理方法、保管方法、著录方

法、建档规 则、岩 芯 扫 描 工 作 规 程、标 本 照 相 方 法、
薄片数字化等，以便尽快形成完整的技术方法与工

作制度 体 系，为 实 现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服 务 规 范

化、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３．５　建立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数 据 库，推 进 实 物 地

质资料信息共享

打破单位 封 闭 和 行 业 分 割，清 理 整 合 各 单 位、
各部门实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资 源，建 设 省（区、市）和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并与地质钻孔等相关数

据库相联，构建服务平台，实现省（区、市）和全国实

物地质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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