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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架构设计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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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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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 成果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进
一

步开展地质工作 、科学研究 的依据和

基础 。 本文主要分析 目 前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和信息服务现状 ， 指出 了现 阶段信息服务存 在的 问题 ， 提出 实

物资料服务架构 的思路和
一

体化服务 的建议 ， 即 利用现状 信息技术 手段 ， 整合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资 源 ， 建

立统
一

的管理和发布平 台 ， 最终 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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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 会 ， 随着人类社 会的 不断进步 ， 经济发条例 》 （ 以下简称 《条例 》 ） ， ２００ ３ 年 国土资源部发布

展的快速增长 ， 生活水平 的 日 益提高 ， 信息逐 渐成了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
，将实物地质资料

为服务于社 会的 重要资 源 。 而作为与人类生 活密纳入地质资料管理范围 。
２００ ８ 年 ， 国土资源部发布

切相关的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 ， 特别是在环境保护 ， 实施 了 《 实物 地质资 料管 理办 法 》 （ 以 下 简称 《 办

资源开发 ，灾 害预防等方面 ， 也越来越受到社会 各法 》） ， 明确 了实 物地质 资料管理责任 ， 提出 了 实物

界广泛的关注
［

１］

。地质资料汇交 、保管 、利用要求 。 按照 《条例 》和 《办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 实物地质资料服法 》 的有关规定 ，在全国各省 （市 、 区 ） 基本 落实 了实

务的方式也 面临 转变 。 本 文主要 阐述 了我 国实物物地质资料 管理责任 和 馆藏 管理 机构 ， 大部分 省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现状 ， 以及如何利用信息技术 （市 、 区 ）初步 明确 了职责任务和人员编制 ， 为实施
整合实物地质资信息资源 ，建立统

一

的管理和发布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
２ ］

。

平台 ’为＿实 资料信息化服务＿ 的建２Ｌ ２ 目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资源情况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 以下简称 国家 馆 ）库藏
１

体系现状包括 ： ５ 大类 （岩芯 、标本 、 化石 、光薄片 、样
１ ＿ １质资料管？１有关的制度品 ） ；

１ ０ 大系 列 （科学 钻探 、 固体典型矿床 、
油 气矿

＿

产 、＿地翻查 、化石群落 金钉 子及典型剖面 、

岩石矿物 晶体 、环境地质 、 海洋地质 、典型地学等 ）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６
－

０ ２
－

２０４００ 余档实物档案资料 ； 国 内外重要研究区实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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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胜信 ， 等 ：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架构设计 与建议
^

质资料兼顾 ； 涵盖全 国地质资料构造单元和重要典进行了数字化并通过不同 的系 统进行发布 ，但是各

型矿床实物资料 。系 统间 的数据不能相互调用 ，未形成统
一的服务数

馆藏实物地质资料信息主要是 以 文本类 、 图件据中 心 。 并且存在数据重复加工的 问题 ，浪 费了人

类 、信息化类 、数据库和软件类 、 多媒体类等形式存力 物力 ， 不 能保证数 据 的 质 量 ， 不 易满 足 用 户 的

在 ，其 中文本类主要是 Ｏ ｆ ｆｉ ｃ ｅ２００ ３ 及更高版本办公需求 。

软件 （ ｗｏ ｒｄ 、 ｅｘｃｅ ｌ 等 ） 、 ＰＤＦ ； 图 件类主要是栅 格 图１
．
４

．
２ 尚 未建立统

一

的服务规范

（ ＪＰＥＧ 、
Ｔ ＩＦＦ

、 ＧＩＦ
、
ＢＭＰ 等 ） 和 矢 量 图 （ Ａｒｃ ｇｉ ｓ 、在实物资料数据加工 、人库 和服务方 面 ， 尚 未

ＭａＰｇ ｉ ｓ 、 ＳｅＣｔ ｉ〇ｎ 、 Ａｕｔ〇ｃａｄ ） 及子图 库 ； 信息 化类主建立统
一

的标准服务规范 ，或者 已经建立但是 已经

要是 扫 描 数 字 化 岩 芯 图 像 （ Ｊ
ＰＥＧ ） 、 标 本 照 相不适应当时的信息技术情况 ，这样不利用全 国范 围

（ Ｊ
ＰＥＧ ） 、 光薄片镜下照相 （ ＪＰＥＧ ） 、 高光谱扫描图像内 统

一

实物资料服务工作开展 。

以及系列定量数据信息 （下
一

步工作产生 ）
；数据库１

．
４

．
３ 尚 未建立统

一

的服务人 口

和软件类主要是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钻孔基虽然实物资料服务系 统 已经建立相对完善 ，并

本信息清查数据库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摸底调查数且都通过中 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 对外服务 ，但是

据库 （〇１＾（＾ 、六〇；＾３ 、 ￡狀６１ ）
；多媒体类 主要是实物这些系统尚 未建立 的统

一

的检索服务人 口
， 增加 了

地质资料所包含的各种音频 、视频文件 。服务的难度 ，不利用用户浏览检索 。

１
．
３ 国家馆信息服务情况２ 总体架构设计

目 前 ，国家馆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网总体架构 的思路是 以全 国实物 地质资料数据

络平台上 ，整合 、 集成了实物地质资料数据管理 、 实中心为核心 ，通过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数据管理系统

物地质资料汇交监 管 、 图形检 索与 实物图 像浏览 、 与现有各类数据库 和应用服务对接 ， 汇聚 国 家馆 和

查询等与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有关 的功能模块 ，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数据 ， 根据需求 ， 加 工处理后分

实物地质资料在线服务 。 服务 内容主要包括 ： ①库别在实物地质资料 电子 阅览室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

藏 目 录检索 （用于 国家馆的馆藏 目 录检索 ）
；②条件集群服务系统 、全国重要岩芯 图像服务系 统和 全国

检索查询 （用户 可以按照检索页面设定的 条件检索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进行发布 ， 并且根据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
；③空 间 图形检索 （开发了实物用户需求研发新 的应用服务 。 将所 有应用服务在

地质资料空间数据检索模块 ， 主要包括项 目 、矿区 、 中 国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 平台上进 行统
一

检索 和

钻孔及剖面 的 图 层信 息 ， 实 现了 与属 性数据 的 连统
一认证设计 ，最终实现

一

次注册 和
一

次 检索 ，查

接 ）
；④实物属性浏览 （用于浏览实物地质资料 的属看所有数据的功能 。

性信息 ， 主要包括 ：项 目
、
矿 区 、 图幅 、 实测 剖面 、 岩在实施过程中 ， 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化服务

芯 、标本 、 化石 、
副样 ， 以及实物 图像 的说 明信 息 ）

； 技术方法体系 研究 ， 对实物地质资料数据 采集 、数

⑤岩芯图象柱状 图 （利用扫描的 岩芯图像 ， 制作 了据人库和数据发布等工作流程和数据进行规 范设

钻岩芯柱状图 ，并添加每层 的岩性说 明信息 ）
；
⑥大计 ，为全国范围 内实物地质资料数据信息化服务设

标本电子相册 （采用 电子相册制作技术 ， 建立 了 矿置统一标准 。

山 （危矿项 目采集的大标本 ）地质大标本电 子相册 ，这样的架构 由
一个数据 中心 、 Ｎ 个服务应用和

并进行了地质 、岩性信息的描述 ） ； ⑦青藏高原图幅
一个服务人 口 组成 ，并 附加标 准规范 的研究和 制

信息薄片 图像显示 （研究开发了青藏高原 图幅 的实定 ，总体架构图见图 １
。

物地质资料信息管理服务模块 ， 用于 图 幅 、 实测剖２
．
１—个数据中心

面 、标本 、 薄片 、岩性鉴定信息的浏览 、查询和标本 、数据 中心采集 数据的 方式主要有新数据 的 录

薄 片图像 （ 电子相册方式 ） 的显示 ⑧数字实 物展人 ，现有数据库系统数据 的对接 、转换 和抽取 ， 以及

厅 （利用 ＷＥＢ
－

３Ｄ 技术开发建立 了数字实物地质资与其他应用服务建立数据接 口 ，最终通过全 国实物

料展厅 。 通过地质 标本 的三维激光扫描 图像三维地质资料数据管理系 统 ，建立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数

建模 ，建立 了地质标本 的 三维 全景模型 ， 摆放 在数据 中心 ，数据 中心涵 盖 国 家馆馆藏资源 、各 数据库

字展厅内 ，进行展示 ）
。数据和省级资料馆数据 。

１ ．
４ 服务存在的 问题２ ．

２Ｎ 个应用服务

１
．
４

．
１ 尚 未建立统

一

的服务数据中心根据用户特点 和 服务需求 ，建立多种多样 的应

通过几年的业务开展 ， 虽然将大部分实物资料用服务系 统 。 应用服务 系统 的数 据源 以 数据 中心



９〇中 国 矿 业第 ２ ５ 卷

为基础 ，或者通过建立索引 等相互关联 ， 为用户 提料集群服务 系 统 、全 国重要岩芯 图像服务 系 统 、实

供服务 。 目 前实物地质 资料服务的 主要服务应用物地质资料电 子阅 览室系统 和部 分省级资料馆开

有全国重要钻孔数据库服务平 台 、全 国实物地质资展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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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布规范１丨

数据人库规范
丨

数据采集规范

－

图 １ 总 体架构 图

２
．２ ． １ 全国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点发布省级资料馆 目 录和文件信息 。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 据库服务平 台 是
一

个采２
．
２

．
４ 实物地质资料 电子阅览室

用等权网状结构模型开发 的分布式系 统 ，
主节点部通过开发实物地质资料电子 阅览室系统 ， 实现

署于国家馆 ， 分节点部署于各省 （区 、 市 ） 地质资料对实物地质资料数 字化信息查询 、 借 阅 、 加工和岩

馆藏机构 ， 主要实现 了地质钻孔资料信息 的 网络化芯岩屑 、标本 、样品 、光薄片 等实体资料 的观察取样

浏览展示 、 检索查询 、统计和资料 申 请定制等服务 。 等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以及对 借阅 数据的 实时

目 前 ，公开发布 了全 国 ６ ０ 万个钻孔 的柱状 图 、钻孔统计分析 ，促进实物地质资料岩 （矿 ）芯 、标本 、光薄

基础信息以及 １ 万个 钻孔的样 品 测 试分析数据等片 、样 品及其相关资料 的科学化 、 规范化管理与使

信息
［
５
］

。用 ，提升 国家馆服务信息化水平 。 电子阅 览室 系统

２
．
２ ． ２ 全国重要岩芯图像服务系统通过信息分级能够在单位内 网和互联 网运行 ，方便

全国重要岩芯 图像服务系 统的设计 按照实物用户 优先在互联网进行 目 标搜索 ，并能够支持远程

地质资料
“

收 、管 、用
”

流程 ，对 国家馆将分散在不 同订单服务 。

工作区域 、 不同类 型的 数据库数据 和文件数 据 ， 按２
．
２

．
５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系 统

照 系统数据库 的规范 要求 和信息发布要 求进行处部分省级资料馆率先开展 了 实物地 质资料信

理 ，然后发布在互联 网上提供查阅服务 。息服务工 作 。 其 中 辽 宁 省 国 土资 源 信 息 中 心 与

通过建设全国重要钻孔岩芯 图像数据库建设 ，
２００８ 年 已经建立 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系统 ， 系

扩展实物资料图文数据的 利用渠道 ，提高信息化服统提供辽宁省实物地质资料 目 录数据和文件数据 ；

务水平 ，实现重要钻孔岩芯 图文信息及相关地质资湖南省地质资料馆 建立湖南省地 质钻孔数 据库服

料的永久性储存 、 综合管理 、分析处理和信息共享 ，务平台 ，提供钻孔数据的图文数据服务 。

实现岩芯观察 、描述 、 查询 以及 多孔 岩芯对 比观察２
．
３—个服务人 口

等功能 ，替代 现场查看 岩芯 ，实 现管理部 门 和生产通过服务聚合 ，为各类服务应用建立统一的服务

研究人员 足不 出办公室就能观察岩芯的愿望
［
４ ］

。人 口 。 服务聚合的 目 的是实现服务重用 ，从而使服务

２
．
２

．
３ 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系统增值 ，通过按照一定标准和规则 ，将各个具有单

一

功

集群系 统是以 全 国实物地质 资料 目 录数据库能的原子服务或复合服务联合起来 ，
生成

一个能满足

为依托 ，系 统以 国家馆 为核心节点 ， 以省级 资料 馆客户端复杂需求的 、具有更强大功能的服务
［
３
］

。

为分节点 ，建立的全 国范 围 内 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中 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网是由 国家馆 （ 国土资

平台 。 核心节点发布 国家馆和省馆资料 目 录 ， 分节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主办的公益性实物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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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

信息服务网站 。 网站发布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信息 、 步到主 中心 。 实物地质资料集群 系统 同 时无缝对

馆藏信息 、服务 产品 等 内容 ， 是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接全国地质资料 目 录 中 心 ，方便用 户检索査询 。 在

服务 的专业和权威 网站 。系统原有的基础上 ，应 继续 扩展节点范 围 ， 向地质

中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网是 各类 应用服务系资料委托保管单位 、地勘单位 和行业单位进行节点

统的统
一入 口 。 建立身份认证子系 统 ，提供统

一

的推广 ，扩大服务领域 。

身份认证接 口
，其他各应用系 统可对接身份认证接通过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 系统 的开发 ，

口 ，实现用户单点 登录和各系 统之 间 的无缝 漫游 。可对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服务 目 录和服务 内 容进行

用户 只要在网站注册
一

次 ， 即可实现所有系统 的登统一管理 ，建立 全国 实物地 质资料 目 录数据 库 ，基

录服务 。 网 站 向 注册 用户 提 供服务查询 、 用 户 注本实现实物地质资料 的
一站式检索 。

册 、用户登录 、 定制服务和预约服务等功能 。３ ． ３ 实物 、成果 、原始一体化

２ ． ４ 数据规范研究以实物地 质资料为抓手 ，
通过 数据关 系 分析 ，

为 了信息服务架构 的稳定 ，在实物地质资料数利用关联技术 ， 串接成果 、原始 ，形成实物 ＋成果 ＋

据中心建立时要制定标准规范 ，达到 统
一

服务 的 目原始的
一

体化 地质资料 目 录库 。 由 于原始地质 资

的 。 目前 ，需要建立 的数据标 准有采集规范 、 人库料与成果地质资料均 由全 国地质资料馆管理 ，在档

规范和发布规范 。案建立和数据库形成过程中进行统
一

的管理 。

３—体化管理建议通过地质资料 目 录数据库 ，将形成的实物地质

考虑到 目前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现状 ，应考虑
一 资料 的核心数据项 ， 如项 目 属性 信息 、位置 信息和

体化管理 的思路 。 可 以使各应用服务 系统 的 数据地质信息等进行抽取转换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与

可 以相互调用 ，降低数据 管理 成本 ，并且 能够对部成果资料进行条件 匹配 ，最大限度 实现统
一

。 这样

署于异地的信息 以及功能进行集成 和服务重组 ， 提就基本实现了实物＋成果＋ 原始的
一

体化管理 ，让

高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
３ ］

。用户 清楚的知道
一

份地质资料 的梗概 ， 如成果资料

３
．
１ 国家馆内部管理一体化的 目 录 、原始资料 的保管情况 ， 实物资料的 目 录 、保

国家馆作 为 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单位 ， 承管地点和实物资料的 图文数字化情况 ，大大节省了

担着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采集 、保管 、利用 、开发和指资料査找的时间 ，提升了实物资料的服务能力 。

导全国开展实物资料 管理的 重要任务 。 通过 近年４ 结 语

来工作的开展 ， 国 家馆 内部业务 流程 、数据管 理和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 架构设计和
一体化管

发布等工作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 ，基本满足 目 前理的 目 的 ，在于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和信息服务

服务和管理的需要 。能力
，满足用户 对实物资料信息 的个性 化需求 ， 节

从长远考虑 ，
国家馆内 部应实现实物 的

一

体化约社会管理成本 ， 为 国 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

管理 ，以管理信息化 、数据电 子化和服务 网络 化为贡献 。

目标 ，建立从数据生产 、数 据管理到发布 的统一平
■

台 ，更好的 服务于全 国地质工 作 ， 并且为省级实物参考文献

资料馆业务的开展进行指导 。

．
［ １ ］ 芦书文 ，朱卫红 ． 美 国地质资料信息 服务发展研

１究 ［幻 ． 中 国矿
３

．
２ 全国集群服务系统

一

体化业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２ （ ９ ） ： ７ ７

－

８２ ．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系统建立的 目 标 ，

［ ２ ］ 任香爱 ，张业成 ，高鹏兹 ． 我 国实物 地质资料 管理服务 面临的

是建立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统
一

的 服务平 台 。 系统形势与主要任务［ Ｊ］
． 中 国矿业 Ｊ Ｏ ｌ Ｓ ｄＷ Ｓｌ ｈ ｌ ２ ５

－

！２８ ．

以 国家馆实物资料集群化服务 系统为主 中心 ， 发布［ ３ ］ 张俊辉 ，
张红平 ，王聪 ？ 基于

‘ ‘

天地 图
”的旅游地 理信息服 务系

国家馆馆藏资源 图文数据 ，并且发布全 国实物地质＾

统设计 地理信息世界

１？

资料 目 录数据 。 各 Ｉ 头物资料 保 目 单位作为分节六届全国地质档案资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２ ００８ ．

点 ，发布本节 点的 实物资料馆藏 图 文数据 ， 并且建［ ５ ］ 王斌 ，梁 银平 ，韩健 ，等 ． 关于全 国 重要地质钻 孔数据雜务

立各具特色的 服务 专题 。 分节点 目 录数据可 以 同平台建设的思考 ［ Ｊ］
？ 中 国矿业 ，

２ 〇 １ ４
，
２ ３ （ Ｓ２ ） ： ３ ７ 〇

－

３ ７ 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