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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蕴含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面对新形势下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大力推进

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本文通过对全国各省（区、市）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务情况跟踪研究，分析

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存在的技术标准不统一、汇交监管手段单一、共享服务渠道不畅通等系列

问题，提出了出台系列标准规范、编制收藏规划、开展实物清理和目录数据库建设等对策建议，为下一步开

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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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实物地质 资 料 是 地 质 勘 探 工 作 取 得 的 最 重 要

的地质资料之一，具有重要的重复利用和二次开发

利用价值［１］。为加强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工 作，

２０１６年国土资 源 部 印 发《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
（国土资规〔２０１６〕１１号）。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的组 织 领 导 下，在 各 省（区、市）国 土 资 源 主

管部门及其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实物中心”）的努力下，各单位

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积极推动省级实物地

质资料库房建设，完成油气和海洋实物地质资料委

托保管，不 断 完 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汇 交、保 管、
服务等方面技术要求，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能力

和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

务工作正在逐步步入正规。
然而，当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取得的重大进展

与经济社会 日 益 增 长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服 务 利 用 需

求仍存在较 大 差 距，无 论 是 在 汇 交 监 管，还 是 资 料

保管与共享利用方面，均存在突出问题。本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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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取得的进展，分析

存在的问题，以构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体系为目标，结合今后国土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方

法的发 展 趋 势，思 考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下 一 步 的 管 理

工作。

１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进展

１．１　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全国各省 级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 努 力 克 服 种 种

困难，采用“集中与分散、自建与委托”等多种方式，
积极开展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硬 件 设 施 设 备 建 设 工

作，努力实现 重 要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妥 善 保 管，截 至

２０１７年２月底，已拥有或正在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

房的有２０个省份，占全国６５％［２］。

１）已拥有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省份共计１６个

省份，占全国５２％。具 体 建 设 情 况 分 为 以 下３类：

①采用新建、扩 建 改 造 省 级 实 物 资 料 库 房 的 省 份；

②采用委托地勘单位方式保管的省份；③采用租用

库房方式的省份。
采用新建、扩建改造省级实物资料库房的有上

海市、天 津 市、黑 龙 江 省、安 徽 省、山 东 省、四 川 省、
贵州省、青海 省、西 藏 自 治 区、宁 夏 自 治 区１０个 省

（区、市），占３２％。具 体 情 况 如 下：安 徽 省、西 藏 自

治区由省级资料馆新建库房。上海市、贵州省由省

级资料馆扩建改造库房。天津市由天津地调院、青

海省由青 海 地 矿 局（共 三 期，一 期 已 建 成），宁 夏 自

治区由宁 夏 地 质 局 分 别 新 建 省 级 库。黑 龙 江 省 在

齐齐哈尔（已建成）和玉泉（正在建设）建立２个省级

分库。山东省在泰安市国土局（已投入）、潍坊市国

土局（刚 建 成）、临 沂 市 国 土 局（计 划 中）、山 东 黄 金

集团地勘公司（已投入）建立４个分库。四川省计划

建设４个分库，目前投入使用的有攀西分库１个。
采用委 托 地 勘 单 位 方 式 保 管 的 河 北 省、辽 宁

省、湖北省、广东省、甘肃省５个省，占１６％。其中，
河北省委托４个地勘单位，分别是河北省地矿局石

家庄综 合 地 质 大 队、河 北 省 地 矿 局 第 十 一 地 质 大

队、河北省地 矿 局 第 四 地 质 大 队，河 北 省 地 矿 局 第

三地质大队。辽宁省委托４个地勘单位。湖北省委

托４个单位，分别是黄石、宜昌、孝感、襄阳分馆。广

东省委托４个单位，分别是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

大队、广东省 地 质 局 第 四 地 质 大 队、广 东 省 地 质 局

第八地质大 队、广 州 市 地 质 调 查 院。甘 肃 省 委 托６
个单位，分别 是 甘 肃 省 地 质 矿 产 开 发 局、甘 肃 省 有

色金属地质 勘 查 局、甘 肃 煤 田 地 质 局、中 国 建 筑 材

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甘肃省核工业地质

局和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五队。

采用租用库房方式的有吉林省１个。吉林省租

用吉林省地勘局物资处，进行实物资料保管。后续

计划采用委托保管方式进行实物资料保管。

２）正在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有北京市、内

蒙古自治区、浙江省和福建省４个省（区），占１３％。
目前，北京市和浙江省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福建省

正在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设计招标已完成。

３）经费和土地已落实，建设实物地质资料库房

的有江苏省和新疆自治区２个省（区），占６％。

４）已向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申 报 建 设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房的有山西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南省、重庆市、
云南省、陕西省７个省（市），占２３％。

５）未启 动 省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房 建 设 的 有 广

西自治区和海南省２个省（区），占６％。

１．２　组织管理机构及人员经费积极落实

为切实做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全国２２个

省级地质资料馆设置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岗位，配

备专门人员负责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占

全国７１％，特别是山东省、湖南省、贵州省等省级地

质资料馆成立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科室，强化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剩余９个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人员

由其他成果地质资料管理业务人员兼任。

１）由省级地质资料馆安排人员负责，实物地质

资料收管用 直 接 管 理 的 有 北 京 市、天 津 市、内 蒙 古

自治区、辽 宁 省、上 海 市、江 苏 省、浙 江 省、福 建 省、
安徽省、贵州省、湖南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

自治区等１４个省（区、市），占全国的４５％。

２）由省级地质资料馆负责行政管理，采用委托

保管方式，由地勘单位安排人员负责实物地质资料

收管用管 理 的 有 河 北 省、黑 龙 江 省、山 东 省、广 东

省、四川省、湖 北 省、甘 肃 省、广 西 自 治 区 等８个 省

（区），占全国的２５％。

３）由省级地质资料馆负责管理，仍由地勘单位

负责本 单 位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的 有 山 西 省、吉 林

省、江西 省、河 南 省、海 南 省、重 庆 市、云 南 省、陕 西

省、宁夏自治区９个省（区、市），占全国的２９％。
为进一步 规 范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天 津 市、上

海市、浙 江 省、安 徽 省、湖 北 省、湖 南 省、广 东 省、广

西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等１０个省（区、市）专门设

置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专项经费，占全国３２％。

１．３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落实成效显现

自２００８年《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印 发 以 来，各 省 级 地 质 资 料 馆 都 已 经 通 过

文件、会议、培训等多种方式落实《办法》，加强实物

地质资料汇 交 管 理，目 前 全 国 除 台 湾 省 外３１个 省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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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目录清单都已经纳入到

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部分省（区、市）还制定了

适用于本行 政 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方 面 的 规 章 制

度，如山 西 省、辽 宁 省、上 海 市、浙 江 省、安 徽 省、山

东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区等８个省（区、市）；编研实

物地质资料 管 理 和 服 务 技 术 指 南 或 要 求 的 如 天 津

市、山西 省、辽 宁 省、黑 龙 江 省、上 海 市、浙 江 省、安

徽省、山 东 省、湖 北 省、湖 南 省、广 东 省、四 川 省、贵

州省、甘肃省、青 海 省、西 藏 自 治 区、新 疆 自 治 区 等

１７个省（区、市）。经 过８年 的 努 力，基 本 实 现 全 国

实物地质资料的有序管理。

１．４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纳入有效监管

各省级地 质 资 料 馆 积 极 开 展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工作，特别是２０１２年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运行

以来，利用这 一 抓 手，各 单 位 积 极 组 织 汇 交 人 开 展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的培训学习，加

强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将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汇

交作为地质资料汇交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央财政

出资、中央地 质 勘 查 基 金、地 方 财 政 出 资 等 开 展 的

项目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１００％已全部纳入地质

资料汇交监管平台监管，部分省的社会（个人）出资

的项目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也已纳入汇交监管，
基本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的汇交监管。
同时，目前有２３个省级地质资料馆着手开展了实物

地质资料 筛 选、采 集、汇 交 和 保 管 工 作。在 各 省 相

互带动 下，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汇 交 工 作 正 在 努 力

推进。

１．５　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工作初显成效

部分省级 地 质 资 料 馆 编 研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服 务

利用制度，根据本行政区国土资源管理规划和地质

找矿需 要，开 始 摸 索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社 会 化 服 务 工

作，开发了部 分 地 质 资 料 专 题 服 务 产 品，如 江 苏 省

重要地质钻 孔 数 据 库、安 徽 省 地 质 资 料 检 索 图 集、
湖南黄沙坪 等 重 要 矿 山 以 及 祁 连 盆 地 等 整 装 勘 查

区地下 三 维 空 间 数 据 库、青 海 重 要 成 矿 带 地 质 图

集、新疆西昆仑地区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成果资

料目录检索图册等，主动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综合编

研，发挥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利用价值。

２　存在主要问题

２．１　《办法》贯彻落实和技术标准编研尚不到位

自原《办法》发布以来，大部分省仅处于实物地

质资料目录清单的接收，而对于岩心等实物地质资

料的保管仍由各地勘单位或矿山企业保管，管理存

在不到位情况，致使重要实物地质资料无法妥善安

全保管。同时，对 于 新《办 法》的 分 类 筛 选、分 级 保

管和服务利 用 等 问 题 如 何 落 实，需 要 进 一 步 细 化，
目前仅有８个省对新《办法》进行了培训，需要进一

步加强落实。
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技术标准方面，目前仅有

实物地质 资 料 馆 藏 管 理 技 术 要 求（ＤＤ２０１０－０５）［３］，
对于其它方面技术标准规范缺失，尤其是在库房容

量有限的情况下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销毁、埋藏、缩

减等技术标 准 缺 失，致 使 大 量 破 损 严 重 的、没 有 使

用价值的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仍 保 存 在 岩 心 库 房 而 不 能

处置，浪费了存储空间。

２．２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手段单一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与项目管理、矿政管理

的结合不紧密，对于不依法汇交实物地质资料的行

为，缺乏有效的处罚措施，对于依法汇交的汇交人，
没有相关 的 激 励 措 施。同 时，由 于 汇 交 流 程 繁 琐、
部和省级国 土 资 源 主 管 部 门 职 责 分 工 不 合 理 等 原

因，目前尚未实现实物地质资料的应交尽交。

２．３　基层地勘单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情况堪忧

历史上已 经 积 存 和 每 年 新 产 生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的数量都很庞大，主要保管在地勘单位和工矿企

业，由于缺乏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保管情况普

遍较差，存在 大 量 损 毁 的 情 况，对 于 已 经 损 毁 的 资

料，由于没有相关政策依据，处置报批程序不明，不

但占用了大量有效存储空间，也使真正有保管价值

的实物地质资料无法得到有效保管；对于省级实物

地质资料馆 藏 机 构，由 于 土 地、经 费 和 人 员 编 制 等

难题难以解决，目前尚有十几个省份无法建设实物

地质资料库房。

２．４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

实物地质资料的社会需求大，但由于信息交流

渠道不通畅，加 之 各 单 位 之 间 的 人 为 封 锁，导 致 资

料的共 享 程 度 有 限，有 些 基 层 保 管 单 位 仍 停 留 在

“谁产生、谁 保 管、谁 利 用”的 初 级 阶 段。如 何 有 效

地整合全社会的实物地质资料资源，建立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更 新 发 布、交 流 与 共 享 机 制，特 别 是 调 动

非公益性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保 管 单 位 对 外 服 务 的 积 极

性，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４］。

２．５　人员经费和库房问题亟需破解

实物地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所 需 要 的 人 员、经 费、
库房问题如何有效破解；如何建立稳定的人才队伍

和资金来源渠道；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实物地质资

料的管理中，如何按照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要求，
进一步优化职责分工的管理流程，在强化监管和服

务的同时，激 活 资 料 保 管 和 利 用 的 积 极 性，也 是 今

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４５



第６期 韩　健，等：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情况分析研究

３　工作建议

为做好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与 服 务 工 作，
部、局、实物中心及各省（区、市）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尚需做大量工作并付出努力，按照分阶段分步骤组

织开展的原 则，在“十 三 五”期 间，建 议 重 点 做 好 以

下工作。

３．１　出台《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有关实施细则

新修订的《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进 一 步 明

确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职责及筛选保管原则，细

化工作要求，简化工作流程，强化监管与服务，将进

一步提升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管 理 和 服 务 水 平。但 是

在《办法》中对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分类分级、集

中和分散保管、汇交与管理经费、服务利用收费、实

物地质资料 清 理 及 数 据 库 建 设 等 内 容 不 够 详 细 具

体，需要认 真 研 究，解 决《办 法》中 没 有 明 确 的 各 个

问题，形成《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办 法 实 施 细 则》，具

有可操作性，便于各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贯彻落

实。以储量 司 函 或 经 储 量 司 同 意 的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质资料 中 心 通 知 形 式 印 发，供 全 国 各 省（区、市）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借鉴试用。同时，指导有条件的

省（区、市）起草印发适用于本行政区的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３．２　出台实物地质资料技术标准规范

对于实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亟 需 解 决 实 物 地 质 资

料筛选、销 毁、埋 藏、缩 减 等 问 题。一 是 组 织 启 动

《地质勘查钻探岩矿心管理通则》修订工作，解决地

质勘查钻探岩矿心等实物地质资料的现场管理、缩

减处理、移交 入 库 和 库 房 管 理 等 内 容，尤 其 是 解 决

Ⅲ类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缩减处理等问题。二是

出台实物地 质 资 料 筛 选、销 毁、埋 藏、缩 减、服 务 利

用等五个规范性技术文件，指导全国开展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工作。同时，组织开展以上内容的行业标

准制定工作。

３．３　编制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藏规划

组织专家研究全国主要区域地质特征如地层、
地质构造、控矿作用等，以及矿产类型、矿产资源分

布特点等，综 合 分 析 研 究，形 成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选采集和 保 管 规 划，指 导 各 省（区、市）编 制 实 物

地质资料筛选采集和保管规划，建立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馆藏规 划，形 成 整 体 性、系 统 性 的 全 国 实 物 地

质资料保 管 体 系。依 托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集 群 服

务系统及时开展社会服务。

３．４　建立全国地质资料汇交监督员管理制度

为加强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工作，研究建立全国

地质资料汇 交 监 督 员 管 理 制 度，明 确 条 件 要 求、职

责定位、工作内容、权利义务、培训和考核奖惩机制

等。加强汇 交 管 理、责 任 落 实，切 实 强 化 实 物 地 质

资料汇交管理工作。

３．５　开 展 全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清 理 和 目 录 数 据 库

建设

由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特殊性，并且实物地质资

料目前主要保管在各地勘单位，掌握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现 状 是 开 展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社 会 化 服 务 工

作的前提。建议在部局的组织领导下，一是组织开

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清理工作，掌握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保管家底；二是理清和筛选Ⅰ类、Ⅱ类、Ⅲ类实

物地质资料［５］，提出处置建议，集中销毁埋藏处置一

批破损严重、无 法 再 利 用 的 实 物 地 质 资 料，解 决 各

单位保管难 题，确 保 重 要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妥 善 保 管；
三是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推进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目

录数据库建 设，为 社 会 化 服 务 提 供 基 础；四 是 在 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部分省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数据库建设；五是完善实物地质资料集群服务系

统，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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