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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现状，分析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初

步提出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框架，提出了进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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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

作，产生了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为了管理实物地质

资料，各地勘单位陆续建立了岩心样品库，部分地勘

单位和地质院校还建立了地质博物馆，虽然保管实

物地质资料的设施比较简陋，管理技术方法比较落

后，但大部分实物地质资料得到有效保存，为地质勘

查和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后，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陷入严重困境，大部分地勘

单位由于经费严重短缺，致使岩心库破损倒塌、管理

人员退休或 转 岗、管 理 制 度 废 驰、管 理 工 作 有 名 无

实，大量实物地质资料损毁散失。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进入

了新的发展时期。第一，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和

制度，使实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工 作 有 法 可 依、有 规 可

循；第二，２０００年 成 立 了 国 土 资 源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中

心（以下简称“实物中心”），开展了国家级实物地质

资料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等工作，不仅使一

大批重要实物资料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开展了社会

服务，为地质 找 矿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发 挥 了 作 用；第

三，各省（区、市）陆 续 落 实 了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职

能，在原有的省地质资料馆或博物馆中，成立了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部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取得了

显著进展。
目前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工作还不尽完善，还

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建立系统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是下

一步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的工作重点。

１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框架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组织

管理体系、库藏管理体系、法规制度与技术方法体系

和服务体系（图１）。
组织管理 体 系 是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的 组 织 保

障，实行“国家、省（区市）、市（地县）分级管理＋分级

保管＋委托保管”的管理模式，构建全国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的行政和馆藏架构。库藏管理体系是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资源基础，通过库藏管理的分类分级，制
定收藏规划，将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妥善

保管，形成实物地质资料的库藏体系。法规制度与

技术方法体系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制度支撑，通

过制定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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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研究实物地质资料技术方法，规范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工作，提高实物地质资料收集管理服务

能力。服务体系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最终目的，
为社会大众和行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图１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框架

２　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建设现状

２．１　组织管理体系

按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及《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各省（市、区）基本落实了实物

资料行政管理和馆藏管理部门，大部分省（市、区）明
确了职责任务、人员编制、经费，为实施实物资料管

理提供了基本保障；在油气、海洋和放射性系统开展

了原始和实物资料委托保管工作。
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实物资料“分级管理＋委

托保管”的组 织 管 理 体 系（图２）。分 级 管 理 是 指 国

土资源部和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国家

和本行政区实物资料的管理工作；分级保管是指实

物中心、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基层单位地质资料

馆为实物资 料 保 管 单 位，分 别 负 责 全 国、本 省（区、
市）和本单位实物资料的保管和服务工作。委托保

管是指将实物资料委托具有资质条件的单位按要求

进行保管，向社会提供服务。目前委托保管工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在国家层面，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２年连续两 年 进 行 了 油 气、海 洋、放 射 性 等 实 物

和原始地质资料委托保管检查，通过检查落实了申

请委托保管单位的资质条件，分两批向３５个符合条

件的单位发放了委托书。部分省也根据实际，采用

了委托保管的方式保管实物资料。

２．２　库藏管理体系

２．２．１　库藏设施与设备建设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较成果资料管理的最大难度

图２　实物地质资料组织管理体系

在于需要建设专门的库藏设施设备。主要包括岩心

库、标本库、以及存储设备、观察设备、实物图像数字

化仪器、相关资料数字化仪器、查询检索设备、信息

发布设备等。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土资源

部负责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馆藏建

设和运行费用列入中央财政预算；省级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
馆藏建设和运行费用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受国土资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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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负责

本单位实物地质资料馆藏建设；从事地质工作的单

位，负责本单位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馆藏建设和

运行费用自行解决。
当前，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己经建立，

即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馆已建成并运行。国家实物馆建筑总面积５６００ｍ２，
具６０万ｍ岩芯的储藏容量，实现了存储立体化、取

放自动化。目前二期工程即将完成，将作为开放性

实验室、观察室和工作室。
省级实物 地 质 资 料 库 房 设 施 建 设 取 得 很 大 进

展［１］，目前，已经建成实物资料库的有上海、天津、安
徽３个省（市），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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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建成地质资料馆，包含３００００ｍ２ 实物资料库。
正在积极推进，已落实土地、资金，或即将建成

的有北京、河南、湖南、西藏、青海、云南、辽宁、浙江、
福建９个省（市、区），其中北京市于２０１２年５月举

行了实物地质资料库奠基仪式，预计２０１５年建成投

入使用，可存放１２万件样品；辽宁省政府已批准建

设包括实物地质资料库在内的省地质资料馆，一期

工程征地１００亩，建 成 面 积３００００ｍ２，建 成 后 大 约

能满足２０年需要；湖南落实用地３００多亩，计划投

资超过３亿元。

正在论证或申报实物资料库的有吉林、江苏、山
西、内蒙古、甘肃、重庆、贵州７个省（区）。

还有一些省，通过维修改造地勘单位岩芯库，委
任保管省级实物地质资料有黑龙江、河北、山东、江

西、四川、广东６个省。其中，广东省在广州、韶关、
梅州、湛江设立４个分库，各分库面积约为１０００ｍ２，
可保管２００００ｍ岩 芯。山 东 省 分 两 步 走，前 期 采 用

委托保管的方式，委托地勘单位分片保管实物资料，
已经在泰安、临沂、潍坊、烟台四个市，依托地方国土

资源局建立山东省实物资料分库，统一由山东省实

物中心管理。

２．２．２　藏品体系

实物中心 作 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国 家 级 馆 藏 单

位，截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实物中心累计收藏实物地质

资 料 ３７６ 份，包 括 钻 孔 ５１７ 个、岩 芯 总 长 度

２４９１８５ｍ、光薄片３９０５８片、系列标本１５４４８块以及

户外展示大型标本２０３块。经过近１０年的努力，初
步形成了以典型矿山岩芯和青藏高原１∶２５万区调

标本薄片为主体，以大陆科学钻探岩芯和“金钉子”
剖面标本为精品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体系。

从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数量上 来 看，截 止 到

２０１３年底，已经接收实物地质资料的１３个省级馆累

计馆藏岩芯总量为１７１９６１．２ｍ；标本２１４４块；光薄片

８９９４件；样品２６４１１２件；岩屑６３５９９件 （表１）。

表１　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各省级馆藏实物总量统计表

序号 省份 岩芯／ｍ 标本／件 光薄片／件 样品数／（袋／瓶） 岩屑／件

１ 北京 ５００　 ７７　 ４７４６７　 ６３５９９

２ 天津 ２８００　 ５１０　 ３１６７

３ 河北 ５２０００

４ 辽宁 ６４７４．９１

５ 吉林 １３７０１．５９

６ 黑龙江 ３２７８７　 １５３７　 １２２　 １６４５２

７ 上海 ４９８００　 ８　 ８８７２　 ９０００

８ 浙江 ４２８６．１２　 ０　 ０　 ０

９ 山东 ５４４．５

１０ 广东 ５５５４．４５　 １４

１１ 四川 １２６４

１２ 贵州 ２２４８．６４　 １２

１３ 青海 １８８０１２

合计 １７１９６１．２　 ２１４４　 ８９９４　 ２６４１１２　 ６３５９９

　　目前委托保管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国家层

面，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连续两年进行了

油气、海洋、放射性等实物和原始地质资料委托保管

检查，通过检查落实了申请委托保管单位的资质条

件，分两批向３５个符合条据实际，采用了委托保管

的方式保管实物地质资料。部分省（市、区）也根据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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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采用了为国保管的方式保管实物地质资料。

２．２．３　法律法规与技术方法体系

与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有 关 法 规［２］有：国 务 院

２００２年发布了的《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４９号），明确 了 地 质 资 料 包 括 成 果 地 质 资 料、原 始

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３年发布

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１６号），列出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范围，规定了油气

等特殊实物地质资料委托保管的办法；国土资源部

办公厅２００８年印发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国
土资发〔２００８〕８号），明确了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的管

理体制、管理职责、管理分工、汇交程序。这三项法

规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法规与技术方法体系的

核心与基础。
在以上三项法规的基础上，国土资源部近年来

还陆续发布了二十多项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内

容上涵盖了汇交、保管和服务的方方面面。大体上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作制度类的文件，包括《国土

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资料汇交管理的通知》（国土资

发〔２０１０〕３２号）等；第二类是规范某项具体业务工

作的文件，包括《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油气等

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委托保管工作规则（试行）的通

知》（国土资厅 发〔２０１２〕２４号）等；第 三 类 是 部 署 专

项工作的文件，包括《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２〕４５号）等。

在技术标准和工作制度方面，地调局制定了《实
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技术要求》（ＤＤ２０１０－０５），主要

内容是实物资料的接收、整理、建档编目、数字化、著
录、服务等；另外，实物中心制定了实物地质资料分

类分级、筛选、收集、验收、建档、库藏保管、服务利用

等暂行办法。
在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管理规范的进程 中，２０１０

年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地质资料汇交管理

的通知”（国土 资 发〔２０１０〕３２号），提 出 了 建 立 地 质

资料汇交监管平台的要求。２０１１年印发了《地质资

料汇交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７８
号），明确了地质资料实行一体化管理，汇交人未按

要求汇交成 果、实 物 和 原 始 地 质 资 料 的，不 得 发 给

《地质资料 汇 交 凭 证》。２０１２年 国 土 资 源 部 印 发 了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地质资料

管理的通知”（国 土 资 厅 发〔２０１２〕５７号），提 出 了 进

一步加强汇交管理的要求，至此三大类地质资料的

统一汇交管理进入新的阶段；虽然这些通知没有直

接提出对实物资料的管理要求，但对实物资料的汇

交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２０１３年，中国地 质 调 查 局 印 发 了“中 国 地 质 调

查局关于地质调查项目资料汇交相关补充要求的通

知”（中地调函〔２０１３〕３６４号），提出了中国地质调查

局部署的项目地质资料汇交管理措施，要求各大区

项目中心在野外验收时对实物资料提出汇交建议，
实物中心参考汇交建议确定需要向国土资源部汇交

的实物资料。各大区中心应在地质调查项目完成三

大类资料汇交后，依托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向项

目承担单位发放《地质资料汇交凭证》。
全国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部署后，实物资料汇

交开始走向全面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大部分省（区、
市）已将实物资料汇交管理纳入地质资料汇交管理，
初步实现了成果、实物资料的一体化汇交管理。

２．２．４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

目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编制了《馆藏实物地

质资料服务指南》、馆藏实物地质资料目录》、《馆藏

实物地质资料分类目录索引》和《馆藏实物地质资料

分布图》，为了配合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汇总编

制了全国重点成矿区带实物地质资料目录和首批整

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目录和分布图，为整装勘查

提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支持工作。开展了实物地质

资料成果展厅和科普长廊布展与大标本展示工作。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

２００２年《地质 资 料 管 理 条 例》和２００８年《实 物

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明确了实物资料汇交管理责任、
汇交分工、汇交程序、汇交细目、以及保管与服务要

求，但要求比较宏观，具体的操作细则没有给出，制

约了管理办法的贯彻落实，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实

物资料管理政策和制度。管理政策应贯穿实物资料

管理的全流程，从现场保管，到汇交、保管、服务利用

等方面。

３．２　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还需加强

第一，目前还有一些省份实物资料馆藏管理责

任还没完全 落 实 到 位，一 些 省 级 馆 因 缺 少 人 员、经

费、设施等，馆藏管理工作还没完全到位；第二，实物

资料库房建 设 困 难 很 大，由 于 受 到 土 地、经 费 等 制

约，所以尽管各省都积极筹划，努力推进实物地质资

料库房建设，但是总体进展不容乐观；第三，对照《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地质资料

汇交监管平台建设方案》（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７８号文）
要求，省级实物资料的接收工作刚刚起步，汇交监管

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四，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保管

不妥善。由于省级实物地质资料保管与服务能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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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足，所以目前省级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很少，而
基层地勘单位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基础薄弱，许多地

勘单位没有专门的实物资料管理部门和实物库房，
多数岩芯临时存放在租用的民房。

３．３　国家馆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１）实物地质资料馆藏资源有待进一步丰富。虽

然，实物资料采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无论从数

量和质量上，与 我 国 丰 富 的 地 质 现 象、国 家 馆 的 地

位、服务的需求相比，馆藏资源仍显不足，需要不断

积累，加速推进。如固体矿产实物资料还没有覆盖

全国所有重要成矿带，典型性矿床还不齐全，缺乏国

外典型矿床实物资料；馆藏古生物化石和煤炭标本

系列还不够丰富。

２）实物 资 料 信 息 开 发 利 用 及 服 务 能 力 需 要 加

强。目前，实物资料信息开发利用工作还处于起步

阶段，仅仅开展了资料著录、教学实习标本准备、科

普标本展示等工作，面向广大地学科研人员的服务

产品类型不够丰富；资料服务局限于实物的观察、取
样，大学的教学实习和社会的科普服务。

３）实物资料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无论网站内容的设置、信息资

料的更新速度，还是采用的信息技术手段、网站管理

水平，与社会对信息服务水平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４　建议

１）加快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制度建设。为了进一

步促进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工作，已经起草《关于进

一步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包含三个技术性文件—《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要

求》、《实物地质资料馆藏建设要求》和《实物地质资

料清理工作指南》，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征询意见和

修改完善，计划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文的形式发

布试行。

２）加强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工作。自从汇交

监管平台运行以来，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和监管取

得了长足的 进 步，但 是 还 有 很 多 问 题 亟 待 解 决，因

此，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实物地质资料

汇交工作机制。第一，完善成果地质资料、原始地质

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统一汇交制度；第二，把实物地

质资料汇交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第三，把实物地质资

料汇交与矿业权管理、与地质工作资质管理相结合；

第四，把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与权益保护相结合，全面

提升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的保障能力。

３）分类建设省级实物资料库房。考虑到需要解

决土地、经费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建成，

更不可能够按照同一模式建设，各省（区、市）应根据

实际情况，逐步推进，其建设模式可有多种选择，一

是通过自建模式。二是通过委托建立分库的模式。

４）加快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开发和服务体系

建设。逐渐建立健全到馆服务措施，增强到馆实地

观察和取样 分 析 的 能 力，建 立 服 务 大 厅、取 样 观 察

室、开放实验室 等 等。通 过 建 立 网 络 版 公 共 服 务 平

台，除了公布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外，把实物资料

的扫描图像、照片、基本信息、属性描述等上传，提供

服务利用，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的社会效益。探索国

家虚拟岩芯库的建设，将实物地质资料测试分析结

果提供服务，并纳入中国实物资料信息网，作为全国

实物资料服务的主要内容，提供专业人士和社会人

员进行深层次的服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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