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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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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地质资料的一类，筛选问题是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重点和难点，做好筛选工作将使

具有保管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进一步得到妥 善 保 管，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管 理 和 服 务 提 供 坚 实 基 础。本 文 从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意义、筛选的原则、影响筛选的因素、分级、结论和建议等方面对实物地质资料筛选进

行阐述，为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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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的意义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是按照一定条件和方法，从

地质工作产生的大量实物地质资料中挑选符合馆藏

要求的实物地质资料的有关工作。
这里所说的一定条件和方法，指的是规定的程

序并结合技术方法。众所周知，实物地质资料数量

巨大，储存成本高，且没有必要全部收藏入库。只对

其中重要的实物地质资料存储入库即可。这就需要

解决选取那些实物地质资料储存保管的问题。为解

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那些实物地质资料是

“重要的”这个关键问题。
区分出那些是“重要的”实物地质资料，就需要

建立一整套的方式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对备选实

物地质资料进行挑选，最终得到有必要保存的实物

地质资 料。这 个 过 程 就 是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筛 选

工作。

２　筛选的原则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基本原则是实物地质资料

中心长期进 行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 工 作 并 咨 询 专 家

后，对专家给出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原则和收

藏内容的归纳和总结后得出的“四性”，即典型性、代
表性、特殊性、系统性。

２．１　实物地质资料的档案价值

代表区域内广泛分布的地质现象、地层发育情

况、地质矿产资源潜力与地质环境条件；反映典型地

质剖面的对比意义、古生物化石的重要程度、矿产成

矿作用区域代表性、构造作用的区域意义的实物地

质资料。

２．２　实物地质资料的利用价值

见证重大地质科研进展与最新理论成果的实物

地质资料，见证重大地质科学发现的实物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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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见证最新成矿理论、最新成矿模型、最新发现矿物

的实物地质资料；反映各成矿区（带）及全国范围的

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及成矿规律研究，各成矿区

（带）典型矿床，建立矿床成矿模型（式）、区域成矿模

式及区域成矿谱系的实物地质资料。

２．３　实物地质资料的稀缺程度

地质工作空白区内的实物地质资料，如原本未

开展地质工作或工作程度较低区域内的实物地质资

料；已开展地质工作，但实物地质资料从未收藏入库

的区域内的实物地质资料或者新产生较已收藏入库

更具收藏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出现概率小的实物

地质资料，如陨石、偶然发现的古生物标本等。

２．４　实物地质资料的获取难度

获取的难度较大以及再次获取的可能性较低。
如航天探测、极地考察、大洋调查或深海地质调查获

取的实物地 质 资 料；基 础 地 质 研 究 获 取 的 岩 芯、岩

屑；超深钻钻孔的岩芯、岩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获

取的岩芯、样品；取自城市中心区域、自然保护区、偏
远地区、高寒地区、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地区工作项目

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

３　影响筛选的因素

“四性”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具有高度概

括的特征，不但符合国家级馆藏机构对实物资料的

筛选收藏要求，也同样符合省级馆藏机构和委托保

管单位的馆 藏 机 构 对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筛 选 收 藏 要

求。但“四性”同时也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需要

进一步对“四性”进行拓展。筛选实物地质资料应考

虑因素即是对“四性”内涵的进一步解释和拓展。
筛选因 素 是 对 筛 选 原 则 的 将 进 一 步 具 体 化。

“四性”对于实际筛选工作而言，较为笼统抽象，难以

开展实际工作。因此，我们将筛选原则“四性”进一

步具体化，形成四条筛选因素：科学意义、利用价值、
稀缺程度、获取难度与重置成本。这样有利于进一

步的依照地质工作专业类型分类分级筛选项目和实

物。其中“实物地质资料的利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实

物地质资料具有见证、认证、查证、验证的价值。另

外，筛选因 素 反 映 的 筛 选 工 作 本 质 应 为 在 抽 稀 后，
（６０％以上）仍 能 较 好 反 映 客 观 地 质 情 况，（７０％～
８０％以上）仍能反映相关的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
系统性原则。

在实际工作中，筛选因素有多种体现方式。

３．１　重置成本较高或无法重置

是指如该项目位于闹市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

护区等无法 再 次 进 入 或 者 再 次 进 入 十 分 困 难 的 地

区，其当前的实物资料就十分重要，需要收藏。

３．２　矿区或者工作区储量规模达到大型或超大型

主要是依据《矿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４日分布实施）中对大型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的定义，大型或者超大型矿产资

源一般具有特殊的成矿特征，不但有特别的成矿理

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所以这类工

作项目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的特征。

３．３　成矿地质背景复杂

其内容涵盖了区域上的地层、构造、岩浆 活 动、
成矿区带、成矿系列及成矿地质作用，成矿地质背景

的复杂程度为综合考虑各单元的特殊性和专属性，
针对该区域的地层、岩浆岩为特有或者国内稀少的；
构造形式复杂或在其他地区无法见到的；矿床所处

成重要热点成矿区带、或所属重要成矿系列，如冈底

斯成矿带中的斑岩型铜矿床，蛇绿岩套中的铬铁矿

床；成矿地质作用罕见或有重大意义的，例如处于滨

太平洋成矿域的铅锌矿床，其为我国铅锌矿研究程

度最高和最富集的地区，成矿地质作用较为重要，三
江、南岭、扬 子 地 台 周 边 铅 锌 矿 具 有 一 定 的 找 矿 潜

力，其成矿地质作用的研究对新类型矿床的发展及

找矿突破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程度较高的区域，
可直接考虑时空演化的复杂性。

３．４　矿产勘查重点工作部署区

按照《全国地质勘查规划》，是指渤海湾、松辽、
塔里木、鄂尔多斯、准格尔、柴达木、四川、珠江口、东
海、莺歌海、琼东南１１个含油气盆地；神东、陕北、晋
北、晋东、晋中、鲁西、两淮、冀中、河南、蒙东、黄陇、
云贵、宁东１３个国家大型煤炭基地；西南三江、雅鲁

藏布江、天山、南岭、大兴安岭、阿尔泰、秦岭、川滇黔

相邻区、昆仑－阿尔金、北山、武夷、湘西－鄂西、豫西、
辽东－吉南、晋冀、长江中下游１６个重点成矿区带。

３．５　矿产种类为重要矿种

按照《全国地质勘查规划》列出的重要矿种为石

油、天然气、煤炭、铀、煤层气和铁、铜、铝、铅、锌、锰、
镍、钨、锡、钾盐、金。

３．６　矿床地质特征复杂

其内容包括了矿区的地层、构造、岩浆岩、成因

类型、矿体形态、矿石组构、成矿时代及成矿模式，矿
床地质特征的复杂程度为综合考虑各单元的特殊性

和专属性，针对该矿区的含矿地层、岩浆岩，或与成

矿直接相关的地层、岩浆岩在国内少见，或该地层、
岩浆岩中的含矿推翻了一贯认为的成矿模式；构造

形式复杂或在其他同类型矿床中无法见到的；矿床

成因类型在国内尚属稀少甚至唯一的；矿体形态及

矿石组构对比国内同类矿床较为特殊的；成矿时代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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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类矿床中特殊的，如在同一成矿带内的同类型

矿床，若一矿床成矿时代与其他同类型矿床不符，则
该矿床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矿床的成矿模式颠覆了

前人总结的典型矿床成矿模式的，该矿床的研究对

成矿理论的发展则具有重要作用。

３．７　有重大找矿前景

重大找矿前景即未开采的经预查、普查、详查确定

其矿产储量巨大的矿床；已开采矿床深部或外围经研

究评价确有重大找矿潜力，矿床保有储量有望增加。

３．８　地质现象有重大意义

该地质现象的发现揭开该地区（空白区）地质找

矿的序幕；该地质现象的发现扩大了矿田或矿集区

范围，形成地质找矿重大突破；该地质现象的发现解

决了针对该矿床或地区悬而未决的地质问题，或在

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完善甚至反驳，对发展成矿理论

有重大意义。

４　筛选的分级

４．１　实物地质资料的分级

实物地质资料的分级思想是对筛选因素较系统

的体现。筛选因素的重要程度叠加效果体现的越突

出，则价值 越 大。相 应 的 等 级 就 越 高，就 越 值 得 收

藏。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第九条的价值分级

思想，将实物地质资料分为“特别重要、重要、有一定

价值”三个等级，这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特别重要”的
是筛选因素重要程度叠加效果最大的，“重要”的是

筛选因素重要程度叠加效果次之的，“有一定价值”
的是筛选因素重要程度叠加效果一般的。

将被普遍接受的带有“重要的、有价值的”特征

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细化，细化为“典型性、代表性、
特殊性、系统性”的筛选原则。筛选原则由于可操作

性不强，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和归纳总结，将筛选原则

转换档案价值、利用价值、稀缺程度及获取难度等筛

选因素。同时，在综合对比后，将实物地质资料按照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后的工作类型分为五类，
并根据上述筛选因素和工作类型分别使各类地质工

作类型对应的筛选因素具体化，并归纳总结出各级

实物地质资料的范围（图１）。

图１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因素与实物分级关系表

　　实物地质资料的分级是指根据实物地质资料的

档案价值、利用价值、稀缺程度及获取难度等因素，将
实物地质资料分为Ｉ级、ＩＩ级、Ｉ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

Ｉ级实物地质资料。全国范围内成果突出的地

质项目和国家重大项目产生的代表性、典型性或特

殊性实物地质资料等，能够展示我国的地质特征和

主要工作成果，具有重大的永久归档利用和展览展

示价值。

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省级行政区范围内成果突

出的地质项目和独特的地质现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或

特殊性实物地质资料等，能够系统地展示本行政区地

质特征、主要工作成果并具有较高重复利用价值。

Ｉ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对于地质工作具有进一步

利用价值，还应继续保管一段时期的实物地质资料。

４．２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级标准

对实物地 质 资 料 的 分 级 标 准，主 要 是 按 照《办

法》附件中汇交细目的分类方法，目的是和《办法》保
持一致。将实物地质资料分为“区域地质调查”、“固
体矿产勘查”、“海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科学研究”，并对这５类地质工作所

产生实物地质资料的各级标准进行定性描述。这样

分类操作性较强，筛选准确性高。

４．２．１　区域地质调查

主干实测剖面中，重要的沉积构造、断代 依 据，

具有重要意义、特殊成分的夹层、岩层、岩体、岩体组

合，如高级变质岩区存在着有特殊意义的岩层、岩体

和岩石组合体（超镁铁质岩、高压麻粒岩、榴辉岩、基
性岩类、同源暗色析离体、石英岩、大理岩、磁铁石英

岩以及变质砾岩等等），具有特殊成分或成因的夹层

（如生物化石富集层、地球化学异常层、含矿层、古风

化壳、古土壤层、盐酸盐序列中的石英砂岩或黏土岩

夹层、块状流沉积层、风暴岩夹层、火山灰夹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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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地层、岩石、构造以及各种地质体特征中具有重

要作用。而古 生 物 化 石（模 式 标 本、新 发 现 物 种 标

本、时代意义强的标本、可采集的自幼年期至成年期

一系列反映个体演化发育的标本）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典型性、系统性、特殊性，也是馆藏机构应该收藏

的重点。代表性主干剖面上的光薄片反映主干剖面

的矿物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工作中，重大直接或间接异常区副样的入库有利于

为未来找矿工作提供实物查证。

４．２．２　固体矿产勘查

矿床规模，主要是采用１９８７年中国矿产储量委

员会颁布的《矿床规模划分标准》。目前，超大型矿

床尚缺乏公认的统一划分标准。根据涂光炽《中国

超大型矿床（Ｉ）》，将 储 量 超 过 大 型 矿 床 储 量 标 准５
倍以上的称为超大型矿床。超大型矿床是那些具有

特别大的矿产储量和特殊成矿特征的矿床，它们仅

仅占矿床总数 的７％～１０％，即 可 解 决 该 矿 种 全 球

矿产资源量的７０％～９０％，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重

大。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数量较少，但矿产储量和经

济价值巨大。大型、超大型矿床往往是多种成矿因

素、控矿因素综合的产物，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成因及

形成条件，其实物地质资料符合典型性、代表性的原

则，对这些实物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大型、
超大型矿床的研究，对于揭示矿床成矿规律、发展矿

床成因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新矿床成因类型，如新疆萨瓦亚尔顿金矿，是中

国首例穆龙套型金矿；云南鲁甸氧化铜－自然铜矿床

（世界第二例）；新疆布隆金矿床是罕见的石英－重晶

石脉型 金 矿 床。均 是 我 国 或 世 界 新 发 现 的 成 因

类型。
新矿种类型，如天然气水合物。新发现矿 物 的

矿床，如在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中，属于世界上首

次发现的新矿物有包头矿、黄河矿、白云鄂博矿、中

华铈矿等十余种新矿物。
代表性钻孔是众多钻孔中最重要钻孔的集合。

应具有同时穿越主矿体和次要矿体、反映矿区内主

要成矿地质特征，包括主要矿石类型、地层、岩体、蚀
变、构造现象等特征，并且保存完好，配套资料齐全。
一般来说，矿床是由一个或几个主要矿体及众多次

要矿体组 成 的。主 矿 体 是 勘 查、开 采 的 工 作 重 点。
选择钻孔时，应选择穿过主要矿体的钻孔，同时兼顾

次要矿体。最好挑选同时穿过主要矿体和次要矿体

的钻孔。同时考虑矿体的连续性，矿体连续性好的

地段往往也是勘查、生产的重点地段；矿床的矿石类

型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矿石中，物质成分赋存形

式、品位的高低、结构构造、氧化程度等因素也各不

相同，在工业选冶加工技术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
选择钻孔时，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矿石类型，以选择最

少的钻孔控制全部的矿石类型为原则。矿石的品位

是矿石中的有用组份的含量。反映矿床（体）有用组

份含量一般特征的指标应是平均品位。应避免高品

位或者特高品位的钻孔入选，它们只是特例不具有

普遍特征，不能客观反映现实。围岩与矿体的关系

有两种：一是围岩与矿体界线明显，二是围岩与矿体

界线呈渐变关系。研究围岩的意义在于，围岩可能

是成矿物质的提供者，即矿源层，围岩的物理性质决

定了开采矿体坑道的稳定性，随着边界品位的降低，
围岩中的一部分可能转化为矿体。因此，从系统性

考虑，在选钻孔时，应尽可能多的包括各类围岩。蚀

变有助于查明热液型矿床形成过程中物理化学条件

及矿床成因，同时也是重要的找矿标志。在选择钻

孔时，尽可能包括主要蚀变类型，特别是与成矿关系

密切的类型。
岩芯保管情况良好，其可利用价值越大。

４．２．３　海洋地质

主要包括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底质调查、浅层沉

积物调查、新生代沉积地层调查、深部地层结构与基

底调查、海底岩浆岩调查、地质构造调查、海底矿产

资源调查、海洋地质环境调查。其中底质调查、浅层

沉积物调查、新 生 代 沉 积 地 层 调 查、海 底 岩 浆 岩 调

查、海底矿产资源调查、海洋地质环境调查会产生多

种类型的、一定量的实物地质资料。
由于海洋地质工作是高投入的工作，产生的各

类实物地质资料都具有较高的收藏和再利用价值，
其中的岩芯应列为Ｉ级。

海洋地质工作产生的实物资料有：①岩芯，由海

洋钻探工程获取，根据本身特点可分为固结和未固

结两种；②柱状样，主要为海洋地质调查工作采集的

海底第四系沉积物，一般保存了原有的沉积构造；③
深海托样，在较深海域采集的一种样品，为海底表层

沉积物（海底软泥）；④揭片，是将一些未固结的原状

样品粘 贴 到 纱 布 一 类 的 物 品 上，使 之 保 留 原 有 的

状态。

４．２．４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较少，且在取得观测数据

和参数之后，钻孔岩芯等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价值

不大。而当水文钻孔具有特别供水意义，可为今后

寻找重要 水 源 地 提 供 重 大 参 考 时，才 被 认 为 是ＩＩ
级。另外，在某些沉积盆地中，当水文钻孔深度较大

时，取得的钻孔岩芯相当于连续的区域地层剖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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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地层层序、序列、沉积盆地的岩相、古地理

环境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当这些钻孔附近

没有其他布置矿产勘查项目钻孔时，这些水文深孔

就特别重要。在省级行政区内具有重大供水意义的

控制孔、基准孔等列为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其他水

文地质工作产生的一般性钻孔，由于其尚具一定的

利用价值，列为Ｉ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
一般工程地质勘探工作，坑槽探、硐探、钻探中，

坑槽探、硐探产生实物较少且意义不大，一般不予收

藏。钻探施工深 度 较 浅，基 本 在３０ｍ之 内，绝 大 部

分不保留实物。只有如非常特殊工程地质特性或者

重大工程地 质 勘 查 项 目 才 被 列 为ＩＩ级 实 物。如 三

峡大坝、大亚湾核电站、青藏铁路等大型工程。省级

行政区内重大工程地质勘查项目的参数孔、基准孔、
深孔、特殊孔岩芯，由于其在该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应 列 为ＩＩ级 实 物。另 外，对 于 以 工 程

地质勘查为主的省（区、市），由于其可收藏的其他实

物地质资料相对较少，故应对工程类ＩＩ级实物范围

予以放宽。
与其他地质工作相比，调查区域小，比例 尺 大，

钻孔密度较大，钻孔施工较浅，重复性高，地质价值

较小，大部分分布在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中，难以形成

有保存价值的实物。只有较大的项目或较著名的项

目中少量钻孔可以成为有特别重要和重要价值的实

物地质资料用以收藏。
灾害地质属于区域地质调查范畴，但在这里未

列出主要是考虑到它和其他三种工作性质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同时，将地热地质包含着水、工、环工作

中。本条中所列项目筛选因素主要依照《区域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１∶５００００）》
（ＧＢ／Ｔ１４１５８－９３）、《城 市 环 境 水 文 地 质 工 作 规 范》
（ＤＺ　５５－８７）５．２．２、《区域环境地质调查总则（试行）》
（ＤＤ　２００４—０２）７．５、《工 程 地 质 钻 探 规 程》（ＤＺ／Ｔ
００１７—９１）编写，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水、工、环工作中

比较重要的工作项目或者反映重大环境变化或地质

灾害。

４．２．５　地质科学研究

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数量不大，但一般都具有

强烈的代表性和特殊性，均应该 列 为Ｉ级 实 物 地 质

资料。以极地考察为例，这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活

动，其中产生实物的有地质考察、极地地质填图、基

础地质研 究 等。主 要 产 生 岩 石 标 本、样 品、化 石 标

本、同位素年龄样、孢粉分析样品、陨石等。这些都

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物证。其余实物地质资料因为

较重要也列为ＩＩ级实物地质资料。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１　结论

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问题的核心其实可以看成是

对不同筛选因素的重要程度累加的结果排序并选择

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因素重要性累计叠加

后的表现形式，如果能通过数学工具和统计学工具

进行表达，则会事半功倍。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实物地质资料筛选的思路主

要分为两步走，即先筛选项目，后筛选项目中的实物

地质资料。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操作，更接近实

物地质资料的形成规律使得筛选的精确性更高。经

过研究，可将筛选的项目和筛选项目中实物两步合为

一步，这样简化了筛选工作流程，提高了效率。

５．２　建议

参考在文物管理和古生物化石管理中对文物分

级和古生物 化 石 分 级 均 采 用 定 性 化 分 类 分 析 的 思

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的模式

和《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中的“价值思想”，按照

筛选分级思想，可将实物地质资料分级分类，对不同

层级进行保管，并建立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建立

类似的分级分类体系，便于保管和利用。

上述内容是对筛选工作的概括和总结。筛选工

作也受地域范围、地质条件、工作程度等因素影响，

因此各馆藏机构可在本文筛选分级的基础上，根据

自身实际细化筛选分级标准，使之更加适合本馆藏

机构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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