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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研究调查不同层次、不同行业馆藏机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服务发布情况，编制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编制要求，开展试点单位 研 究 工 作，提 出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信 息 资 源 汇 聚 模 式、业 务 数 据

关系、建设机制等，为开展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服务共享工作奠定基础。

　　关键词：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发布；信息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Ｇ２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０５１（２０１５）Ｓ１－０１４１－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ＲＥＮ　Ｘｉａｎｇ－ａｉ，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ｈｅ　０６５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ｕｎｉｔ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ｔｃ．，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ａｒ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 查 评 价 专 项“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料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资助（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１２２０３３９）

作者简介：张志伟（１９８６－），男，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服 务 及 信 息 化 研 究 工 作。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ｇｅ１２３＠

１２６．ｃｏｍ。

　　我国的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按照其重要性、典型

性等原则实行分类、分级、分散保管在国家实物地质

资料馆、省（区、市）级馆、委托保管单位、行业地勘单

位、矿山企业，尤其是基层行业地勘单位保存着大量

的实物资料，达到９０％以上。
开展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发布工作以面向

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众对不同层次、不同形式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的需求为目的，围绕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和共享服务这条主线，充分利用已有基础，统筹

规划、集成整合、建立制度、探索机制，构建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的框架体系和共享服务平台，
逐步推进信息服务的产业化，让公众了解国家地质

工作项目产生有哪些实物资料、存放在哪里，快捷高

效地利用实 物 地 质 资 料［１－１０］，实 现 我 国 实 物 地 质 资

料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与动态更新目标。

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结构

实物地质资料 信 息 主 要 由 资 料 目 录 和 信 息 内

容两大部 分 组 成（图１）。为 有 效 地 保 障 全 国 实 物

地质资 料 信 息 采 集、提 取 的 规 范 可 操 作 性，编 制

“全国实物地质 资 料 目 录 编 制 要 求”。给 出 了 全 国

实物地质 资 料 目 录 编 制 的 基 本 原 则、信 息 组 织 结

构方式、信 息 组 成 基 本 内 容、信 息 项 的 设 置 原 则、
信息项的基本要 求、数 据 质 量 检 查 等，并 给 出 了 有

关的表述样式。
资料目录包括实物产生信息、实物档案信息、实

物实体信息、实物关联成果、原始资料信息、实物保

管单位信息，信息内容包括钻孔岩芯岩屑信息、标本

信息、光薄片信息、样品（副样）信息、其他实物信息

以及与实物信息相关的三图一表（工程布置图、勘探

线剖面图、钻孔柱状图、样品分析结果表）、岩芯扫描

图片、典型标本图片、光薄片镜下照相等［１，４，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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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结构

１．１　资料目录

１．１．１　档案信息

档案信息包括档号、题名、入库时间、移交清单

编号、密级、密级代码、涉密事项、保护期、保护期限，
以及说明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特 性 与 保 管 利 用 价 值 的 信

息，主要包括关键词、内容提要、备注。实物地质资

料资料目录见表１。

１．１．２　产生信息

产生信息包括形成单位、汇交人、项目名称、项

目来源、项目编号、工作性质、资料类别、资料类别代

码、行政区、行政区代码、矿区名称、图幅名称、图幅

号、比例尺、工作程度、工作程度代码、起始时间、起

始经纬度、主要矿种、矿种代码。

１．１．３　实体信息

实体信息主要指实物地质资料类型、数量及相

关资料信息。包括钻孔数量、钻孔箱数、钻孔米数、
标本箱数、标 本 块 数、光 片 盒 数、光 片 件 数、薄 片 盒

数、薄片件数、样品箱数、样品袋数、其他实物箱数、
其他实物件数、剖面条数、文本件数、图件件数、电子

文件件数。

１．１．４　关联信息

关联信息是指与实物地质资料密切相关的成果

地质资料、原始地质资料的信息。包括成果资料保

存单位、成果资料档号、原始资料保存单位、原始资

料档号。

表１　实物地质资料资料目录

档号 题名

形成单位 汇交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编号 工作性质

资料类别 资料类别代码

行政区 行政区代码

矿区名称 图幅名称

图幅号 比例尺

工作程度 工作程度代码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起始经度 终止经度

起始纬度 终止纬度

主要矿种 矿种代码

入库时间 移交清单编号

实物数量

岩芯：　个钻孔、　箱、　米 岩屑：　个钻孔、　 箱、　袋

标本：　箱、　块 光片：　盒、　件

样品：　箱、　袋 薄片：　盒、　件

其他实物：　箱、　件 剖面数量：　条

相关资料 文：　　　　件，　图：　　　件，电：　　　 件

密级 密级代码

涉密事项 保护期

保护期限 成果资料档号

成果资料保存单位 原始资料档号

原始资料保存单位 内容提要

关键词

备注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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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保管单位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保管单位名称、上级单位 名 称、
所属行业部门、行政区划代码、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备注。

１．２　信息内容

信息内容即综合信息主要按照实物地质资料类

型分为岩芯岩屑、标本、光薄片、样品、其他实物、文

图表等（表２～８）。

表２　岩芯岩屑信息表

钻孔名称 钻孔编号

勘探线号 钻孔类型

工作区名称 钻孔位置

构造位置 坐标系

孔口经度 孔口纬度

孔口坐标Ｘ 孔口坐标Ｙ

孔口高程 Ｈ 终孔深度

见矿深度范围 钻取岩芯长度

馆藏岩芯箱数 馆藏岩芯长度

钻取岩屑数量 馆藏岩屑箱数

馆藏岩屑数量

保管现状 保管地

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

施工单位 钻孔柱状图

测井报告 原始地质记录表

备注

表３　标本信息表

标本名称 标本类型

标本编号 光薄片编号

采样方法 采样层位

采样位置 采集经度

采集纬度 标本描述

保管现状 保管地

标本影像

采集人 采集日期

备注

表４　薄片信息表

鉴定名称 薄片编号

标本名称 结构构造

镜下描述

保管现状 保管地

显微影像

鉴定人 鉴定日期

备注

表５　光片信息表

鉴定名称 光片编号

标本名称 结构构造

镜下描述

保管现状 保管地

显微影像

鉴定人 鉴定日期

备注

表６　样品信息表

样品名称 样品类型

样品编号 采样方法

采样层位 采样位置

采集经度 采集纬度

样品描述

保管现状 保管地

样品影像

采集人 采集日期

备注

表７　相关资料信息表

相关资料名称 相关资料类别

载体形式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表８　剖面名称及剖面号信息表

剖面名称及剖面号

标本数量 光片数量

样品数量 薄片数量

剖面类型 比例尺

起始经度 起始纬度

终止经度 终止纬度

剖面小结 剖面分层描述

剖面测制人员

测制起始日期 测制终止日期

剖面图 备注

１．２．１　岩芯岩屑

岩芯岩屑信息可以在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

基础上，进行数据项提取直接应用，主要包括：钻孔

基础信息、钻孔属性信息、钻孔岩芯信息三大内容。

钻孔名称、钻孔编号、勘探线号、钻孔类型、工作区名

称、钻孔位置、构造位置、坐标系、孔口经纬度、孔口

坐标Ｘ、Ｙ、Ｈ、终 孔 深 度、见 矿 深 度 范 围、钻 取 岩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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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馆藏岩芯箱数及长度、钻取岩屑数量、馆藏岩

屑箱数及数量、保管现状、保管地、开终孔日期、施工

单位、钻孔柱状图、测井报告、备注。

１．２．２　标本

标本名称、标本类型、标本编号、光薄片编号、采
样方法、采样层位、采样位置、采集经度、采集纬度、
标本描述、保管现状、保管地、标本影像、采集人、采

集日期、备注。

１．２．３　光薄片

鉴定名称、光薄片编号、标本名称、结构构造、镜
下描述、保管现状、保管地、显微影像、鉴定人、鉴定

日期、备注。

１．２．４　样品（副样）
样品名称、样品类型、样品编号、采样方法、采样

层位、采样位置、采集经度、采集纬度、样品描述、保

管现状、保管地、样品影像、采集人、采集日期、备注。

１．２．５　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名称、相关资料类别、载体形式、计量

单位、数量、备注。

１．２．６　剖面信息

剖面名称及剖面号、标本数量、光片数量、样品

数量、薄片数量、剖面类型、比例尺、起始经纬度、终

止经纬度、剖面小结、剖面分层描述、剖面测制人员、
测制起止日期、剖面图、备注。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工作是一项系统性

的工作，任务量巨大。研究认为信息组织应考虑不

同阶段的数据特点，尽量利用已有数据信息成果，补
充新形势下对信息内容数据的需求，各级馆藏机构

通过整理、收集、分析、整合以往工作成果数据（全国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情况摸底调查数据、全国钻孔基

本信息清查数据、全国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实物

目录清 单 数 据、地 质 资 料 汇 交 系 统 实 物 数 据 信 息

（ＥＤ－Ｍａｋｅｒ）以及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 重 要 地 质 钻

孔数据库建设数据），可有效促进开展全国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组织一盘棋的工作局面，同时可保障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管理与服务的数据动态更新。
数字化是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应重视

地质资料信息化过程中的标准化建设［２］，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组织工作同样面临大数据资料的开发与利

用服务新挑战，挖掘资料数据信息之间的关联，开发

资料信息中蕴藏的知识。

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内容

对外共享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基于实物地质资

料信息管理数据，提供基础性的服务数据信息。实

物地质资料项目基本信息见表９。岩芯岩屑信息表

见表１０。标本、样品、光薄片信息表见表１１。
服务数据要分层次推进信息内容共享，首先是

基础信息，其次是综合信息，层层深入。根据目前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工作开展情况，首先应将实物地质

资料的基础 信 息 和 实 物 数 量 信 息 优 先 进 行 提 取 发

布，随后展开综合信息以及相关测试数据、影像、图

件报告的发布。

表９　实物地质资料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行政区 汇交人

资料形成单位 资料形成时间

资料保管单位

工作区地理位置
起始经度 终止经度

起始纬度 终止纬度

工作性质 工作程度

主要矿种

实物类型及数量

岩矿心：　 孔，总进尺　 米，取心　 米，岩屑　 袋。

标本：　　 块 样品：　　 袋

光片：　　 件 薄片：　　 件

其他：　　

成果资料保存单位 成果资料档号

原始资料保存单位 原始资料档号

项目成果简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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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岩芯岩屑信息表

钻孔名称 钻孔编号

勘探线号 钻孔类型

矿区名称 钻孔位置

孔口经度 孔口纬度

孔口高程 Ｈ 终孔深度

取心数量 岩屑数量

见矿深度范围

保管现状 保管地

备注

表１１　标本、样品、光薄片信息表

图幅名称 实测剖面名称

标本数量／块 光片数量／件

薄片数量／件 样品数量／袋

保管现状 保管地

重要发现

备注

　　基础信息主要包含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名称、来
源、工作区位置、完成时间、主要矿种等）、项目产生

实物类型及数量信息、成果原始资料保存信息、项目

成果简述等。岩芯岩屑信息可直接调用重要地质钻

孔数据库建设数据，对于见矿深度范围、保管现状等

数据项进行补录。标本、光薄片、样品信息主要提供

项目产生的实物数量信息、保管现状信息以及重大

发现等。保管单位信息主要提供实物地质资料保管

地信息以及联络人信息，方便直接业务对接。
信息共享内容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信息无限

度的参与共享，需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内容标准

体系。从而实现快速服务、多层次服务的原则［３］。

３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发布

通过整合实物地质资料各业务系统功能，形成综

合性的实物地质资料集群管理服务系统，辐射国家实

物地质资料馆、除台湾省外３１个省（区、市）馆 藏 机

构、３５家委 托 保 管 单 位、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６大 区 中

心、数以千家的地勘（行业）单位等地质资料部门各节

点，即形成１＋３１＋３５＋６＋Ｎ业务覆盖模式，统一向

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编制规范、整合 新 建、

提供共享；集群系统采用“谁建设，谁负责，谁管理，
谁维护”的更新维护机制。

３．１　信息资源汇聚模式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采集由汇交人将目录数

据著录、采集并通过存盘、报盘后汇交到省馆，再由

省馆进行汇总后分类，并根据关键信息补充后提交

实物中心（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实物中心负责对

全国目录数据进行汇总、管理、维护和分析，并将目录

数据原始库按照规则进行加工提取成为目录数据服

务库，最终形成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总库并对

外提供服务，形成了地勘单位－省级馆－国家馆逐级报

送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汇聚模式（图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化服务应按照“数据物

理分布，服务逻辑集成”的分布式服务模式开展，根

据资料信息公开程度，进行内外网结合服务，同时开

展分层次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３，９］。

３．２　信息资源数据关系

省馆、地勘单位将ＥＤ－Ｍａｋｅｒ采集数据、处理数

据通过转换工具形成实物地质清单表单和ＸＭＬ格

式的数据；采集的钻孔数据同样经过格式转换汇交

到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集群系统。同时，将实物

中心的历史数据、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数据、岩
芯扫描数据、薄片显微图像、标本照片等资料转换格

式后入库，由实物地质资料集群系统整理后统一对

外提供服务（图３）。

４　结　论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组织与共享发布建设机制总

体应遵循：政策扶持、统筹规划、制定标准、分步实施、
业务协作、稳步推进、全面铺开，让共识成为共举。

统筹国家馆、省馆、委托保管单位、行业地勘单

位等各级馆藏机构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汇聚

工作，本着“谁 建 设，谁 负 责，谁 管 理，谁 维 护”的 原

则，以期实现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动态管理与服务的

数据更新机制，将数据信息共享作为一种制度贯彻

执行，逐步消除“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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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汇聚模式

图３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数据关系图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信息产生、采集、管理、对外

发布服务利用，需要着重考虑数据信息共享过程中

汇交人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应规范相应数据信息

共享利用、保密、保护等相关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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