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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地质勘查工作的快速发展，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数量巨大的岩矿芯等实物

资料，根据１９９０年颁发的《岩矿芯管理通则》的规定要求，由于岩芯增长数量成爆炸式增长，各岩芯产生及

保管单位原有的保管库房已远远不能满足保 管 需 求。因 此，为 了 更 有 效 的 开 展 岩 芯 保 管 工 作，根 据“科 学

论证，慎重处置”的原则，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对岩矿芯进行缩减已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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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地质勘查工作蓬勃发展，产生了大

量的岩芯等实物地质资料。这些实物地质资料主要

保存在各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然而这些单位保存

实物地质资料存在严重问题———有的单位没有岩芯

样品库，有的虽然有岩芯样品库，但容量有限。在这

种情况下，除了要解决保存设施外，还需要对过去积

存的和新产生的岩芯进行科学合理缩减，才能实现

有效管理。
山东省苍峄铁矿兰陵矿区岩矿芯的管理情况可

以代表广大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岩芯保存状况。该

矿区勘查工作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

竣工钻孔５４个，钻探工作量８０７１４．４５ｍ，岩芯总长

７６４４５．６３ｍ。目前，虽 然 已 经 完 成 向 国 家 和 省 级 实

物库岩芯的汇交工作，但绝大部门的岩芯仍然由地

勘单位保管。所有的岩芯库已完全饱和，人员通道

也被占用。近几年取得的岩矿芯数量急剧增加，岩

矿芯要全部进行保存，只能租用临时的库房或者民

房，容量和条件根本无法满足岩矿芯长期保存的要

求。为了管好用好岩芯，矿区计划首先对库存的岩

芯进行缩减，然后将其余的岩芯予以埋藏。为了做

好这项工作，矿区项目组向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机构———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进行申 请，并

组织相关专家按照技术要求论证岩矿芯的缩减及埋

藏工作，笔者参与了岩矿芯缩减方案的研究、制定工

作，根据工作实践，撰写此文进行总结，并对有关工

作提出建议。

１　矿区岩芯保存现状

目前，除了按照要求向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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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ＺＫ６５－１钻孔２１８８．２８ｍ岩芯外，矿区保存岩矿

芯总长度７４２６７．３５ｍ，经清洗后，按照钻孔编号、回

次编号依次存放于１１０９５个岩芯箱内，箱内岩矿芯

上下回次间插放有岩芯牌，行与行之间有岩芯隔板

隔开。岩芯箱外侧标有矿区名称、钻孔号、箱号 （以

孔为单元按所装岩矿芯自浅而深的顺序用阿拉伯数

字连续编号）、起止回次号。取得的岩矿芯多数保存

在临时租用的库房内，保存条件根本达不到长期存

放的标准，岩芯箱有部分出现腐烂、损毁等现象。由

于库房的容量有限，还有少部分的岩芯存放在露天

处，一部分岩矿芯次序出现混乱，面临损毁的危险。

２　岩矿芯筛选、缩减和清除方案

本次岩矿芯缩减与清除方案按照《地质勘查钻

探岩矿芯管理通则》ＤＺ／Ｔ００３２－９２）和矿区的实际情

况，依据“留存适度、处理慎重和经济合理”的原则而

制定。

２．１　岩矿芯筛选缩减方案

１）矿区各矿段选择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及其相

应的见矿情况较好，地层、构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的钻孔，岩矿芯全孔保 留。目 前Ｉ段 矿 体 处 于 工 程

验证阶段，ＩＩ、ＩＩＩ两 段 工 程 控 制 程 度 相 对 较 高。ＩＩ
矿段选择 第５２勘 探 线 上 的 钻 孔ＺＫ５２－１、ＺＫ５２－２、

ＺＫ５２－４，已汇交到省级管藏机构进行保管。ＩＩＩ矿段

选择第７２线上的钻孔ＺＫ７２－１、ＺＫ７２－２、ＺＫ７２－４岩

矿芯全孔保留。钻 孔ＺＫ６５－ｌ终 孔 深 度２１８８．２８ｍ，
已汇交到国家岩芯库永久保存。

２）水文孔ＺＫ５３Ｓ、ＺＫ６３Ｓ岩芯全孔保留。

３）钻孔矿心和矿化层全部保留，其相应顶底板

岩芯保留５～１０ｍ。

４）钻孔不整合面以上均为盖层，且岩性单一、厚
度大、分布广而稳定，岩芯全部缩减。基底岩芯根据

岩性分层和厚 度，每 层 选 留 长 度１ｍ的 有 代 表 性 的

岩芯、标本１～３块。

２．２　岩芯清除方案

２．２．１　清除范围

１）凡缩减后无须保留的岩矿芯均属清除对象。

２）对在第四系地层中施工的水文孔，除按规定

留取样品外，非控制性钻孔的岩芯，经野外验收后即

可清除。

３）报废钻孔的岩矿芯可根据具体情况部分清除

或全部清除。

４）在进行岩矿芯缩减的同时，对岩性单一、厚度

大、分布广而稳定的岩层，其钻孔的岩芯在钻孔竣工

验收和按规定留取标本后，在确认没有遗留问题的

前提下可以清除。

２．２．２　清除方法

１）凡需清除的岩矿芯，均须填报岩矿芯清除登

记表，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２）清除的岩矿芯原则上就地掩埋，不得随意丢弃。

３）埋心应以孔为单位，自深而浅依次埋存。埋

心坑点要编号，标明位置，并设立地石标志。岩矿芯

埋存的有关 资 料 要 与 钻 孔 地 质 编 录 一 起 存 档 备 查

（表３）。

２．３　岩芯缩减后的管理

库内设施应保证库房管理和防火等安全防范的

需要。库管人员要定期检查岩矿芯保管情况，防止

库房漏雨、倒塌或岩芯箱损坏、丢失导致的岩芯混乱

或损毁。若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并采取必要措施

迅速处理。经缩减处理后需长期或永久保存的岩矿

芯连同所有岩芯牌依次摆放在岩芯箱内，并填写岩

芯缩减登记表（表１），然后存入岩芯库。
岩芯缩减与清除过程及内容按工程编号依次登

记造册（表２），分别由勘查单位和探矿权人保存，并

汇交到各级地质资料管理部门存档。
山东省苍 峄 铁 矿 兰 陵 矿 区 勘 查 工 作 所 取 得 的

７６４４５．６３ｍ岩 矿 芯，经 过 科 学 合 理 的 缩 减，经 初 步

估计，最后需要保存的岩矿芯为１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０ｍ左

右，缩减率为８５％左 右，极 大 的 减 轻 了 岩 矿 芯 保 管

的压力。

３　岩芯筛选缩减的启示与建议

据２０１３年６月完成的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情况摸 底 调 查，全 国 保 存 有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单 位

４５１个，建有多 类 实 物 库１３４６个，大 部 分 实 物 库 除

设施简陋破旧外，库容严重不足，致使大量实物露天

堆放或丢 弃。由 于 目 前 没 有 可 行 的 法 规 依 据 和 标

准，规范实物资料缩减和埋藏，导致“该埋的不能埋，
该管的管不好，该埋的占用了该管的库房”的现象到

处存在。因此，从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实际情况

出发，尽快解决缩减埋藏问题，实现“该减则减，该埋

即埋”，是实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

广大地质工作者和众多地勘单位的迫切愿望。

３．１　尽快修订《岩矿芯管理通则》
原有的《岩 矿 芯 管 理 通 则》集 管 理 与 技 术 于 一

体，随着地质勘查事业的快速发展，无论在总体指导

思想、技术标准、综合管理方面，原有的岩矿芯管理

通则已无法适应目前地质勘探行业发展现状，因此

应尽快修订《岩矿芯管理通则》，将技术与管理在合

理的层面上分离，突出岩矿芯的管理权。修订后《岩
矿芯管理通则》在岩矿芯管理上，应贯彻以下思路：
按 照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实物地质资 料 管 理 办 法（以 下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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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岩矿芯缩减登记表

矿区（或工作项目名称）　　　　　　　　钻孔号　　　　　　　　　　 共　页第　页

岩矿石

名称

缩减岩矿芯孔段 保留岩矿芯孔段

孔深／ｍ

自 至

进尺／

ｍ

岩矿芯长

度／ｍ

岩矿芯编号 孔深／ｍ

起 止 自 至

进尺／

ｍ

岩矿芯长

度／ｍ

岩矿芯编号

起 止
岩芯箱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审核：　　　　　　　 制表：　　　　　　　 经办人： 年　月　日

表２　岩矿芯清除登记表

矿区（或工作项目名称）　　　　　　　　钻孔号 共　页第　页

相当孔深／ｍ 岩矿芯长度／ｍ 岩屑数量／袋 岩矿石名称 清除理由 埋藏地点

自 至

审核：　　　　　　　 制表：　　　　　　　 经办人： 年　月　日

表３　岩矿芯埋藏登记表

项目名称（或矿区名称）：　　　　　　　钻孔号 共　页第　页

钻孔编号 孔深／ｍ 岩芯长度／ｍ 岩性 埋藏依据

自 至

埋坑编号

埋坑位置

备注

审核：　　　　　　　 制表：　　　　　　　 经办人： 年　月　日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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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办法）》规定，汇交人获得的实物地质资料，应进

行分级分类，按照分散保管、统一服务的原则，按程

序分别向国家、省 （区、市）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藏 机 构

汇交；汇交之后本单位继续保管的岩矿芯，及时向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缩减方案报告；主管部门简化审批

手续，在保证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应最大程度的下放

岩矿芯的处置权力；地勘单位在权力范围内开展及

时、高效的岩矿芯缩减及埋藏工作。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 “该埋的不能埋，该管的管不好，该埋的占用了

该管的库房”的现象。

３．２　各级库房建设应全面展开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文件要求，各省都要建立专

门的岩芯库，但多数省（区、市）由于涉及到用地、资

金以及编制、体制等问题，进展缓慢。有的省份采取

委托地勘单位托管的办法，已经开展岩矿芯管理的

工作。目前，已建成的国家岩芯库的库容量是６０万

ｍ，已入库的岩矿芯达２９万ｍ。按照已有的岩芯量

算，每年进入国家库的岩芯只有３万米左右，不到岩

芯总量的０．１５％，而英国每年进入各级库房的岩芯

量已达 到１％。为 了 更 全 面 的 开 展 实 物 资 料 的 保

存、管理及服务利用工作，各省（区、市）的库房建设

应全面展开，地勘单位原有的岩芯库应该全面进行

修缮，达到对以往积存的岩矿芯进行妥善保管的要

求。对于新产生的岩矿芯较多的省份，相关的地勘

单位和矿山企业应考虑新建岩芯库房。

３．３　规范岩矿芯筛选缩减和埋藏

全面贯彻落实《办法》，必须首先根据实物地质

资料的价值，对现有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缩减，合理

减少岩矿芯 的 保 存 数 量，提 高 岩 矿 芯 的 保 管 质 量。
因此，需要对以往产生的实物资料开展清理工作，按
照分级管理职责，提出向国家、省（区、市）的汇交清

单以及本单位留存保管与埋存实物地质资料目录，
进而实施分类管理。岩矿芯埋藏登记表见表３。因

此，岩矿芯筛选缩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性工作，
以往取得的和目前产生的岩矿芯经过科学合理的缩

减，需要保存的数量将大大减少，保存压力将得到有

效缓解，争取在一、二年内有效解决历史遗留的岩矿

芯保存与管理问题，使得岩矿芯管理工作上一个新

台阶，促进地质勘查行业更快更好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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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我国煤炭行业面临澳煤冲击

历经１０年谈判的中澳自贸协定终于落地。６月１７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正式签署

中澳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根据协定，澳大利亚对中国所有

产品关税最终均降为零，中国对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产品关税最终降为零。这其中包括了铁矿石、煤炭等矿产

资源的进口税率。
根据协定，焦煤关税将从协定生效之日起从３％降为零，动力煤关税将在２年内从６％降为零，氧化铝

将从协定生效之日起从８％降为零。
有分析指出，中澳自贸协定对已经实行零关税的铁矿石行业影响不大，而而对煤炭行业冲击较大，将进

一步增强澳大利亚煤炭在国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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