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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随着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 作 的 持 续 推 进，越 来 越 多 的 钻 孔 岩 芯 被 采 集 并 扫 描 数 字 化，

如何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将扫描的岩芯图 像 信 息 向 社 会 公 众 提 供 服 务 是 急 需 解 决 的 问 题。本 文 主 要 阐

述在开发重要岩芯图像服务系统过程中，解决岩芯图像信息在客户端显示的三方面问题：一是单张岩芯图

像太大；二是全孔岩芯图像连接起来显示太长；三是岩芯图像和描述信息深度计算标准不统一。通过充分

利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首先利用缩 略 图 技 术 将 岩 芯 图 像 统 一 压 缩，然 后 利 用 图 像 延 时 加 载 技 术 即ｌａｚｙ－
ｌｏａｄ加载岩芯图像信息，最后利用Ｒｕｌｅｒ控件设置岩芯深度标尺，作为岩芯图像和岩 性 描 述 信 息 深 度 对 比

的中间组件，最终完成全孔岩芯信息的整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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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资料信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

之一，是地质找矿成果的载体和基础要素，而岩芯便

是地质资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岩芯服务主要因素

体现在图像和描述信息上，岩芯图像的观察在确定

岩性、推断沉积环境以及地质特征综合研究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往工作中，由于受多种因素影

响，在岩芯的保存、观察、取样分析及资料的综合研

究利用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

入开展。近年来，伴随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岩芯扫描图像作为一项岩芯观察分析的新技术，逐

渐得到推广应用并逐步完善，将岩芯图像信息在互

联网发布提供服务，这极大地提高了岩芯图像观察

的利用率。为此，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开发了重要

岩芯图像服务系统，将国家馆采集的重要矿山岩芯

数字化成果，在中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发布，及时

向社会提供专业的岩芯图像服务。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如何将岩芯图像在浏览器

客户端页面上清晰流畅的显示，是我们攻克的主要

问题之一。

１　岩芯图像显示的问题

岩芯图像信息是指利用岩芯扫描仪，对岩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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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平面滑动扫描而生成的ＪＰＥＧ标准压缩格式

的图片。钻孔岩芯扫描图见图１。将这些具有高保

真度的岩芯 图 片 作 为 核 心 数 字 信 息 存 储 在 计 算 机

中，进行永久保存并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保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图１　钻孔岩芯扫描图

１．１　岩芯图像太大

国家实物 地 质 资 料 馆 引 进 的 是 ＹＸＣＪ－ＶＺＺ型

图 像 高 分 辨 率 岩 芯 扫 描 仪，扫 描 的 分 辨 率 的

３５０ｄｐｉ，单张岩芯图 像 扫 描 长 度 为１ｍ（行 业 通 用 的

岩芯盒长度为１ｍ），宽度为５～１０ｃｍ（岩芯直径），平
均每张岩芯图像的大小在５Ｍ～１０Ｍ之间。

由于浏览器的缓存是有限的，一般客户端配置

在５０Ｍ～１００Ｍ之间。因此如果将一个钻孔的所有

岩芯图像直接加载，很容易造成浏览器卡死现象。

１．２　岩芯图像太长

固体矿 产 的 钻 孔 深 度 一 般 在１００～２０００ｍ 之

间，如果将岩芯图像从起始深度到终止深度进行全

孔扫描，岩芯图像将会达到１００～２０００张，而为了让

岩芯图像自下而上的连贯显示，这样整孔的岩芯图

像将会使浏览页面非常长。如果在 ＨＴＭＬ页面中

使用几百乃至 上 千 个＜ｉｍｇ　ｓｒｃ＝”图 像 路 径”＞这

样的方法显示图 像，在 页 面 第 一 次 加 载 时，浏 览 器

就要下载这几百 张 图 片，就 可 能 将 浏 览 器 卡 死，这

样做既不 能 保 证 页 面 加 载 速 度，又 不 符 合 用 户 浏

览习惯。

１．３　岩芯图像与岩性描述信息深度不一致

岩芯图像 能 很 好 的 反 应 钻 孔 所 在 地 的 地 质 特

征，但是有些地质特征不仅仅是通过肉眼就能分辨

的，如果在浏览观察岩芯图像的同时，配以岩石名称

和岩性描述信息，则就能更好的对岩性进行理解和

把握。但是由于岩芯图像的深度是根据回次来界定

的，而岩性描述深度则是根据岩性分层的深度来界

定，这就造成了岩芯图像深度和岩性描述深度不统

一的问题，为用户观察浏览带来不便。

２　解决方法

为了 解 决 以 上 问 题，我 们 通 过 研 究 和 利 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图 片 在 浏 览 器 中 的“Ｌａｚｙ－Ｌｏａｄ”
技术等综合方法，来实现岩芯图像在客户端清晰流

畅的浏览查询，并且给浏览者以很好的用户体验。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是应用程序通过互联网发布

和利用软件服务的一种标准机制。它提供了一套分

布式的计算技术，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或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上通过使

用标准 的 ＸＭＬ 协 议 和 信 息 格 式 提 供 应 用 服 务。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的功能可以是响应客户一个简单

的请求，也可以是完成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一旦一

个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配 置 好 后，其 它 应 用 程 序 和 其 它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就可以直接发现和调用该服务。

２．１　加载岩芯图像页面

由于钻孔岩芯的采集和数字化管理都是依托项

目来完成，按照实物地质资料传统的查询方式，即从

案卷级到文件级信息的逐级查询，全国重要岩芯图

像服务系统先加载钻孔岩芯所在项目信息，包括该

项目的摘要、行政区划、所有钻孔等信息。然后点击

其中的一个钻孔信息（如ＺＫ００７），将显示这个钻孔

的岩芯图像、岩性描述、岩性化学分析结果等信息，
如图２岩芯图像页面所示。

该系统的前台岩芯图像显示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页

面中，主题区域有三部分组成，Ａ区域显示深度标尺，

Ｂ区域显示岩芯图像，Ｃ区域显示岩性描述信息。
在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这 个 页 面 中，充 分 应 用 了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 术 和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的 图 片“Ｌａｚｙ－Ｌｏａｄ”
技 术，并 使 用 了 Ｔｅｌｅｒｉｋ公 司 的 ＵＩ　Ｆｏｒ　Ａｓｐ．ｎｅｔ
Ａｊａｘ控 件。在 页 面 加 载 时，首 先 从 页 面 的 ＵＲＬ
“ＣＧＳＩＢｉｚ／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ＤｒｉｌｌＩＤ＝１０７２”中 获

得 钻 孔 ＩＤ，然 后，调 用 ＤｒｉｌｌＩｎｆｏ　ｉｎｆｏ ＝ ｃｓ．
ＧｅｔＢａｓｉｃＤｒｉｌｌＩｎｆｏＢｙＩＤ （ＤｒｉｌｌＩＤ）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ｆｏ
ｐｉｎｆｏ＝ｃｓ．ＧｅｔＣＧＳＩ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ｆｏＢｙＤｒｉｌｌＩＤ（ＤｒｉｌｌＩＤ）
方法，从数据库中获得钻孔和钻孔所在项目的简要

信息。
根据钻孔对象的属性“钻孔编号”，再调用Ｉ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ＩｍａｇｅＩｎｆｏ＞ｉｍｇｓ＝ｃｓ．ＧｅｔＣｏｒ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Ｄｒｉｌｌ
（ｉｎｆｏ．ＪＨ）和Ｉ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ＤＥＳＣＩｎｆｏ＞Ｄｅｓｃｓ＝ｃｓ．
ＧｅｔＣｏｒｅＤＥＳＣＯｆＤｒｉｌｌ（ｉｎｆｏ．ＪＨ）方 法，从 后 台 数 据

库中获取这 个 钻 孔 的 岩 芯 图 像 集 合 与 岩 性 描 述 集

合，这样为实现该页面数据显示准备好了数据。接

下来使用这些数据，利用控件构造能够让浏览器交

互查询的图像显示界面。

２．２　设置标尺

如果将一个钻孔所有的岩芯图像在浏览器屏幕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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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岩芯图像页面（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

上滚动显示，将会增加浏览器的缓存压力和滚动页

面的长度，不利于用户观察。

为此，利用Ｔｅｌｅｒｉｋ公司的Ｒｕｌｅｒ控件，设置 岩

芯长度标尺。钻孔岩芯图像集合每条记录都有起始

深度、终止深度，根据这两个属性，计算出整个岩芯

记录的起始深度和终止深度，把这两个值作为左侧

标尺的起始刻度与终止刻度。

然后根据岩芯长度的不同，将岩芯平均分段，每
段岩芯图像在浏览器屏幕内滚动显示，这样使岩芯

图像清晰流畅的显示。

由于钻孔岩芯长度不一，如果用使用统一的标尺

间隔，就会出现标尺刻度特别密集或者特别稀疏的情

况。根据用户浏览器尺寸和分辨率综合因素，设置如

表１所示的标尺，这样几乎涵盖所有深度范围的钻孔

岩芯，很好的解决了长短不一的标尺显示问题。

表１　显示标尺间隔／ｍ

序号 钻孔岩芯长度Ｘ 标尺间隔 标尺小间隔

１ Ｘ≤３００　 １０　 ５

２　 ３００＜Ｘ≤６００　 ２０　 １０

３　 ６００＜Ｘ≤９００　 ３０　 １５

４ Ｘ＞９００　 ４０　 ２０

２．３　显示岩芯图像

在图２中Ｂ区域，显示岩芯图像信息。在表格

控件ＩｍａｇｅＴａｂｌｅ中，将 加 载 图 片 的 ＨＴＭＬ代 码，
调用岩芯图片。

由于岩芯扫描原始图像较大，在岩芯上传前，将
所有的岩芯 图 像 进 行 了 统 一 缩 放。在Ｂ区 域 中 调

用的图片路径为压缩后的图片。经过多次测试，发

现图像的像素 设 置 为６５ｄｐｉ，２４０像 素 最 为 合 适，同

时满足浏览速度和观察清晰度的要求。为满足用户

对原始图像的需求，同时设置了原始图像的浏览和

下载功能。
然后利用图像显示的“Ｌａｓｙ－Ｌｏａｄ”技术，实现图

像的加 载 显 示。“Ｌａｚｙ－ｌｏａｄ”是 通 过 延 迟 加 载 来 实

现按需加载，达到节省资源，加快浏览速度的目的。
就是浏览器中一系列滚动的图片，一开始并不把这

些图片加载进来，而是当用户拉动上下滚动条时，图
片 到 了 浏 览 器 显 示 的 位 置，这 时，浏 览 器 中 的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代码执行加载动作，把图片从服务器端下

载到浏览器中并显示。为实现此目的，在页面代码

图像的ｓｒｃ属 性 设 置 一 个 固 定 的 值ｌｏａｄｉｎｇ．ｇｉｆ，而

ｄａ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属性才是真的图像路径。

＜ｉｍｇ　ｓｒｃ＝”／ｓｔｙｌｅ／ｉｍａｇ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ｇｉｆ”ｃｌａｓｓ
＝”ｌａｚｙ”ｄａ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ＳＩｍａｇｅＰａｔｈ ＋ "”

ｗｉｄｔｈ＝”２４０”／＞" ，这 段 代 码 意 义 在 于，当 用 户 将

页面滑动到这个图像时，页面中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把ｓｒｃ
属性的值，修改为ｄａｔ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属性的值，实现图像

的ｌａｚｙ－ｌｏａｄ，即边看边加载。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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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统一显示岩芯图像和描述信息

在上图Ｃ区域中，显示岩性描述信息。当我们

拉 动 左 侧 标 尺 中 的 游 标 时，将 触 发 左 侧 标 尺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事 件 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ｄ，然 后 调 用

函数 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ｃｒｏｌｌＣｏｒｅＩｍａｇｅｓ－
ＤＥＳＣｓ"，这个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函数首先取得标尺的当前

位置，然后通 过 Ａｊａｘ异 步 通 信，使 用ｊｓｏｎ格 式，把

钻孔编号ＤｒｉｌｌＩＤ和岩性描述的深度ＤＥＥＰ两个参

数传输到服务器端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ＧＳＩＢｉｚ／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ＧｅｔＤｒｉｌｌＣｏｒｅＩｍ－

ａｇｅＬｉｓｔ，获得同样ｊｓｏｎ格式传回来的岩芯图像集合

ｒｅｓｕｌｔ（这个图像集合，只包含游标的当前位置例如

２６１ｍ开始，一个标尺间隔３０ｍ的图像集），使 用 这

个图 像 集 合 构 造 好 新 的 图 像 ＨＴＭＬ 代 码，即

ＩｍａｇｅＨｔｍｌ，再 把 这 个 ＩｍａｇｅＨｔｍｌ 代 码，通 过

ＭＹＭ（" ＃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ｈｔｍｌ（ＩｍａｇｅＨｔｍｌ），
赋值给中列的＃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这样，中列的图片

就换成了游 标 的 当 前 位 置 到 下 一 个 标 尺 刻 度 的 图

像。

Ｃ区域中的岩性描述是以深度为单位进行单条

存储的，表格的 每 一 行 都 赋 予 了 一 个ＩＤ（ｔｒｏｗ１．ＩＤ
＝"ＤＥＳＣ" ＋ ＣｏｒｅＤＥＳＣＩＤ．ＴｏＳｔｒｉｎｇ（）），例 如 对

应于２３６．４～２７３．６１ｍ的这条记录的表格行在数据

库 存 储 的 ＩＤ 就 是 ＃ ＤＥＳＣ３２０５。 利 用

ＳｃｒｏｌｌＣｏｒｅＩｍａｇｅｓＤＥＳＣｓ函 数，再 和 服 务 器 端 的 里

Ｗｅｂ方 法／ＣＧＳＩＢｉｚ／Ｄｒｉｌｌ＿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ＧｅｔＣｏｒｅＤＥ－
ＳＣＩＤ通 讯，根 据ＤｒｉｌｌＩＤ和 深 度ＤＥＥＰ的 值，获 得

这个深度对应 的 岩 性 描 述 记 录 的ＩＤ，如 图２所 示，

２６１ｍ深度位于深度位于２３６．４～２７３．６１ｍ这 条 岩

性描述记录之间，那 么 获 得 了 这 条 记 录 的ＩＤ（例 如

这条记录的ＩＤ是３２０５）。这 样 岩 芯 图 像 深 度 和 岩

性描述深度就通过标尺的深度进行了有效的统一，
同时在页面中进行显示。

最后，为了使用户更直观的观察岩芯图像与之

对 象 深 度 的 岩 性 描 述 信 息，利 用 ＳｃｒｏｌｌＣｏｒｅ－
ＩｍａｇｅｓＤＥＳＣｓ函数，将该行的岩性描述信息做高亮

显示。根据表 格 行 的ＩＤ（如＃ＤＥＳＣ３２０５），滚 动 这

个行到顶端的位置，把表格中所有行的背景变为白

色，再把这个表格行的背景变为灰色（＃ＤＤＤ）。

（＇＃ＣｏｒｅＤＥＳ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ｃｒｏｌｌＴｏ（（" ＃
ＤＥＳＣ" ＋ｒｅｓｕｌｔ．ｄ［"ＤＥＳＣＩＤ"］），１０００，｛ｏｆｆｓｅｔ：－
１５０｝）；

（"ｔｒ"）．ｃｓ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ｒ"，" ＃ＦＦＦ"）；

（" ＃ＤＥＳＣ" ＋ｒｅｓｕｌｔ．ｄ［"ＤＥＳＣＩＤ"］）．ｃｓ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ｒ"，" ＃ＤＤＤ"）。

２．５　显示辅助信息

利用Ｔｅｌｅｒｉｋ　ｓｌｉｄｅｒ控件，在页面左侧建立四个

“滑动门”，分别显示资料信息、岩芯岩矿分析数据及

下载、其他相关钻孔和帮助信息。在页面加载时，根
据钻孔编号ＤｒｉｌｌＩＤ，调 用 相 关 过 程，从 数 据 库 中 取

得相应信息，使用户轻易检索查询。

３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３．１　分布式岩芯图像的发布与共享服务

在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即将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通知》中要求，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和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要建立和完善相关

机制，提高向全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建设，开发服务产

品，丰富服务内容，夯实服务基础。
目前，重要岩芯图像服务系统只是发布的国家

馆采集整理过的钻孔岩芯，随着全国各省实物地质

资料馆的兴建，将有更多的钻孔岩芯被采集扫描等

数字化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安徽、广东、河南、四
川、辽宁、黑龙江等省市已经建立或准备建立实物地

质资料馆。解决好将各省馆的分散采集保管的图像

信息进行分布式存储，然后建立统一的服务平台，实
现钻孔岩芯图像的统一发布和共享服务这一问题，
将在提高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水平和资源节约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３．２　高光谱岩芯图像的利用

随着高光谱扫描技术在地质领域的应用，为岩

芯数据服务又提供了一个平台。高光谱岩芯扫描图

像主要原理是，以主要吸收谱带、谱带组合特征、谱

带精细特征和谱带变异特征为基础，对矿物进行分

层识别，建立矿物识别分层谱系，从而可以更客观的

判定矿物的岩性特征。
高光谱岩芯图像在地学服务研究方面的优势表

现为增加岩芯图像数据维数，拓展服务领域；生成长

期有效的数字化岩芯档案和影像，提高地质岩芯编

录的效率、客观性和一致性，并与前人的岩性描述信

息进行对比分析。
国家地质资料馆与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中心合

作，利用澳大利亚 Ｈｙｃｈｉｐｓ高光谱岩芯扫描仪开展

工作。我们将研究如何将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与高光

谱扫描技术结合，开发出具有定制特征的产品，体现

服务的差异化。

３．３　岩芯岩矿分析数据的统一发布

岩芯岩矿分析数据是通过化学方法，对岩芯进

行系统的理化测量，获取其矿物元素组成含量结果，
（下转第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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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研究价值大，十分珍贵，因此建议尽可能多地扫

描各种物化参数。建议开展该类岩芯的全岩芯图像

扫描、高光谱矿物扫描、ＸＲＦ元素浓度扫描、磁化率

扫描、ＣＴ结构构造扫描和伽马密度扫描。

３）环境调查与评价岩芯：经筛选后进行保管的

此类岩芯数量少且一般很完整，针对其研究目的，建
议开展全岩芯的图像扫描、ＸＲＦ元素浓度扫描和磁

化率扫描。

４）油气调查岩芯：此类岩芯取心数量少，且一般

较为完整，岩芯的粒度、孔隙度、裂隙度等参数是含

油储量及驱油机理的重要评价因素，因此相对于化

学参数，油气岩芯的结构构造等物理参数更为重要。
建议对于该 类 岩 芯 要 开 展 全 孔 岩 芯 的 白 光 图 像 扫

描、荧 光 图 像 扫 描、ＣＴ扫 描 和 电 阻 率 和 伽 马 密 度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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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岩芯最客观的认识研究方法。岩芯岩矿分析数

据也是根据深度信息为单位进行记录和存储的，但

是由于钻孔所在地的地质环境不同，造成各钻孔测

试的主元素和伴生元素的种类、数量也不相同，在建

立数据库时存在一定的难度。下一步将研究如何利

用Ｒｕｌｅｒ控 件，使 其 与 岩 芯 图 像 和 描 述 信 息 同 步

显示。

４　结　语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是作为互联网发布一种标准

机制，利用它开发的系统具有可重构、可移植性好，
开发周期短，系统升级维护方便等优点，并能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并且在平台兼容

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性能优越。
利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技 术，很 好 的 解 决 了 岩 芯 图

像加载速度、页面显示长度和深度不统一等问题，在
重要岩芯图 像 服 务 系 统 开 发 过 程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虽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在现有的条件下

开，已经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岩芯图像的服务特点。

到目前为止，利用该系统共发布４００个钻孔十

多万米岩芯图像信息，充分体现了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馆的行业地位，为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在线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提供了便利，在经济发展、政府决

策、地质找矿和地质科普等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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