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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囯 土资 源 实 物地质 资料 中 心 ， 河北 三河 ０ ６ ５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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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地质调 查局发展研 究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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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 家实物地质资料馆通过 近些年工 作 的开展 ， 已经采集 了全 国 范围 内大量珍贵 的 实物地质

资料 ，并按 照相关标 准规 范对每份实物资料进行 了 整理加工 。 如何对 国家馆馆藏实物资料数字 化资源进

行有效管理 ，并 向社会提供服务是我们亟需解决 的 问 題 。 本文 主要 阐 述 如何将 国家馆整 理 的实 物资料数

据进行有效管理和整理人库 ，实现实物资料信息的
一

体化管理并在互联 网进行发布 。

关键词 ：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 实物地质资料 ；

一

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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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 物地质 资料馆 （ 国 土资源实 物地质 资１ 国家馆资源建设情况

料 中心 ， 以下 简称 国家馆 ） 承担 国家重要 实物地质ｌ
．
ｉ 国家馆资源情况

资料采集 、 管 理 、 开发研究 和利用 ， 为政 府主管 部截至 ２〇 １５ 年 １０ 月 ，国家馆共收藏实物地质资料

门提供决策与业务 技术 支撑 ， 向 社会 提供公益 性３ ９ ４ 档 ，主要包括 ５ ５７ 个钻孔 、总计孔深 ２ ９ ８２ ７４
．２４ｍ

服务 。 国 家馆采集实 物地 质 资料 ， 均 按 照
“

典型的 ２Ｍ １ ３４
．
００ｍ 岩芯 、 岩屑 ９ １ ０９ 件 ；标本 １ ５ ７ ３ ６ 块 、

性 、 代表性 、特殊性和 系 统性
”

的原则 ， 由 全 国范围大标本 ２３ ６ 块 ；薄片 ４０８ １４ 片 、 光片 ６４ 片 ； 副样 ３ ８９

内 进行筛选 ，
通过汇交和专项采集 ，构建 反映我 国件 、煤样 １ ０ ６ 件 。

地质矿产条件和重 大工作 成果的 国家级 实物资料１
．
２ 数据的＃取

国家馆对采集的每档实物地质资料 ， 主要包括

国家馆通过近几年 的工作 ，理清 了实物地质资 实物资料 （岩 芯 、标本 、薄片 、岩屑 、样品 ） 和相关资

料信息管理和服务流程 ，在此基础上利用信息化技 料信息 （项 目 成果报告 、 采集报告 、 勘探线 图 、 剖面

术 ’将整理１＾化£ 形成＿种实物资料类 文件
图 、钻孔柱棚 ）誠 。 麵 《錢地酸料建档工

和数据进行了规范化设计 ，实现了实物资料
－

体化
作指南 》 、 《实物地质资料整紅作指南 》和 《实物地

管理 ，并将实嫌料鏡細上麟麟糊 。

雌料龄化工作赫 》 巾關求 ，縣集 的 实物

地质资料进行整理 。

收稿 曰 期 ： ２ ０ １ ６
－〇３

－

２ １１ ）岩芯扫描 ： 对岩 芯进行 扫描 、将 岩芯分层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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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信息进行整理录人 （通过岩芯扫描仪 系统 ） 生成性 、放大倍 数 、 显微镜下结构 描述信息 。 薄片 图像

岩芯扫描图像数据库和扫描文件 。的存储格式 主要 为 ＪＰＧ 类 型 ， 单张 图 像大小在 １ ０

２ ）标本照相 ：对标本 的切面照相 ２
？

６ 张 ，然后ＭＢ左右 。

对标本描述信息进行整理 ，
生成 ＥＸＣＥＬ 表格 。１

．３ ．
４ 相关资料

３ ）薄片显微照相 ： 对薄片 信息进行 电子显微镜相关资料信息主要有 目 录信息和文件信息 ， 目 录

照相 ，对每个薄片 的不 同 区域 ，不 同 角 度和不 同倍信息包含相关资料的名称 、类型和文件存储位置 。 文

数 ，每个薄片照相 １ ０ 张左右 ， 然后将显微照相结果件信息多为 ＰＤＦ 和 ＤＯＣ格式或 ＥＸＣＥＬ 表格文件 。

进行描述 ，将显微 图像和描述信息按照
一

定 的存储２ 数据表设计

结构进行标准化文件信息存储 。根据国家馆实物资料整理存储和 实物资料信

４ ）相关资料整理 ： 将收集 的所有纸 质 、 电 子资息关联情况 ，对国家馆 实物资料信息进行了数据标

料进行整理 ，生成 ＰＤＦ 或 ＤＯＣ 格式的文档 。准规范设计 ， 实现实物资料的
一体化管理 ， 为实物

５ ）资料信息著 录 ： 通 过实 物资料 业务管 理系资料信息 的社会化 网络服务提供基础 。 部分 主要

统 ，将整理 的实物资料信息进行汇总 ， 对每档实物实物资料数据表字段设置如下所述 。

地质资料进行著录 ， 生成每档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２
．
１ 实物地质资料基本信息数据构成

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表作 为项 目 的索引 ，反映该档实 物资

整理后生成 的实 物资料信 息主要包括实物资料的属性信息 ，包括项 目信息 、馆藏信息 、汇交信息

料基本信息表 、岩芯扫描图像信息 、 岩芯描述信息 、 和实物信息等字段 。

标本图像信息 、标本描述信息 、薄片显微图像信息 、
２

．
２ 岩芯信息表

薄片鉴定信息和单张图片信息 、相关资料 目录信息岩芯信息主要包括岩芯属性信息 、岩芯图像信息

和文档扫描信息等 。和岩芯分层信息 。 岩芯属性信息包括岩芯所属钻孔

１
．
３ 数据的整理与组织的编号 、位置 、取样长度 、见矿范 围等 ；岩芯的 图像信

１
．
３

．
１ 岩芯信息息主要包括岩芯深度和其所对应的图像 ；岩芯分层信

岩芯图像信息是利用引 进的 ＹＸＣＪ
－ＶＺＺ 型 图息主要包括岩芯分层深度 、岩石名称和岩性描述 。

像高分辨率岩芯扫描 仪 ， 对岩芯进行扫描 ， 扫描后２
．３ 标本信息表

的单张岩芯图 像扫描长度为 １ｍ （行业通用 的岩芯标本信息表主要存储标本 的属性信息 、标本采

盒长度为 １ｍ ） ，宽度为 ５
？

１０ｃｍ （岩芯直径 ） ，生成集信息 、标本 位置信息 、
地质描述信息 和标 本 图像

的单张岩芯图像的 大小为 ５
？

１０ＭＢ
。 岩芯描述信信息 。

息 由采集 的电子版或者文本资料进行分层描述 ， 通属性信息包括标本编号 、所在项 目 （ 图 幅 ） 、 剖

过岩芯扫描仪系 统进行录人 。 最终将 扫描后 的 岩面等 ；采集信息包括标本 的采集单位 、采集位置 、采

芯描述信息和岩芯图像信息存储到 ＣｏｒｅＤＢ
＿

ＹＸＦＢ集时间等 ；
地质描述信息包 括标本 的鉴定名 称 、结

数据库中 ， 岩芯 图像按照项 目 （档号 ）
－

钻孔编号
－扫构构造 、矿物成份等 ； 图像信息包括 图像 的存储格

描图像的树形结构进行存储 。式 、存储位置 。

１
．
３

． ２ 标本信息２
．
４ 薄片信息表

标本信息主要 由 标本描述信息 和标本 图 像信薄片信息表主要存储薄片 的属性信息 、 薄片采

息组成 ，标本描述信息存储在 ＥＸＣＥＬ 表格 中 ，标本集信息 、地质描述信息 ， 薄片 显微 图像和显 微 图像

图像信息按照项 目 （档号 ）
＿标本编号

－标本图像 的树的属 性信息 。

形结构进行存储 。 标本图像的存储格式主要为 ＴＩＦ属性信息包括薄 片 的 编号 、所 在项 目 （ 图 幅 ） 、

类型 ，单张图像在 ３ ０ ０ＭＢ 左右 。剖面等 ；采集信息包括薄片 的采集单位 、采集位置 、

１
． ３ ． ３ 薄片信息采集时间等 ； 地质描述信息包 括薄片 的 鉴定名 称 、

薄片信息主要有薄 片描述信 息和薄片 显微 图结构构造 、 肉 眼描述信息 ； 图像信息包括显微 图像

像 。 薄片描述信息存储在 ＥＸＣＥＬ 表格 中 ， 主要字的存储格 式 、 存 储位 置 、 镜像描述 和 显微 镜 操作

段包括薄片 的基本属性 信息 ， 如薄片 编号 、采集层信息 。

位 、结构构造 、采集人等 。 单 张薄片显微图 像的 存２ ．Ｓ 相关资料信息表

储结构为 图 幅 －剖 面－

薄片
－

薄片 图像 ＋ ＴＸＴ 文 件 。相关资料信息表 主要存储资料 的属性信 息 、数

ＴＸＴ 文件除存储薄片 的基本属性信息外 ，还存有光量信息和数宇化信息 。 属 性字段包括资料名 称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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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类别 ；数量信息包括资料单 位 、 数量 ；数字化信息图名 称和 存储 位置 ，
ＺＱＭ ２ 为缩 略 图 名 称 和 存储

包括资料的存储格式和存储位置 。位置 。

３ 系统的 实现ＹＴＫ
＿

ＹＸＰＭ 表 中 ，存储岩芯钻孔的描述信息 ，

３
．
１ 系统设计ＱＳＳＤ 为起始深度 ，

ＺＺＳＤ 为终止深度 ，
ＹＸ 为岩性 ，

国家馆实物资料
一

体化 的 目 的是在不改 变 国ＹＸＭＳ 为岩性描述 。

家馆实物资料信息化工作模式 的前提下 ，对实物资在系 统新 建数据 库的 Ｄｒ ｉ
ｌ ｌ 数 据表 中 ，

ＰＫＩ ＩＮ

料信息的管理 ， 将分散在 不同 工作区 域 、 不 同类 型字段提取 Ｊ
Ｈ 字段 中 的档号生成 ，

ＤＲ ＩＬＬ
＿

ＮＯ 提取

的数据按照数据库的 规范要求和 信息发布要求进Ｊ Ｈ 字段 中 的钻孔编号生成 。

行处理并最终入库 ，从而轻松实现数据的 安全管理岩芯描述表和岩芯 图像 表 中 的字段 由 ＹＴＫ
＿

和发布 。ＹＸＰＭ 和 ＹＴＫ
＿

ＹＸＴＸ 中的 相应字段映射生成 。

３
．
１

．
１ 数据库设计３

．
１

．

１
．
２ 薄片数据关系设计

３
．
１ ． １

．１ 岩芯数据表数据库映射设计薄 片数据表 ， 主要有薄片 属 性和 薄片显微 图像

岩芯信息表 、岩芯影像信 息表和 岩芯描述信息信息数据构成 。 薄 片属 性信息的 可 以通过 ＥＸＣＥＬ

表中某些字段信息 由 ＣｏｒｅＤＢ
＿

ＹＸＦＢ 数据库 中 的表格 中 的字段提取 。 薄片 显微照相数据表中 ， 薄片

ＹＴＫ
＿Ｊ
Ｈ

、
ＹＴＫ

＿

ＹＸＰＭ 和 ＹＴＫ
—

ＹＸＴＸ 的数据表的光性 、放大倍数 、 镜下结构 描述等字段需要从 与

字段中映射而来 。单张显微图像对应的 ＴＸＴ 文件 中读取 。

其中 ，
ＹＴＸ

＿

ＪＨ 表中 ， Ｊ Ｈ 字段存储的类型 为档在 ＴＸＴ 文件中 ， １
？

７ 行 的字段属 性在薄片数

号 （ ６ 位阿拉伯 数字 ） ＋矿区名 称 （汉字 ）＋ 钻孔编号据表 中 已经存在 ， ８ 行 、
９ 行和 １ １ 行字段 内容分别对

（字母开头 的英文字符 ） 。应薄片 的光性 、放大倍 数 、
镜下结构描述信息 ， 需要

ＹＴＫ
＿

ＹＸＴＸ 表中 ，存储岩芯扫描的 图像信息 ，提取到数据库 中 （ 图 １ ） 。

ＱＳＳＤ 为起始深度 ， ＺＺＳＤ 为 终止深 度 ，
ＺＱＭ 为原

Ｈ０８聊
－ 軒 總 （Ｍ ）

▼＃賴０） 琴＾）

—８變． ．

＿

二


１

＇

图 １ 薄 片 显微图 像 ＴＸＴ 文 件内 容

在数据库设计时 ， 首先将 ＴＸＴ 文件名与薄 片格式 ， 以便于 网络发 布 。 在数据设计过程 中 ， 设置

编号对应 ，与 薄片 信息表 中 的 薄片编号匹 配 。 然后图像存储位置信息关联过程表 ，用 于存储转换后的

读取该 ＴＸＴ 文件的 ８ 行 、 ９ 行和 １ １ 行字段 中 的 内ＪＰＧ 格式的标本图像存储位置信息 。

容 ，分别赋予薄片显 微 图像信息表 中 的 光性 、 放大３ ．１ ． １ ．４ 数据关系设计

倍数和镜下结构描述信息 。根据 国家馆实物资料数据规范要求 ，在数据库

３
．１ ．

１
．
３ 标本数据关系设计建立时设计表格之间的 关系 。 其 中 ， 案卷基本信息

标本数据表 主要有标本属 性 和 标本 图 像信息表作为 目 录级数据 的顶层 ，统 领各文件级数 据表 。

构成 。 标本属性信息通过 ＥＸＣＥＬ 表格的标本信息岩芯信息 、标本信息 、 薄片 信息和相 关资料信 息 以

整理表 中 的对应字段提取 ，并将标本 图像存储位置档号为关键字 ，在 案卷基本信息表下 ， 按照 档号为

信息进行存储 。管理字段并列存储 （ 图 ２ ）
。

前文提到标本 图像 的格式多为 ＴＩＦ 格式 ，
ＴＩ Ｆ３

．
１

．
２ 功能设计

格式下 的 图像 数据量 较大 ， 单 张 标本 图 像大 小为系统具备 的 主要 功能有数据导 人 、 数据 编辑 、

３ ００ＭＢ 左 右 ， 需要将 Ｔ ＩＦ 格式 的 图 像转换 为 ＪＰＧ数据查询 、数据输 出 、 图像处理和质量检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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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７

案卷基本信息表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档
丨

号

岩芯信息表 （
ＤＲ ＩＬＬ

）
标本信息表 （Ｓ

ＡＭＰＬＥ
） 薄片信息表 （

ＰＯＬＩＳＨ
）相关资料信息表 （

Ｆ ＩＬＥ
）

｜

钻孔编号
｜

￣

｜

标本编号
｜

￣￣

 ｜

薄片编号
｜

￣￣

相关资
｜

料编号

岩岩 标 标薄ｆ
芯 芯本 本片 片－

（

？￥
；

！？

图描 图 描描 描｜ｆ｜
像述 像 述述 述
表表 表 表表 表

图 ２ 系统数据库总体结构图

１ ）数据导入 ：在资料加工过程中 ，
基本信息表 、

丨 ｊ

标本信息表 、薄片鉴定信息表和相关资料信息表信 ｜
■数据 、属性数据

、
文本
ｆ
据
」

息均 为 ＥＸＣＥＬ 表格 ， 因此 系 统具备 数据 导入 的Ｉ＿＿

＾＿＿

，
．



．

功能丨

采集数据
｜ ｜

导人数据
｜ ｜

整理数据
｜
一

丨

数据层
｜

２ ）数据编辑 ：人库后 的实物资料信息具备对某 ｜

实物资料
」
体化数据３

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的功能 。Ｉ：

３ ）数据查询 ：设 定
一

定 的 查询条件 ，便 于管理 １－ＮＥＴ ｜

检索与利用 。；ＪＬ

４ ）数据输 出 ：根据不同 用户 的需求 ，可 以 自 定ｆ｜鑛－

＆^ｍ
＼

义导出不 同格式 、 不 同字段的 数据表格和 数据库 ，ＩＩ麗

用于产品开发和数据服务 。
ｙ＿ｕ＿＿＾——

５ ）图像 处 理 ： 国 家馆 加工处 理 的实物 资料 图］Ｌｒ
—

^
像 ，有些图像的格式和大小不符合实物资料 网络发 １ １

数据管理
Ｊ
Ｉ

布的要求 ，
因此要求 系统在图像人库时能够对 图像图 ３ 系统开发流程图

进行缩放 、切片 、格式转换等处理 。
’ 、

６ ）质量检查 ： 在所有的 实物资料人库后 ， 对实Ｃ〇 ｒｅＤＢ
＿

ＹＸＦＢ 数据库安装 在同一服务器下 ，实现

物资料进行质量检查 ，包括必填项 、数据格式 、数据岩芯信息与 Ｃｏ ｒｅＤＢ
＿

ＹＸＦＢ 中数据字 段的 自 动 映

逻辑关系等方 面的 检查 ， 并生成质量检查报告 ， 对射 ，抽取相应 的字段信息并插人到岩 芯信息表 、 岩

存在问题 的数据进行错误提示和数据导 出 。芯描述表和岩芯图像表 中 ，然后将扫描整理后的 图

３
．
１

．
３ 技术流程像信息存储在指定位置 ，通过系 统实现对岩芯信息

系统在开发过程中 ， 主要按照数据层 、 开发层 、 的导人 、导 出和数据质量检查 。

应用层三个层次进行设计 ，按照需求开发系统
［ ２ ］

，见３ ）薄片信息管理 。 首先将显微镜 采集 的 图像

图 ３ 。信息按照标准的存储结构存放在系统指定位置 ，然

３ ． ２ 系统实现后将薄片 鉴定信 息表导 入到 系 统 中 ， 通过 添加项

系统具有高度可视化的编辑环境 ，
所见 即所得目 、添加剖面等不 同方法 ， 可 以将薄片 图像导人 到

的用户界面 ，其主体功能界面实现对 国 家馆实物资系统 中 ，在图像导入 的 同 时 ， 系 统会对薄 片 图像进

料数据的管理 、

一体化编辑和质量检査等 。行压缩处理 ， 达到 网络査询 和发布 的要 求 （ 图 ４ ） 。

１ ）案卷信息管理 。 在案卷信息管理中 ，将实物通过系 统实 现薄片 信息 的 导 人 、 导 出 和数 据质量

地质资料业务 管理系 统导 出 的 案卷信息表进行数检查 。

据导人 ，保存到 系统 中 。 并可对导 入的数据进行编４ ）标本信息管理 。 标本信息管 理与薄 片信 息

辑 、 删除 、按需导 出 等操作 。管理类似 。
区别在于标本 的原始 图片为 ＴＩＦ 格式 。

２ ）岩 芯 信 息 管 理 。 岩 芯 信 息 管 理 ， 首 先 将在导入标本数据同 时 ， 系 统将 ＴＩＦ 格式转换为 Ｊ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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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然后存储 Ｊ ＰＧ 格式的原始图后生成不 同大小储在指定位置 ，然后将实物资料案卷级 目 录数据导

的缩略图 。 对导人 的数据进行质量检查 ，并导 出标
．

入到 系统中 ，并将 导入后 的相关资料 ， 进行处理 ，
生

本 图像缺失和错误记录 。成 ＰＤＦ 、 ＤＯＣ 等不 同格式 的 文件进 行数据 的输 出

５ ）相关资料信息管理 。 相关资料信息 的 管理 ，等 ， 实现相关资料的有序管理 。

首先将库藏管理 室加工整理后 的相关资料 文件存

ｓ獻咖
－

＜？？ ？■？ｎｗ？５ ．

｜｜於ｎＣｌ

１

ｊｆｆｌＨｌＨｖ念應ｍｍｙ

＇

ａ ｓ ．ａＥ ｉｒａｅ＾ － ｆｓａａｏｗｓｅ ． ｉｓｎｃ ｔｓ〇ｎＨ｜Ｋ？
＾＾

ＷｆｆＴＭＷＳ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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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ｌＫＪ … ■

１

Ｖ３４ ＞

图 ４ 薄片 信息浏览

３
．
３ 前台信息发布５ ）薄片信息浏 览 。 在薄片信息浏览页面 ， 可 以

将一体化管理后 的 国 家馆实物资料信 息在 中查看薄片 的属性信息和薄片显微照相信息 。 图 ４ 左

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网 （ ｗｗｗ ．ｃｇ ｓ ｉ
．ｃｎ ） 发布 ， 为 用侧为薄片属性信息 ，黄 色气泡为单张薄片显微照相

户 提供国家馆 资料信 息的 浏览 、关 键字查询 、 空 间的属性 ，右侧 １ １ 张 图片分别为该薄片 的不同区域和

查询等功能 。不 同倍数 的镜下显微 图 像 ， 点击箭 头按钮 ，查 看该

１ ）空 间查询 。 空 间检索 提供案 卷 （项 目 ）信息项 目下所有薄片信息 。

的关键字 、行政 区划 和实物类型等三种 检索方式 ，４ 结 论

并将检索后 的 案卷 （项 目 ） 以 列表和 地图 显示 的方通过一体化的设计 ， 实现 了 国 家馆实物资料信

式展示 ，点击列表记 录或者 地 图气泡 ，均 可 以浏览息便捷 、高效 、 长期 的 管理 。 系 统将 国家馆 采集整

案卷详细信息页 。理的 ３ ００ 多档实物资料 中 的 ５ ００ 多个钻孔 ，
１

．３ 万

２ ）案卷信息浏览 。 单个案卷信息 页面中 ，通过点多片 薄片 、
８ ０００ 多块标本和相关资料信息进行 了有

击相应信息可 以浏览岩芯信息 、标本信息和薄片信息 。效管理和 网络发布 。 不仅提高 了工作效率 ，规范 了

３ ）岩芯信息浏览 。 通过岩芯信息浏览页面 ， 可实物资料管理流程 ，并且为实物资料信 息共享服务

以查看岩芯扫描图 像 、 岩芯描述 和其他 相关信息 。和专题服务产品开发打下坚实 了坚实的基础 。

在页面 显 示 过 程 中 ， 利 用 图 像 延 时 加 载 技 术 即＿■

Ｌａｚｙ
－

ｌｏａｄ 加载岩芯 图像 信息 ， 使 图像 加载 十分顺

畅 ， 未出 现卡顿现象 ； 利用 Ｒｕ ｌ 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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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刘晓文 ？ 实物地质 资料属性特点 、重要性及研究意义Ｕ］
？ 中 国

间组件 ，使
，

图像信息和描述
ｐ同步显示Ｉ

、［ ２ ］ ＝
源

基

经

于

济

面＝：＝ 图数据 与建雜据－ 体化 系
４ ）标本 息浏览 。 在标本 丨目 息浏览 页面 ， 可 以统的设 计与实现 ［ Ｊ］ ． 地 理信息世界 ，

２ ０１ ２ （ ５ ） ： ６ ８
－

７ ４ ．

查询标本的 属性信 息和标本 图像信息 。 点击标本［ ３ ］ 米胜信 ？ 基于 Ｗ ｅｂＳｅ ｒｖ ｉ ｃｅ 技术的岩芯 图像 显示研究 ［ Ｊ ］
． 中 国

信息页面 中 的箭头按钮 ， 可 以 查询项 目 内 所有 的标矿业 ，
２０ １５

，
２ ４ （Ｓ１ ） ； ５ ００

－

５ Ｃ） ４ ？

本 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