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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 

张明华 1，其和日格 2 
1．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阜外大街 45号，100037 

2．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4号，100011 
 

摘要 

本文以中国地质调查局信息化框架体系为基础，简要介绍了国家基础地学数

据库体系建设目标与技术思路、不同专业海量基础地学数据库建设进展与成果，

以及初步面向地质调查与社会化公益服务情况，对国家地学数据库建设的近期工

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地质调查，数据库 
一、概述 

地质调查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是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地质调查工作主流程信息化的重要基础。海量地学空间数据

的集成建库与对其中蕴藏的大量信息的挖掘与应用，不仅可以为新的地质调查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有效提升地质调查工作水平，而且可更好地满足国家各层

面对地质信息的需求，提供分类、专题及集成等形式的社会化应用服务，实现社

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我国全疆域的行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要。 

新一轮地质调查工作开展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以下简称地调局）围绕数

字国土工程总体目标的实现，部署执行了全国性地质调查信息化项目，开展了包

括项目规划、工作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信息整合及分发服务等主要环节

的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建设工作。海量基础地学数据的积累与基于 GIS 的多专

业和不同应用目的的国家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基本完成面

向地质调查和社会利用的 30余个系列化区域地质、区域水工环地质、矿产勘查、

区域地球物理、区域地球化学、遥感影像等专业数据库，以及地质调查工作程度

数据库、成果资料数据库、情报文献数据库等，形成了完善的地质调查基础数据

库体系。逐步建立了地质调查数据信息的元数据库等。同时，地调局建立了相关

的数据库建设框架体系及各类信息技术标准，初步制订了数据库系统维护及数据

发布的相关政策，稳定并壮大了地质信息化队伍，并逐步形成面向地质和社会不

同层面服务应用的分布式数据库管理与服务体系。10余个国家级已建数据库通过

运行维护管理，初步依照国家相关法规开展了社会化服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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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质调查信息化总体框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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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 

国家基础地学数据库的建设，是整个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工作的数据基

础支撑，是整个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框架体系（见图 1）的一项重点工作，

也是一切工作信息采集和综合成果信息汇集的中心。地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在

我国地学领域信息化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主导与基础作用，其技术支撑体系是信

息标准化、基础网络、项目管理和信息技术，其资源支撑是基础地学数据库建

设。地质调查流程信息化，就是要通过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为实现地质

调查数据获取、描述、建库、处理、综合与成果社会化服务整个过程的计算机

信息化提供基础数据源。  

通过对我国地学数据与地质资料状况分析，针对国家地质工作与社会需求，

地调局在“十五”初期建立并开始实施我国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图 2）

计划。该体系包括基础地学数据库和综合成果数据库两大部分。基础地学数据

库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地质图数据库、区域水工环地质数据库、区域海洋

地质数据库、区域地球物理数据库、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全国矿产资源数据

库、钻孔地质数据库、遥感地质数据库、地质成果资料数据库、专题成果数据

库和小比例尺综合地质数据库。 

数据库体系的具体建设工作的总体路线是以各项信息化技术标准为依托，

将以往工作所积累的海量地学专业数据、以往地质调查成果资料、新开展的地

质调查成果资料，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 GIS 技术，结合地学信息的语义、时空

性、多数据源、多存储格式等特点，依据专业特点建立数据库，形成国家基础

地学数据库群。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组织、管理、维护与更新，按照

统一的标准进行综合管理与维护，并且，按照国家社会与地质工作不同层次与

不同用户需求，建设基于基础数据库资源的综合成果数据库及专题应用成果数

据库，最终形成国家地学数据库体系与数据中心。在基础地学数据库建设期间

与建库工作完成以后，通过数据库体系化运行，亦即基础地学数据库的更新维

护与运行，最终形成国家基础地学数据库的规范化综合管理与运行体系，为地

质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各个环节提供坚实的数据信息资源，实现面向全社会的地

学空间信息的应用集成和共享服务，促进地质工作从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

提升地质工作的技术层次、地学信息共享程度和地质工作为国家宏观决策及面

向全社会公益服务的水平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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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家基础地学数据库体系结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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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当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经过积累新数据、改造旧系统，依托专业技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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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学成果数据库建设工作。 

三、基础地学数据库建设与维护 

地质调查基础地学数据库建设包括各类基础地学数据库建库和多源、多尺

度各类基础地学专业数据库的一体化管理与维护两个方面。 

1．数据库建设 

数据建库工作以数字国土工程项目为主，立足于已有地质资料的信息化，

同时考虑今后国家地质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工作领域的不断扩展，积极与

其它计划和工程协调，统一标准，实现已有数据与成果资料的及时汇集建库与

新调查成果在调查过程中完成建库工作。 

“十五”期间，地调局全面部署了基础地学数据库的系列化建设工作。在

以往数据库积累的基础上，到 2005年已经形成了基于 MapGIS、ArcGIS、MapInfo

及 OpenInfo等 GIS平台，基于 MS Access、MS SQL Server和 Oracle数据库系

统的不同数据存储标准的各地质调查专业数据库 30多个。主要数据库建设情况

[2]如下： 

（1）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1∶5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在建，已完成 327幅）； 

全国 1∶2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完成，共计 1163幅）； 

全国 1∶25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在建）； 

全国 1∶50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完成）； 

全国 1∶25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完成，包括挂图数据库）；； 

全国 1∶50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完成）。 

（2）区域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1∶5万重点城市及经济开发区水工环综合地质数据库； 

全国 1∶20万数字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1∶600万水工环地质图数据库； 

全国小比例尺数字水工环空间数据库； 

地下水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库（在建）。 

（3）基础地质数据数据库 

中国地层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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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20万自然重砂数据库； 

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全国岩石数据库（试建库）。 

（4）全国矿产地数据库 

原地矿系统矿产地数据库； 

全国地质工业行业矿产地数据库； 

中国铬镍（铜）钴铂（族）矿产地数据库（在建）。 

（5）全国钻孔地质数据库（试建库，350 个矿区、120 万米进尺钻孔岩芯

数据）。 

（6）全国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数据库建设 

全国 1∶500万航磁数据库； 

全国 1∶100万航磁数据库（完成数据汇集）； 

全国区域重力数据库； 

全国电勘查数据库（我国 2000年以前的全部处理后的航电数据和地面 8类

电法试验数据）； 

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测井数据库系统（试建库）； 

全国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 

全国资源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 

全国 1∶25万标准图幅卫星影像数据库（在建）； 

全国物性数据库（试建库，三个省实际数据）； 

（7）海洋地质数据库 

我国 1∶100万海洋地质数据库（在建）； 

我国海洋地球物理数据集。 

（8）地质资料数据库建设 

全国地质资料馆馆藏资料目录数据库（9万余条）； 

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1.3万种数字化地质资料）； 

地质调查成果资料目录检索数据库；  

地学图书期刊类文献标题和摘要的网络数据库； 

地质调查与科技信息数据库。 

（9）工作部署与综合成果数据库 

地质调查专题图数据库（全国及大区各专业不同比例尺地质调查工作部署

与工作程度数据）； 

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我国 20世纪地质工作程度）； 

地学数据库元数据库（在建，覆盖地调局系统与全国各省级数据库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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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地学数据库系统维护与管理 

在地学数据库体系中，数据库管理与维护体系是整个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数据库维护目标是对数据库建设及建成以后的数据库运行与提供利用

的全过程控制，从多源数据的一体化组织到数据的传输与交换、数据检验及质

量控制、数据更新与数据加工处理，在数据仓库技术、大型 GIS 技术和多源一

体化信息整合技术的支持下，按照不同的应用目标，形成功能齐全的多级分布

式数据库管理维护体系。上述不同 GIS 平台和数据格式标准的各类数据库的整

合与集成管理，就是近年主要的数据库系统一体化管理、运行与服务的一项主

要技术任务。 

2001年以来，地质调查基础数据库的系统化维护与管理工作每年进行，主

要任务是保证基础数据库数据时效更新和软硬件系统维护。根据不同专业类别

数据库数据更新周期特点和工作部署实际，数据库维护工作每年的重点不同，

所进行更新维护的数据库亦不相同，不同类别数据库的具体维护技术流程及操

作规范也根据专业数据库特点来制订。数据库维护队伍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大

区及各省地调院共同组成，逐步实现国家级地学数据库的“自下而上更新，自

上而下管理”的层次体系与工作机制。 

2005年，数据库维护工作完成了已建数据库的全面维护、省级数据库建设

与维护技术指导，以及各类数据库数据检查、更正等维护数据量近 100GB，各

类基础地学数据库的综合集成管理系统工作开始启动。数据库的及时维护和系

统化管理，不仅完善了各类数据库，保证了数据时效性与地质调查工作各领域

的实时使用，而且，为成果数据的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基本保证。尤其，1∶20

万地质图数据库、1∶50万地质图数据库、矿产地数据库、城市水工华数据库、

基础物化遥数据库运行维护，以及工作程度数据库及时应用，为地质工作部署、

矿产调查评价、矿业开发及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

撑服务。 

四、地学数据库的应用服务 

地质调查完成的基础数据库建设工作在面向地质、矿产行业、政府与社会

利用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目前，基础地学数据库建设完成的海量数

据库已经通过中国地调局 Internet 网站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版本向全世界发布

了元数据。我国地层数据库、1∶250万地质图数据库（中、英文版）已经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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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全社会敞开使用，全国 1∶50 万地质图数据库向政府与工业部门赠送 200

多套。同时，一大批基础地学数据库和综合成果及专题数据库，在建设的同时，

已经向地质调查和政府部门工作提供资料。2005年 5月地调局又一次公布了全

国大中型矿产地、地质工作程度、1∶500 万航磁等共计 13 个数据库即日与年

内提供社会利用。 

据 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6 月间不完全统计，仅地调局发展研究中心一个

单位，就已经向地调局各直属单位、地质调查承担单位、省级国土资源厅、省

地勘局、省地调院等机构、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国家 863与 973等科研项

目、大专院校、矿业公司等提供了 32000多个折合 1:20万图幅的各类数据库成

果数据与数字图件（折合覆盖国土陆地面积近 20次），各类数据总量接近 100GB。

用户分类情况见图 1。虽然目前主要用户还是地质调查工作，但随着地质调查

成果资料服务工作的推进，随着数字国土工程成果与应用的效益日益显现，以

及国内外用户对我国地质数据需求的意识已经树立，又随着地调局国际联系与

合作的加强，“走出去”

战略的推进实施，基础

地学数据库成果的利

用需求与服务将越来

越大，地质调查成果数

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作用也必将进一步

得到增强与光大【3】

【4】。 

为此，地质调查基

础地学数据库体系建设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应“建设与服务”并重，在继续

完成剩余部分基础地学数据量系列建设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5】【6】[7]： 

（1）数据库维护体系建设与一体化集成管理，保证所建设的地学数据库的

现势可用性与持续有效的运行； 

（2）继续建设面向地质调查、政府、科研、教育、矿业等社会各方面需求

的系列化成果数据库； 

国家地质调查工作

省级地质调查工作

地质科学研究项目

工业行业地质工作

政府与公益事业部门工作

国家863，973等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科学院与大专院校科研工作

矿业公司研究工作

 
图 3. 2003－2005地质调查数据服务对象与比例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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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与完善面向地质调查与社会应用的各类数据库数据分类存储、分

类加工处理业务流程建设和基于基础数据库的分类、分层次、针对应用的数据

产品生产体系； 

（4）研究与利用数据库建设与一体化维护管理与服务平台新技术，研究与

制订国家地质数据服务相关政策与制度，及早实现国家法规框架下确保数据安

全、确保质量与规范的基于地质调查分级网络体系的地质调查数据成果分发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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