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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质资料馆信息化建设与实践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尚 武 

 

1．前言 

地质资料是地质勘查投入生产出的唯一直接产品，是广大地质工

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和历史记录，具有来源广泛、种类多样、数量巨

大、成本高昂以及应用领域广大、潜在价值巨大等特点，是国土资源

规划、管理、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地质调查、矿产勘查重要的基础信

息资源，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十

分广泛的社会需求。 

近两年来，国家和部、局对地质资料的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视，相

继出台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地

质成果资料电子文档汇交格式》等一系列法规标准。与此同时，在资

料信息化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资料数字化和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也在

“国土资源大调查”、“数字国土工程”项目中得到了立项。这些工作

的开展，为提高地质资料的信息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创造了良好的基

础条件。 

2．资料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全国地质资料馆是国家级地矿行业的专业资料馆，收藏积累了自

二十世纪初以来我国及我国周边国家的地质资料 9.3万种。其中包括

1905 年以来外国学者在我国进行地质调查时形成的英、法文资料，

以及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编写的报告及论著。保存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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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投入三千多亿元地勘经费，经上百万地质工作者辛勤工作数十

年而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 

全国馆地质资料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始于 1995年，到目前为止，

在标准建设、基础数据库、电子文档汇交、业务管理系统以及社会化

服务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如下一些工作。 

(1)法规及标准 

 成果地质资料电子文件汇交格式(试行)(数字国土工程工作标准

SZ1999002　2001) 

 图文地质资料扫描数字化规范(试行)(数字国土工程工作标准

SZ1999001　2000)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著录要求 

(2)基础数据库 

①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 

将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及其他一切重要的地质资料数字化、

网络化，建设地质资料信息系统，对于抢救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所取得的海量地质资料信息，进一步理顺信息渠道，打破部

门间的信息封锁和垄断，提高全社会获取与利用地质矿产资源数据信

息具有重要意义。 

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就是通过对现有纸介质地质资料进

行扫描，经过编辑修改、光盘存储等处理，形成光栅化数据，最终实

现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其目的一是便于利用现代化手段开展社会化服

务，二是有利于地质资料长期、安全地保存。到目前为止，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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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料数字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如大型地质图件输入精度、

图件拼接技术、旧蓝晒图的消蓝技术、数据压缩技术、资料在光盘存

储后的组织以及图像文件快速浏览等。建立了整个资料数字化的生产

流程，制订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生产规范和标准。1997年 12月向全

国 31个省(区、市) 地质资料部门进行了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开始规模化进行图文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

同时，还开发出适用于地质资料数字化存储和服务的软件系统，以解

决数字化资料的利用和服务问题。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开发了查询服务系

统，开展了异地查询试验，初步建成了电子阅览室，多数省已开展此

项工作，同时全国馆和全国其它资料馆藏机构利用数字化资料还提供

了大量的资料复制和利用服务。截至 2004 年底，全国已累计完成

15000 余种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数据量 988GB，占全国地质资料馆馆

藏的 18.5%，馆藏数量及数字化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全国馆馆藏地质资料情况 

类 别 
数量 

（种） 

占总数的 

百分比 

数字化资料 

数量(种) 

占总数的 

百分比 

区域调查 5717 6.1 4169 31 

海洋地质调查 101 0.1 42 0.3 

矿产勘查 54407 58.1 6088 45.4 

水工环勘查 8275 8.8 913 6.8 

物化遥勘查 11588 12.4 571 4.3 

地质科学研究 13477 14.4 1586 12 

其  他 89 0.1 19 0.2 

合  计 93654 100 13388 100 

经过多年的努力，资料数字化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目

标相比，数字化工作进度缓慢，目前仅仅只完成了馆藏资料的少部分，

而且按目前进度计算，完成剩余资料的数字化还需要 30 多年，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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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无法满足社会对数字资料的巨大需求。 

②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建设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是以实现馆藏资料日常管理工作

的主流程信息化为重要目标而建设和实施的，其主要目的是完成全国

地质资料目录数据的采集、编目，建立目录数据库和检索网络系统，

从而方便用户快速、准确地获取地质资料的重要信息，改善服务质量，

扩大资料利用范围和共享程度。该数据库也是为全国资料目录中心的

建设做数据准备，最终目标是形成以全国地质资料馆为中心、面向全

社会服务的地质资料目录检索系统。 

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符合《地质资料档案著录细则》行业标

准的要求，提供了较强的数据录入、管理和服务功能，具有可任意对

报告类别、题名、编著者、工作程度等 18 个数据项进行单一或组合

检索查询以及空间检索和模糊查询的能力。经过多级严格的质量检

查，已采集 9.3万余种地质资料的目录数据。目前，该数据库已经在

国土资源部门户网及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上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的

目录查询服务，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资料馆藏目录数据库也已经

提供网上服务。 

(3)电子文档的汇交 

为了推进地质资料管理现代化的进程，提高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

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地质资料的数字化问题，国土资源部决定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成果地质资料电子文件汇交工作，制订了《成果地质资料

电子文件汇交格式》，鼓励汇交人汇交数字化地质资料。全国地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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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馆藏为此制订了相应的电子文档接收、保管和服务一系列的规范和

办法，验收了大量所汇交的电子文档、数据库、软件等，并利用这些

数据提供了社会服务。截止到目前，全国地质资料馆已接收的电子文

档数量有 1121 种，数据量达 200GB。而且，随着此项工作的推进，

将有大量的电子文档、数据库、软件等海量地学数据将源源不断地向

国家汇交。 

(4) 服务系统 

①地质资料查询服务系统 

为了充分发挥地质资料的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数字资料的信

息服务，全国馆进行了地质资料查询服务系统的建设工作。其目标就

是要以地质资料数据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为基础，以管理和社会服务的

网络化为手段，以实现资料管理工作主流程的信息化为最终目标, 为

实现地质资料信息的社会化服务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该项目立

足于全国地质资料馆电子阅览室，通过建设现代化查询服务系统，简

化资料借阅的复杂过程，保护地质报告的原件，方便阅者利用资料。

同时，探索利用 WebGIS技术和浏览器/服务器方式发布地质资料的技

术方案及可行性，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角度探索资料信息化的发展方

向，提高资料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该系统目前已在全国地质资料馆电子阅览室对外提供服务，效果

良好。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了异地检索试验，利用地调局的网络平台，

成功地进行了远程网上数字资料的查询和浏览工作。 

(5) 业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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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地质资料的业务管理系统方面已完成了地质资料管理系

统、地质调查成果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资料管理数据库等几个系统的

建设工作。这些管理系统的建立，对于提高资料馆管理部门藏机构的

内部信息化和现代化管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未来与展望 

①完成“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基础数据的建设工作，计划到

2010 年底，累计完成 5 万种馆藏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完成馆藏重要

地质资料数据库建设，并通过网络开展数字化地质资料的社会化服

务。 

②开展英文版“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的研制和建设工作，

先期提供公益性资料目录的网上服务。 

③建设数字资料馆，建成资料信息服务和共享系统，全面提高资

料数据等信息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实现地质资料的网络化、社会

化服务。 

展望未来，全国地质资料馆将在资料信息化总体方针的指引下，

以“资料管理法制化、馆藏机构和馆藏管理标准化、资料数字化、资

料管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化”为建设目标，走“数字资料馆”的道路，

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的共享服

务，充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