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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而整装勘查工作则

是实现找矿突破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地质资料管理的角度，结合整装勘查区找矿所需地质信息，提出了地质资料数

据集成与服务整装勘查的技术与方法，即汇集整装勘查区的资料数据及分布图，对数据进行集成整合后制作成公开

版数据，研发相应的资料管理与服务系统进行数据发布，便于地质工作者查询以往工作形成的资料。以整装勘查区

地质工作为例的资料数据集成与服务研究工作是对地质资料产品开发的一次新尝试，这为今后地质资料产品开发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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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s the major measure for safeguard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lso for improving the guarantee capacity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integrated

explor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erform the Nation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Based on geological data

management and geological data related to mineral prospec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geological data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in the

equipped exploration area, in which data and maps are collected, the data are integrated, the public data are produced, and the system

for publishing data is developed. On such a basis, geologists inquire about the finished data. The research on the geological data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log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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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包括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文字报

告、图表、声像、电磁介质等原始地质资料，以及基

于原始地质资料形成的成果地质资料和岩矿心、各

类标本、光薄片、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 3类，获得地

质资料所投入的资金数额巨大，地质资料是地质工

作者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地质工作服务社会

的主要载体[1]。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国地质资

料馆馆藏纸质资料达133495档，馆藏电子文档已达

128285档，其中，区域地质调查资料9412档，非区域

地质调查资料 118873档，包括物探、化探、遥感、矿

产勘查等多个分类。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矿产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矿产

资源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整装勘查是实现找矿突

破的重要途径[2,3]。部署整装勘查区，加大对地质资

料的管理与开发、集成服务等成为地调工作的“重

中之重”。地质资料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对推进整装

勘查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4,5]，同时整装勘查工作也

为地质资料数据集成、产品开发提供了应用平台。

以往地质资料服务主要为被动服务模式，阅者

根据自身需要向馆藏机构提出借阅申请，而馆藏机

构很少主动进行地质资料二次深入开发。本文从

海量地质资料管理角度出发，开展地质资料数据集

成与服务机制研究，为今后地质资料产品的开发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1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集成与服务
的方法框架及现实意义

随着全国地质找矿工作的推进，整装勘查成为

实现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目标的重要手段[6]。然而即

使是地质资料管理部门，也很难将一个地区所有地

质工作形成的资料汇聚完全，这就造成了重复性的

地质工作。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集成与服务是基

于全国地质资料馆的所有馆藏数据开展的二次地

质资料开发工作，其集成和服务机制主要包括地质

资料数据汇集、数据集成整合、数据保密技术处理和

数据服务4个方面（图1），重点解决了整装勘查区内

所有地质资料的汇集、标准化、涉密等现实问题。

1.1 地质资料数据汇集

将整装勘查区内所有开展过地质工作的资料

进行汇聚，这是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集成与服务的

重点之一。整装勘查区范围较大，开展过地质工作

的区域可能与其范围有交集，将所有相关地质资料

进行汇聚，便形成了整装勘查区内的地质资料数据

源。地质资料数据种类则包括 1∶5 万矿产地质填

图1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集成与服务方法框架
Fig. 1 The frame of geological data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of equipped explo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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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球化学测量、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遥感解

译、矿产检查和轻型山地探矿工程等，局部地区部

署大比例尺电法测量、自然重砂测量。将整装勘查

区与以上资料工作区有交集的资料汇聚在一起，形

成整装勘查区各类工作数据库。

1.2 地质资料数据集成

由于全国汇交的地质资料质量不一（例如资料标

准化程度不同、数据库格式不统一等），有些地区数据

质量较好，有些地区较差，所以开展统一标准的数据

集成工作势在必行。数据集成整合以数据的标准化

处理、校正及转换为主。

1.3 数据保密技术处理

地质资料数据由于使用了测绘底图，造成了相

当部分数据是涉密的，其使用受到限制。公益性地

质资料是为公众服务，但是因为涉密却难以被民营

企业及公众使用，失去其公益性属性。因此开展地

质资料数据处理工作，可以在保持数据精度的同

时，更好地为整装勘查区部署、为普通社会公众提

供基础地质信息和地学信息，改善矿业投资环境。

1.4 数据服务

以支撑先进、优质的到馆服务为目的，以馆藏

地质资料数据为主要工作对象，以资料部门已有工

作成果和基础设施为依托，采用国际先进资料档案

与数据管理、共享理念，突出地质资料数据的目录

清理、数据集成整合工作；依据最新保密法规和国

家秘密事项目录开展公开版数据产品制作，保障地

质资料服务数据的公开性、现势性和准确性。采取

边建设边服务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地质资料数据服

务于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支撑能力。

2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汇集

2.1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汇集

收集整装勘查区拐点坐标，根据坐标在全国地

质资料目录库中查询整装勘查区已有的各类地质

成果资料，形成各整装勘查区成果资料元数据库。

依据元数据库，从全国地质资料馆馆藏数据库中提

取整理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成果数据，对提取的资

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综合复查、筛选等预处理工

作。将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形成各整装

勘查区的元数据及数据包；按照数据组织管理方案

与数据模型，建立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集成信

息库，为整装勘查区地质矿产资料管理与服务系统

奠定数据支撑。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集成信息库由整装

勘查区地质成果资料包、整装勘查区属性信息库

（即整装勘查区基本信息数据库）、整装勘查区空间

数据库、整装勘查区地质成果资料元数据库四部分

组成，已初步梳理了除铀矿以外的多个整装勘查区

范围内的成果地质资料。成果地质资料涉及区域

地质、矿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遥感等地质调查和勘查资料；目录内容包

括档号、题名、资料类别、工作程度、矿产属性、汇交

单位、编著者、汇交时间、内容提要、电子文档号等，

使用者可据此目录迅速了解整装勘查区内的地质

资料情况。

2.2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分布图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分布图是了解勘查区以

往地质工作情况最直接的途径。目前，全国已部署

整装勘查区109个[7,8]（图2）。

由于以往地质资料信息化水平不足，致使目前

很难了解一个地区以往所有的地质工作，造成一些

工作的重复，浪费社会资源。为了向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相关部门及个人提供高效服务，开展相关调研

工作，调研勘查主体对资料信息服务的需求，了解

各省（区、市）整装勘查区或重点成矿区带的成果、

原始和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化服务产品开发情

况，从而制作形成各整装勘查区内区调工作程度图

（图 3-A）、水系沉积物（图 3-B）、航空磁测工作程

度图（图 3-C）、土壤地球化学工作程度分布图等，

这些信息为确定数据源的边界问题奠定了规划基

础。这样每个整装勘查区以往的地质工作情况一

目了然，可以避免相当数量的重复性勘查，间接创

造社会经济价值。

3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集成
整合

数据集成整合是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库

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馆藏机构已有相当数

量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尽管各类数据都建立了数

据标准，但随着海量数据入馆，多专业、多类型、多

标准、异构的数据缺乏统一框架下的调度、管理，难

以形成合力，且不利于数据的检索查询，无法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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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因此必须要对整

装勘查区类馆藏数据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形成整装

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库。根据馆藏数据的现状和

整体需求，整合工作主要体现在数据标准化、数据

分级分类、数据整理与建库以及元数据采集等几个

方面。通过数据整合处理，从原始信息库中合理地

选取数据、协调冲突、降低冗余、构建关联，最终建

成具有统一时空框架、统一信息分类编码体系、统

一数据交换平台、统一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统一面

向对象数据组织的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数据库。

4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公开版数据
制作

区域地质调查是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

义的基础工作[9]，也是在整装勘查区找矿的基础工

作之一。在区域地质调查基础上编制全国性中小

比例尺地质图件是衡量一个国家区域地质研究程

度和水平的标志。许多国家都将地质图的编制作

为制定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并随着

地质调查工作进程和新成果的出现而不断更新全

国地质图件[10]。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是将通过调查得

到的数据整理后进行属性数据、图形数据采集，利

用GIS 软件形成不同格式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从

而达到数据库存储、查询、分析、检索的目的，并实

现信息的共享。目前，全国已经建立起多个中小比

例尺空间地质图数据库[11-17]，以及相应比例尺的专

业图库。由于这些比例尺图件的地理底图是由国

家测绘局提供的基本地形图编制而成，属于涉密图

件，不能公开应用于经济建设当中，严重影响了地

质图的使用范围和效率。除去涉密地理要素，解放

其余地质信息，制作公开版地质图件将为整装勘查

区地质工作提供更多地质信息。涉密地质图件保

图2 全国第一、二、三批整装勘查区分布图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equipped explor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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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技术处理经历多次方案改写和专家讨论，最终形

成了一套可行、可信、可靠的技术流程（图 4），制作

完成了数量巨大的地质资料公开版产品。

5 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系统

信息化高速发展使得系统建设成为高效的工

作方法之一。针对现有整装勘查区的地质矿产资

料管理与服务机制，形成专项数据支撑服务系统。

确保系统为整装勘查区地调项目的实施提供稳定、

专业的服务，全面提高数据生产效率，保证数据质

量管理的落实，使系统实现先进、易用、便捷的目

标，达到日志有记录，数据可追溯的要求。整装勘

查区地质矿产资料管理与服务系统实现，如图 5所

示。系统以GIS技术为基础，以集成、管理、发布整

装勘查区地质成果资料目录信息等为目的的应用

型信息系统。通过全面数据整合形成统一的数据

信息中心，提供数据统一管理与数据服务；为找矿

专项支撑部门户网站提供信息服务：（1）信息目录，

发布由全国地质资料馆编制的整装勘查区内成果

资料数据信息服务目录，社会公众或企业通过该信

息目录直接向全国地质资料馆或省级馆藏机构索

取详细信息；（2）信息发布，按照有关规定主要发布

整装勘查区的基本情况、整装勘查区取得的成果等

动态信息，扩大地质资料共享范围。系统可以实现

对每个整装勘查区内所有地质资料的查询检索、文

档图件管理、图件输出、空间信息和数据输出等功

能，并提供WEB服务。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管理

与服务系统的建立，使每个整装勘查区内的地质资

料得到了可视化管理，方便地质工作者查询工作区

图3 部分整装勘查区工作程度图
Fig.3 Work degree figure of some equipped exploration areas

图4 涉密方案的编制流程
Fig.4 Preparation process of confidenti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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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各类地质工作形成的地质资料。

6 结 论

随着信息化高速发展，资料本身的利用也在发

生着变化。以往被动的提供借阅的方式慢慢转变

为主动集成，开发，研制信息产品。本文从地质资

料管理的角度，结合整装勘查区找矿所需地质信

息，提出了地质资料数据集成与服务整装勘查的技

术与方法，为今后地质资料产品开发提供了很好的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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