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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与趋势探讨
陈华娟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各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它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准确、全面，提高了生产

率；加速了科学技术的传递速度，缩短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的距离。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者在实践中形成的重要信息资源，是广大

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重复利用、不断开发、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地质资料共享服务体系，发挥好对科研生产的支撑作用，是当前地质资料工作的必然趋势。本文对地质资料信息

化的现状展开分析，对构建数字化地质资料共享资源体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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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是人类探索地球的认识积累和客观记载，对于合理利
用保护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重要的信息资源，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建设以及国家地质工作持续
发展。信息化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对所研究对
象各要素汇总至数据库，供特定人群生活、工作、学习、辅助决策等
各种行为相结合的一种技术。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传统的人工
手动、纸质载体地质资料借阅和管理，已远不能满足于现代数字信
息化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地质资料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的，对地质资料及其衍生信息进行科学组织，以保证资料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保密性。近年来，我国对资源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
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的进步。不仅体现在企业已将数字化
率、应用系统开发等工作纳入到档案工作评价考核系建设；并且自
然资源部相继出台多份加强地质资料管理和信息公开业务的政策
性文件，牵头完成了全国地质资料信息管理系统的整合等重点工
作；为了满足企业发展需要与资料信息化进程，应对地质资料的信
息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1 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现状
地质资料的信息化建设是指利用数据库技术、数据压缩技术、

高速扫描技术、OCR识别等科技手段，将纸质文件、实物资料和声
像文件等传统介质文件和已验收馆藏的的存量电子文档，系统化组
织成为具有有序结构的信息资源库。

原地质矿产部早在 1986年，开始调研论证光盘存储地质资料
项目，1996年正式列为地矿部全国地质资料全息数字化工程项目，
1997年地矿部组织技术人员培训、配备设备，1998、1999年在全国
各省开展图文数字化试生产工作，完善其存储软件系统，2000年国
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00〕13号文正式启动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
据库和地质资料图文全息数字化数据库工作，2001年国土资源部
以国土资发〔2001〕257号文对地质资料图文全息数据库的具体工
作时限及步骤进行了部署，2019年自然资源部发自然资发〔2018〕
179号文，进一步加强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能力，部署了建设国家
级地质资料数据中心，推进省级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开展地质
资料数据关键应用技术研究，加快构建标准统一、内容齐全的地质
资料大数据体系，建设国家地质资料总索引库和基础地质数据库，
加速数据的汇聚、集成和流转；持续保持馆藏资料高数字化水平，组
织开展地质资料信息矢量化工作，加强地质资料全文数据库建设，
推动我国地质资料工作向以数据为主的业务模式全面转型，切实提
升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质量和效能。

2 地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现状
近年来，随地质资料管理水平的进步，地质资料相关业务管理

信息系统取得长足的进步。目前的标准体系已经日趋完善。采用的
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结合地质资料档案著
录细则规定的著录项目、著录格式、标识符号、著录用文字、著录信
息源和著录方法及规则等。地质资料业务管理系统建设从验收接收

开始到整理编目、库房管理和提供查询利用等各阶段已基本成熟，
主要包括了信息源、验收接收、分配档号、整理编目、提交流通和统
计年报等多个业务模块。近年来，地质资料业务管理系统的发展，主
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使用范围，来实现地质资
料汇交监管的加强；对油气等地质资料委托保管信息系统进行完
善，以实现对油气和海洋等原始和实地地质资料的管理加强；通过
进行地质资料汇交管理，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系统建设进步。目前
地质资料业务管理系统建设已经趋于成熟，有利于地质资料信息化
建设进一步提升。

3 利用服务能力建设情况
数据信息服务能力是反映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重要部

分，通过评估其服务能力能够了解实际信息化建设水平。首先，目前
大多数地质资料的管理部门已经建立起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网站；
采用 C/S客户端与 B/S网络端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前端收集、建档、
保管和统计、年报等功能在 C/S客户端完成，末端的共享利用和检
索在 B/S网络端实现。通过利用服务网站，可以方便快捷地检索、浏
览、查询和下载地质资料。服务系统开发也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能够
有效提升查询、借阅、浏览馆藏地质资料的效率，不同地区之间的地
质资料信息能够有效互联互通，利用共享服务平台与全国地质资料
目录服务中心系统实现各类资料的便利查阅。我国对地质资料的重
视程度一直呈现不断加强的良好趋势，这一点从地质资料汇交要求
的逐渐加强，并组织开展专项清理、专项补交等工作足以显现。通过
地质资料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的跨越式部署应用，已实现各单位之间
跨地区、跨层级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向社会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
数字化、网络化、集群化地质资料公共服务。

4 发展趋势分析
4.1 数据资源中心建设
跟进发展趋势，力促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促进地质资料数

据管理一体化、标准化发展，有效实现对地质资料的高效有序处理。
通过地质资料数据库建设能够有效实现资料集群化处理，从而更加
科学有效地布局和规划。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重点在于优化相
关软硬件。加大对计算机、扫描仪、网络服务器等主要硬件的投入，
为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硬件条件。其次，则需要从软件建
设出发，引入先进的数据库系统与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相
关资料处理与运用方法，切实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地质资料信息化
建设中，充分发挥硬件设施的信息储存处理方式。最终通过硬件建
设与软件建设的同时开展，进一步推动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最终
形成为地质研究成果服务的地质资料数据中心。

4.2 健全相关规章制度
为实现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的实效，应对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

适应性改造，为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制度保障。从实际情况出发，找
到当前工作的不足，并对其进行修订完善，尤其是针对性根据地质
资料信息化建设需要进行制度更新。首先从组织保障工作着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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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质资料信息化工作规章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完善，提升工作
程序的规范性。其次，明确实际信息化建设方向，根据地质资料实际
应用范围建设相关资料管理制度。最后，需要完善相关监督制度，实
现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重视目标考核制度的指挥棒作用，促进管
理工作的持续性发展，推动地质信息信息化建设。

4.3 提升地质资料信息建设人才素质
需要认识到，人才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优秀的人才队伍能更好

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地质资料工作中。同时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前
提下，资料数字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为地质资料管理提供了新的
发展思路。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相关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挑战，
因此在进行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根据实际建设需要，
选择具有扎实信息管理技术与良好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工作人
员参与到实际信息处理工作中。同时，还应针对目前工作人员在实
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实际培训，进一步实现相关工作人员综合
素质的提升。通过人才培养为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力
量，促进其更快发展。

4.4 融入数据资源中心建设
为实现地质资料有效保存和流通，以往不统一、不标准的资料

保存与交流办法必将被逐步淘汰，转而采取更为统一的结构化数字
化处理方法，通过各类信息资料库的建设实现资料标准化处理。适
应数据资源中心的信息建设理念，现行的业务数据管理中，多采用
将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实时数据选用 Oracle数据库、Mon原
goDB等不同类别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地质资料的属性元数据需
纳入统一管理，集中到资源中心的数据存储策略和统一管理，彻底
实现地质资料与数据资源中心的融合。

4.5 搭建业务系统与地质资料管理系统的桥梁

地质资料在线归档应用建设思路是产生地质资料的各类业务
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分析，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在线归集予以归档。
主要包括：建立系统化地质资料标准体系，包括齐全性标准、形成标
准、格式标准和元数据标准；落实地质资料归档责任，建立完整的归
档监管体系，对地质资料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将各业务系统产生
的地质资料以及各阶段的地质资料进行集成管理；将其他系统无法
形成的部分原始资料通过在线生成技术予以补充，保证电子文档的
齐全性。

5 结束语
地质资料信息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方向，是适应业务管理信息

化智能化的必然路径，顺应时代的发展方向，立足地质资料工作的
收集、保管与共享等实际需求，选择相适应的先进技术去实现发展、
持续优化和积极转型。在发展中需把握好实际建设趋势，从规章制
度、人才队伍、软硬件建设等多方位出发，推动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
水平的提升，充分发挥地质资料对企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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