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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工作思考
———以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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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平台建设将全国百余座典型矿床的大型矿石标本“搬”到了云上,可为社会

公众提供一站式云上虚拟漫游体验,全方位、多渠道了解我国矿产资源、能源知识。 文章通过分析全国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博物馆、科研院所等地质大标本园建设现状,提出了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原则及思路,以实物资料中

心地质大标本园为建设案例,展示了建设内容与架构,分析总结了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前景及社会效益。

关键词:云端地质大标本园;矿产资源;矿石标本;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新时代,我国对科普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升全民科

学素质是综合国力提升的表现。 地质大标本园作为中国地

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下简称实物中心)重

要科普场所之一,是实物中心对外宣传交流的重要窗口,每
年接待大量政府官员、社会公众、青少年等参观学习。 但目

前公众面对以地质大型矿石标本作为重要科普内容的载体

时,往往感受到的是极强的专业性地质描述知识,并未达成

科普化传播效果,最终以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方式结束。
因此利用大型矿石标本进行科普传播时,其发挥的科普

作用效果如何? 科普到什么程度? 实物中心是否能够牵头

全国地质大标本园体系建设? 都是当下值得思考和落地的

内容。 因此,以地质大标本园为载体的科普工作亟待转变方

式方法,最终达到公众从“被科普”到“追科普”,由“灌输式”
向“体验式”转变。

地质大标本园从狭义讲,系统展示了各地区具有优势的

矿产资源、古生物化石、观赏石等,属于城市内公共资源,类
同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科技馆、地质博物馆等,可作为向社会

公众提供市内休闲、增长知识的好去处,但国内地质大标本

园建设仍然屈指可数。
与城市郊区地质遗迹相比,诸如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

园、国家地质公园、省级地质公园)、矿山公园、地质文化村

等,从评选、建设、运营、维护等都相对已经十分成熟(吴亮君

等,2019;
 

张建平等,2021;丁华等,2020,2022),其中,《地质

遗迹调查规范》(DZ ╱ T0303-2017)为查明我国重要地质遗

迹资源现状,深化地质遗迹调查理论和保护方法研究,促进

地质遗迹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规范。 截至

2021 年,我国世界地质公园共有 41 处,国家地质公园 219
处,省级地质公园 300 余处。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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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试行)》(2020 年 5 月)、《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 (2020 年 5 月)旨在规范地质文化村建

设工作。

图 3
 

开设科普版和专业版两个端口

为促使市内、市郊形成区域上地学科普资源互补。 前者

为将大自然产物搬运到城市间人们的视野中,后者为在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普及地学中千姿百态的

地貌景观、地层剖面、
 

地质构造、古人类遗址、
 

古生物化石、
矿物、岩石、水体和地质灾害遗迹等地学科普旅游等形式。
总之,达到让社会公众更为实际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从实践

中提高对地球的认识,达到地学科普的目的(廖荣,2017)。
1　 地质大标本园建设现状

经调查统计,全国范围内线下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已经陆

续开展,建设线上地质大标本园展示服务暂时空白,目前地

质大标本园建设规模主要分为专设场所、单位廊道及绿化带

等。
1. 1　 专设场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山西地质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实物地质资料库、广西

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档案博物馆已经建成运行;辽
宁馆(注:

 

××馆是指对应省(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下属地质资料管理机构,
 

后同)、湖南馆、浙江馆、
江苏馆正在建设过程中,大型矿石标本基本到位;安
徽馆、宁夏馆、贵州馆拟计划开展。 另外,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西北大学也建设有专门的大型矿石标

本园供学生认知参观,部分大学、博物馆、科技馆尚

未统计。
1. 2　 单位廊道

限于场地原因,多数单位将大型矿石标本统筹

安排在建筑体的外围廊道,如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

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山东馆、黑龙江馆、河
南馆、青海馆等。
1. 3　 暂未部署

北京馆、天津馆、河北馆、内蒙古馆、吉林馆、上
海馆、福建馆、江西馆、湖北馆、广东馆、海南馆、重庆

馆、四川馆、云南馆、陕西馆、甘肃馆、新疆馆均暂未

开展大型矿石标本园建设工作。
2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原则
2. 1　 加强全国层面的统筹协调

实物中心大标本园先行先试,统筹协调全国省

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地质博物馆)、行业单位、科研

院所、大学等场所大标本园,实现大标本园的统一在

线服务,构建全国云端大标本园共享服务平台。
2. 2　 因地制宜开展大标本园总体布局

总体从矿产资源自然属性、储量规模、矿床成

因、典型矿床、地理分布等进行大标本园布局展示,
基础设施设备选材选料纳入总体设计。
2. 3　 强化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双引擎

高度还原大型矿石标本背后的故事,突出地质

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全

国矿石大标本的在线管理与服务。

2. 4　 紧扣受众群体,制定贴近大众的导览内容

总体来说对于专业人员应科学严谨、实习人员应系统完

整、研学人员应浅显易懂、普通公众应突出应用、周边居民应

特色浓郁。 以故事法、事件法、拟人法、问答法、图解法、层次

法、提示法、研究法、警示法、互动法等不同的解说方法,制定

公众易于理解的导览内容(张忠慧,2015)。
3　 实物中心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进展

3. 1　 地质大标本园概况
地质大标本园坐落于实物中心院内,占地约 30 亩(2 万

平米),园区系统展示了采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 172 个典

型矿山近 300 块大型矿石标本,堪称全国之最(图 1、图 2)。
矿石种类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和非

金属类。 每块标本都进行了详细描述,说明了矿石名称、产
地、成因类型、矿石成分、结构特征以及含矿品位等,能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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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员、院校师生、社会公众了解我国地下宝藏各类矿

石特点与矿产资源情况,掌握我国大型矿床的成因类型及其

在国际的地位,增加矿产资源知识,提高资源保护意识。
近年来,实物资料中心从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线路组

织、景观细节、种植设计等多方面对地质大标本园进行了系

统性的探索实践,力图打造出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为一

体的国家级地学科普基地靓丽名片。 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1)反复推敲定稿大标本园解说词,力争最大程度向国

内外政府官员、科研院所、大中院校、中小学生、社会公众推

介我国矿产资源概况,达到各取所需。

图 4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导航界面(电脑端)

(2)系统梳理了园区大标本矿石成因类型。
(3)依托世界地球日、全国科普日、全国土地日、全国科

技周等开展线上线下重大(专题)活动,覆盖人群达数十万人

次。 比如大标本园探宝、磁铁矿认知实习、行业单位入职认

知实习、大中专院校生产实习等。
(4)制作开发了音、视频、文章、专著等系列产品。 比如

探寻地下宝藏系列科普视频、石头会说话系列音频、中国典

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矿床大型标本信息提取技术方法

以及瓷器的秘密-高岭土等。
(5)开发了大标本园专题展示网页,分区分栏展示了各

展区大型矿石标本图像及文字描述信息,公众足不出户即可

云游中心大标本园。
3. 2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思路

依托网络数字化博物馆进行科普宣传,将逐渐成为地学

类博物馆科普宣传的重要方式(彭艳菊,2015)。 云端地质大

标本园通过对实体地质大标本园进行三维实景还原,实现地

质大标本园线上虚拟游览、矿石标本全角度展示和自助语音

讲解等功能。 社会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一览我国重要的、典
型的矿山、矿石背后的故事,形成线上、线下科普产品资源互

动互补,打破时空地限制,及时为公众普及我国矿产资源知

表 1
 

国家馆云端地质大标本园矿石名录样例

矿
产
分

区

有
色
金
属
区

黑
色
金
属
区

贵
金
属
区

稀
有
金
属
︑

非
金
属
区

名称 矿床名称

含钼黄铜矿 湖北阳新县丰山铜矿

褐铁矿 广东大宝山铜钼多金属矿

角砾岩型金矿、铜矿 福建上杭县紫金山金铜矿

矽卡岩型铁铜矿 湖北大冶市铜录山铜矿

海绵晶铁状铜镍矿 甘肃金昌市金川白家嘴子铜镍矿

铬铁矿 西藏自治区曲松县罗布莎铬铁矿

条带状钒钛磁铁矿 四川米易县白马磁铁矿

矽卡岩型含铜磁铁矿 湖北黄石大冶铁矿

白云石型铁铌稀土矿 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

赤铁石英岩 辽宁鞍山砬子山铁矿

石英脉型金矿 山东招远玲珑金矿

角砾岩型金矿 河南嵩县祈雨沟金矿

糜棱岩型金矿 辽宁阜新市排山楼金矿

斑岩型金矿石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毕力赫金矿

中—低温热液型金矿石 甘肃合作市早子沟金矿

伟晶岩型锂铍矿 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金伯利岩 山东蒙阴县西峪金刚石矿

高岭土矿 江西景德镇市高岭土矿

重晶石矿 贵州天柱县大河边重晶石矿

磷块岩 贵州贵阳市息烽磷矿

识,打造一款集“科学性、普及性、知识性、创新性、思想性和

趣味性”为一体的科普展示产品(图 3、图 4)。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展示产品充分应用先进的虚拟漫游

技术,同时可适配线下 VR(虚拟现实)体验站,为公众提供沉

浸式游览地质大标本园新体验。 产品内容制作上,以公众需

求为导向,切实围绕老百姓感兴趣的知识点开展制作,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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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嵩县祈雨沟隐爆角砾岩型金矿

石为例,重点在矿石照片中对等

部位圈出社会公众感兴趣的观察

点位,比如角砾岩、泥质胶结物,
普及隐爆角砾岩型金矿中金的主

要赋存部位、金从发现到选冶整

个过程等兴趣点,集中将具有科

学性、普适性的内容传达给社会

公众,切实让公众在游园中能够

收获满满,充分打造了线上、线下

地质大标本园互动体验产品。
3. 3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内

容案例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主要

以“观察点、兴趣点、知识点、文化

点”为落脚点,制作了科普版,主
要集成科普文章—音、视频—场

景图片—人物照片等,用科普的

语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矿

石标本信息,如矿床、矿山的概

况、矿石典型特征现象、典型现象

释义、矿石在日常生活、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中用途及发挥的作用等

科普知识、科普视频(图 5);制作

了专业版,主要为“矿石基本信息

+矿石宏观特征+矿石局部特征+
镜下显微特征+矿石测试分析”等

方面专业信息,为不同需求层次

公众提供多元地学科普产品(图

6)。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展示产品

汇聚的全国典型矿床大型矿石标

本,比如湖北大冶铁矿(毛主席唯

一视察过的矿山)、甘肃金川铜镍

硫化物矿床(中国第一大镍矿)、
内蒙古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世

界著名稀土矿)、山东玲珑金矿

(世界著名金矿区)、新疆可可托

海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 ( 功勋

矿)、江西景德镇高岭土矿(享誉

海内外的瓷器原材料)等等,充分

展现了“一块标本、一个矿床、一
座矿山、一部文化” 的矿业发展

史,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教育意

义。

图 5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科普

版内容展示(手机端)

(1)选择矿床名录(表 1)
(2)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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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及链接

4　 基于数字资源开发全国云端大标

本园线上服务系统

按照加强全国层面的统筹协调,
因地制宜开展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建

设总体布局,强化科技创新与信息化

双引擎作用,紧扣受众群体,制定贴

近大众的导览内容为原则,充分挖掘

地质大标本园展示内容素材,将地质

大标本园各类数字资源能够全面系

统地呈现给公众。
4. 1　 建立各级各单位地质大标本园

漫游展览系统

依托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地

质博物馆)、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大
学等场所大标本园,实现地质大标本

园的统一在线服务,构建全国云端大

标本园共享服务平台,主要构建科普

版+专业版内容知识体系,同时将云

端地质大标本园系统植入手机客户

端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 APP 程序,
可促进具有区域特色的地质标本数

字资源产业发展,助力地方城市旅游

发展,形成具有地质特色的市内景观

景点。

图 6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专业版

内容展示(手机端)

4. 2　 集成地质大标本园展示素材

重点围绕地质大标本园开展展

示素材的制作集成,形成科普文章—
音视频—漫画—图片—品牌活动等

产品矩阵。 充分运用 3D(裸眼 3D)、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
(混合现实)等技术提供沉浸式产品

和服务呈现形式以实现地质大标本

在线展示;通过内容如小视频、音频、
语音、文字等让观众与展品之间形成

高效实时互动,从而全方位、多角度

宣传地质(生活) 知识、地质文化、地
质学家、地质科学精神等,打造品牌

科普基地,提升科普传播能力。
4. 3　 线上、线下形成实体数字资源

优势互补

通过构建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

园,协调推动全国各级各单位实体地

质大标本园共建共享共赢局面,充分

发挥线上推广、导览、快速传播的优

势,同时发挥线下可开展实体互动活

动、深入探索学习的特色,形成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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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实体数字资源的优势互补。
5　 云端地质大标本园社会效益浅析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了国家各项产业全方位升级改革。
建设全国云端地质大标本园,力在将线下实体资源全方位推

出到网上展览,形成海量丰富的数字地质大标本园资源,让
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手机、电脑进行在线漫游,走进各

级各单位地质大标本园,感受地质魅力,同时协助地方文化

旅游经济、打造人文景观点,带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让青少

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更多的群

体能够受益,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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