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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馆藏机构的一项法定工作职责。 由于历史原因,重庆市自

变为直辖市以来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相对滞后,近年来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的分级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的种类

和数量呈增长趋势,粗放式分散保管在地勘单位和野外工作现场的方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亟需规范管理。 本文主

要论述了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阐述了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难点,提出了加强实物地质

资料馆藏机构建设、理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落实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专项资金以及编制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收

藏规划等相关对策,为推进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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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岩(矿)芯、标本、光
(薄) 片、 样品等实物及其相关资料 ( 中国地质调查局,
2010)。 与原始资料和成果资料相比,任何一件实物地质资

料都是通过特定的方法在不同形式的地质工作中产生,这一

过程不可复制,因此实物地质资料也是不可再生的(李秋玲

等,2017)。 国家高度重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2004 年建

成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全国各省市区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基本落实了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责任,逐步推进了省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建设,据统计,
约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通过新建、改造地勘单位库房,委托

地勘单位集中保管、租赁等方式实现了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

集中管理。 重庆由于历史原因,2017 年才正式将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纳入“成果、原始、实物”三位一体管理,但都受库房、
经费、人员等方面的制约,管理工作一直相对滞后,近年来随

着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的分级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的种类

和数量呈增长趋势,任务量加大,粗放式分散保管在地勘单

位和野外工作现场的方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亟需规范管

理。 本文旨在通过对近年来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

现状分析,阐述工作中存在的难点,提出相应对策,为推进重

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1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政策

2002 年,国务院发布的《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将岩芯、矿
芯、各类标本、光片、薄片、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纳入了汇交

范围。 2003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 以附件的形式明确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范围。
2016 年,国土资源部修订并发布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开拓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新局面,《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办法》明确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职能职责,构建了“分

类筛选、分级保管”工作机制,按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将
实物地质资料分为Ⅰ、Ⅱ、Ⅲ类,调整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流

程,细化了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等相关要求。 2019
年,重庆结合工作实际,优化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流程,进一

步完善了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筛选制度,及时跟进有实物地

质资料产生的地质项目,将筛选工作与单孔验收或项目野外

验收工作相结合,确保了Ⅰ、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应收尽收。
2　 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
2. 1　 实物地质资料机构情况
2. 1. 1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构

行政管理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实物地

质资料行政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组织和指导

馆藏机构,监督管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和利用,为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馆藏机构上,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工作由负责成果、原始地质资料的馆藏机构一并管

理,即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档案馆,负责全市实物地质资

料汇交验收、筛选入库、库藏管理、服务利用工作。
2. 1. 2　 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情况

2013 年,重庆开始筹备建设市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项
目原计划选址在渝北区石船镇境内铜锣山脉一处废弃采石

场内,并陆续完成了压矿评估、地灾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等前

期工作,但 2019 年受重庆“四山”建设管制原因,导致项目停

止,需重新规划选址。 目前,市级实物地质资料库尚未建成,
仍处于可研立项报批阶段。 2021 年,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岩心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开

展岩芯数字化需要场所为契机租赁了临时库房,建筑面积约

2600
 

m2 。
2. 1. 3　 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库房管理情况

2017 年,重庆开展全市实物地质资料清理盘点工作时,
对市辖地勘单位、矿山企业库房进行了清查,有实物地质资

料保管场所的不多,只有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107 地质队、



205 地质队和川东南地质大队有专门的库房,但总体条件都

非常简陋、面积不大,管理粗放,缺乏库管人员,库房中实物

地质资料有毁损的迹象。 此外,未进库房管理的岩芯,在通

过野外验收之后,通常是在野外就地掩埋,对于重要的矿芯

部分可能会租赁农房临时保管,但都由于经费问题,后续基

本无人再管理。
2. 2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

自 2016 年《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印发以后,重庆逐

步开始了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筛选工作,截至目前,现存Ⅰ、Ⅱ
类实物地质资料总计约有岩芯 33400 米,光、薄片 4425 件,
标本 8276 块,副样 23886 袋+325 箱,岩屑 2211 袋+259 箱。

表 1
 

重庆Ⅰ、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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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时间段 岩芯 副样 岩屑 光薄片
标本(含古

生物化石)

1950 至 2016 年底 24767
 

m 325 箱 1500 袋+259 箱 1688 件 1111 块

2017 年以来 8633
 

m 23886 件 711 袋 2737 件 7165 块

2. 2. 1　 1950~至 2016 年底Ⅰ、Ⅱ类实物地质
资料保管情况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重庆市积累了大量的实物地

质资料,但因资金匮乏、管理机制不明、责任不清等因素,这
些实物地质资料都分散在各地勘单位、矿山企业,为了查明

保管数量,2016 年重庆市开始筹备全市实物地质资料清理工

作,历时两年,盘点了有实物地质资料项目 56 个,并对所有

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了定级,其中保管为优良的Ⅰ、Ⅱ类岩

芯 24767
 

m(其中野外保管 14281
 

m),Ⅱ类副样 325 箱,Ⅱ类

光薄片 1688 件,Ⅱ类岩屑 1500 袋+ 259 箱,Ⅰ类化石标本

1111 件(表 1)。
2. 2. 2　 2017 年以来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要求,Ⅱ类实物地质资料

由省级馆藏负责筛选,2017 年,重庆市正式开始Ⅱ类实物地

质资料筛选工作。 截至目前,重庆市暂未有Ⅰ类实物地质资

料产生,共筛选Ⅱ类实物地质资料 21 份,其中岩芯 8633. 23
 

m,岩屑 711 袋,光薄片 2737 件,水系沉积物副样 23886 袋,
标本 7165 块(表 1)。 由于市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一直没有

建成,筛选成功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仍由地勘单位自行妥善

保管,2021 年岩芯数字化工作的开展,才逐步接收需数字化

的Ⅱ类岩芯实物地质资料入临时库房。
2. 3　 实物地质资料开发情况
2. 3. 1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

2013 年,重庆开始建设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第一阶段

是 2013~ 2015 年首次建库,主要完成 1950 年 ~
 

2010 年底形

成的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库,由市内 15 家单位合作开展,
共计完成了 1614 个项目 25985 个钻孔;第二阶段主要完成

2011~ 2013 年形成的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库,共计完成了

300 个项目 9900 个钻孔;第三阶段是 2017 年至今常态化建

库,相继完成 405 个项目 3394 个钻孔。 截至目前,重庆累计

完成 2319 个项目,39279 个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建库

成果统一通过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服务平台公开发布,

累计已发布 38866 个重要地质钻孔信息。
2. 3. 2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建设

为实现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统一信息化管理,2017 年重庆

市开发了一套本地实物地质资料查询系统,系统功能主要有

数据管理、数据查询及数据导入这三项,但总体利用率较低。
近年来,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建设了全国实物地质资

料目录数据库,对建库技术标准和采集软件进行统一,重庆

每年按照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要求,对新筛选的Ⅱ类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及时采集、录入、汇总、检查、整理、更新,
并将提交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通过全国数字岩芯平

台统一公开发布和服务利用。 截至目前累计采集入库 113
个地质项目。
2. 3. 3　 Ⅱ类岩芯实物地质资料数字化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岩心数字化与

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2021 年重庆启动了Ⅱ类岩芯实物地

质资料数字化工作,该项工作以全市实物地质资料清理结果

为依据,按照《实物地质资料清理工作指南》、《实物地质资

料整理技术工作方法》、《岩心扫描技术方法》、《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管理技术要求》等技术要求,拟对现存Ⅰ、Ⅱ类保管为

优的 12210
 

m 岩矿芯搬运入库,并进行数字化。 该项工作启

动以来,目前已完成 8634
 

mⅡ类岩芯接收入库,2313
 

m 岩芯

清理及更换装具,1010. 63
 

m 纵切面数字化扫描,325. 5
 

m 外

表面数字化扫描工作。
3　 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中的难点

近年来,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虽然有一定成

效,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如馆藏机构职能的不明确、实物库房

的建设缓慢、人员经费的缺失等,相较已进入“强化管理”阶

段的省、市、自治区,重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总体滞后,
在“基础管理”阶段还存在着以下亟需解决的难点。
3. 1　 市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馆藏机构建设滞后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规定,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工作由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开展,长期以来,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档案馆承担着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相关工作,但馆

藏职能职责上并未明确,造成后期的管理工作开展难度大,
经费及人员申报也困难,馆藏机构建设的缺位,制约着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开展。 库房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基

础,虽然市级库房建设工作一直在筹备,但由于各种原因,至
今尚在可研立项报批阶段,在市级库房建设期间,重庆一直

无临时市级实物库房保障,造成新筛选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

以及全市清理盘点划分的Ⅰ、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得不到妥善

的保管,进而有损毁情况发生,同时也影响着新筛选Ⅱ类实

物地质资料工作。 此外,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按照甲级

(含)以上要求建设,2021 年虽然将岩芯数字化工作场所改

造成了临时库房,但库房与停车场

共用,距甲级标准相去甚远,温度、
湿度及空间上无法满足不同类型实

物地质资料保管需要,库房容量也

有限,不能接收全市所有Ⅱ类实物

地质资料入库,设施设备的配置上,
也无自动化仓储设备和搬运设备,
实物进出库整理等全靠人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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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设施设备不能满足管理要求。
3. 2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无专项经费保障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经费应纳入地方预算,但重庆一

直无稳定经费来源,不能保障日常运行工作需要。 实物地质

资料库房的建设维护、实体资料的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等

等,这些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受历史因素和预算

“零增长”制约,加之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未被纳入规划和

自然资源工作计划中,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又属于投入大、周
期长、经济效益见效慢的工作,单独设立专项资金很难。 在

没有稳定经费情况下,造成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开展的不

平衡,国家要求开展的重要钻孔建库、岩芯数字化等工作因

有相关经费保障顺利开展,基础汇交保管等工作却无人问

津。 人员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由负责成果、原始资料的 5
名工作人员兼管,能真正参与到实物地质资料相关工作中的

人寥寥无几,这与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配备 20 人以上的

标准悬殊,且专业人才匮乏,实物地质资料的基础管理工作

开展困难,服务和研究无从谈起。 基层地勘单位以经济效益

为主,更是无人管理,库房中已损毁和有损毁风险的实物地

质资料,无人过问和排查,相关情况也无人报告,更不采取具

体的补救措施,对无法找到相应信息的实物地质资料,无人

补充信息,随着项目组解散,成为死档。 这些都严重制约着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业务发展。
3. 3　 矿业权人和项目承担单位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意识淡薄
　 　 一直以来,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和保管是地质资料管理

薄弱环节,除了受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影响外,还有以下几方

面原因:一是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工作起步晚,《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未得到有效的宣传和指导,汇
交人认识不到位,造成汇交人汇交意识淡薄,损坏及不按规

定汇交实物地质资料,没有相应的惩戒措施,无正面引导和

负面警示作用。 二是实物地质资料汇交具体要求未落实到

项目负责人,汇交人不了解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的渠道、方式、
流程和内容,造成汇交人及馆藏机构信息不对称,在汇交成

果地质资料时再报送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很多实物地质

资料已经损毁,造成无法再汇交。 三是项目承担单位主要以

经济效益为主,实物地质资料汇交难免产生费用,特别是钻

孔产生的岩芯、矿芯,由于大部分都产生于山间林地,交通运

输条件有限,运输和保存成本过高,汇交人疲于汇交,在通过

野外验收以后,就对其进行掩埋或遗弃。 四是重庆无市级库

房,筛选成功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仍由项目承担单位保管,
汇交人保管实物地质资料能力有限,虽然个别地勘单位有自

己的库房,但大多数都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甚至垮塌,且没

有专职人员管理库房,也无专项经费保管,汇交人存在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保管。
3. 4　 实物地质资料收藏缺乏统一规划

重庆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工作起步晚,很多实物地质资料

都没有走筛选流程,已被汇交人自行处置,近两年筛选工作

对有实物地质资料产生的项目都很慎重,基本能筛选入Ⅱ类

的,都以先选取为原则,有可能会导致筛选量过大,增加管理

负担。 此外,筛选过程中主要是根据汇交人报的实物地质资

料目录清单进行筛选,没有从重庆区域地质矿产全局和重点

重大项目、特色项目出发,也没有将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工

作手段、优势矿种、同一矿种不同成因、矿产资源分布特征等

有机结合在一起,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筛选比例不合理,出
现有些类别的实物地质资料筛选过多,有些类别的实物地质

资料又不足。 总的来说,不管是现在租赁的,还是新建的实

物地质资料库房,库房容量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库房容量

下,如何形成有效的馆藏体系,到底应该收藏哪些实物地质

资料,这都不可避免需要统一的收藏规划,指导后期实物地

质资料筛选工作,进而调整整个馆藏的收藏体系。
4　 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水平提升对策

刘向东等(2018,2021a,2021b)和张志伟等(2021)对瑞典

及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的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和服

务、实物地质资料的共享和科普进行了论述,值得重庆借鉴。
 

4. 1　 加强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
馆藏机构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实物

地质资料与其他档案资料不同,它类型多样、数量大、体积

大、质量重,需要有专门的库房和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保管

(张敬斯,2015),没有到位的库房及设施设备,实物地质资料

汇交工作难、保管工作难、服务利用工作更无从谈起。 一是

加快推进市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的建设,在新库房投入使用

前,科学规范管理临时库房,优先配备重要的设施设备,如叉

车等起重设备,方便实物地质资料的入库、搬运和管理,有效

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另外可结合市级库房建设进度,适当配

备仓储架,节约临时库房存储空间。 二是配备专门的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部门,落实《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明确的市级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职能职责,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三是在临

时库房条件允许下,尽可能对新增Ⅱ类实物地质资料全部接

收入库,对历史筛选的Ⅱ类实物地质资料逐步接收入库,防
止Ⅱ类实物地质资料的再次损毁和流失。 四是鼓励有条件

的地勘单位在做好本单位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工作前提下,支
持和参与市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起好带头示范作用。
4. 2　 落实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专项资金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专用设备、管
理人员,这些都需要有经费作为支撑。 按照《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法》规定省级馆藏机构建设和运行费用应列入地方预

算,建议在每年的地质资料管理资金预算中编报,将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经费纳入其中。 目前,重庆市已租赁临时实物地

质资料库房,管理经费的落实是保障实物库房正常运转的关

键,是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是保障提供服务利用的关

键。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建设要求,直接从事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工作的人员年龄、学历、专业结构合理,要有地质、档
案、计算机等不同专业人员,建议结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

作实际,先配备筛选采集、整理入库、库房管理等专职人员,
满足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日常工作。 地勘单位项目预算编制,
充分考虑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汇交、相应装具等各种经费,确
保实物地质资料产生后能妥善保管以及后期汇交工作能顺

利开展。 此外,单位预算编制,争取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专项

资金,落实单位专职库管人员,定期检查本单位保管的实物

地质资料,及时汇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实物地质资料

的损毁和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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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理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体系
严格执行实物地质资料分类筛选、分级保管制度,明确

主管部门、馆藏机构、项目审查单位、项目承担单位等相关单

位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和应尽义务,市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实物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利用监

督管理,推进市级实物地质资料库房建设,保障馆藏机构运

行费用等;馆藏机构负责实物地质资料筛选、采集、验收、整
理、保管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利用,建立健全馆藏机构汇交、
保管、利用制度等,规范实物地质资料汇交流程,畅通汇交渠

道;项目审查单位积极配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强化项

目管理,将野外验收工作与实物筛选采集工作相结合,未经

筛选的实物地质资料,野外验收通过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能随意处置;项目承担单位主动履行汇交义务,在汇交成果

地质资料前,主动向馆藏机构报送《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

单》,经馆藏机构筛选采集后,分别按照Ⅰ、Ⅱ、Ⅲ类实物地质

资料对应方式执行。 加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的宣传贯

彻力度,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加强各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强化

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和汇交责任,提高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
4. 4　 编制重庆市实物地质资料收藏规划

重庆市级库房未建成,库房规模不能确定,但为了避免

实物地质资料收集的盲目性,高效利用已有库房,使后期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开展有的放矢,有必要编制实物地质资

料收藏规划。 一是明确馆藏机构的收藏定位和收藏原则,要
能反映全市总体地质特征和矿产资源条件,显示重大地质工

作成果及地质科学创新成果,在全市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
殊性,可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项目类型、主要优势矿种及矿

床地质特征等;二是搭建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体系结构和框

架,结合重庆市地质矿产特征及开展的重大地质项目,确定

各种地质工作类型形成的不同类别实物地质资料的收藏比

例,如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水文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勘

查、地热勘查等各种类别的大致比例,其中矿产勘查类别又

可结合重庆非金属矿产多、金属矿产少矿产资源状况,具体

确定如锰矿、铝土矿、汞矿、锶矿等几个优势矿种的收藏量,
保障库藏实物地质资料的系统性及数量的适度性。 通过收

藏规划的编制,促进馆藏机构业务发展,提高实物地质资料

附加值,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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