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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基础地质数据建设和维护目标是：补充

更新已建各类基础地质数据库，提高数据管理和维护

水平，确保数据库现势性和稳定运行，确保地质调查

数据的可持续性发展；创新数据管理方式和手段；对

公益性地质数据进行综合、整理和二次开发，为地质

调查信息化建设和数据资料社会化服务，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为开展国家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研究工作

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其具体内容为建设和维护 1∶5 万

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1∶25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

库、1∶20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东北地区矿产地

数据库、东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东北地区区域

重力数据库、东北地区地球化学数据库等，保证东北地

区基础地学数据库稳定运行；继续开展区域地质图空

间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参与地质调查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建设，并按照统一标准开展东北地区相关数据库的

集成与整合.

1 主要进展与成果

1.1 1∶5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

基于先进、实用的地质调查数据库模型技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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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sic geological databases of Northeast China involves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spatial database,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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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地区基础地质数据库建设与维护是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建各类基础地质数据库（包含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矿产地数

据库、工作程度数据库、地球化学数据库等）基础上做进一步维护建设，保证数据库现势性和稳定运行，创新数据管理方式和手

段，提高数据管理和维护水平，对公益性地质数据进行综合、整理和二次开发，为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和数据资料社会化服务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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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流，在目前推广应用数字填图技术数据模型的

基础上，依据《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髴，应用现代计

算机技术、空间数据管理技术和信息共享技术，对传统

填图和数字填图完成的 1∶5 万地质图成果数据进行综

合整理，建立全国 1∶5 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元数

据库及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而达到科

学化、系统化、数字化的汇总和管理.
1∶5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数据质量必须满

足《1∶5 万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与实施细则》髵相关标

准，严格规范地执行空间数据库建库工作方法、流程与

技术路线. 在建立空间数据库的工作中，形成并规范空

间数据库建库工作方法, 保证了空间数据质量在数学

基础、空间精度、空间数据标准化程度、图元录入质量、
图形分层、拓扑一致性、结点关系、属性精度、代码一致

性、图元编码、属性与图元对应等方面具有坚实可靠的

基础，确保了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可复查性和

再研究性，工作成果质量符合技术要求. 截至 2011 年，

东北地区已完成 1∶5 万区调图幅数总计 382 幅 （不包

含数字填图系统区调图幅），从 2000～2011 年，每年部

署建库任务见表 1. 目前东北地区 1∶5 万区域地质图

空间数据库已经完成数据库建设 341 幅 （见图 1），其

中黑龙江省 2008 年底完成了本省图幅建库.
1.2 1∶20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

建库工作从 1995～2002 年，涉及地质专业内容范

围广，参加单位及人员多. 由于地质大调查前后两个

阶段任务目标不同，地质大调查开始后对建设空间

数据库的目的认识不同等多种因素，即建库目的是

面向应用还是面向资料保存，致使原资料处理过程

中形成两种情况：进行地层清理的图幅和未进行地层

清理的图幅.
2000 年以前建库的图幅多数是进行了地层清理

与套改，而 2001 年以后则为与原图一致的图幅. 东北

三省地层清理套改情况见表 2.
（1）未进行地层清理套改的图幅（与原图一致）

原图质量：1∶20 万区调报告及地质图分别由东北

地区各省区调队在历时 30 多年时间内共同完成.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填图或图幅分幅也不甚规范；

60 年代中晚期至 70 年代末填图内容比较粗；而 70 年

代末至 80 年代以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研究程度和填

图质量较高.
资料处理原则及方法：遵照原图，基本保持原貌，

只对出版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进行修改.
（2）进行地层清理套改的图幅

资料处理原则及方法：汲取和学习国际科学领域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特别是区调地质工作中基

础地层学应用多重性概念进行地层对比研究，对以往

所建立的地层单位进行研究和清理，重新鉴定各时代

地层单位含义、层次类型与特征，查清或清除同名异

物，清理长期沿用不规范的地层单位等.
2006～2010 年因相关项目需要，重新对 1∶20 万地

质图数据库做了维护. 工作包括 2 个方面：一方面对于

套改的图幅，需要按照“原汁原味”的原则进行重新建

库；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套改的图幅需要替换成统一的

系统库. 数据库维护工作量情况见表 3.
1.3 1∶25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

采用的数据模型是根据地质调查数据产品生产的

需要及以往数据模型建模的实践，基于地理信息应用模

式规则（ISO 19109）和地理信息空间模式（ISO 19107），

以 ESRI 的地理数据库描述框架、UML 和关系数据库规

范化理论为基础，采用面向对象（地理数据库模型）的

建模技术，在空间数据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反映

数字地质图数据（实体）、数据（实体）之间的联系以及

髴中国地质调查局编制. 2006.
髵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编制. 2009.

表 1 1∶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工作图幅任务详表

Table 1 Constructing progress of the 1∶50 000 geological spatial database

省名 区调图幅 未建库图幅

黑龙江 66

吉林 156 20

辽宁 160 21

2 4 4 8 15 14 12 7

5 4 10 14 24 17 15 12 35

3 4 10 15 14 24 16 15 13 25

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表 2 1∶20 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东北三省建库图幅情况表

Table 2 Constructing progress of the 1∶200 000 geological
spatial database

省名
1∶20 万地质图

建库图幅数

已进行地层清理

套改图幅数

未地进行层清理

套改图幅数

黑龙江 50 35 15

吉林 31 31

辽宁 30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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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语义约束规则的数据模型. 该数据模型用 15 个基

本要素类、8 个综合要素类、12 个对象类和 5 个独立要

素类来表达地质图信息.
2005～2008 年，对东北地区的 1∶25 万区域地质调

查成果地质图（截至 2006 年已汇交）进行数据库建设，

共完成 23 个图幅（见图 2）. 建库依据《地质图空间数

据库标准》髴，采用一体化数据组织、存储和管理技术，

对传统填图和数字填图完成的 1∶25 万地质图成果数

据进行综合整理，建立统一的空间数据库.
1.4 东北地区矿产地数据库

图 1 东北地区 1∶5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工作程度图

Fig. 1 Working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1∶50 000 Regional Geolegical Spatial Database of Northeast China
1—2001 年以前区调工作区；2—2002～2005 年区调部署区；3—2003 年以前数字化图幅；4—2003 年数字化部署图幅；5—2004 年数字化图幅；6—2005
年数字化部署图幅；7—2006 年数字化图幅；8—2007 年数字化部署图幅；9—2008 年数字化图幅；10—2009 年数字化部署图幅；11—2010 年数字化图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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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于 1999 年启动，2002 年分省建立矿产地数

据库并完成验收，2003～2004 年各省对本省提交的矿

产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维护和更新. 全国有关地勘单

位的矿产地数据库建设于 2001 年启动，2004 年 12 月

提交工作成果. 2005～2006 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全

国地矿系统等有关地勘单位所建的矿产地数据库进行

集成维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国矿产地数据库. 目前

已完成了东北地区包括原地矿系统和有色、冶金、煤
炭、核工业、化工、建材、武警黄金等部门各矿种在内的

大中小型矿床、矿点及重要矿化点信息，资料截止日期

为 1999 年.
2007 年因项目需要，按照相关技术要求继续收集

整理各省 2000 年以来发现的大中小型矿床、矿点和矿

化点信息，补充完善各省原来的矿产地数据库. 截至

2010 年底，完成情况如表 4.

1.5 东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2004 年完成的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较全面

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全国 20 世纪的地质成果资料，建

立了 1901～2000 年我国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地
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调查、水文地质

调查、工程地质调查、环境地质调查和海洋地质调查工

作程度和包括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有稀土

金属等矿产、分散元素矿产、放射性矿产、冶金辅助原料

矿产、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

产、地下水和地下热水资源、能源矿产等信息的全国地

质工作程度空间数据库，资料截止时间为 2000 年.
2007 年继续收集、整理 2000 年以来各相关地质

工作资料，补充完善原来完成的“地质工作程度数据

库”. 2008～2010 年对其进行了维护（见表 5）.

1.6 东北地区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各自建立了省级区域地

球化学数据库，汇集了 2002 年以前开展的 1∶20 万和 1∶
50 万水系沉积物样品数据，包括 1∶20 万比例尺的 4 km2

一个组合样，以及 1∶50 万比例尺的 16～32 km2 单点样的

39 种元素和氧化物数据. 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管理系

统具有数据库管理、可视化图形显示与数据检索、地球

化学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转换和成果图示与输出等

功能. 现有的东北地区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由于是以

1∶20 万分幅的数据，没有进行统一的调平，须经处理后

才能进行区域性的资料处理和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
2008～2009 年对其进行了维护，更新了黑龙江省地球

化学分析成果数据 4174 条（见图 3）.
1.7 东北地区区域自然重砂数据库

截至 1999 年，东北地区建立了全区和省级 1∶20
万自然重砂数据库，系统收集整理了 1∶20 万区域地质

表 3 1∶20 万地质图数据库维护工作量表

Table 3 Amount of maintenance for the 1∶200 000 geologic
map database

省名 整幅总数 重新建库图幅 替换统一系统库

黑龙江 70 22 70

吉林 30 30

辽宁 38 38

图 2 东北地区 1∶25 万地质图数据库建设工作程度图

Fig. 2 Working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1∶250000 Geological
Map Database of Northease China

1—2005 年部署；2—2006 年部署；3—2008 年部署

表 4 矿产地数据库维护工作量一览表

Table 4 Amount of maintenance for the mineral site database

斜线前为 2008～2010 年更新数据，斜线后为全部数据.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272 / 1422 398 / 836 183 / 913

表 5 工作程度数据库维护工作量一览表

Table 5 Amount of maintenance for the working
progress database

斜线前为 2008～2010 年更新数据，斜线后为全部数据.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901 / 2846 746 / 2841 539 /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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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北地区地球化学数据库数据维护分布图

Fig. 3 Working progress of maintenance of the Geochemistry Database of Northease China
1—全国库数据；2—更新数据；3—有工作程度需下一步更新数据

调查和部分 1∶20 万区域化探测量工作中所采集的自

然重砂样品分析鉴定资料. 按照统一标准完成了 1∶20
万图幅的自然重砂数据库建设，包括图幅基本信息数

据文件、样品基本信息数据文件、重砂鉴定结果数据文

件、重砂鉴定结果不定量值的表示方法和量化值的数

据文件. 自然重砂数据库系统提供按各级行政区划（最

小行政区划为县）、各种比例尺标准图幅（1∶25 万、1∶20

万、1∶5 万）、任意范围、缓冲区等多种空间数据查询. 可

以根据单矿物名、组合矿物、矿物含量值或含量区间值

等实现属性查询. 系统提供各种专业图形处理、表达手

段，包括数据统计、数据标准化、异常计算、图形表达、
异常处理等，提供等值线图、矿物分布图（可按不同含

量级别）、条形图、八卦图等常规重砂矿物异常表示方

法. 2008～2009 年对其进行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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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东北地区区域重力数据库

区域重力数据库涉及的基础资料是 1∶20 万、1∶100
万区域重力数据. 该库具有数据入库、数据查询、专题

图制作、数据输出及数据库维护等功能，提供了元数

据. 区域重力数据库包括重力基点网数据表、高程数据

表、重力工区参数信息表、工区范围表、重力数据表等

内容. 2008～2009 年对其进行了维护，更新黑龙江省重

力成果数据 2011 条.
1.9 维护的其他数据库

如东北地区区域航磁数据库、遥感影像图数据库、
典型矿床数据库、1∶25 万地理地形图数据库、工作程度

数据库等，主要是对其进行数据的核实、检查.

2 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现状

中国地质调查局虽然在地质数据资源积累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十多个国家级基础地质数据

库和百余个不同地质专题的数据集，基础地质数据资

源的积累达到了相当规模，但是，尚有许多有重要使用

价值的数据资源未完成建库，如大比例尺地质图数据、
地质钻孔数据、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和地学文献数据库

等，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积累远不能满足社会与地质应

用的需求.
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生产了新的大量原始数据

和成果数据，未能及时、全面开展数字化建库工作，又

沉淀了一批需要回溯性整理、建库的信息资源.
加速开展基础地质数据库建设，及时更新、完善已

建立的国家基础数据库并提供服务利用，是当前地质调

查工作，尤其是数字国土工程需要部署的重要工作以及

地质调查成果转化和利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3 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的意义

加强信息资源积累，夯实服务基础，建立完整的国

家级地质数据库体系. 开展有重要利用价值的地质数

据资源建库工作，集成整合各类地质信息资源，形成横

向覆盖各专业领域、纵向跨多比例尺的国家地质数据

库体系. 实现国家地质数据库在统一标准下的一体化

管理和更新维护，为地质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国

土资源全国“一张图”核心数据库提供数据支撑，为地

质信息社会化服务提供数据支撑髴.

4 信息共享服务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地质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应该看到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需求还

不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共享，导致重复

投资和建设，阻碍了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目前

一些部门各自为政以及多年形成的部门条块分割，许

多数据库只是限于本部门、本单位使用，利用效率极

低. 一方面是大量数据闲置，另一方面需要数据的单位

又找不到数据. 这对于很好地发挥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的作用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空间

信息应用的普及和产业发展 ［2］.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空间信息资源的建设分布在不同部门及相关

单位，空间信息不能充分共享；（2）空间信息共享与服

务相关机制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3）目前的元数据标

准制定与数据库建设还是以部门为单位，建立相应的

元数据库，对于国家级层面的元数据信息共享和服务

造成一定的困难；（4）信息采集与服务还是以政府部门

为主，没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

5 思考与建议

从发达国家在信息共享与服务水平方面的经验来

看，推动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应大大提高政府的决策

能力和公众的参与程度，这样才能改善资源利用率，提

高工作效率. 总结国外的经验，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国

家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的联盟机制，打破部门间信息

壁垒. 发达国家在实施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的同时，都

组织了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或联盟机

制，确定严密可行的整体计划和权威的协调机构，明

确各组成成员的职责来保障计划的完成 . 对我国来

说特别需要实现部门间的统筹协调、统一管理和统一

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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