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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成果、原始地质资料汇交范围 

 
地质资料类型 成果地质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 

一、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各种比例尺的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其地质图、矿产图。 

各种原始测试数据、鉴定结果、
测量结果数据汇总表（含数据
库），实际材料图，主干剖面实
测和修测剖面图，物化探、重砂
成果图。 

二、矿产地
质资料 

矿产勘查地质
资料 

各类矿产勘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报告。 

工程布置图、钻孔柱状图，重要
槽探、坑探、井探图，各种岩矿
测试、分析数据汇总表（或数据
库），各类测量结果数据汇总表，
有关物探、化探原始地质资料。 

矿产开发地质
资料 

各类矿山生产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矿山闭坑地质
报告。 

各中段采空区平面图、剖面图，
探采对比资料，各类测量结果数
据汇总表（或数据库）。 

三、海岸带地质资料 
海岸带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地形地貌调查报告、地质调查报
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报告、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调查报告及海域钻井（完井）地质报告。 

各类工程布置图，实际材料图和
实测资料，各类野外原始记录，
各类原始测试分析数据、各类测
量结果数据汇总表，有关物探、
化探、遥感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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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类型 成果地质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 

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

1．区域的或国土整治、国土规划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调查报告和地下水资源评价、地下水动态监测报告。 

2．大中型城市、重要能源和工业基地、港口和县以上农田

的重要供水水源地的地质勘察报告。 

3．地质情况复杂的铁路干线，大中型水库、水坝，大型水

电站、火电站、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工程的地下储

库、洞（硐）室，主要江河的铁路、公路特大桥，地下铁道、

六公里以上的长隧道，大中型港口码头、通航建筑物工程等

国家重要工程技术设计阶段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报

告。 

4．单独编写的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报告，地下热水、

矿泉水等专门性水文地质报告以及岩溶地质报告。 

5．重要的小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1．水文地质资料：各类工程布置

平面图，所有钻孔柱状图，各类

试验、测试、监测原始数据、测

量结果数据汇总表，有关物探、

化探原始资料。 

2．工程地质资料：软土地区钻进

基岩钻孔柱状图、不良地质工点

控制性钻孔柱状图、深度超过30

米的钻孔柱状图，实际材料图，

各类工程布置图。 

五、物探、化探地质资料 
区域物探、区域化探调查报告；物探、化探普查、详查报告；

遥感地质报告及与重要经济建设区、重点工程项目和与大中

城市的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工作有关的物探、化探报告。

各类测量、分析测试原始数据汇

总表（含数据库），实际材料图。 

六、环境地质、灾害地质资料

1．地下水污染区域、地下水人工补给、地下水环境背景值、

地方病区等水文地质调查报告。 
2．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面开裂及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调查报告。 
3．建设工程引起的地质环境变化的专题调查报告，重大工

程和经济区的环境地质调查评价报告等。 
4．地下水水位、水质及地面沉降等地质环境监测报告。 
5．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报告。 

各类工程布置图、实际材料图、

钻孔综合成果图，各种调查、测

试、监测原始数据及测量结果数

据汇总表（含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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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类型 成果地质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 
七、地震地质资料 地震地质调查报告，地震地质考察报告，地震地质研究报告。  

八、地质、矿产科学研究及

其他地质资料 

1．经国家和省一级成果登记的各类地质、矿产科研成果报

告及各种区域性图件。 
2．矿产产地资料汇编、矿产储量表、成矿远景区划、矿产

资源总量预测、矿产资源分析以及地质志、矿产志等综合资

料。 
3．旅游地质、农业地质、深部地质、第四纪地质、新构造

运动以及土壤、沼泽调查等地质报告。 

实际材料图、重要的原始测试、

分析数据、样品位置的空间数据

汇总表（含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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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苏省原始地质资料汇交细目 

 
地质工作手段 原始地质资料汇交细目 

一、路线地质填图与调查 实际材料图、路线地质小结 、各种调查表、照片和录像。 

二、地质剖面测量 实测地质剖面记录表、实测剖面图、综合地质柱状图、剖面地质小结、照片和录像。 

三、遥感解译 
遥感原始数据、遥感影像图、遥感解译图、遥感异常图、遥感地质解译文字材料、典型影像

图册、野外验证材料和相关照片录像资料。 

四、测量（地形测绘） 
控制网分布图、控制点成果表、地质勘探工程测量成果表、矿区地形图、控制点（网）观测

记录、测量观测数据与计算表。 

五、钻探工程 

钻孔柱状图、孔深及弯曲度测量记录、钻孔地质记录表、钻孔工作小结、岩矿芯音像记录、

钻孔封孔设计和封孔记录表。其中水文地质钻探还应提交简易水文观测记录、成井记录、抽

水试验原始记录、固井与封孔记录。 

六、山地工程 
槽、井、硐（坑道）探地质编录记录（表、簿）、工程编录中的影像资料、工程素描图、采

样平面图。 

七、监测 观测点分布图、各类观测点的记录及动态曲线。 

八、物探

测量 

重力测量 
测量控制网平差报告、重力基点网平差报告、重力基点档案、布格重力异常成果（含测点平

面坐标、高程、重力值、近中远区地改值及布格异常值）。 

地面磁法测量 基点选择及基点T0值测定记录、磁异常成果（含测点平面坐标、高程、总场值及磁异常值等）。 

航空磁法测量 

航磁测量成果数据文件（含点测量成果、飞行高度、总场值、航磁异常值等）、说明航磁导

航定位、测高、磁补偿、飞行高度等精度或者灵敏度的记录、数据处理报告。其他的航空物

探工作参照航空磁法测量的汇交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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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手段 原始地质资料汇交细目 

 

电法测量 

1．测深类电法（大地电磁测深、地面瞬变电磁法、可控源声频大地电磁法、电阻率测深法、

电偶源频率电磁测深法）：汇交测点测量成果表、原始观测数据及对应原始曲线图集、资料

（数据）整理（处理）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与图表。 

2．直流电法（时间域激发极化法、直流充电法）：汇交测点测量成果表、原始观测数据、

整理后观测结果（含视电阻率计算结果）。 

地震测量 
物理点测量成果表、观测系统图、原始观测数据及相关图件、常规处理项目及情况表与特殊

处理项目内容表。 

地球物理测井 测井通知书、单孔原始测井数据及原始曲线图。 

放射性测量 放射性本底测量记录、观测数据及统计整理结果（含图表），异常登记和验证相关记录。 

九、化探测量（岩石测量、土

壤测量、水系沉积物测量、水

化学测量、多目标测量） 

实际材料图、数据汇总表（含点号、线号、图幅号、送样号、检验编号、平面坐标及各元素

分析值），样品分析报告及质量评估报告。 

其他气体测量、地电化学、地气化学测量、活动态测量、浅钻化探、井中取样等参考化探测

量汇交范围。 

十、实验测试 各类样品（试验场）分析、测试、鉴定结果报告（含数据、照片、图版、计算图表）。 

十一、地质综合及数据库建设 各类地质要素属性采集表或采集记录、地理底图编绘方案、说明书文字底稿。 

十二、其他工作手段 
野外观测仪器记录数据、野外工作人员记录的数据和图片、野外工作使用的基准参考、相关

的数据记录表、数据处理报告，野外验收文据、野外工作总结等。 

说明：1．汇交细目按照工作手段确定，一个地质工作中涉及多种工作手段，需按照每种工作手段的细目汇交。 

2．细目中内容如果已经在成果资料里以文、图、表、数据库的形式体现，可不再汇交。 

3．开展样品采集的地质工作，需汇交样品采集登记表，可按照项目整体汇总汇交。 

4．采用野外数字化采集方法形成的原始资料应全部汇交。 



 

— 16 — 

附件3 

 

江苏省实物地质资料汇交范围 

 

一、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实物地质资料。 

二、对我省具代表性、典型性的反映区域地质现象的实物地

质资料。包括反映具有对比意义的地质剖面，古生物化石、地层、

构造、岩石等实物资料。 

三、对我省具有典型性的重要矿床实物地质资料。 

四、在地质资料空白地区实施的基岩地质、第四纪地质、水

文地质钻孔、工程地质岩心资料；在非空白区可以有选择的保留

部分重要地层层位岩心资料。 

五、固体矿产调查的实物地质资料。 

六、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副样。 

七、其他地质资料。包括海岸带地质、旅游地质、农业地质、

深部地质、第四纪地质、新构造运动以及土壤调查等取得的实物

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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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分级表 

 

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一、 
馆舍 
建筑 

总体要求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有独立建造、自成体
系的独栋地质资料馆舍。 

√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所在建筑应符合《档
案馆建筑设计规范》中甲级档案馆的建
设要求（包括防火、防震、防雷等级、
馆址选择、建筑设计、档案防护、防火
设计、建筑设备等）。 

√ √ √ √   

库房 

设置独立资料库房和电磁介质库房，各
库房集中布置，自成一区。库区内不应
设置其它用房，其它用房之间的交通也
不得穿越库区。库房内的保管条件应符
合防盗、防光、防高（低）温、防火、
防潮、防水、防尘、防污染、防紫外线
照射、防有害生物等十防要求。与库房
有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挂在库房内或库
房附近适宜且醒目的位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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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库房温湿度应符合国家要求。纸质地质
资料库房的温度宜控制在14℃－24℃
范围内，每昼夜允许波动范围为±2℃；
相对湿度宜控制在45%－60%范围内，
每昼夜允许波动范围为±5%。电磁介质
库房的温度宜控制在17℃－20℃ ，相对
湿度宜控制在35%－45%。 

√ √ √ √ √ √ 

库房使用面积（平方米） ≥3000 ≥1500 ≥700 ≥200 ≥100 ≥50 
满足未来20年地质资料入库余额（余额=
（过去20年应由该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保
存的资料所占用的总面积或总容量）×
余额参数） 

√ √ √ √ √ √ 

余额参数 300% 300% 200% 200% 150% 150% 

业务、技
术与办公
用房 

有地质资料接收室、电子数据接收室、
资料整理室。 

√ √ √ √ √ √ 

有编目室、数据加工室、裱糊室和数字
化工作用房。 

√ √ √ √   

有专用机房、专用资料消毒杀虫室、扫
描打印室和静电复印室。 

√ √ √    

业务、技术与办公用房使用面积（平方
米） 

≥3000 ≥1500 ≥700 ≥200 ≥100 ≥50 

查阅资料
用房 

查阅资料用房使用面积（平方米） ≥2000 ≥1000 ≥500 ≥200 ≥100 ≥50 
有目录室、查阅登记室、有普通阅览室。 √ √ √ √ √ √ 
有电子阅览室。 √ √ √ √   
有涉密资料阅览室、阅者休息室、展览
厅、报告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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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二、 
设施 
与设 
备 

馆舍建筑
中的设施
与设备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所在建筑应配备《档
案馆建筑设计规范》中要求的各项设施
与设备。 

√ √ √ √ √  

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中甲级档
案馆建设要求的各项设施和设备。 

√ √ √ √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所在建筑应设防盗报
警及视屏监视系统。 

√ √ √    

库房中的设
施与设备 

配备有防火、防盗、防虫等设施和设备。 √ √ √ √ √  
配备火灾自动报警设施和惰性气体灭火
系统。 

√ √ √ √   

配备实时监控和恒温恒湿设备。 √ √ √    

业务、技
术与办公
用房的设
施与设备 

配备开展资料日常工作所需的相关设
备。 

√ √ √ √ √ √ 

配备服务器、数字资源加工设备、TB级
存储设备、建立局域网和互联网网站建
设等需要的网络设备，并能根据新业务
的发展需要有计划地添置新设备。 

√ √ √ √   

配备灭火系统，应采用水喷雾灭火系统
或非卤代烷灭火系统。 

√ √ √ √   

静电复印室中应设置有独立的机械排风
装置。 

√ √ √    

查阅资料
用房的设
施与设备 

资料阅览室内应设置自动防盗监控系
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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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三、 
人员 

编制 
直接从事地质资料业务工作的正式编制

（人）。 
≥120 ≥60 ≥30 ≥15 ≥10 ≥5 

结构 

年龄、学历、专业结构合理，有地质、

档案、计算机等不同专业人员。 
√ √ √ √ √  

中、高级职称或本科学历以上技术人员

应占总人数的50%以上。 
√ √ √    

四、 
经费 

预算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日常运行经费预算

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 √ √ √   

数额 

应能够足额保障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日常

运行和基础性地质资料工作的正常开

展，并应随年度、馆藏规模、资料利用

情况等变化而增加。 

√ √ √ √ √ √ 

五、 
馆藏 

排架与资
料数量二
选一 

排架长度（延米） ≥10000 ≥5000 ≥2000 ≥1000 ≥500 ≥200 

馆藏地质资料数量（档） ≥100000 ≥50000 ≥10000 ≥6000 ≥5000 ≥2000 

六、 
业务 
工作 

制度建设 
建立建全各项规章制度，至少有基本的

接收、整理、安全保管、保密和利用等

制度，且各项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 √ √ √ √ √ 

接收、验
收与转送 

按各项规章制度要求，接收、验收汇交

的地质资料。 
√ √ √ √   

按规定转送地质资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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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整理与保管 

馆藏资料整理规范。 √ √ √ √ √ √ 

对各种介质的地质资料安全有序保管，对
馆藏数字资料进行备份，按有关电子文件
管理规范开展多套介质离线备份，对备份
介质进行安全有序的管理，实行备份介质
异地保存或馆藏数据异地备份。 

√ √ √ √ √ √ 

建立馆藏全部资料案卷级目录数据库和
文件级目录数据库。 

√ √ √ √ √ √ 

开展地质资料扫描数字化、矢量化等不
同层次和形式的数字资料加工。 

√ √ √ √ √ √ 

馆藏资料数字化程度（含矢量化）应达
到90%以上，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布
可公开的数字化成果，建立馆内局域网，
建立和维护地质资料管理系统。 

√ √ √    

对破损资料开展修复。 √ √ √ √   

资料利用
与编研 

按国家法律法规提供地质资料服务。 √ √ √ √ √ √ 

建立和维护地质资料馆内服务系统，建
立和维护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网络系统，
提供地质资料社会化网络服务，有独立
网站。 

√ √ √    

提供资料目录在互联网上的查询服务，
开展对地质资料的综合研究。 

√ √ √ √   

每年编辑专题汇编或为领导决策服务的
专题材料数量。 

≥3 ≥3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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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特 
一 
级 

特 
二 
级 

甲 
一 
级 

甲 
二 
级 

乙 
一 
级 

乙 
二 
级 

交流与培训 
有计划地对资料工作人员开展培训。 √ √ √ √ √ √ 
对外有业务指导、业务培训的能力。 √ √ √ √   
每年参加的交流活动数量。 ≥3 ≥3 ≥2 ≥2 ≥1 ≥1 

编报年报 
次年1月底前编写本年度地质资料保管
和利用年报，并上报自然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 

√ √ √ √   

保密管理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各项保密管理法规
制度。 
组建保密委员会，妥善管理本机构的涉
密地质资料。处理涉密地质资料的电脑、
移动硬盘等设备应有明确标记，不能与
非密设备混用，涉密电脑和移动硬盘不
能连接互联网，涉密网与互联网应物理
隔离。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