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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建立全国固体矿产资源成矿远景区划数据库 使全国性资源评价规划工作计算机化 也为在新一轮

国家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引入现代新技术新方法打下重要基础 文章应用 ≥ 技术管理空间数据的有效手段 建立

了基于 ≥的区划空间数据库 以助于区划地质成果资料的充分 !有效利用 开发的数据库可以在新一轮全国成矿

远景区划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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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 国家对矿产资源的

需求日益增大 ∀中国矿产资源形势不容乐观 大宗

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度越来越大 国家后备矿产资源

储量不足 老矿山接替资源严重匮乏 急需大力加强

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和开展新一轮全国性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现代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需

要大量引入资源评价新技术 !新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而区域性基础区划数据库的建立则是应用新技术 !

新方法的重要基础 ∀

固体矿产资源成矿远景区划可为国家确定地勘

工作的宏观布局和找矿重点目标区域 是一项全国

性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建国 多年来 由地质

矿产部统一部署开展的全国性区划工作包括全国第

一轮成矿远景区划 全国铁 !铜 !金 !水泥灰岩总量预

测 全国重点矿区和成矿区 带 中 !大比例尺成矿预

测 及全国第二轮成矿远景区划 ∀第二轮成矿远景

区划工作于 年在全国 个省区统一部署进

行 以 级 ! ∏级成矿远景区为单位 选择重点矿种

开展成矿区划及部分重点成矿区中 !大比例尺成矿

预测 共在全国范围内划分出 级 !∏级成矿远景区

带 处 找矿靶区 处 据笔者 新统计

大规模 !大范围地系统调查研究了中国固体矿产资

源成矿远景区的分布状况 所获成果资料和圈定的

成矿远景区 带 内容丰富 资料齐全 !准确 陈毓川

是进行新一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成矿

远景区划的重要基础资料 ∀然而 由于体制上或其

他种种原因 此前并未对这些成果资料建立统一的

全国区划数据库 ∀

≥系统用于采集 !存储 !管理 !描述和分析地

球表面空间及地理分布的有关数据 是一种现代化

的空间信息数据管理分析技术 ∀利用 ≥技术系统

整理 !归类区划成果 进行图件资料数字化 并建立

空间数据库 王勇毅 李永兵 将有助于

充分 !有效地利用现有区划资料 提高资源评价规划

工作效率 为开展现代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奠定基础 ∀

从 年开始 笔者在全面清理和总结历年来全国

性区域成矿远景区划和成矿预测成果资料基础上

开展了区划成果资料数字化及 ≥ 建库工作 通过

深入进行建库内容 !建库流程 !建库标准和系统软件

开发研究 于 年底初步建成第一个全国固体矿

产资源成矿远景区划数据库 ∀本文将讨论数据库建

设的主要过程和关键技术 ∀

 建库数据选择

区划数据库建库数据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第

二轮区划 !总量预测及中 !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报告资

料 二是预测评价成果图件 ∀因此 建库工作内容也

包括两部分 一是将文字报告数字化成电子文档入

库 二是将成果图件数字化 建立基于 ≥的空间数

Ξ 本文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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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并从报告资料中获取空间数据库所需的属性

数据 ∀

区划数据库建库数据来源主要采用和参考了中

国地质科学院区划室保存的 部分全国性区划预测

成果资料 即全国铁 !铜 !金 !水泥灰岩总量预测成果

资料 全国重点矿区和成矿区 带 中 !大比例尺成矿

预测成果资料 以及全国第二轮成矿远景区划及第

二轮区划汇总成果资料 共计 份 ∀通过分析 !评

价 根据资料的工作时间 !重要程度及借阅频率 并

考查原始成果图件的精度 !清晰度及破损情况 对资

料做出进一步取舍 终选取报告 份 图件

幅 ∀入库文字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报告资料中的全

部文字及附表 !插图等 成果图件的具体入库内容包

括图件中矿产 !成矿预测区 带 !化探异常 !重砂异

常 !重力解译 !航磁解译 !遥感解译 !成矿规律 !控矿

构造 !工作部署和工作程度等图层要素 ∀

 数据库标准

地质资料数据库具有对地学空间信息的存储 !

分析 !交换和服务的功能 它的建设和应用涉及地学

各种专业学科类型 且需要不断地进行补充和更新 ∀

因此 进行标准化处理成为建库的必要前提 ∀区划

数据库建库遵循的原则是 在认真分析和选取建库

数据源的基础上 图形数据采用统一的空间参照系

统 属性数据采用统一的编码标准建立数据字典 用

规范化的方式明确界定数据项的内涵与外延 使每

一个专业要素均有明确的定义以及数量和质量指标

陈述澎 黄崇轲 ∀

2 1  空间参照系统

全国区划资料数据库属于空间数据范畴 从空

间位置上讲 任何地质数据都必须纳入一个统一的

空间参照系统 包括坐标系统和投影系统 ∀区划数

据库建库采用的坐标系统为地理坐标系 ∀使用地理

经纬度 坐标既不需要跨带拼接 也能比较精确地

描述地物坐标的差异 同时还可方便地实现各种投

影变换 ∀区划成果图矢量化过程中主要以兰勃特投

影和高斯 克吕格投影方式进行投影变换 实现分幅

图幅拼接和误差校正 并与 Β 万数字地质图数据

库检索的地质地理底图扣合 绘制检查图件 后再

转成经纬度地理坐标数据统一入库 ∀

2 2  编码标准及技术规定

区划数据库的建库严格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要

求的统一标准进行 实行标准化的总原则是 存在国

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工作内容 原则上严格按照有关

标准执行 并向国际相关标准靠拢 ∀

区划数据库编码主要采用了 种国家标准

国家行政区划代码执行5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代码6 × 标准 ∀

国土基础信息内容分类代码执行5国土基

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6标准 ∀

涉及的地质矿产术语执行5地质矿产术语

分类代码 6标准 ∀

区划数据库建库工作中引用如下技术标准

数据库建库工作执行5资源评价工作中地

理信息系统工作细则 ⁄⁄ 6和5空间数据库工

作指南 中国地质调查局 6 ∀

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执行5计算机软件产

品开发文件编制指南 6 !5软件文档管理

指南 × 6 !5信息处理 !程序构造及

其表示的约定 6等相关标准 ∀

计算机软件测试执行5计算机软件单元测

试 × 6 !5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

规范 6等相关标准 ∀

空间数据库图层描述执行5 ≥图层描述数

据内容标准 ⁄⁄ 6 ∀

地质图用色标准原则上采用5地质图用色

标准及用色原则 6标准 不足部分采用

5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 ⁄ × 6标

准 ∀

2 3  数据文件格式规定

数字制图文件格式采用 ° ≥格式 ∀

区划元数据采用 ≤≤∞≥≥格式 ∀

数字区划报告格式采用 • ⁄文件格式 ∀

 数据库组织结构

3 1  数据组织结构

全国固体矿产资源区划数据库系统总体结构如

图 所示 本次共完成了 类全国区划数据的数据

库及元数据库建库 即全国第二轮区划资料 全国

铁 !铜 !金总量预测资料及全国中 !大比例尺成矿预

测资料 ∀其中 前两类数据比例尺为 Β 万 后一

类数据比例尺为 Β 万 ∀

全国矿产资源区划数据库中数据的物理存放结

构按第二轮区划 !总量预测 !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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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区划数据库系统总体结构

ƒ  × ∏ ∏

区划报告及区划资料元数据 类分别归类组织 即

第二轮区划 !总量预测 !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 !区划

报告 类数据按省组织 省下面为具体成果图件图

层文件或报告文本文件 区划资料元数据包括成果

图件元数据及区划报告元数据 ∀全国矿产资源区划

数据库数据的物理存放目录结构如图 所示 ∀

3 2  图层划分

数据分层是根据地质图要素的类别 将数据组

织在不同的层面中 即每个地质图素对应一个图层 ∀

区划数据库成果图数据要素分为 类 即预测区带

区图元 !矿产分布 点图元 !化探成果 区图元 !

重砂成果 区图元 !重力解译 线图元 !航磁解译

线图元 !遥感解译 线图元 !控矿构造 线图元 !

 工作部署 线图元 和工作程度 线图元 ∀

根据区划资料的数据资源状况 将数据分成

个不同的专题类别 即第二轮区划成果数据类 各省

金 !铜 !铁总量预测成果库数据类和重点区带中大比

例成矿预测成果数据类 ∀第二轮区划数据及总量预

测数据涉及全部 个图层 中大比例尺预测数据无

工作程度图层 ∀

3 3  图层的图元编码规则

图元编号是 ≥ 连接图形与属性的关键字 图

元编号采用 位编码方法 由顺序码和识别码 段

构成 前 位为顺序码 后 位为识别码 其中前

位为省代码 后 位为 点 ! 线 ! 区 之一 ∀例

如有图元编号 ≠ 表示该图元为云南省某图

层文件中的一个区图元 具体图层类型通过图层文

件识别 ∀

3 4  图层文件的命名

为了方便系统数据的集成使用和查询 需要对

区划空间数据库的相关图层文件进行统一命名 ∀在

区划成果图建库过程中 对图层文件命名进行了约

定 ∀文件命名时 每个图层对应一个文件名 并遵循

一定的规则 以便图层的分类管理和识别 同时避免

图层文件名的重复 ∀图层文件命名规则如图 所

示 ∀图层文件名由 位字符组成 前 位省代码来

自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6 ×

国家标准中的字母码 表 第 位数据类代

码 ± 为第二轮区划 为总量预测 为中大比例预

测 第 位图件入库比例尺代码 为 Β 万

图  区划数据库物理数据目录结构

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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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Β 万 为 Β 万 为 Β 万 为 Β 万

第 ∗ 位为图名编码 后两位为每个图层的类型

数字编码 表 ∀

图  区划数据库图层文件名命名规则

ƒ  × ∏

表 1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代码表

Ταβλε 1  Χοδεσ οφ προϖινχεσ, αυτονομ ουσρεγιονσ, μ υνιχιπαλιτιεσ

διρεχτλψ υνδερ τηε Χεντραλ Γοϖερνμεντ ανδ σπεχιαλ

αδ μινιστρατιϖε ρεγιονσ

名称 字母码 名称 字母码

北京 湖南

天津 × 广东 ⁄

河北 ∞ 广西 ÷

山西 ≥÷ 海南

内蒙 重庆 ≤ ±

辽宁 四川 ≥≤

吉林 贵州

黑龙江 云南 ≠

上海 ≥ 西藏 ÷

江苏 ≥ 陕西 ≥

浙江 甘肃 ≥

安徽 青海 ±

福建 ƒ 宁夏 ÷

江西 ÷ 新疆 ÷

山东 ≥⁄ 台湾 × •

河南 香港

湖北

表 2  区划数据库图层类型编码

Ταβλε 2  Τηελαψερ τψπε χοδεσιν τηε δαταβασε

图层类型 编码

预测区带图层

矿产分布图层

化探综合异常图层

重砂异常图层

重力解译成果图层

航磁解译成果图层

遥感解译成果图层

工作部署图层

工作程度图层

遥感影象 × 数据图层

控矿构造图层

地质底图图层

图幅修饰图层

  例如 / 贵州省金铝铅锌矿成矿远景区划图0的

图层文件 ± ± × • ° ! ± ± × • ° 中

开头代表贵州省 ± 代表第二轮区划数据类 代

表比例尺为 Β 万 ! 分别代表第二轮区划区

带图层及重砂异常图层 ∀

3 5  区划报告文件命名规则

数字化后的区划报告以 • ⁄文件形式存放

为了避免报告的文件命名产生重复 参照图层文件

命名规则 采用 位编码方法对报告的 • ⁄文件

进行命名 图 ∀

图  区划报告文件名命名规则

ƒ  × ∏

其中第 ! 位为报告类别代码 ± 代表第二轮

区划全省汇总报告 ± 代表第二轮区划各省分区报

告 代表中大比例尺预测报告 代表未区分矿

种总量预测报告 代表金总量预测报告 ≤ 代

表铜总量预测报告 ƒ∞代表铁总量预测报告 ≤ 代

表石灰岩总量预测报告 ∀

3 6  符号库

符号系统是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所有矢量数据都可以采用相应的符号来表示 ∀

符号库分为点状符号库 !线状符号库 !面状符号库及

字库等几种类型 它们都具有一系列的特征 这些特

征包括符号的形状 !大小 !颜色 !角度及比例等 吴信

才 ∀区划数据库中成果图件的地质地理底图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Β 万数字地质图数据库 考

虑到数据的一致性 本数据库的图形符号库沿用

Β 万数字地质图的符号库 并对区划成果图件各

图层主要图元的颜色色标均有专门规定 ∀

 数据库元数据

元数据 是描述数据或数据集的内容 !

质量 !状态和其他特性的数据 它用规范化的语言和

表示方式来全面描述和介绍一个数据库的内容及有

关用户使用须知内容 便于用户查询和判断数据库

的内容和质量 ∀空间元数据是对空间数据集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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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描述 它是按照一定内容标准 !从空间数据集中抽

取出相应的特征而组成的一个特征元素集合 它与

空间数据集一一对应 可以唯一地描述一个空间数

据集 黄崇轲 张庆合 ∀通过空间元数

据 人们不接触空间数据集即可准确了解其各项特

性 ∀区划数据库包括两类空间元数据 成果图件元

数据和资料报告元数据 这两类元数据表采用

≤≤∞≥≥格式建立 表中每条记录代表一个数据集 ∀

4 1  成果图件元数据

区划成果图件元数据表中每个数据集代表一幅

成果图 每幅图又可包含若干图层 ∀表中所含字段

分别是 数据集编号 !数据摘要描述 !数据坐标系统 !

坐标投影参数 !数据格式 !图层数 !图层文件名称 !比

例尺 !数据单位 !资料名称 !图件名称 !资料作者 !出

版日期 !数据录入人 !数字化单位 !负责人 !电子邮

件 ∀其中 数据集编号采用 位编码方法 第 位为

数据类代码 ± 或 第 位为比例尺代码 同前

述 ! 位为各省行政区划字母码 末 位为数据集

顺序号 数据摘要描述给出每幅图包含的具体图层

内容描述 数据坐标系统给出数据入库时采用的坐

标系统 年北京坐标系或 年西安坐标系

坐标投影参数给出数据入库时采用的坐标投影方式

及投影参数 数据格式分为 ≤ ƒ 或 ° ≥

格式 比例尺为成果图件的原图比例尺 资料名称为

图件所属区划报告名称 ∀

4 2  资料报告元数据

区划资料报告元数据表中每个数据集代表一份

资料报告 表中所含字段分别是 资料编号 !资料类

型 !资料名称 !矿种 !密级 !报告份数 !附件份数 !附表

份数 !附图张数 !完成时间 !归档时间 !资料来源 !省

名 !报告作者 !数据录入人 !备注 ∀其中 资料编号采

用前述报告文件名编号 ∀资料类型为 位代码 ±

代表第二轮区划全省汇总报告 ± 代表第二轮区划

分区报告 代表中大比例尺预测报告 代表未

区分矿种总量预测报告 代表金总量预测报告

≤ 代表铜总量预测报告 ƒ∞代表铁总量预测报告

≤ 代表石灰岩总量预测报告 ∀

 数据库图层属性表

地质资料数据库与传统地质资料 !图件的重要

区别 在于地质资料数据库是以地理信息系统理论

为基础 除注重地质 !地理图形实体的空间分布 还

特别注重属性库的作用 所有地质图形要素都有与

之相连的属性库 可以通过属性库获取它的地质属

性特征 ∀因此 在建立地质成果图件 ≥ 空间数据

库时 每个图层都必须建立对应的属性表 并填入地

质属性特征数据 ∀区划数据库共包含 类地质要

素 每类地质要素对应一个图层 ∀

预测区带图层是成矿区划和成矿预测结果的集

中体现 是 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 其属性表字段包

括图元 ⁄!颜色代号 !成矿区带名称 !主攻矿种 !区

带级别 !远景类别 !区带编号 !区带面积 !地理位置 !

大地构造位置 !上级区带名称及编号 !代表性矿床 !

现有矿种 !现有资源量 !主要地层时代 !主要地层 !区

域构造 !岩浆活动时代 !岩浆类型 !地球物理特征 !地

球化学特征 !遥感影像特征 !矿床类型 !主要成矿时

代 !主要容矿地层 !主要蚀变 !主要控矿因素 !主要找

矿标志 !预测评价结论 !预测矿种 !预测资源量 !自然

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 !技术经济条件 !综合利用条件 !

主攻矿床类型 !找矿验证方法组合 !验证手段 !资料

来源 !建库单位 !建库人等 ∀数据库中区带级别包含

∗ ∏级 远景类别分为 ! !≤ 三类 区带编号为

原图上原始区带编号 ∀

矿产图层属性字段涉及每个矿床的编号 !矿床

名称 !行政位置 !经纬度坐标 !成矿域 !大地构造单

元 !成矿时代 !成矿围岩 !矿床类型 !矿床规模 !保有

资源量 !查明资源量 !品位 !矿石量等内容 ∀区划数

据库共包含涉及铁 !铜 !金 !银 !铅 !锌 !钨 !锡等矿种

的大 !中 !小型矿床 个 ∀

化探综合异常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异常

编号 !异常元素组合 列出组成异常的各化学元素 !

工作方法 化探测量方法 !工作比例尺和异常级别 ∀

重砂异常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异常编

号 !重砂矿物组合 列出组成异常的各重砂矿物 !矿

物含量 !异常级别 ∀

重力解译图层及航磁解译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

元 ⁄!异常编号 !解译结果类型 线状构造 !面状构

造或未解译等值线 !要素描述 解译结果具体地质

意义描述 如断裂构造 !基性岩体边界线等 及异常

级别 ∀

遥感解译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异常编

号 !解译结果类型 线形构造 !环形构造 !弧形构造 !

要素描述 解译结果具体地质意义描述 !异常级别 ∀

控矿构造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构造级别

深大断裂 !主要断裂 !一般断裂 !构造性质 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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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逆断层等 !构造产状 ∀

工作部署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工作区名

称 !矿种 !工作区等级 部重点 !省重点 !重点 !工作

方法 区调 !普查 !详查 !勘探 !化探测量 !水系沉积物

测量 !重砂测量 !重力 !地震 !航磁 !地面磁力测量 !电

法 !放射性测量等 !工作时间 !工作比例尺 ∀

工作程度图层属性字段包括图元 ⁄!工作时

间 !工作方法手段 !工作比例尺 !工作单位 !工作目的

如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铜矿普查 !煤田地质调查

等 ∀

区划数据库各图层的属性数据涉及上述 类

实体的地质特征描述及各种编码等 主要通过文字

报告内容摘录和由成果图件图面信息直接读图获

取 ∀其中 成矿预测区图层的属性数据主要来自文

字报告内容摘录 故采取先将属性内容输入到外部

≤≤∞≥≥属性库表中 然后通过设置连接图形与属

性的关键字图元 ⁄ 使用系统程序实现属性库挂

接 完成属性输入 ∀矿产图层与之类似 先在外部建

立包含该图层全部字段的 ≤≤∞≥≥ 矿产数据库表

然后利用相关软件功能 通过表中每个矿产地的经

纬度坐标将矿产转成带有属性的矿产地点图元空间

数据 ∀由于除预测区带和矿产之外 其他图层的属

性数据主要直接来自图面信息读取 故其属性数据

主要通过在屏幕上逐一点开对应图元属性表直接输

值完成 ∀

 建库工作流程

区划数据库实际建库数据源包括两方面资料

一是区划报告资料 二是预测评价成果图件 ∀因此

建库工作内容也包括两部分 一是将文字报告制成

电子文档入库 二是将成果图件数字化建立 ≥ 空

间数据库 并从报告资料中获取空间数据库所需的

属性数据 ∀具体实施中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种区划评

价成果图件的 ≥ 空间数据库 这个过程存在着大

量图件数字化工作 另外 成果图件入库还有大量的

投影变换 !比例尺换算 !误差校正运算 以及来自不

同图件相关内容地质图素的叠置 图件的编辑 !修

改 !更新 图幅间接边处理等工作 这些工作主要依

靠大量计算机制图技术来完成 ∀

经过取舍处理的各省 区 第二轮区划 !总量预

测及中大比例尺预测成果原始图件 比例尺各异 Β

万 ! Β 万 ! Β 万 ! Β 万 ! Β 万 ! Β

万 ! Β 万等 且大部分是分幅图件 建库工作的

主要任务是将以上各图幅中经过挑选的图层图素实

施数字化 并进行各种必要的误差校正 再按照各省

区 的投影方法和参数 经过坐标投影换算扣合到

与各省 区 Β 万数字地质图库对应的地质地理底

图坐标系中 完成分幅图件拼接 然后建立拓扑结

构 ∀图形数据经检查无误后 分别从报告文字资料

和原图中摘取属性数据 通过直接输入和挂接外部

属性表完成空间数据库属性数据的建库 后将全

部空间数据坐标转换成地理 经纬度 坐标入库 建

成全国矿产资源区划数据库 建库工作流程如图

所示 ∀

 数据库管理系统功能

在全国区划数据库管理系统中 数据的物理存

放结构按第二轮区划 !总量预测 !中大比例尺成矿预

测 !区划报告及区划资料元数据分别归类组织 每一

大类按省组织 这种数据组织结构是数据库管理系

统的基础 ∀数据库管理系统可分别按第二轮区划 !

总量预测 !中大比例尺预测及区划资料元数据进行

资源信息的管理 !检索 !浏览 ∀管理系统总体可分成

个主要功能模块 即 系统工程管理模块 !数据可视

化和属性浏览模块 !数据检索模块 ∀

7 1  工程管理模块

提供新建查询工程 !查询的初始化状态参数设

置 !修改初始查询参数以及查询结果的保存与输出

等功能 ∀

7 2  数据可视化和属性浏览模块

支持 ° ≥ 格式文件可视化 包括常规的图

形窗口放大 !缩小 !漫游等常用功能 以及对于图元

的浏览 !图元属性信息的浏览 !属性数据的输出以及

元数据信息的浏览 ∀

7 3  数据信息检索模块

针对不同的数据检索 分为如下子模块

第二轮区划及总量预测数据的检索功能

提供全国范围内 Β 万 ! Β 万 ! Β 万 ! Β 万

以及 Β 万 种比例尺图件 给定任意标准图幅代

号 任意省 !地区 !县等行政区范围 !全国版图内鼠标

拉出的任意矩形 !多边形圈定范围 以及根据给定的

线按一定半径进行缓冲区分析获得多边形范围进行

的区划数据空间查询 ∀

中大比例尺浏览功能 提供全国各省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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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区划数据库建库流程

ƒ  × ∏

应的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数据的浏览查询功能 ∀

属性检索和图层检索功能 提供在已查询

数据的基础上按属性或 种区划数据图层进行二

次查询 或者在全国或某个省份范围内按属性或

种区划数据图层进行查询 ∀

底图信息查询和图例生成功能 通过建立

与 Β 万数字地质图数据库的接口 提供地质底图

和地理底图图层数据信息的查询 以获取区划数据

的地质 !地理底图数据 并具有为查询出的区划数据

图层生成专门图例的功能 ∀

 结  论

本项研究在清理和全面总结全国第二轮成

矿远景区划 全国铁 !铜 !金 !水泥灰岩总量预测以及

全国重点矿区和成矿区 带 中大比例尺成矿预测成

果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成果资料数字化 首次系统建

立了国家级成矿远景区划成果空间数据库 并建成

元数据库 为全国性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成矿区划

工作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 ∀

区划数据库建设过程在已有的国标 !行标

基础上 制定了区划成果信息化数据标准 确保数据

库的一致性和共享 可作为新一轮全国性成矿远景

区划工作及成果资料信息化的参照基础 ∀

固体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与成矿远景区划是

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矿产资源保证和后备资

源基地的重要工作 其成果资料数据库能为国家提

供经常性的动态后备矿产资源信息 并为开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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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提供基础性区划研究资

料 ∀区划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应成为一项长期研究

工作开展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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